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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写在前面的话对大部分的父母来说，为了孩子，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不怕辛劳、不嫌困苦，凡
是对孩子好的，父母们都愿意做。
父母为孩子做的一切都不要求回报，是完全的奉献，只要孩子认可自己。
的这种努力，他们就高兴万分、欣慰无比了。
令人尴尬的是，孩子们对父母的努力却并不一定认可，要么嘴上虽无奈认可，心中却大肆非议；要么
则是需索无度，让父母难以应付。
令父母们苦恼最多的，恐怕就是这类问题了。
我见过很多为此头疼的父母，他们为孩子付出了很多很多——时间、金钱、精力、感情，等等，可是
子女不但不领情，还对他们的付出颇为不满。
父母们想不通：现在的孩子怎么了，为什么就不能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呢？
不过仔细想一想，我们作为父母，到底能给孩子什么呢？
我们能否给孩子安全感？
孩子不可能总和父母在一起，他有大量的时间离开父母，和朋友们玩耍，或者在学校里学习。
在离开父母的时间里，孩子的安全感不是父母所能给予的。
我们能否给予孩子学习的激情？
父母能送孩子去上学，能陪伴他参加各种培训班，甚至能为他请家教，但如果孩子没有学习的激情，
培训班、家教的效果都是有限的。
参加培训班、请家教只要舍得钞票就能办到，可学习激情与钞票的多少毫无关系。
我们能否给予孩子朋友？
孩子需要朋友，特别是相处融洽、两小无猜，能一起游戏、一起学习、相互交流想法和心情，关键时
候还比较仗义的那种。
父母可以帮孩子寻找玩伴、寻找朋友，但真正知心的朋友只能由孩子自己寻找、了解并确定。
我们能否给予孩子幸福的感觉？
幸福感是个大话题，人可能生活极其富裕优越却缺乏幸福的感觉。
孩子身处父母的溺爱与物质的包围中，并不一定就有幸福感，当他缺乏幸福感时，再怎么多的玩具，
再怎么强烈的物质刺激也难让他心情愉快喜悦。
事实上，我们所能给予孩子的极其有限，虽然我们愿意给孩子一切，但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即便心
中装满了对孩子的爱，却往往将这种爱以训斥、禁锢、严加管教的形式，或者以纵容、物质满足、无
微不至的照顾等形式表现出来，我们以为这样就是爱孩子，孩子接受不接受先不说，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以不当的方式在向孩子献出心中的爱意时，心情很可能是焦虑、烦躁的，甚至是困扰、无奈的。
我们献出自己的爱心，应该能感觉到如水一样满溢的幸福感；我们与自己的骨肉交流，应该有那种亲
密无间、融洽动人的情景；我们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在他们的身上流淌，自己的
生命在他们的身上传承，心中应该有一种欣慰和满足。
但是，当孩子渐渐长大，特别是学业开始紧张之后，我们与子女就开始生分起来了，与他们的交流也
明显困难了，那种亲密无间、融洽动人的情景难以再现。
孩子不再因我们爱的奉献而感动，他们反抗父母的管教，抗拒父母的很多爱心举动，甚至将心灵向父
母封闭起来，一副冷然面对的模样。
面对此情此景，父母的不解、伤心和气恼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想，假如我们能换一种方式，少给
孩子现成的鱼，多给他们捕鱼的网，比如教会孩子给自己创造安全舒适的环境，培育出他们对学习的
渴望，成功塑造其幽默、豁达、坚毅的性格和心理，在爱孩子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呵护、培育着孩
子对父母的爱，那么，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事实上，不论我们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我们都无法替他们走路，他们的路必须要由自己来走，哪怕
走得蹒跚不稳，走得趔趄歪斜，我们最多也只能在旁边照料、指点。
孩子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但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父母喂他们乳汁和饭
菜，但不能代替他们吞咽消化；父母帮他们穿衣盖被，可不能代替他们感觉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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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花朵一样娇嫩的孩子，虽离不开我们的呵护，可如何舒叶开花，却完全由自己的天性支配，我们无
法揠苗助长，只能带着充满爱意和欣赏的眼光，看他们一天天长大、成熟。
不过，我们虽不能代替孩子成长，但我们能给孩子爱和欣赏，这是他们成长所需要的阳光，我们能给
孩子提供成长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这是他们的水和肥料。
除此之外，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他们尚小的时候，尽可能地引导他们全面认识这个世界、感觉这个世
界，对他们的认识和感觉给予良性的解释和引导，从而培养他们对知识的兴趣、保护自己免于被侵害
的心智，以及阳光的个性和胸怀。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孩子在蹒跚学步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坚实，这时候，我们就该放手了，他们
已经不需要我们在旁边搀扶照料了。
这时我们虽心有不甘，但在孩子的眼中，父母已经是需要他们照顾、关心的对象了。
或许本书能助爱子心切的家长们理解网与鱼的关系，能给孩子尚幼的父母提供某些教子借鉴，能给与
孩子沟通出现困难的家长一些启示和感悟，能给与孩子关系紧张的父母一些良性的提醒，如此，作者
就感觉十分高兴和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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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以自己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为主线，从其童稚直讲到其考入美国的盖茨堡大学并从该大学毕业
并找到一份年薪20万美元的工作。
该书通过一种趣味化的真实描写，为我们生动讲述了一个普通资质的孩子怎样在父母的引导、帮助下
，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以优异成绩为自己创造美好明天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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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之轩，陕西西安人。
62年生，酷爱读书，对文学、历史、政治、哲学，经济等各类书籍都有喜好。

　　儿子上初中时，在儿子的激励下，也为控制儿子的上网游戏时间，以身言志，使用电脑开始专业
写作。

　　已出版著作：长篇历史小说《黄花赋》、历史论著《假如光绪不死》，国民性批评类之《耍聪明
的中国人》以及《英雄与美女：非诚勿扰》等，受到读者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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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从小培养读书好习惯：孩子与书
二、 淘气的孩子更聪明：疯狂的顽童
三、 直面欺辱，赢得尊重：小学岁月
四、 兴趣引导学习：大侠的诞生
五、 有竞争才有进步：六年级里的竞争
六、 树立自信心的方法：爱吹牛皮的天才
七、 找到学习的乐趣：初中生涯
八、 不懂就问，攻克学习难关：英语和数学
九、 人生低谷更要“触底反弹”：桀骜不驯的问题学生
十、 电脑游戏不是洪水猛兽：电脑上的儿子——孩子与游戏
十一、 言传身教最有效：我与妻子的失误以及努力
十二、 聊天了解孩子的心：初中故事点滴
十三、 第一场硬仗：从初中到高中
十四、 迅速适应高中生活：郁闷无比的天才
十五、 偏科怎么办：打压他，支持他？

十六、 迈出海外留学的第一步：窗口
十七、 悬梁刺股更要效率至上：疯狂的学习
十八、 考试不用怕紧张：参加美国高考
十九、 陪伴给孩子勇气：起程
二十、 让孩子独立地面对未来：飞越太平洋
二十一、 以孩子为荣：美国生活
二十二、 优秀是一种习惯：从美国到法国
二十三、 用爱陪伴孩子成长：孩子总有长大的时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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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 从小培养读书好习惯：孩子与书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父母都是重任在肩，生儿育女之
后，呵之护之，搀扶他们走路，孩子稍大些，又要教导他们读书，这些事情是为人父母的义务，当然
，同时也是父母最大的乐趣所在。
天下父母的爱心都是相同的，希望子女长好身体、受好教育的想法也是相通的，作为一个父亲，我也
是这样。
不过，在儿子还小的时候，我感受最多的是育子的乐趣，还没意识到育子的责任和义务。
想来爱心能让责任变成乐趣，这种变化对父母而言意义重大，因为爱孩子，首先便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快乐。
在儿子稍微懂事以后，我开始给他讲故事，给他买很多故事书。
我自己觉得读书可以获得快乐，不自觉地便认为儿子读书或听书中的故事也可以获得快乐。
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的想法十分单纯，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利目的，根本没想过凭此建立起孩子读书的
兴趣，然后上学考高分、谋出路。
那时候，我也只是随大流，仿照别人的做法，给孩子讲些童话一类的故事，买些带图画的童书。
可能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给孩子讲故事时非常卖力，那些故事曾经给过我很多快乐，我复述它
们的时候，犹如重温逝去的年华，同时，给孩子买书我也很积极，只要他喜欢的我就买，万万没有想
到这对培养他读书的兴趣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持续地影响了他的整个求学过程。
1．从听故事到读书给儿子讲故事，是他两三岁之后的事情了。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没有不缠着人要听故事的，而给孩子讲不讲，讲多讲少，主动权是在父母手中的。
我家对讲故事比较热衷，不但我爱讲，我妻子也喜欢讲，她觉得下班后的闲暇时间，有儿子依偎身边
，给他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自己亲历的童年故事、故事书童话书中的故事等——是种非常享受的
事。
可惜她的故事非常有限，而儿子的需索是无穷的，往往在她讲得口干舌燥，极力地搜肠刮肚也难以找
到新鲜故事时，儿子还睁大眼睛等在旁边，一幅嗷嗷待哺的模样。
妻子此时往往就大喊：“受不了啦，我要崩溃啦，你快点儿来替换！
”于是，我就挺胸凸肚地登场了。
我自认为看的书多，肚子里的故事山积海蓄、多不胜数，因此踌躇满志、毅然不惧、大模大样地坐下
就给儿子讲起来了。
《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天方夜谭》、《伊索寓言》，还有小时候听来的民间故事以及自
己亲身经历的一些有趣事情，听得儿子睁大了眼睛，如痴如醉。
我也有点小小的得意，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但是我的得意没有持续多久，就狼狈不堪了。
毕竟长时间讲故事累得受不了，长年累月地讲更是难以忍受。
而儿子听故事上了瘾，只要我在家中稍有空闲，就立刻缠了上来要听故事，天真的眼睛里的那种如饥
似渴，让我害怕的同时又不忍心拒绝。
于是只好强打精神继续讲下去。
时间长了，童话书中能记得的那些故事早讲完了，肚子里的民间故事本来也没记住多少，无奈之际，
只好搬出《西游记》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但这类故事太长，有一些情节似乎还少儿不宜，所以我不得
不一边在脑中搜索故事内容，一边将少儿不宜的情节删掉，这样就更觉得累，往往讲着讲着，我就睡
着了，但是很快就会被儿子摇醒。
瞌睡中被摇醒的滋味真不好受，但是十几年后回想起来却是温馨的。
说真心话，我从没有过培养儿子成龙成虎的念头，当年给他讲故事，除过那一份爱子之心外，还有一
点就是在幼稚天真的儿子面前炫耀我的博学。
只是最后我被打败了，当肚子里的故事被搜刮一空，又实在编不出什么有趣的故事，我就只好耍赖，
顺嘴给儿子讲那个无数父母都讲过的故事：从前有个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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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啥故事？
讲的是：从前有个山，山上有座庙⋯⋯但总这样糊弄儿子也不是个办法，我倒无所谓，妻子却不忍心
了，她说：“还是去买点儿书吧，照着书读故事，大人轻松，孩子也有故事听。
”就这样，我们买来了很多小儿故事书，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再去买一次。
在家里，妻子做饭、洗碗的时候，儿子就拉着我要听故事，只有街坊邻居的孩子们跑来约他出外玩耍
，我才能解脱劳役独自清闲一会，所以那时我极力鼓励他去外面玩耍。
到了儿子上小学，粗略地认识一些字后，我和妻子就引导他自己看书。
一些讲过多遍且以图画为主的小人书，比如《孙悟空》、《小红帽》等，儿子对其中的内容几乎能够
倒背如流，认识了一些字后，绊绊磕磕地也勉强能自己阅读了。
这让我大大松了口气，让儿子也兴奋不已，他终于不用求人就能遨游在故事的海洋中了。
当然，说他完全不求人还为时过早，一些新买的过去没讲过的书，儿子看起来就困难多了，时不时地
遇到一些生字生词需要问，但对我和妻子来说，解释生词生字要比给他讲故事轻松得多。
不过在他上二年级的时候，我们还是给他买了字典，鼓励他尽量通过查字典，多记住一些字和词。
2．孩子的联想扩展能力在此期间我犯过一个错误，我告诉儿子：看书的时候，有些不认识的字词不
一定非要查字典，可以根据上下文推测字词的意思。
对于字的读音，我将“先认半边字”当秘诀教给儿子，说很多字的读音取决于它的主体部分，并举例
说认识了一个“本”字，看到“笨”、“苯”，那读音都基本差不多，可以囫囵吞枣、一目十行就那
么看下去。
这一来，儿子看书的速度加快了，看书的兴趣也被快速地培养起来，但后果是严重的——他记住了大
量读音错误的字词，并且继续用“认半边字”制造更多的错误读音。
这个问题大概是在他二年级的下半学期时被发现的，好像是个礼拜天，儿子拿着一本书无意中念了一
句：“春天来了，肚丹花开。
”我一愣：肚丹花？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花？
我就连忙问儿子“肚丹花”是什么花。
儿子满脸诧异，十分不解地说：“你怎么连肚丹花也不知道，洛阳肚丹，花中之王，你不会没听过吧
？
”这一下子把我笑傻了，好半天才能直起腰来，好不容易笑毕，纠正了他的读音，问起他读错的原因
，儿子颇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你不是说先认半边字么，牡丹的‘牡’，和‘肚’字的右边不都一样
么。
”原来他的联想更为丰富，把我“认半边字”的说法给扩展了。
后来发现，他因此原因而读错的字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十个八个，几乎是成群结队、比比皆是。
我觉得我与妻子高明的一点是，我们没有将儿子读错字词当做很严重的事件，我们没有如临大敌，更
没有表情严肃地训诫儿子，而是将此事当做一件好玩的趣事对待，兴高采烈地就儿子的错字开玩笑。
我记得那时我编了一个顺口溜打趣儿子：“肚丹花开春满园，火寨塬上种麦田。
”所谓火寨塬其实就是狄寨塬，也叫白鹿原，在我家附近。
当然，将狄寨念成火寨，也是儿子的杰作之一。
孩子对词语的联想扩展能力萌芽得更早，至少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丰富的联想扩展了。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夏天带儿子去浐河玩耍见识到他的联想力，那时儿子最多就是四五岁。
浐河在西安的东郊，纺织城的西侧，距我住的国棉六厂很近。
二十年前的浐河，靠近咸宁路这边，河道两侧满是一米多高的荒草，荒草中弯弯曲曲的有几条几乎被
荒草掩埋的小道。
正是夏天，我手持一根树枝，在小道上走得很慢，边走边抽打前面的荒草。
儿子走在我的后面，不解地问：“为什么要打这些草？
”我说：“这叫打草惊蛇。
夏天的草丛里很可能藏着毒蛇，用树枝抽打草，惊动了毒蛇，它们就提前跑走了。
不然的话，我们不小心踩到了毒蛇，那就有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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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明白了这个道理，兴奋得直点头。
当我们穿过草丛看到河水时，儿子首先跑了过去，拾起一小块石头砸向水面，说：“我这叫‘打水惊
鱼’。
”这以后，儿子又“发明”了许多仿“打草惊蛇”的词语，比如“打床惊妈妈”、“打树惊鸟”，等
等。
最可恨的是他在与我的游戏玩闹中，发现了我戴眼镜的弱点，打闹的时候，首先攻击我的眼镜，美其
名曰“打眼镜惊老爸”，常常弄得我哭笑不得、狼狈万状。
不过，对于孩子的联想力和创造性，我还是非常欣赏的，就顺水推舟，又教了他一个词：敲山震虎。
详细讲解了词义之后，儿子兴奋得哇哇乱叫，脱口而出喊道：“敲墙震邻居”，并立刻拿起一个玩具
榔头在西边的墙上狂敲起来。
我急忙制止他。
如果邻居上夜班的话，此刻还在睡觉，“敲墙震邻居”这一招可不能随便使用。
但儿子并不因我的制止而沮丧，他手舞足蹈，为学会了这一个词而喜得合不拢嘴，似乎这个词中蕴含
着某种不为我所知的秘密。
细问之下他说出了原因，原来他尾随邻居中稍大的一群孩子玩，这些大孩子相约出去玩耍时，因怕被
约的伙伴被家长关在家里写作业，就以敲墙为暗号，听到暗号之后，他们就或假装肚子疼要上厕所，
或假装要出去买某种学习用品，各找借口迅速从家中出来，然后在约定的地点积聚成群，呼啸一声就
疯玩儿去了。
我儿子因为知悉大孩子的这个秘密，所以才对“敲山震虎”的成语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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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关于孩手的教育全稿写完了，却还有些意犹未尽，觉得培养孩子一说似乎并不完全准确。
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在其诞生的时候，就蕴含了健康成长、蓬勃向上的生命因子，这种因子
与生俱来，正是它们使得每一个孩子看起来都那么可爱、生机盎然。
非常可惜的是，在后天不同的环境里，孩子们健康成长的生命因子却遭到了各种各样人为的破坏和压
制。
以兴趣为例，孩子们几乎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不厌其烦地希望一探究竟，昆虫
、飞鸟、风云雨雪，甚至一片树叶子都可能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力，一条蚯蚓都能让孩子们留恋不舍，
他们不明白树叶子为什么在秋天要变黄落下，不明白蚯蚓为什么在泥土里安家，不明白小鸟为何能飞
，鱼儿为何不会被水淹死。
自己想不明白，就去问父母，但能自始自终耐心回答孩子的询问，小心翼翼维护孩子兴趣的父母却不
多见。
和兴趣一样，孩子的胆量、自信等因为后天环境的原因，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被破坏、削弱。
而这些，都是孩子健康成长所需要的，是孩子们立足社会所必需的。
所以我想，作为父母，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培养孩子，而应该是如何尽最大努力维护孩子的兴趣、
胆量、自信以及其他的天性，有了这些，不需要父母的特别关注或者帮助，孩子就能凭自己内在的驱
动力不断地成长，走向成熟。
我的想法是，孩子在学龄前到小学的早期阶段，学习知识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乃是兴趣的保持和引导
。
在这一阶段，父母对孩子貌似童稚的兴趣固然不能打击，同时应该循循善诱，将孩子的兴趣尽可能地
向读书上引导，这不光是因为书籍能回答他们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而且读书习惯的形成是惠及终生
的，也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之一。
孩子稍长以后，大约是小学中后期到初中这一段，与外界的交往渐渐增多，与同龄孩子如何相处成为
孩子的人生课题之一。
当然，父母不可能代替孩子解决这个课题，但在此时，父母帮助孩子提振胆量、自信却是必需的，特
别是在孩子因为种种困扰变得胆小怯弱的时候，父母的帮助尤为重要。
学习再怎么好，失去了自信和胆量的孩子，其人生路上的坎坷都比较多。
初中阶段，很可能是孩子性格发展、定型的最重要阶段，也是孩子与父母、老师最容易闹矛盾的阶段
，这一阶段也可能是父母最为头疼的时候。
过去的小乖乖不怎么听话了，敢公开顶撞父母了。
此时，孩子到了成长中一个至为关键的时期。
我觉得，这时对孩子进行严厉打压和放任自流都是不可取的。
如果能放下架子，以朋友的身份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那是最好，可以及时地了解孩子面临的困难或者
困扰，用探讨的方式和孩子一起寻找解决困难、困扰的方法、路径。
如果无法做到这一步，那么，若能保持心态的平和，在尽可能轻松的气氛下与孩子交流，也不失为一
种可行之策。
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孩子需要这种交流，在交流中，父母的经验、智慧、人生态度等会不自觉地就感
染、引导着孩子，让他走出迷茫，为自己寻找到方向或者定位。
如果父母觉得自己不适合感染、引导孩子，那么，能帮孩子寻找几个志趣情操皆有可取之处的同龄朋
友，或许会有相当的裨益，这类朋友如果很阳光、志向高远，那效果就更好了。
高中及以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这时，多理解、多信任、多鼓励就成为父母对待孩子
的主旋律了。
我想，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不可能每个孩子都能达到父母所期望的高度，但只要带着欣赏的眼光，
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都会带给父母回味不尽的快乐和情趣。
多欣赏孩子一分，父母的快乐就会多增加一分。
愿天下的父母在爱的同时，都欣赏自己的孩子，以非功利的眼光真心欣赏。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石之轩教子笔记>>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石之轩教子笔记>>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本实在的书，忠实记录了一个父亲20年的教子历程，点点滴滴，事无巨细。
字里行间能感受到父亲对儿子深挚的爱，也能看到他对孩子的尊重与理解，以及他润物细无声的言传
身教，让读者切实了解到作者朴实但卓有成效的教育观念。
　　——东子(著名父教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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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石之轩教子笔记》不同于别的家庭教育类书，《石之轩教子笔记》从生活中点滴小事入手，娓娓道
来儿子的成长故事，语言生动活泼，情节平易有趣。
没有死板的教条式言论，但字句中渗透作者在教子成才过程中的种种思考，让读者切实了解到作者朴
实但卓有成效的教育观念。
一个作家父亲20年的教育心得，讲述普通男孩的自由成长史，突破应试教育的困局，开拓个性化成才
之路。
一个作家父亲20年的教育心得!卓越男孩分享成长经历：妙趣故事+民主老爸+调皮儿子!神奇老爸“放
养”成功：SAT满分+5家常青藤名校录取+全额奖学金!1本真实的教子笔记比100本专家教条更有用!他
原本是被同学欺负的“乖孩子”——但他摆脱了困境还获得了好人缘!他没参加培训班也没进入重点班
——但他照样勇夺年级N0．1!他淘气捣乱经常被老师请家长——但他却成了学校的骄傲!他也曾讨厌英
语、苦恼数学、沉迷于游戏——因为不适应高中生活而消沉，但他最终克服一切困难，取得SAT满分
的好成绩，被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美国南麦斯蒂斯特大学、布兰黛斯大学、盖茨堡大学等多家名校
录取，并获得全额奖学金!他只是个快乐成长的普通男孩，他是作家爸爸“放养”出的优秀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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