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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大师讲坛”丛书，按照教育类别从浩瀚的大师创作中遴选出经典的教育篇章，将大师们的教育
思想和智慧系统、集中、分类地呈现给广大读者，为读者亲近大师提供了一条比较便捷的途径。
依我看来，这套书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主题鲜明，丛书共有10个主题，如《大师谈启蒙教育》《
大师谈教育沟通》《大师谈教育激励》《大师谈儿童习惯培养》等，这些主题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甚
或是将来，都是大家最为关心的教育话题，也是教育中最为重要的话题；二是内容经典，丛书所选取
的文章是在以人为本的教育前提下，从众多的大师著作中选出的经典教育美文，都有一定的高度，融
故事性和哲理性于一体；三是大师众多，丛书所选大师以教育家为主，囊括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
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科学家等，既有先辈，也有就在我们身边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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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成长需要沟通　　和孩子进行交流　　研究者让儿童或青少年把他们自己所期望的、与现
实家庭生活中不同的事情写出来，位列首位的几件事情中总是会有他们希望父母能多花一些时间和他
们进行平等、单纯的交流。
　　相信我，你并不是唯一一个读了上则信息而跌破眼镜的人。
当知道孩子希望和自己进行更多的谈话时，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感到十分惊讶。
　　大多数家长都主观地认为，他们和孩子谈话的时间已经够多了。
问题在于，他们说得多，孩子回应得少，也很少认真听。
家长经常抱怨说，每次他们和孩子谈话，孩子都兴趣淡淡，回答往往都是一两个字：　　“今天在学
校过得怎样？
”　　“挺好。
”　　“今天下午你都做了什么？
”　　“啥也没做。
”　　“你去哪里？
”　　“出去。
”　　结果，家长就认为孩子肯定嫌他们说得太多了。
　　孩子和家长对于他们之间的谈话这件事有这么不同的看法，主要的原因是家长没分清什么是对孩
子说话和什么是同孩子交谈。
父母觉得是交谈，对孩子来说可能是讲座、说教或询问。
　　如果问孩子是否希望家长经常给他们说教或时常追问他们的事情，那显然他们会说不。
但如果问孩子是否希望父母跟他们说话，真正地倾听、真正地对他们所谈的内容感兴趣、主动地让谈
话成为真正的家长和孩子双方有来有往的交流时，那他们的回答肯定是响亮的“希望”。
　　尽管如此，你们之间的谈话“有时是”家长的质问、布道、讲授和“总是”这样，显然有很大的
区别。
想象一下你自己和别人交往的过程，若那个人的注意力总是放在你是否正确、告诉你应当怎么做，或
总是试图纠正你的行为举止，即使那个人的出发点是好的，这样的关系勉强维持一段时间后也会让你
疯狂，因为这样的关系很无趣、令人厌倦。
而且总有一个更强、有更多知识、有更多经验或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人每天在你身边絮絮叨叨，教
你这样做、那样做，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不重要。
　　家长经常对孩子布道、质问而不是同他进行真正的有来有往的交流，也会给孩子这样的感觉。
　　我们都希望有人关心，有人帮助，有人对我们进行激励（这可能就是家长会对孩子提很多问题，
给孩子上很多课的原因）。
但是，我们与人交流还希望得到其他的东西。
我们希望别人能倾听我们的观点；希望别人重视我们的观点，而不是总是批评我们的观点；希望有机
会教育别人，有机会接受教导，有机会平等地交流一些无关对错的看法和观点。
　　当你和孩子交谈时，要努力让谈话成为真正的双向交流。
不管孩子多小都没关系，只要他到3岁，或只要他能够理解和输出语言就行。
　　要和孩子进行双向交流，你需要采取正确的态度，使用有效的交流手段。
一旦你的态度正确，学会交流方法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因此我们从正确的态度开始。
　　要想成功地进行交流，就要采取正确的态度，而其中关键的就在于家长应当有这样的认知，即虽
然他们是家长与孩子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方，也是具有特殊权威的那方，但不能为了维护这种权
威，就不时用各种方法来强调。
让孩子教你一些东西并不会减弱你作为老师的重要性，这只能表明你不仅善于传授，而且乐于受教。
询问孩子关于正在谈论的问题的见解，并不表明一定要采用他的看法、意见，这只能表明你愿意参考
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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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孩子他关于自己最近读到、听到、看到的事物的观点并不是说你就没有能力影响他的观点，这只表
明你对他所接触的问题、事物很有兴趣。
　　一旦你采取这样的态度，并习惯了这种态度，那就可以开始使用下面所列的这些成功进行双向交
流的手段了。
它们都是经由专家研究证实的颇为有效的手段。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专心倾听孩子说话。
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极其关键，不管强调多少次都不会过分。
如果你只是在自己说话时才专心，那根本不能进行成功的双向交流。
孩子说话时，一定要专心听，用肢体语言告诉孩子你正在认真地听他说什么（放下报纸，与孩子有眼
神的交流，身体前倾等）。
让孩子感受到在你心目中，他要说的很有趣、很重要。
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对孩子而言重要的信息，对家长来说也很重要。
　　第二，主动询问孩子的观点。
不要总是等着孩子自己提出意见和看法，家长要主动询问孩子的看法。
假设全家计划暑假外出旅游，关于去什么地方，你提出几个选择，这时应当问问孩子的想法，看看他
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假设你看到某条他可能感兴趣的新闻，那就讲给他听，然后询问他的看法；假设
你工作中发生的事情值得讲给家里人听，那就不要讲讲故事就算了，讲完后可以问问孩子他是怎样想
的，假设他是这件事的主角，他会怎样做。
　　第三，家长要注意，对孩子提出的问题必须是开放性的。
家长要提出可以引出一系列回答的问题，而不是封闭性的、只能得到一两个字答复的问题。
如果都没有可说的，那要怎样进行双向的有效交流呢？
比如，你不能问他：“你喜欢刚刚这本书吗？
”这样的问题只能得到“是”或“不”的简单回答，谈话无法继续下去。
你应当问：“你为什么喜欢/不喜欢这本书呀？
”具体的问题（“老师对你的研究设计怎么评论的呀”）比笼统的问题（“今天的科学课上得怎样”
）更能激发出比较展开的回答，所以更好。
　　第四，不要打断孩子的谈话，让孩子有机会说完他想说的话。
与成人相比，儿童要将自己的感受、想法转化为语言需要更多的时间。
即使你明了他想要表达的主要意思，也不要从中打断，帮他说出他想要说的话，一定要富有耐心地听
孩子说完。
通常你认为很简单的问题，可能孩子会给出很多很曲折的答案。
比如，你问他今天在学校过得怎样，目的是想知道他在学校学了什么，孩子有可能就会花上10分钟时
间告诉你今天在学校课间时发生的他认为很有趣的事。
让他说完，然后再来问他你真正想知道的事情。
如果打断他的话，实际就相当于告诉他，你对他所说的事情不感兴趣。
　　第五，与孩子谈话时要真心诚意。
不要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如果你这样做，孩子就会为了回答而回答。
你肯定对孩子某方面的事情真正感兴趣，这会引导你选择问什么样的问题，也会引导你选择对孩子的
话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如果孩子提出某个他感到头疼的问题，千万不要用空泛的回答来敷衍（“我保证一切都会过去的”）
。
孩子既然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来了，那这件事肯定让他感到了困扰，家长应当认真思考后再做出回答。
　　单方面的质问、指导和布道能带给孩子这样的信息：你很关心他。
但双向交流不仅能让他感受到你的关心，而且能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
　　过交流的障碍①　　很多父母在与孩子交谈时，当孩子问“你生气了吗？
”或“你不高兴啦？
”时，父母就会板着脸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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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关切地问“妈妈，您怎么啦？
”时，有的母亲会很不耐烦地说：“不关你的事。
”表情和语气都表明父母是在生气。
孩子是敏感的，他们能很快就能分辨出大人在说话时所要传达的真正意思。
但是，父母们似乎并不敏感，意识不到自己在和孩子说话时语气的变化。
　　孩子应该受到尊重，大人应该与他们交流，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与孩子真正地交流，因为他们不能用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孩子。
父母们总是用教训的口气、哄的口气、引诱的口气和孩子说话。
这样怎么能与孩子平等地交谈呢？
即使孩子表示愿意合作，也不是发自内心的。
这种方式，不可能使孩子完全信任父母，也不可能让孩子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我认为，父母只有从内心去改变自己，以平等的、对待朋友的方式对待孩子，才能顺利地与孩子
进行思想交流。
父母总是想利用一切机会向孩子灌输道理，而这种硬灌的道理根本不可能被孩子接受。
不仅如此，这种生硬的方式还会引起孩子的厌恶和反感，父母们总是盼望孩子凡事听自己的，对孩子
提出种种要求，却不告诉孩子为什么要这样。
这不仅不能让孩子服从，还会使他们产生反叛情绪，抵制父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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