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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实中，很多父母正是意识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总是在孩子的教育上下大力气，但是他
们在具体实施中往往会走入一些误区，例如，学习之上，溺爱，总想插手孩子的全部，对孩子说一些
刺激性的话等，这些教育的误区，会让你越是用心教育孩子，亲子关系就越疏远，结果不但没有把孩
子教育好，反而出现了更多的问题孩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总有办法让孩子避免误区>>

作者简介

　　朱文珺，苏州人，长期从事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咨询工作，毕业于苏州大学，有着丰富的家教经验
，善于把握孩子的心理变化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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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误区一　 学习至上
现在家庭教育的首要误区就是：学习至上。
只注重孩子分数的高低，忽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思想品德的培养。
父母的学习至上论，让许多孩子生活在压抑、单调的环境里，他们的生活已经没有了梦幻般的童年，
没有了阳光，也没有了自然⋯⋯只剩下了学习、学习、再学习。

1．学“语文”就是学“语文课本”
2．写不好作业就使用“暴力”
3．向100分冲刺
4．考好了带你去吃肯德基
5．想尽办法进入名校
6．全程陪着孩子学习
7．盲目给孩子请家教
8．每天为孩子检查作业
9．美术学得好没有用
10．盲目套用他人的学习方法
11． 强制延长学习时间
误区二　 “爱”无原则
很多家长都抱着“再穷不能穷孩子”的信念，通常舍不得让孩子做任何的家务，孩子想要什么就给什
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满足孩子，孩子就以哭闹、睡地、不吃饭来要挟父母
。
而父母的这种迁就、妥协就成了一种没有原则的爱——溺爱。

1．不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
2．为孩子操办一切
3．孩子一哭闹就妥协
4．十年如一日地接孩子上下学
5．不给孩子体验挫折的机会
6．帮孩子找理由推卸责任
7．对孩子有求必应
8．强迫孩子吃有营养的东西
9．孩子受伤了，家长比他还紧张
10．老是“让着”孩子
误区三　 总想干涉孩子的全部
为了孩子的未来，父母总是约束孩子的交友；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很多家长总是想尽办法了解孩子
，例如偷看日记、偷听电话、偷翻书包；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有些父母又轻易地介入孩子们之间的
纠纷，殊不知，父母的这种行为反而会招致孩子们的反感，会离他们越来越远。

1．不要跟这种人交朋友
2．孩子与异性的交往受到限制
3．过多过问零花钱的去向
4．偷看孩子日记
5．侦察孩子的“行踪”
6．翻看孩子书包
7．偷听孩子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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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过分干涉孩子的打扮
9．轻易介入孩子的纠纷
10．做什么必须听我的
误区四　 强烈的大家长主义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为了彰显自己在孩子面前的权威，很多父母总是以一副大家长的面孔应对孩子
的对抗，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为孩子安排一切，总是不允许孩子表述自己的想法，总是以一副统
治者的身份与孩子“交流”，但是这种方式只会让孩子产生更强的抵触情绪。

1．不“听话”的父母
2．从来不开“家长会”
3．不能放下姿态与孩子平等交谈
4．不允许孩子向大人申辩
5．随便拿孩子开涮
6．大人说话，小孩不许插嘴
7．按自己的意愿设计孩子
8．对孩子奖惩根据自己的心情
9．不给孩子说话的机会
10．随意处置孩子的东西
11．心情不好时拿孩子当发泄对象
12．总是太把自己当爸妈
误区五 使用“语言暴力”
父母与孩子的交流大多都是通过语言方式进行的，但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家长却会无意识地
使用一些辱骂挖苦的字眼，或许在他们看来，这样更能刺激到孩子相应的神经，引起孩子们的注意，
有时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不得已的。
不管父母为何使用这些字眼，但对孩子的影响都是一样的：伤害自尊。

1．你怎么这么笨
2．为什么别人行，你就不行
3．我没有你这样的孩子
4．滚吧，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5．哟，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6．为什么，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7．他打你，你怎么不打他
8．聋了吗？
听不到我说的话吗
9．像你这个样子，长大了什么都干不成
10．怎么不说话，哑巴了吗
11．唠唠叨叨总不停
误区六　 给孩子树立负面榜样
现代教育家陈鹤琴说：“做父母的不得不事事谨慎，务使己身堪有作则之价值。
”父母不管做什么，不管有意无意，对孩子都是榜样。
有人说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父母怎么做，孩子就会怎么做。
孩子最善于模仿，父母如果不注意自己的小节，言行举止不当，很容易给孩子造成负面的影响。

1．不肯向孩子道歉
2．向孩子轻许诺言却不兑现
3．做事拖拖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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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着孩子的面议论他人是非
5．爱贪小便宜
6．当着孩子的面互相揭短
7．在孩子面前斤斤计较
8．让拳头来解决问题
9．用假生气让“人”妥协
误区七　 “宽容”孩子的一切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更何况是正在成长的孩子呢？
因此，很多父母对孩子全部都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如果将孩子道德层面的缺点也纳入正常的出错范
围之内而加以宽容对待的话，那么，这些孩子将会出现严重的道德缺失。

1．轻视孩子撒谎的问题
2．忽视孩子嫉妒的心理
3．不能正确对待孩子骂人的行为
4．忽视孩子高傲的性情
5．对孩子贪小便宜的毛病不加纠正
6．听任孩子“不多管闲事”
7．纵容孩子不依不饶
8．宽容孩子的自私行为
9．无视孩子逃避责任
10．纵容孩子任性
11．总是为孩子的懒惰找借口
误区八　 忽视孩子的创新意识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
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民族的创新源于民族内部人民的创新，而创新则需要从娃娃抓起，但是在家庭教育中，却有一些父
母忽视培养孩子的创新意识，阻碍了孩子的正常成长与发展。

11．总是为孩子的懒惰找借口
1．扼杀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压制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3．总是告诉孩子“这个玩具应该这样玩”
4．对孩子的亮点缺乏鼓励
5．认为孩子不是那块料
6．限制孩子“捡垃圾”
7．不让孩子“淘气”
8．对孩子的梦想缺少理解和鼓励
9．忽略孩子观察力的培养
10．忽略孩子注意力的培养
11．总想杀杀孩子的“风头”
误区九　 夸大孩子的缺点
人无完人的道理几乎每个家长都明白，但是有些家长却将自己孩子某一方面的缺点放在放大镜下观察
，因此，孩子的缺点被放大数百倍、上千倍，有时，他们还要把孩子这些被放大了的缺点展现在众人
的面前，为孩子做宣传。
殊不知，父母的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

1． 抓住孩子偶然的失败不放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总有办法让孩子避免误区>>

2． 夸大孩子的生理缺陷
3．看不到孩子的优点
4．喜欢讥笑孩子
5．给孩子贴负面标签
6．太笨了，不知道像谁
7．随便暴露孩子的缺点
误区十　 身体没病就是健康
在有些家长看来，能保证孩子吃饱穿暖、有学上，他们定会健康成长。
其实不然，现如今，健康是指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而不仅仅是指没有生
病或者体质健壮。
可见，父母若想教育出一个健康的孩子，不但要保证他身体健康，还要注重心理健康、良好的社会适
应能力。

1．不能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2．不尊重孩子的人格
3．忽视孩子的自卑心理
4．不知道孩子也需要宣泄情绪
5．不对孩子进行情感教育
6．回避对孩子进行性教育
7．不给孩子留面子，当众批评孩子
8．不注意与孩子的沟通
9．不断给孩子加压
10．忽视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
11．对孩子缺乏文明礼貌方面的教育
12．对孩子缺乏生活常识方面的教育
13．忽视孩子自理能力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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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不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 小时候，诗琪是个勤快的孩子，每次妈妈洗衣服，她都嚷嚷着要
参加，妈妈总是嫌她碍事不让她插手，然后诗琪就找来一个小盆，拿来一个小抹布，顺手抓一把妈妈
的洗衣粉，等妈妈发现时，洗衣粉已经全部放在了水里。
诗琪还和妈妈争着扫地，结果地没扫干净，反倒把垃圾桶给弄翻了，结果给妈妈添了不少麻烦，一天
，妈妈终于“按捺不住”了，对诗琪吼道： “走开走开，总是给我添麻烦。
”诗琪总是笑呵呵地跑开。
 上学后，每次看到爸爸妈妈做家务时劳累的样子，诗琪快速放下手里的作业，准备去帮他们干活，可
是每次听到的都是： “你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家务事不用你管。
去学习吧，好孩子要懂事。
” 终于有一天，诗琪“懂事”了，再也不插手家务了，爸爸妈妈做家务的时候，诗琪就去“学习”。
看到诗琪“学习”，爸爸妈妈笑了。
 “家务活太脏太累，本来就是家长的活，不要让孩子去做吧。
”相信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想法。
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父母都会大包大揽家务活，在他们干家务活时，只要看到在一旁玩耍开心的孩
子，脏累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实，这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并不能开心幸福一辈子。
 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些社会学家和儿童教育专家，对波士顿地区456名少年儿童作了长达20年的跟踪调
查发现，美国小学生每日劳动的时间为1.2小时，中国小学生每日劳动的时间为0.2小时。
而爱做家务的孩子与不爱做家务的孩子相比，长大后的失业率为1：15，犯罪率为1：10，平均收入高
出20％，此外，离异率、心理疾病患病率也较低。
因此，做家务不仅仅是简单地让孩子帮忙分担一点劳动，更是为了他今后的幸福生活。
 由于经验和能力的局限，有时孩子的劳动也可能会给父母带来更多的麻烦，但是从教育孩子，促进孩
子健康成长这个长远的目标来考虑，还是值得的。
 （1）让劳动成为孩子的一种游戏 没有天生懒惰的孩子，孩子的身上充满了生命力，他不会像成人那
样把劳动当作“劳动”，他会认为这是另一种游戏。
不理解这个秘密，出于好心夺走孩子一条成长的途径，就等于夺去了孩子的生活乐趣！
蒙特梭利在她的著作中写道： “儿童对劳动从不厌倦。
劳动使他成长，劳动让他更具活力。
儿童从不要求减轻他的劳动量，他喜欢独自完成某件事。
因此，甚至可以这样说，不劳动，儿童的活力就会走向衰竭。
” （2）让孩子明确：干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 应该从小就让孩子明白参加扫地、洗
菜等家务劳动，是他自己应尽的一份义务，而不是帮父母干活，这样孩子在干家务活时，就心甘情愿
地去做，而不会讨价还价地讲条件了。
有的家长在让孩子干活时总爱说： “你帮我干点活。
”久而久之，就会使孩子缺乏家庭责任感，也就不愿意干家务活了。
也不要以贿赂的手段来利诱孩子做家务活动，否则，没有“实惠”作强化物时，孩子就不愿干家务活
。
 （3）要让孩子体会到劳动的快乐 安排一些你和孩子可以一起做的家务。
安排孩子做那些他感到对家庭生活作出重大贡献的家务劳动，如扫地、洗菜等。
让孩子做的家务活要有趣味性，如帮助摆餐桌时，可让他放一些色彩鲜艳、有图案的桌垫、餐巾纸等
；请孩子把脏衣服放到贴有米老鼠的衣篓中，这样，孩子对家务活就会感兴趣而乐意去做。
在劳动中增加竞赛，如你在家务劳动中和孩子玩“比比看谁做得好做得快”的游戏，相信孩子会更乐
于帮忙。
 在生活中培养孩子做家务的习惯，让孩子在愉快、自主自发中学习做家务，才能达到教育的效果。
家长切记要及时鼓励孩子，在所有回报中，赞赏是孩子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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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认真地完成了一项工作后，不要忘了告诉孩子，他做得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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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翻开《总有办法让孩子避免误区》，您将领略到较高质量的全新的教育方式，在您通过通俗的语言阅
读生活化的案例、简单透彻的分析之后，猛地看到实用高效的改正策略时，是不是有一种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感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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