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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长管教子女，反而被子女告上法院；老师不能训斥学生，否则家长会到学校兴师问罪；孩子不
服管教，因而弑父⋯⋯这些新闻事件，我们都不陌生。
然而，当我们在问“孩子为什么变成小皇帝”时，是否意识到：教育价值扭曲才是关键！
培养孩子适龄的心理成熟度，才是解决之道。
作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结合多年儿童及青少年问题的个案观察，为教育价值失衡的社会敲响警钟
，更要进一步告诉你：
　　◎给父母的三大提醒：
　　1.成熟的心理发展，是教养目标能否实现的前提；
　　2.父母的使命是，陪伴孩子走过心理发展的过程；
　　3.唯有把孩子当成孩子，父母才能完成教养的使命。

　　◎洞悉孩子成长发展的五阶段：
　　两岁前：以自我为中心
　　早期幻想阶段，孩子的需求需要立即满足，会以哭闹来表达需求。

　　两至三岁：反叛阶段
　　孩子可以决定自己和自己身体的功能，也可以决定如何与何时应该说些什么。

　　三至五岁：学龄前阶段
　　孩子可以区分自我和沟通对象，听懂大人的话。

　　六至十三岁：就学阶段，学习进入社会
　　孩子可以遵守规则，内化成自身的行为规范。

　　十四至十六岁：青春期阶段
　　可以察觉错误，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

　　◎揭示三大心理误区，正视它们,小皇帝才会变成好孩子：
　　伙伴关系：你错把孩子当伙伴，才会让孩子面对大人的问题。

　　投射关系：你害怕失去孩子的爱，采取宠溺、放任的教养态度。

　　共生关系：你把孩子当作自己的一部分，对孩子的问题行为浑然不觉。

　　◎教出好孩子，出路在哪里？

　　家庭可以怎么做？

　　不只要划清孩子行为界限，更要划清亲子间的心理界限。

　　学校可以怎么做？

　　确立教育目标与方向，给予孩子与老师相同的保障。

　　社会可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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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现今扭曲的教育价值观，并且加以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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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米夏埃尔·温特霍夫（Michael Winterhoff）
　　儿童与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资深青少年心理医生和心理治疗师，社会心理学家。
生于1955年，已婚，家庭美满，膝下两个子女。
毕业于波恩大学医学院，1988年创办自己的心理诊所。
温特霍夫多年来始终专注于深入观察和分析青少年心理障碍，并擅长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现今的家
庭体系，为有心理发展障碍的孩子开具良方。
作为儿童心理学家，他还是青少年心理援助领域的权威。

　　温特霍夫的处女作《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一经推出便备受家长推崇，在重视教育的
德国造成轰动，引发一股激烈的讨论热潮，并风靡全世界。

　　译者简介
　　王泰智 沈惠珠
　　王泰智、沈惠珠夫妇早年在北京和德国的大学攻读德国语言文学，毕业后常年从事外事工作，先
后于德语国家任职近三十年。
九十年代退休后，开始翻译工作，至今已为三十余家出版社（包括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出版社）翻译出
版各类德语书籍八十余种。
著有国外生活回忆散文集《沿着易北河》（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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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 荐 德国Amazon 读者书评
第一章　亲子教养出了什么问题？

　一、一本引发教育革命的书
　　1. 面对“小皇帝”，父母很无助
　　2. 儿童早期的生活造就了今天的“小皇帝”
　　　● 从根本做起才能解决问题
　　3. 唤起人们的希望
　二、为什么仅有教育和亲子教养还不够？

　　1.“小皇帝”越来越多
　　　● 被孩子牵着鼻子的父母
　　　● “小皇帝”来了！

　　2. 孕育“小皇帝”的摇篮：三类沟通障碍
　　　● 伙伴关系型
　　　● 投射关系型
　　　● 共生关系型
　　3.“教育”的概念、目的和实施条件
　　　● 权威的“教育”概念和目的
　　　● 教育能否奏效的前提条件
　　4. 告诫压力下的父母
　　　● 告诫一： 心理发育成熟是子女教养目标能否实 现的前提
　　　● 告诫二： 父母的使命是全程陪伴孩子心理发育 成熟
　　　● 告诫三：“ 把孩子当孩子”是终极教养使命
　　5. 洞悉孩子的成长发育阶段
　　　● 两岁前：婴儿阶段（以自我为中心）
　　　● 两至三岁：逆反阶段
　　　● 三至五岁：学龄前阶段
　　　● 六至十三岁：就学阶段
　　　● 十四至十六岁：青春期阶段
　　6.“童年”的演变史
　　　● “童年”的缺失
　三、怎样让孩子自觉自愿地收拾房间？

第二章　各行其是的“孩子方案”
　一、“孩子是孩子”
　　1. 唯一正确的亲子教养方案
　　　● 父母的正确直觉：孩子就是孩子
　　　● 与孩子划清界限！
而不是划定界限
　　　● 直觉式教育要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
　　　● 缺乏直觉的原因：父母在压力下情感失衡，精神无法独立
　二、沟通障碍下的“孩子方案”
　　1.“孩子是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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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人的“开明”使自己变得盲目
　　　● 大人世界的进步成为孩子世界的灾难
　　　● 孩子被迫成为大人的“伙伴”
　　　● 不要强迫孩子承担“平等”的义务
　　　● 教育机构执行“孩子是伙伴”方案， 后果更严重
　　2.“想被孩子爱”
　　　● 孩子成了成人情感的“补偿品”
　　　● 根源：缺乏安全感的成人世界
　　　● 后果：成年人和孩子两败俱伤
　　3.“孩子是我的一部分”
　　　● 与孩子在心理上融合
　　　● 卷入亲子关系的恶性循环
　　　● 失能的亲子教养方案
　三、陷入沟通障碍的父母与教师
　　1. 卢卡斯的案例
　　2. 教师该如何看待家庭作业？

第三章　“鸡同鸭讲”的沟通悲剧
　一、孩子的成长要靠沟通
　　1. 父母和孩子为什么不能互相沟通了？

　　　● 无法进行的沟通
　　　● 沟通的前提：把孩子看成是孩子
　二、“鸡同鸭讲”的沟通悲剧
　　1. 教师之间的沟通
　　　● 把学生当孩子的教师和把学生当伙伴的教师
　　　● 想从学生那里获得爱的教师
　　2. 教师和孩子之间的沟通
　　　● 疲于应付心理发育不成熟的学生
　　3. 教师和孩子父母之间的沟通
　　　● 滥用法律手段的父母
　　4.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
　　　● 全面失效的亲子沟通
　　5. 父母与祖父母之间的沟通
　　6. 夫妻之间的沟通
　　　● 陷入险境的夫妻关系
　三、心理发育停滞的孩子
第四章　路在何方？

　一、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1. 我在杞人忧天吗？

　　　● 欠缺就业能力的年轻一代
　　　● 责任感和道德意识缺失
　　　● 社会保障体系或将难以维持
　　　● 文化领域受到冲击
　　　● “瘾君子”人数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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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
　　1.“慢下来”才是解决之道
　　　● 速度有时是一种病毒
　　　● 速度崇拜对心理的影响
　　　● 留出时间，放慢脚步
　　　● 摆脱动作型抑郁症
　　2. 生活“越慢越美丽”
第五章　成年人应该做些什么
　一、出路——真正走出死胡同
　　1. 成年人应该自我反省
　　　● 分析沟通障碍是基础
　　　● 我的“孩子方案”是什么？

　　　● 三类沟通障碍并非不可化解
　二、孩子应该怎么“穿衣服”
　　1. 理想的穿衣模式
　　2. 各式“孩子方案”下的穿衣程序
　　　● “孩子是伙伴”方案——孩子决定一切
　　　● “想被孩子爱”方案——从不拒绝孩子
　　　● “孩子是我的一部分”方案——孩子要自觉穿衣服
　三、蒂姆的非典型案例
第六章　家庭应该做些什么
　一、如何保障孩子不受伤害？

　　1. 好孩子的成长来自家庭的保障
　　　● 当前的“沟通”概念已经过时
　　　● 第一种保障：给孩子制定规范
　　　● 第二种保障：划清界限并做孩子的帮手
　　　● 惩罚仅用来抑制攻击性
　　　● 上幼儿园记
　　　● 第三种保障：明确教育目的
第七章　学校应该做些什么
　一、教育制度：给孩子保障
　　1. 陷入混乱的学校
　　　● 被挑衅的教师
　　　● 学校规范制度全面缺失？

　　2. 学校迫切需要规范和责任
　　　● 制定规则，让学生有安全感
　　　● 教师应为合格的沟通对象
　二、教师：回到沟通的平台
　　1. 改革误入歧途的教育
　　　● 没有界限的“作业自由”
　　　● 教师“艺人”化
　　　● 教师“顾问”化
　　　● 失败的教育改革
第八章　对社会的呼吁——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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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们应该走的路
　　1. 认识和消除沟通障碍
　　2. 审查学校里的“孩子方案”
　　3. 实行以沟通为目的的教育方案
　　4. 建立必要的全日制教育机构，代替失灵的 家庭体制
　　5. 摇醒政治当局
　　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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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一本引发教育革命的书2008 年，拙作《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出版以后，我对
它可能引起的反响，做了足够的思想准备。
但接下来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情，却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多年来，我一直想把我的一些想法公布于众，但由于条件限制始终未能变成现实。
不过我感到读者的情绪已日渐成熟，可能会对我的书给予相应的关注。
然而，公众的反应大大超越了我那相当低调的期待。
读者的反馈和书的销量都表明我已触动了时代的神经，我的基本理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我这些在诊所里的观点，终于走向了社会。
当然，除了认可和赞同，也有不少新的有建设性的批评，其中的一些将在本书中有所反映，作为第一
本书的一些论点的重要补充。
还有几点重要的说明，我觉得应该在这里事先提出，因为它们对理解本书至关重要。
首先是我的论述的归类问题。
很多人给这样的书贴上了“顾问”，准确地说是“教育顾问”的标签，并把它放进一个既定的框架里
加以定性。
但这是错误的。
作为心理学家，我从未把自己看成是向他人提供简便的药方，让他们能够掌控自己（或孩子）生活的
顾问。
生活是多层面的，达到某一目标，不仅仅只有一条金光大道。
俗话说，条条大道通罗马，同样，在孩子的成长发育过程中，也没有一条终极的发展道路。
特别是那些六岁以前的孩子，他们的成长发育过程是如此的不同，用一本书是无法给出一条普遍适用
的教养方案的。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没有对婴幼儿的发育提出有趣观点的书籍，只不过我们不能期待出现一本传授如何
与孩子交往的万能秘籍。
况且，研究六岁以前孩子成长发育课题的好书在市场上并不多见，这方面的书籍基本上都是可有可无
的。
表面上看它们似乎非常理解了孩子的心理状态，制定了十分实用的措施，并为孩子的教养问题提供了
一份万能的清单，但大多只是制造了一种假象。
我的理念只是对社会问题进行讨论，旨在期望青少年能够成长为具有社会活动能力的社会成员。
这当然不是让他们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的适应者，而是让他们明白，他们周围还有其他人存在，别人同
样有合理的要求和见解。
人们常常抱怨今天的社会充满了倾轧，只有突出个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以我为主才能在其中立
足。
因此，我们就更应该去影响孩子的成长，防止这种以我为主的个人主义的滋生。
个人主义这个概念，使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必须在这里解释一下。
1. 面对“小皇帝”，父母很无助有些读者在我的第一本书里面看到了“小皇帝①”这个词，于是他们
就认为“小皇帝”的意思是残暴的独裁者，有意识地左右他人的生活，认为这个概念不该用在孩子身
上，是对孩子的歧视。
 我当然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决定采用“小皇帝”（Tyrann）这个概念时，想到的是希腊文“tyrannos”（僭主）的原始含义。
它在古希腊语中是一个中性的道德概念，主要在政治上区分合法与非法权力之间的不同。
“小皇帝”一词不外乎是对权力颠倒现象的一种描绘，这一现象源自成年人与孩子之间日益严重的沟
通障碍。
今天的暴君概念，指的是一种蓄意的暴虐行为。
但这种情况，在我所探讨的青少年身上并不存在。
他们的错误行为大多都是无意识的，源自他们的心理发育过程一直受到的干扰，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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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小皇帝”概念加以描绘。
我使用“小皇帝”的概念，无非是想形容成年人在处理孩子的错误行为时一种无助的感觉。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是因为孩子想以他的行为方式决定周围的一切，并同时拒绝外界的影响。
当孩子进入成年后，又不能对周围的人表示尊重的时候，人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一个一岁半或两岁的孩子，自然对周围的人没有尊重感，他们视成年人给予他们的一切为理所当然，
但人们不会把这看作是“小皇帝”行为，因为他们毕竟还非常小。
即使是一个五岁孩子有这样的行为，我们也不能称其为“小皇帝”。
但这个年龄段在他们的心理发育过程中却至关重要，对他们应该加强心理功能的培养。
而这种缺失，我们也可以在青年人身上看到。
不过，如果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既不尊重他人，行为又很叛逆，那么人们觉得他离登上“小皇帝”的宝
座已经不太远了。
因为人们一般都会期待，一个近乎成年的孩子应该具备对他人尊重的意识，或至少应该表现出对社会
的适应能力。
因此，我的第一本书就提出了“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的问题。
这与本书的思考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防止他们在今后的人生中遇到麻烦，同时也
避免成为别人的麻烦。
2. 儿童早期的生活造就了今天的“小皇帝”我在论述中之所以提及那么多幼儿（当然不包括婴儿），
是因为在儿童早期生活阶段中，可以找到“小皇帝”的行为根源。
只有研究根源，而不是仅仅采取常见的对症下药式的“治疗方法”，才有助于改善现状。
如果一个孩子经常以调皮和逆反的方式做出不尊重他人的行为，那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寻找其根源
，而不是立即采取针对其行为的“治疗”方案。
尽管后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暂时制止了某些错误的行为，但却不可能产生持久效果，因为它否认了孩
子心理发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根本做起才能解决问题。
在沟通障碍中成长的孩子，学会了在成年人面前弄虚作假，因为他们不承认其他人的存在，也不承认
自我的界限。
孩子的这种弄虚作假行为当然有目标，但却是无意识和无预谋的，他们的目标指向，只是针对身边某
个人的行为的直接反应。
我们不能把孩子的这些行为看成是病态，或者把他们说成是患者，因为他们并没有病，只是成长发育
过程中出现了心理障碍。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我的期望是：我所描绘的问题，必须要得到各方的认同，即父母、幼儿园、学校、青年救援机构
，尤其是政界，因为他们才是为青少年做出方向性决策的力量。
认识到这些问题以后，就应该开始在根本原因上下工夫，对现行的措施进行彻底的检讨。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孩子是孩子”的理念，才能弥补青少年所缺失的心理功能。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展望未来，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并能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成年人。
我的工作目标，当然不是想败坏孩子的信誉，制造大范围的不安。
应该承认，在现实中有很多生活在正常沟通中的成年人和发育正常的青少年。
这些人不应该在阅读本书时感到这是在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批评，虽然他们也有可能从中看到自己过去
的影子。
我所关注的是总体趋势，而不是错误或正确行为的个案。
谁要是正确理解了这一点，一般就会认同我的观点，并与我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对我的第一本书的众多正面反应，恰好证实了这一点。
3. 唤起人们的希望与我的第一本书《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相比，本书主要有两个重点，
以进一步深化和扩展我的论点，并唤起人们的希望。
第一个重点是，告诉成年人应如何判断他们是否陷入一种沟通障碍，以及摆脱这一困境的方法。
读者会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一张可供勾选的措施清单，而是一个意识逐渐形成的过程，终点就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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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改变。
第二个重点是，分析在上述意识的形成和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可能会出现的各种交流障碍。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说到孩子时，指的是什么？
每个人想的都一样吗？
是指同一个对象吗？
虽然我在第一本书的很多章节里一再用具体的案例加以说明，但有些读者仍觉得它们不足以说明问题
的所在。
因此，我在本书中专门选择一些日常生活的事例，进一步说明在同一事件里，成年人的行为为什么会
因为选择不同的孩子方案而大相径庭。
我在这里所依据的，是真实存在的案例，这些事情在很多家庭中一再出现并导致危机，似乎孩子们已
经无法控制。
我作为青少年心理援救工作者，任务就是向人们提供一面镜子，让他们从中认识自己的行为并进行思
考。
第一本书如此，这本书也一样。
希望孩子们能够在有责任感的成年人充满爱心的指导中成长；希望成年人能够胜任孩子的指导者这一
角色，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发育环境。
孩子的成长需要这样的环境，我们成年人应该检讨自己是否为孩子提供了这样的环境。
此外，我还必须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把孩子看成是孩子，用直觉呵护他们，让他们健康地成长，那我
们自己的生活也会轻松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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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几个月前，我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我的第一本书《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的精装版，这
是这本书发行第25万册的一份礼物。
第一本书至今仍在被人阅读和讨论一对此，我想向具有批判和思考眼光的亲爱的读者们表示我衷心的
感谢，希望您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我的分析工作的意义，并增强这些观点的社会分量。
    居特斯洛出版社的出版人克劳斯·阿尔特波斯特先生，应该首先接受我的感谢，他对图书市场的敏
感，在我们初次谈话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他当时就看到了这本书的分量；我至今感谢他的努力和对我
的关怀；同样我也感谢记者卡斯滕·特尔卡斯特，他以专业和创新的精神促进了两本书的形成。
特别要感谢马尔库斯·兰茨，是他介绍了上述两位，并首先产生了公开发表我的著作的想法。
    我还要特别感谢几位与我长期共事的同事，他们遇到的问题和提供的案例给我不少启发；应该感谢
的还有我的医生同事安格丽卡·里沙尔、想法丰富的伙伴库尔特·道本、我多年的同事弗里德里希·
波斯，以及在各方面给我支持的所有教师和保育员。
最后，特别要感谢的还有我的家人。
这本书就是献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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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好孩子的成长不能只靠教养》上市即登上德国《明镜周刊》畅销榜第一名！
德国儿童与青少年问题研究权威温特霍夫博士振聋发聩的教育心得！
一本备受各界推崇的教育经典。
教养的前提是：孩子可以听懂成人的教导。
当所有的教养书都在教你如何养育小孩时，《好孩子的成长不能只靠教养》要告诉你：这个年代，光
有教养还不够。
五岁与十五岁的孩子，在教育和沟通上存在怎样的原则性区别？
自决不等于自立！
“独立自主”的孩子为什么成为不服管教的“刺头”？
曾被视为“小皇帝”的80后，如何防止教育的悲剧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
每位父母都抱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教养孩子，可是错误的教养观点和方法却让孩子困在自我
的世界无法自拔。
不尊重他人，耐挫力差，与父母顶嘴、讨价还价，违抗老师的教导，在校园里任意滋事，甚至酗酒、
嗑药！
我们的孩子到底怎么了？
温特霍夫博士带您解密儿童不同年龄段的心灵密码，破除三大亲子沟通迷思，“小恶魔”从此蜕变为
“小天使”！
不只教导孩子行为界限，更要划定亲子间的心理界限。
《好孩子的成长不能只靠教养》为时下扭曲已久的教育价值观敲响警钟，并提出具体改进方针。
重新回归教育与教养的本质，以作者临床案例结合社会现象提出建议，并深入剖析。
从家长、教育工作者、社会环境三方提出建议与见解，从根本解决教育问题，观点更全面。
不仅限于亲子教养层面，更扩及对社会整体教育与教养观念的检讨。
掌握3大心理关键，正视它！
“小皇帝”才会变成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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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德国Amazon 读者书评：《好孩子的成长不能只靠教养》使我眼前一亮，让我看到年轻一代的问题所
在，他们耐挫力很低，对自己的欲求不能等待，必须立即被满足。
父母将他们视为赞赏和爱的源泉，因此，他们不再是孩子的教育者，而成为孩子的傀儡，这是滥用对
孩子的感情！
书里面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例子，值得推荐！
读完这本书，我感到非常兴奋。
书中提到的问题，我承认就发生在我身上。
现在是反省并改变我对孩子的教养措施的时候了。
这本书使我看到很多父母不自觉犯下的教育错误，作者用很多具体的例子指出家庭、幼儿园和学校的
严重失误。
我很高兴能在圣诞节收到这本书。
它揭露了一些错误的亲子教养观念，就是成年人不恰当地将孩子当成自己的“伙伴”，导致孩子的心
理发育无法成熟。
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很多人纠正他们错误的“孩子方案”，打破亲子教养中的恶性循环，回到正确
的道路上来！
温特霍夫博士深度探究了儿童和青少年问题的表现形式和根源。
他表明，心理发育成熟的缺失，可能导致青年人缺乏足够的社会工作和正常生活的能力，从而给他们
自己和周围的人的生活带来困扰。
这本书帮助了我和我三岁的儿子。
自从我重新将他视为一个孩子，摆脱了他年幼无知、变幻不定的念头和决定的操纵后，现在，我的麻
烦少多了。
清晰的分析框架，加上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温特霍夫博士对孩子心理发育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
论！
亲子教养的主要问题是家长像对待小大人一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但儿童从心灵到身体都还是一个“新
人”。
这么说不是否定自己孩子的个性，而是说他们必须从小就认识到，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世界上还有其
他人的存在，因此他们必须接受这个世界无处不在的规则和界限的约束。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这一点主要是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学到的。
本书讨论的问题和提出的解决方案值得深思，绝对不可错过！
这是一本家长、教育工作者和教师不可不看的书！
我从书中了解到：不能依赖孩子的爱；要区分成人和儿童的世界；孩子必须被当成孩子来对待等等。
非常实用，推荐！
这是一本为父母写的书，作为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学专家，作者描述了他在实践中遇到的很多案例！
本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通俗易懂。
让孩子学会“尊重和爱”。
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出现更多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这本书很有启发性。
我觉得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儿童心理学家，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它让我看到将来如果我有了孩子，该如
何教养他们。
我会建议所有人都来阅读这本书！
尤其是那些在职的教育工作者。
我们都奇怪，为什么突然之间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孩子”。
本书提醒我们根源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成年人做错了。
儿童和成年人需要回到“孩子是孩子”的简单直觉中去。
阅读本书将改变我们的观念，这是成功教育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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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霍夫先生真的一语中的！
许多父母（尤其是单亲家庭）做了孩子的“伙伴”。
一方面，孩子得到了他们还无法正确处理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过早地介入成年人的世界，被剥夺
了童年的单纯和快乐。
我自己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有启发性，它非常清楚地剖析了各种教育问题的原因
。
我要感谢这本书，感谢温特霍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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