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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很多家长在与孩子交往的过程中，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应该对孩子做些什么”，而很少去考虑“怎么
做孩子才会接受”。
这样一来，家长和孩子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隔阂，家长越来越捉摸不透孩子的心思，也因此越来越着
急，而孩子也越来越感受不到父母的爱，甚至开始对父母表现出厌烦。
    爱自己的孩子是连动物都会的事情，但如何爱自己的孩子却是很多人都不懂的事情。
在工作中，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一些父母用了错误的教育方式，在不知不觉中毁掉了孩子的信
念、尊严，甚至毁掉了孩子的未来，而这一切，恰恰都是在以“爱”的名义进行。
出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我开始研究关于“爱”的智慧，期望能通过我的努力，帮助家长们纠正
错误，让孩子拥有成功的未来。
    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感，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
我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诠释家长们最可能犯的种种错误，把触目惊心的故事、词短意长的理念、简单有
效的方法合为一体，期望能得到家长们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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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父母在培养孩子学习能力时最可能犯的错误错误1．滥用金钱奖励场景再现李可是一个成功的
商人，相信金钱的力量。
对孩子的教育，他也用上了金钱奖励。
他对儿子的学习制定了奖励制度，规定了各科成绩考到多少分以上可以获得多少数额的奖金，参加哪
些竞赛取得好成绩也可以得到奖励。
这种方法一开始还真的管用，儿子有一段时间表现得特别有学习热情，学习成绩也有较大的提高。
可就在李可暗暗得意的时候，儿子却对学习失去了兴趣。
即使李可增加奖赏的力度，儿子也不为所动。
看着儿子一天天地不好好学习，李可心急如焚。
深度诠释在现代社会，父母用金钱奖励孩子的事情屡见不鲜，如让孩子倒垃圾、洗碗、拖地等一次给
孩子多少钱，再或者孩子改正坏习惯、孩子考得好等也有相应的金钱奖励制度。
很多孩子曾表示，考试成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收入。
在父母的这种金钱奖励制度下，大多数孩子为了多赚点零用钱，都抢着表现自己。
再懒惰的孩子也会帮家里干家务了，原本讨厌学习的孩子会认真读书了⋯⋯很显然，金钱奖励的方式
在教育孩子上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以致很多人夸大了金钱的力量，认为没有钱办不成的事。
从短期来看，这种激励或许是有用的。
但是，物质奖励不可以滥用，如果滥用，则有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一方面，长期用金钱奖励孩子，容易使孩子逐渐形成金钱至上的观念，似乎没有钱就什么事情也做不
好，容易滋生“拜金主义”。
一位妈妈向人倾诉说：“我今年过生日时，儿子亲手给我做了一个生日卡，收到礼物时，我开心得不
得了，但没想到，他竟问我送卡片能得到多少奖励。
”这位妈妈还说，听到儿子的这句话时，她的心一下子就凉了。
另一方面，当孩子获得过多奖励，有了过多的金钱，就容易滋生享乐主义思想。
孩子的分辨能力很有限，有钱了就沉迷于与“朋友”的吃喝或是自己玩乐之中，大手大脚、挥霍浪费
，既不利于孩子们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还容易引导孩子走上犯罪道路。
另外，金钱奖励一旦开始了，就必须一直进行下去，而学习却是一件长期的任务，如果不能从内心深
处对学习感兴趣，仅仅依靠物质奖励，很难长期奏效。
一旦物质奖励对孩子失去吸引力，孩子就不会再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了。
而且，以金钱为动力，很容易让孩子对学习产生本能的厌恶，仅仅作为一个获得金钱的手段，这是很
危险的。
在任何时候，内在动机要比外在动机更重要，因为内在动机更持久稳定，而且也更强烈。
迷津指点物质奖赏可以偶一为之，不可滥用，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孩子对学习的内在兴趣。
父母可以结合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应用，让孩子发现各门学科知识的意义。
孩子也会从实际应用中获得学习的乐趣。
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和孩子沟通，了解孩子感兴趣的内容，发现孩子的天赋，把孩子的兴趣和学习巧妙
地结合起来，孩子自然会有了学习的动力。
在家中营造一种学习的气氛，全家人都来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孩子自然而然地也会受到感染。
错误2．给孩子的压力过大场景再现可可是个懂事的孩子，很爱学习，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尤其是数
学，曾经获得区级奥林匹克竞赛的一等奖。
父母对他也寄予厚望，从来都不让他干家务，虽然家境不是很富裕，但父母会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为了监督可可的学习，父母每天晚上都会陪着他做家庭作业。
上高中后，可可每天学习到很晚，父母每天晚上也会陪他到很晚。
可可觉得父母太爱他了，同时也感到父母太累了。
中考来临，可可感觉到压力很大：“父母这样爱我，如果成绩不好的话，自己不就成罪人了吗？
”进入高三后，父母给可可提出了要求，一定要考上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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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感到自己的压力更大了。
他经常感到头痛，上课时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学习成绩也是直线下滑。
深度诠释现在的孩子承载了太多的希望，两家人、三代人的希望几乎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他们所承
受的压力是大人无法想象的。
父母总想孩子长大后成个什么家、什么星。
于是从刚刚懂事起，孩子就丧失了自由，时问全部被学钢琴、学舞蹈、学奥数、学口才等占用。
父母根本不去考虑孩子是不是有这些方面的悟性，更别提去体会孩子的感受了。
与孩子年龄不相符的重负过早地压在孩子身上，本该充满笑声的童年因此变得暗淡，甚至有些孩子因
此患上了抑郁症等心理疾病。
“望子成龙”和“望女成凤”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父母必须给孩子确立一个对他而言最适合也
是通过他的努力可以达到的目标。
即使是期望孩子达到一个较高的目标吧，我们也应该允许他一步一步地走，过分逼迫孩子只能让他误
入歧途。
所以，首先把孩子当成普通人来培养，给他创造一个自由宽松但又能鼓励他上进的环境，这很重要。
著名教育家卡尔?威特告诉父母说，我们教育孩子的目的是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是造就神
童和未来的伟大学者。
他让孩子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学习和成长，他带着儿子小威特到处去旅游，每天只让孩子学习15
分钟。
可是通过成功的潜能教育，他以培养普通人的心态培养出了一个天才：年仅8岁就学会了6国语言，9岁
就上了大学，14岁就成了博士。
可是我们许多父母的做法却正好相反，他们总是想着把一个普通人打造成天才，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父母实在对孩子抱很大的希望，在教育孩子时也不能急功近利，而是应该慢慢将自己的期望传达
给孩子，因势利导，这样效果会更好。
著名作家塞万提斯说，毛驴能够负重，却不能超载。
父母在一开始就给孩子定一个很高的期望，就相当于让孩子“超载”，必然有损孩子的健康。
相反，如果让孩子从一个个的小期望开始实现，孩子最后却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心理学家D.G.查尔迪尼曾做过一个心理学实验。
他替慈善机构募捐时，对前部分捐款人，他附加了一句话：“哪怕一分钱也好。
”而对后部分人则没说此话。
结果，从前者募捐到的财物是从后者募捐到的财物的两倍多。
这被称之“登楼梯效应”。
查尔迪尼分析认为，对人们提出很简单的要求时，人们会更愿意去实现。
对孩子也一样，当孩子完成了简单的要求后，再向他提出较高要求，此时孩子为了保持认识的统一和
给他人留下前后一致的印象，在心理上就会倾向于接受更高的要求。
迷津指点把孩子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培养，让他一步步地往前走。
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我们在不经意间培养出了一个天才。
为了让孩子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父母可以给孩子树立一个大目标，这样孩子就不会因为取得
一点点成绩而骄傲；但又要告诉他为了实现最终的大理想而所必须完成的一个个现实的迫在眉睫的小
任务，这是为了让孩子每时每刻都有一种慢慢进步逐渐接近目标的成就感。
错误3．吝啬对孩子酌赞美场景再现一直以来，苏威的数学成绩都不是很好，每次考试只能有60多分。
上初二后，苏威在数学上下了很多工夫，暗暗发誓在期中考试时一定要考出好成绩。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期中考试中，苏威考出了90分的好成绩。
苏威特别高兴，放学后便兴奋地把成绩单拿给爸爸看，大声地喊着： “爸爸，我考了90分了！
我考了90分！
”爸爸拿过成绩单后，并没有显出特别高兴的表情来，只是问：“你的同学他们考得怎么样？
”苏威回答说：“啊？
我们班一共有3个100分的，90分以上的有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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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得意什么呀，你才考90分，算什么呀？
”爸爸的话让苏威立刻失去了兴奋的感觉，接下来的几天都是闷闷不乐，他不明白，自己通过努力取
得了好成绩，爸爸为什么不高兴呢？
深度诠释心理学研究认为，个体在从事某一项任务的时候，如果能够及时得到积极的、正面的反馈，
能够不断体验到成功，个体就会有更大的动力。
相反，如果个体的表现得不到反馈，或者只是消极反馈，没有任何成功的体验，那么个体就会逐渐失
去动力。
教育孩子也是这样。
如果你的孩子通过努力取得的成绩得不到肯定，孩子就会有一种绝望和无力的感觉，他就会丧失取得
成功的信心，也会失去学习的动力。
所以，孩子需要家长及时地、不断地鼓励和肯定，才会有继续进取的热情和信心。
为什么总要关注孩子的名次呢？
为什么总要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较呢？
父母应该明白，孩子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值得表扬和庆贺的，如果如果没有及时表扬孩子，并且给孩子
提更高的要求，孩子还有可能因此而患上心理疾病。
苏威爸爸的教育方式具有很普遍的代表性，在我们这个以谦卑和谨慎为美德的民族，父母们总是无法
坦率地告诉孩子：“你很棒！
你做得很好！
”，他们永远说：“你取得这点成绩是远远不够的，下次争取更好的成绩！
”这样的话语，让孩子永远不能活在当下，不能享受当下的快乐。
不仅如此，这甚至还会导致孩子的自卑心理。
心理学认为，人有两个最核心的不合理信念。
一个是“我不可爱”，另一个是“我没有能力”。
这两个不合理信念会让一个人产生强烈的不自信心理，给他带来种种发展的限制。
而这些信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父母的态度、教师的态度，甚至其他重要成人对其的否定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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