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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参与孩子的成长》是知名教育专家薛涌继《一岁就上常青藤》后，时隔四年，又一本关于家庭教育
的诚意之作，献给正在为子女教育发愁的中国父母。

薛涌1995年赴美，旅居美国18年，时刻体会着中美教育的异同，在他看来，中美教育中都有值得家长
学习的地方。
美式教育强调“点燃孩子内心的火焰”，培养孩子的信心、对世界的好奇，进而刺激孩子对学习的兴
趣，使孩子在一生的奋斗中有更大的主动性。
 即“以孩子为中心”的启发式教育。
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注意力时段很短，不愿意经受漫长、枯燥的训练，面对挫折容易灰心甚至放
弃。
孩子内心的火焰即使点燃了，烧一会儿往往也会灭掉。
只有不断地加柴，火焰才能持续地燃烧。
所以，如何延长孩子的注意力时段，培养孩子的耐心和克服困难的能力，也是每个家长和老师的重要
责任。
中国式的教育则强调就是第二个面向。

《参与孩子的成长》就是薛涌身为一个中国爸爸在美国教育女儿的过程中如何平衡教育中两个面向的
心得和体会，同时参照一些教育研究，加上若干自己的分析，以和其他的家长分享怎样培养一个有人
生理想，并肯为之奋斗的孩子。
怎样在帮助孩子发展能力的同时，也塑造她的品格，滋养她的价值。
书中既融入了当前美国教育研究的前沿科学，又有作者在育儿过程中的实操经验。
是一本融合理论与实践的个性之作，正如小巫的评价：他不仅仅教是教你培育孩子之术，更是要您懂
得培养孩子之道。
从他的文字里悟道，开发出适合自己家庭状况的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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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涌，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北京晚报》、社科院政治所工作，后赴美就读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
位，现在美国任教。
已经出版作品有《一岁就上常青藤》《天才是训练出来的》《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等书。
他还长期致力于家庭教育研究。
他对美国社会和教育有着长期、细致的观察，一直是“通识教育”的倡导者。
他特别强调精神和身体的全面发展，除了研究、教学、写作外，一直投身于严格的体育训练。
他不仅倡导体育的健康价值，更强调体育的精神价值和教育价值，把“培养完整的人”作为自己的教
育使命。
2013年，创立薛涌留美预科。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参与孩子的成长>>

书籍目录

序言 小巫：道不同，无予为谋引言第一章 ：学前期：让孩子的心灵自然绽放认识婴儿的大脑孩子的
观察力超出你的想象幼儿园战争让孩子的心灵自然绽放把教育留给孩子自己家长应该干什么好爸爸有
多重要第二章：小学：玩物也可以不丧志“起跑线”之争：未满6岁该不该读小学用第一人称爱国女
儿，你想说什么——我教女儿写作文怎样教育“富二代”怎样用体育培养孩子的品格玩物不丧志第三
章：在美国“小升初”择校在美国怎样准备“小升初”中美的孩子有什么不同越考越傻的心理学基础
让美国的小学生回答“钱学森之问”美国的“小升初”对孩子提出了什么挑战等孩子“小升初”时买
房第四章：初中：让孩子独立思考圣诞节：我向女儿道歉我用了八年时间回答了3岁女儿的问题怎样
教女儿学历史怎样教孩子写作和阅读鼓励孩子做项目关注生活的案例确立良好的自我认同感矫正孩子
的偏科，帮助孩子走出自我让孩子面对生活的原初状态要独立思考，就要先丢掉拐杖第五章：为什么
不要学“虎母”你能逼孩子用功，不能逼孩子立志我为什么鼓励孩子拿C怎么培养孩子“不听话”第
六章：怎样让孩子练钢琴孩子练琴是为什么女儿从钢琴中学到了什么跟上孩子的成长结束早教的转型
：还从学钢琴谈起严厉的价值让孩子专心学钢琴的原则初中——自我管理的危机这个问题家长未必懂
：怎样把握孩子的自由时间结语：让孩子带着人生使命走出早教附录：《一岁就上常青藤》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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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把教育留给孩子自己什么是家长的雕琢呢？
我不妨假设性地描述一个大家绝对不感到陌生的景象：一个“教育妈妈”带着宝贝女儿乘坐同样的列
车，列车穿过同样的平野。
这位“教育妈妈”丝毫不忘自己的本职，手指窗外叫着女儿：“宝宝快看，外面多漂亮呀！
你还记得咱们刚刚学的诗吗？
”聪明的女儿马上朗声背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啊，宝宝真聪明！
”妈妈骄傲地鼓起掌来⋯⋯应该说，在家教良好的家庭中，这一景象是相当常见的。
这样的教育，比起完全没有教育来当然要好得多。
应该说，那位母亲很有修养、很聪明，循循善诱，希望通过窗外的景色帮助孩子理解经典。
但是在我看来，她这种教育方法本身却不自觉地扼杀了孩子天生的潜能。
孩子除了背诵了一段一千多年来世世代代都在背诵的古诗外，没有显示出任何创造力。
相反，大人无意中用古诗捆住了她想象的翅膀。
孩子不是触景生情、自由思想，而是按照大人镶嵌于其心中的框架来感受。
如果大家都这样培养孩子，孩子长大后也就千篇一律，难以特立独行。
有时看中国的孩子表演节目，他们似乎很懂得大人眼中的“可爱”是怎么回事，而且非常熟练，本能
地按照大人的期望来表现出“可爱”的样子，似乎是把自己的性格按照大人设计好的模子填进去的。
那一张张稚嫩的脸上，经常露出一丝早熟甚至世故，童心反而丧失了。
这当然是教育的结果。
我一直坚持，让孩子背古诗就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教育方法。
请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说背古诗的孩子都不行。
相反，很多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可能在各方面都优于他人。
但他们之所以优秀，完全是出于不同的原因。
道理很简单，除了智力上的因素外，背古诗需要大人监督。
能背许多古诗的孩子，一般和大人的互动比较多，从父母乃至亲友那里得到的关注也比较多。
这样，他们的情感发育比较充分，心理自信，学什么也就都会比较快。
但是，在家长和孩子充分交流，并对其教育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前提下，背古诗恐怕就不如其他
教育方法有效了。
换句话说，只要家长充满爱意地和孩子消磨时间，孩子就可以获得许多感情的满足。
如果孩子发现自己没有别的办法和父母处在一起的话，她就宁愿给父母背古诗以成为家里的小中心。
不过，如果她有别的选择，她宁愿和父母一起做游戏、谈天说地，甚至做家务事。
这些活动，可能都是比背古诗更好的教育手段。
开篇提到的蒙台梭利（1870—1952），在儿童教育上的信誉恐怕是很难有人与之匹敌的。
她是意大利的第一位女医生，年轻时致力于教育那些智障、不幸福，甚至被认为是“不可教”的儿童
。
1896年，她在“教育议会”上就训练智障儿童进行的讲演，让在场的意大利教育部长心服口服，马上
任命她主持一个智障教育中心。
结果，在不久后举行的国家读写考试中，她的几名8岁的智障学生不仅通过了考试，而且分数高于考
生平均成绩。
这一成就被称为“第一个蒙台梭利奇迹”。
蒙台梭利的回答是：既然智障的孩子都能如此，她的方法在正常的孩子身上就更有效。
于是她很快开办起自己的学校来。
蒙台梭利教育法和蒙台梭利学校很快就遍及全球。
如今不仅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就是在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蒙台梭利学校也都发展成卓有声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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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
下面是蒙台梭利的一段经典论述：“教育并不是由老师来完成，而是自然过程在人身上的发展。
教育并不是通过聆听词语而获得，而是孩子通过对环境的反应而形成的经验。
老师的职责不是说教，而是为孩子在特别的环境中准备和安排一系列从事文化活动的主题⋯⋯这样，
所造就的不是一个学校，也不是一套教育方法，而是人本身：一个通过他的自由发展来显示其本色的
人，一个有着显而易见的伟大品格的人，乃至直接的思想压制已经对他无能为力、限制不了他的内在
发展、征服不了他的精神。
”我本节开篇时的两个场景对比也正要说明这个问题：孩子本身就是一首诗。
女儿是在没有任何大人的指导和暗示的情况下对环境作出的自然反应。
“破碎的美丽”实际上就是她创造的一行诗句，只是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作诗而已。
接下来假设的那位“教育妈妈”，则处心积虑地教孩子诗歌，但孩子除了会重复别人外，并不能作出
诗来。
孩子心中的“内在的老师”和“教育妈妈”这个“外在的老师”的高下，一比就能看出来。
还是让孩子自己教育自己好。
家长应该干什么那么，当把教育留给孩子自己时，家长应该干什么？
当然不是无事可做。
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帮助孩子心中的“内在教师”找工作：把孩子放在各种各样有益的环境中，
让其心灵自发地感应。
女儿两个月到十四个月这一阶段，我们全家住在日本的横滨市，家离海岸著名的山下公园很近。
从一到日本开始，我就几乎每天都要带女儿到公园走一趟。
因为海滨到处是海鸥，飞起来十分壮观。
我是希望这场面对她有所刺激。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和父母去颐和园时第一眼看到昆明湖时那番美丽的震惊。
我忘了是几岁，只是知道从小的多少教育我都没有记住，可这一瞬间的印象则终生难忘。
我希望女儿早点有这番经验。
但是，孩子实在太小。
我经常还没有走到公园，她就在我胸前的婴儿挂袋里睡着了。
我只好在公园里苦苦等着她醒来，而当她真看到海鸥时，似乎也不如我期望得那样兴奋。
我实在是搞不懂她小脑袋里的“内在老师”是怎么工作的。
和孩子的这番经历使我认识到，我并不懂怎么教育她，还是她自己更懂，而且她经常能教育我。
我带她外出把她抱在胸前时总是让她脸朝前，以更好地观察外面的世界。
而我则观察她，向她学习。
一次，从一个购物中心出来，她眼睛一亮，头仰起来，两只小手上扬，嘴巴也不禁张开，仿佛是在惊
叹：“哇！
”我马上顺着她的眼神看去，面对的正好是广场上的一座巨大的抽象雕塑。
我忘了她那时是四个月还是五个月，总之还不会说话。
这大概是我观察到的她第一次对外界有如此激动的反应。
其实，这一雕塑坐落在我每天上学必走的路上，但我来去匆匆，从来没有太注意。
女儿的反应，则使我开始仔细端详这尊雕塑，发现了其艺术气质。
这一点一滴的小事不断地告诉我，这几个月的婴儿，确实比我敏感，心灵更加开放。
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把她抱在胸前，让她脸朝前，在各种自然风景、城市广场和雕塑间走来
走去。
她心中自有“内在教师”给她讲解，比我高明多了。
女儿长到三四岁以后，和成人建立了基本的沟通能力，我们有对她传授知识的机会了。
但是，我们从来都坚持这样的原则：万事让孩子自己先经历体验，切不可事先给她一个框框或结论。
做家长的，必须保持在孩子面前的谦卑以及对童年的崇拜。
如果我们相信孩子是花朵的话，就让她自然绽放，也不要想当然地预期花开了后是个什么形状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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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去把花瓣掰开，即使能一时领略盛开的景象，那花也很快会枯萎。
我们是根据自己的知识对环境作出反应，孩子则根据她的内在直觉和经验对环境作出不同的反应。
我们总怀疑自己的反应是平庸的，她的反应则是这个小生命对世界的新贡献。
过早地对她“传授知识”，实际上就是用我们有时是陈腐的知识替代了她最有创造性的直觉。
还是回到开篇：孩子要是太早就被传授了“白日依山尽”、脑子被成人的知识框住，可能就丧失了自
己的感知能力，说不出“破碎般的美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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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参与孩子的成长》编辑推荐：薛涌继《一岁就上常青藤》后最新力作，一个中国爸爸在美国的亲子
教养笔记，中美教养碰撞下的思考结晶。
附赠“亲子互动明星片”书中所述内容都是当下家长在教育中关注的重要话题，如：未满6岁的孩子
该不该读小学？
究竟是十七岁还是十八岁上大学并无关紧要。
但是，上哈佛还是上个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则有天壤之别。
怎样教孩子阅读和写作？
教得太多并不好，可能会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她，压抑了她自己的创造力。
我的角色是和她交流，启发她应该注意的某些亮点，不断向她提问：你究竟想说什么？
这样才能把她内心的东西启发出来，帮助她从流水帐般的发散式读书笔记过渡到有目的、有主题的写
作。
好爸爸有多重要？
父爱和父教，在塑造孩子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方面，恐怕比母爱、母教还重要。
怎样用体育培养孩子的品格？
游乐场是孩子们社会化过程的核心场所，塑造着孩子心目中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
如果家长对这方面的现象熟视无睹，让孩子在游乐场中形成跟从心理而不是领袖心理，到了青少年期
人格定型后，再矫正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怎样给孩子送礼物？
父母送孩子礼物，其实并不是简单地送一件东西而已。
礼物应该体现父母和孩子的共同经验，表达了父母对孩子的理解和关爱。
家长能作的最有益的工作，还是帮助孩子发展出适应并不完美的环境的能力。
为什么不要学“虎母”我与蔡美儿在教育哲学上的最根本不同：她逼着孩子用功，我帮助孩子立志。
逼孩子用功，就必须消减孩子的自由；帮孩子立志，则要给孩子尽可能充分的自由。
怎样让孩子练钢琴在练琴的问题上，关键不是孩子的钢琴水平有多高，而是在这方面的训练对孩子其
他方面的发展有什么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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