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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9年，我考入上海师范大学跟随李伯黍教授攻读心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儿童道德发展与教
育。
在设计学位论文时，我查阅国外文献，在1977年的美国《儿童发展》杂志上发现一篇作者为戴维·艾
尔金德的论文《儿童对财物损坏与人身伤害的道德判断》，觉得很有趣。
该研究考察了5～9岁儿童怎样看待财物损坏和人身伤害，也就是说，对不同年龄的儿童来说，究竟是
财物损坏更严重，还是人身伤害更严重？
对我们成年人来说，当然是人身伤害更严重，但是儿童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看的吗？
艾尔金德的研究发现，他们并不是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这样看的，他们的道德判断经历了一个从看重财
物损坏到看重人身伤害的过程。
受到启发，我思考了一个在中国非常受重视、而国际上无人研究的课题：儿童对公共财物损坏和个人
财物损坏的道德判断。
也就是说，儿童是更看重个人财物损坏呢，还是更看重公共财物损坏？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儿童对公私财物损坏的道德判断》于1982年发表在我国的《心理学报》上，也成
为我踏上心理学研究之路的第一步。
至今我仍然对戴维·艾尔金德博士心存感激之情，但是我们从未谋面，虽然我作为美国儿童发展学会
的海外会员，曾多次参加该组织的学术会议，相信艾尔金德博士也会经常参加该学会的活动，但是我
们并没有机会见面。
直到不久前，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万千心理”给我送来这本英文书，书名是TheHurriedChild
：GrowingUpTooFastTooSoon，作者正是戴维·艾尔金德。
我当时不禁拍案：这真是缘分！
我一定要翻译他的书！
现在，译稿即将付梓，我不禁感慨，近30年前，我与艾尔金德以文会友。
现在回眸往事，我与这位文友竟然有着相似的经历：一边做研究，一边关注社会。
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艾尔金德教授敏锐地观察到，美国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有一种错误
地追求年幼儿童快速成长和无止境地开发幼儿智力的倾向，并于1981年写成了这本书，向社会大声疾
呼：不要给年幼的孩子们太大的压力，不要揠苗助长！
20年后，他发现，这种势头不但没有得到阻止，反而变本加厉，愈益严重，因此，本书一版再版，作
者也不断地根据社会变化，加进新的内容。
至今，该书在世界各地已售出30余万册。
艾尔金德教授在书中所说的情况与中国很相像。
我国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追求升学率就成为全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
中国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感受到的压力可能是国外青少年感受不到的。
这还不算，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最近几年，美国那些受到艾尔金德教授批判的对婴幼儿进行“智力开
发”的手段大量传人中国，从胎教到让幼儿学习国学之类的非科学、非理性手段大有市场，早期教育
的盲区误区比比皆是。
为此，多年来我也曾在国内的数百上千次家长讲座中千方百计进行澄清，但是因为家长们的期望值太
高，而迎合家长心理的非科学的东西传播又太快太广，要想达到还孩子幸福童年之目的，我国的科学
、教育工作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正因如此，我没有将本书名直译为《忙碌的童年》，而命名为《还孩子幸福童年》，希望各位家长不
要给年幼的孩子们太大压力，不要揠苗助长！
艾尔金德教授和我，还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夏美萍、郭俊彬、张光珍和梁宗保参加了初期工作，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还孩子幸福童年－揠苗助长的危>>

内容概要

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艾尔金德教授敏锐地观察到，美国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有一种错误
地追求年幼儿童快速成长和无止境地开发幼儿智力的倾向，并于1981年写成了这本书，向社会大声疾
呼：不要给年幼的孩子们太大的压力，不要揠苗助长！
20年后，他发现，这种势头不但没有得到阻止，反而变本加厉，愈益严重，因此，本书一版再版，作
者也不断地根据社会变化，加进新的内容。
至今，该书在世界各地已售出30余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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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尔金德博士是美国塔夫茨大学儿童发展系教授，他在书中以理性的笔触指出，什么事情适合孩。
子，什么事情不适合孩子，希望家长和社会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不要揠苗助长，能够还给孩子们一
个快乐、自由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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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忙碌童年的缘由：父亲吹牛权利无论这些妇女自己是否意识到，她们都有压力。
也许桥牌和言情小说能让她们从希望的憧憬中逃避出来。
对一些处在这种状况下的母亲来说，孩子就成为这种空虚和无聊生存状态唯一的或主要的理由：“如
果我的孩子能关注我、尊重我，那么我就不用为待在家里而感到如此悲伤了。
”遗憾的是，这一推论忽略了一个事实：这种环境一下的儿童往往不能只做个孩子，而要被催促着成
为小成功者。
虽然传统上父母为子女的成就感到自豪且总是关心他们的教育，但当前社会的一大特征是，我们把一
般对中学高年级学生才抱有的期望和焦虑（也许是错误的）加在了学前儿童身上。
今天的父母不仅夸耀孩子上的大学和大学预科，而且夸耀他们上的私立幼儿园。
芝加哥弗朗西斯？
帕克学校的招生办主任海伦？
拉克拉斯曾说，“现在进一个私立幼儿园比进一所大学还难。
”父母满心希望孩子能进入优等的学前班，这种学前班不仅能提供优等的教育，而且更重要的是，能
更便捷地使孩子进人“更好的”大学预科和大学。
这样一来，父母（和儿童）就陷入了亚特兰大特里尼蒂学校达拉？
珀斯勒斯所说的不合理推论中：“父母认为，如果孩子没有进入某个幼儿园（沿着常春藤联合会的轨
迹）”，他们就将失去后面所有的机会。
其实，并没有证据证明，把孩子送到优秀的幼儿园和以后进入预科或大学之间有关系。
而且，任何著名私立大学的入学考试的花费都在逐渐增长，许多父母也许不能承受，特别是在上了昂
贵的学前班和小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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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长们不可不看的一本书！
在美国一经出版，引起热烈反响，热销近300，000册！
 在《还孩子幸福童年:揠苗助长的危机》中，艾尔金德教授向社会大声疾呼：不要给年幼的孩子们太
大的压力，不要揠苗助长！
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忙碌的童年，第二部分为沉重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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