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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孩子们变好或变坏和他们受到的教育有关，有句话叫‘先人为主’，所以父母是第一个老师，不能
把一切推给学校。
帮助孩子健康地成长，所谓培养、所谓教育，不过是这样一句话。
我们希望子女成龙，首先就要尽父母的职责。
”这句话是巴金先生说的，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教育不一定是在学校里的教室里进行的，社会上处处是学校，生活中到处有老师。
但是，对孩子来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站，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父母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这样的老师是最亲近，也是最具权威、最有影响力的老师。
因为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不仅是经常的，而且是十分深刻而又牢固的。
从一个人接受教育的过程来看，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接受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教育。
孩子在父母的关怀抚爱中逐渐认识世界，在父母的行为中潜移默化，接受人格和行为的陶冶，孩子对
父母是信赖和尊敬的，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子女都有着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古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作为家长的都应该牢记这句话。
　　我国谚语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与孩子接触就是对孩子进行无声的教育。
所以，家长要随时检点自己的言行，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言行要一致，不能说是一样
，而做是另一样，否则孩子会茫然，不知该如何做。
家长要处处以身作则，做孩子的良师益友，为孩子树立良好榜样，使自己真正能够胜任第一任老师这
一光荣职位。
　　只要你和孩子在一起，那你就是一个老师，孩子不断地从你身上吸取知识、吸取营养，父母就需
要不断地充实自己。
俗话说：教人一滴水，自己要有一桶水。
待自己的孩子更是如此。
　　“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这是所有父母毕生努力的目标。
本书从孩子的智力开发、情绪管理、沟通技巧到开创生命格局，都给了父母一个最好的具体的学习管
道。
只有父母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努力，无论在品德还是在学识上都是孩子的榜样，孩子才会茁壮成长。
　　父母要努力营造一个健康快乐的家庭人文环境，让孩子沐浴在健康、文明、和谐、宽松的家庭气
氛中，从而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孩子形成活泼、开朗、勇敢、进取的性格，养成良好的独立意识、社
会责任感和正确的习惯，树立关爱、合作、宽容、创新、感恩的现代意识。
这才是培养孩子良好人文素质的重中之重。
　　相信教育可以更完美，做卓越父母，创造孩子卓越人生的第一步，让该书伴随父母孩子共同成长
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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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家庭教育是孩子成功的基础“孩子们变好或变坏和他们受到的教育有关，有句话叫‘先入为
主’，所以父母是第一任老师，不能把一切推给学校。
帮助孩子健康地成长，所谓养、所谓教育，不过是这样一句话。
我们希望子女成龙，首先就要尽父母的职责。
”这句话是巴金先生说的，也是父母应该做到的。
良好的环境有助于成才“孟母三迁”的故事在我国可谓是家喻户晓。
孟轲幼年丧父，靠母亲纺纱织布维持生活，母子二人过着清贫的日子。
但母亲从没有放松对儿子的教育。
很小的时候，孟轲家住在凫村的一片墓地附近。
他经常和小伙伴们去看出殡葬死人的全过程。
渐渐地和小朋友们一起堆土坟，学打幡、抱罐，学死者亲属嚎哭，甚至还和小伙伴们一起掘坟。
孟母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在此居住下去对孩子成长极为不利。
于是便带着孟轲搬到邹国中心去住。
孟家新居靠近集市，小孟轲没事就到集市上去玩。
他听到的是各种叫卖声，看到的是商人竞相牟利的各种行径。
慢慢地，孟轲也羡慕起做买卖、挣大钱来。
他经常和小伙伴们玩做生意耍花招的游戏，看谁骗过谁。
孟母目睹儿子的作为，担心他学坏，终日吃不好，睡不安，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住下去，儿子必然变
成一个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奸商。
孟母感叹说：“这也不是我儿应住的地方啊！
”贤明的孟母决定再搬一次家。
她选择了把家搬到一所学校附近，这里环境幽雅，经常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看到师生们彬彬有礼
的举止。
这里的环境使孟轲产生了学习的兴趣。
看到这些，孟母满意地说：“这才是我儿应居住的好地方！
”孟家便在那里安下家来。
到了新的环境，孟轲一心向学，进步很快。
他专心读书，持之以恒，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被后世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
圣”。
我国古代大学问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
，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或许连他自己也觉察不到。
人们常抱着这样的观念：孩子还小，坏习惯以后可以慢慢矫正。
殊不知，积重难返，一株树苗被折弯了腰，在长成参天大树后也不能变直。
孟子长大后具有一股浩然正气，与孟母给他营造的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
孩子是一个空的筐子，塞进什么就装什么。
有的父母不大懂得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有的家长抱着孩子搓麻将，有时打牌三缺一就拉上孩子来凑数
。
有的家长染上不良习性，如小偷小摸、赌博、吸烟、酗酒，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其前途
实在令人担忧。
家庭是孩子人生的起点，生命旅程的第一站。
当孩子逐渐长大，他们走向幼儿园、学校和更广阔的社会以后，家庭仍然是最贴近、最密切以及影响
最深、最重要的环境。
家庭应当成为塑造孩子完美人格的“温室”。
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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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心灵是洁白无瑕、天真纯朴的。
生活在什么环境中，就会被造就成什么样的人。
因此，家教中必须注重环境这一关键因素。
以下细节父母不应忽视。
一、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孩子犹如一株嫩苗，在一个和谐的家庭中才能健康地成长。
为了孩子，也为了全家的幸福，家庭成员应当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
氛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却是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它对孩子的品德、性格、情感的形成，从
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积极、热情、善良、宽容等品格，不是单靠说教所能达到的，也不是逼迫孩子读几本书所能实现的。
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父母起着主要的作用。
在充满和谐的家庭里，每个成员之间相互关怀，相互依恋，相互学习与帮助，相互交流与沟通。
产生分歧与矛盾时，以相互宽容与谅解的态度，展开坦诚的探讨，以求得共同的理解与认同，而不是
转向互相妒忌与愤愤然。
对于长辈与小辈间的代沟，对于由不同时代造成的价值观的分歧，要以乐观、积极、相互尊重、相互
容纳的态度寻求和解、协调的办法。
对家庭中的问题，任何成员面临的压力和危机，都要以相互理解与支持的态度，共同设法解决。
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才能形成健全的人格。
一个和谐的家庭，也必然存在着团队精神的气氛。
家庭成员在互相合作中的共同生活，最能养成彼此相互关怀和负责的习惯。
生活中，大部分年轻父母白天都上班，缺乏家庭沟通。
但是不少家庭在下班之后，为了家事而闹别扭，父母间的争吵和赌气，带给孩子严重的不安全感，并
失去学习负责和互助的习惯。
和谐的家庭是一个活动力很强的小团体，除了时时保持互助合作之外，他们在意见的沟通及彼此相互
了解上，具有良好的默契。
和谐的家庭还具有另一种含义：父母亲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
他们具有稳定的情绪，乐观和积极的思想。
父母亲有了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就会对孩子有信心，给予自由发展和训练的机会。
充满活力和自信的父母，必然能培养出活泼向上的子女。
因为身教所产生的认同是引导孩子走向光明的最有效的方法。
二、创造有利于身心的物化环境家庭物化环境对于培养儿童良好的性格，塑造美好的心灵等方面也有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应尽量宽敞，多给孩子留一点儿活动空间目前，虽然我国大多数家庭的住房普遍不宽敞，但室内是
否显得宽敞，并不完全取决于住房面积的大小。
同样面积的住房，安排得井井有条，可以显得宽敞；若被杂乱的家具、花哨的点缀、散乱的杂物挤占
，就会给人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儿童心理工作者曾提醒父母：家庭空间的局促狭窄，可能导致孩子心理上产生一种压抑感。
而且，花哨杂乱的摆设还会引起孩子心情浮躁，进而妨碍其性格的正常发展。
所以，宁可少购置家具物品，少摆设一些装饰品，尽量给孩子多留一些活动空间。
2.保持清洁整齐，使孩子从小养成文明的举止家庭环境整洁与否，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整洁有条理的环境会给人以美感，会使孩子感到心情愉快，同时还有利于他们从小养成文明的举止和
良好的习惯。
相反，污浊杂乱的环境，不仅使孩子心情烦躁、抑郁，更严重的是，容易让孩子养成松懈、懒散的不
良习惯。
因此，家长应当特别注意室内的整洁，东西放置有条理，哪怕是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都应摆放得井井
有条。
家庭物化环境对孩子的成长虽然不起决定作用，但确有不可轻视的影响。
因此，父母在营建自己的家庭时，在考虑自己的爱好、需要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考虑家庭物化环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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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
三、净化家庭语言环境当今很多家长非常重视家庭卫生环境，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家庭
道德环境的污染：不洁净的语言。
家庭是孩子的一个温馨的港湾，而不洁净的语言，往往导致港湾里的水变得异常浑浊，从而损害了孩
子的心灵。
有些家庭的父母互相指责谩骂习以为常，甚至批评孩子也是满口的脏话、损话。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孩子生活在不洁净的语言道德环境中，必然会染上出口成“脏”的习惯，长大后再改就很难了。
有的家长，张口谎话，闭口假话，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
北京某小学对爱说谎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其父母也有说谎话的毛病。
这些家长不知不觉地成了孩子说谎话的根源。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家长首先应净化家庭语言环境。
四、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家庭不只是休息的场所，也是孩子学习的主要场所之一。
所以，家长要把孩子的学习环境作为家庭环境布置的一个重要环节来考虑。
家长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有条件的话，尽量给孩子安排单独学习、休息的房间，
以免电视声、会客声干扰孩子。
孩子的房间布置要整齐，要有美感，房间的色彩、窗帘的色彩要符合孩子年龄的特点，选择适合孩子
身材的桌椅，灯光要柔和。
家庭书架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有些书籍孩子一时看不懂，但在整齐的书籍面前，在浓浓的书香氛围中
，极有利于启迪孩子热爱知识，追求知识。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有句教育名言：“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
教师。
”同样，我们也相信：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父母。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这个“好”字该怎样理解呢？
把孩子教“好”，并非单纯让孩子争得第一、获得奖赏、在某个领域出人头地，也不跟财富、地位、
名声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都有成才成“家”的资质，孩子有个体差异，孩子之所以是你的孩子，就是因为他
是不同的。
因此，“好”的标准也应该是不同的。
孩子“好”的定义应该跟孩子的个体有关，不能拿它跟社会成就（财富和名声）来比较定义，它只能
跟孩子自己有关系。
“好”孩子，就是把自己做到最好的孩子，把孩子“教好”，就是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而不是让孩子成为爱因斯坦、比尔?盖茨。
孩子只需要在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儿，明天比今天多些进步，这就够了！
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是非常高的、终其一生的要求，所以，这只能作为教育孩子的一个目标和追
求，向这个方向靠拢，孩子就会越来越好！
需要指出的是，教是一种主动实施的行为，也就是由父母来引导学习和教育的行为。
作为孩子的父母，首先应该想法了解自己孩子的各项能力极限，刺激孩子的能力成长到孩子能达到的
最高高度。
在纷纷扰扰的社会环境和欲望诱惑干扰下，保持对孩子的客观认识和理解。
刺激和发展孩子本身可以发展的能力素质，淡化整体社会比较定义的需求，把孩子当作一个社会个体
来发展调整、刺激成长。
很遗憾的是，“教”被父母限制在自己的经验里、在成人的认识中以及社会的要求下。
因此，教育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满足自己，阻碍孩子。
大部分父母在实施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是按照自己对社会的理解和社会对未来成人的要求而进行的。
也就是说，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不是根据孩子的需要和孩子的发展来实施，而是根据家长自己的需要
来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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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所有经验和认识以及感觉、需要都跟成人有很大的差距。
要教育孩子，首先就要清楚自己的教育对象，找准教育的目标，了解自己要教育的对象，有的放矢！
从孩子的需要人手，考虑教育手段，从孩子的发展来选教育方式，这也需要父母的智慧！
说到教育孩子，父母几乎一律讲手段，也就是方法。
教育讲方法有错吗？
没有，错的是方法的滥用和套用。
我们知道，同样的结果，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未必是一样的。
反之亦然，同样的原因，不一定发展成为一样的结果。
有因就有果，但“果”未必一样。
这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忽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父母经常套用某个专家的方法，套用书本上的或者其他父母教育孩子的经验，经常忽略了“此孩子非
彼孩子”的问题。
所以，教育经常陷入死角和误区中。
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是伴随着需要而成长的。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并满足孩子的需要，教育孩子就不会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
在佛学里，了解人的真相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觉察”。
在现实普通的教育中我们就要去感受，感受孩子的需要。
而对每位有孩子的父母来说，就是去感受自己孩子的需要。
父母要教育孩子，要了解孩子的需要，就要尝试回到自己的需要点上，我们也就要去了解自己的情绪
。
当孩子做了“错”事的时候，父母可以为自己制造一个同样的处境来感受孩子的需要。
是否别人的指责可以帮助自己？
或者是打击可以让自己更加上进和积极？
这样的时候，什么是我需要的，怎样的行为可以激发我的积极的欲望⋯⋯当我自卑时候，我最需要什
么，我为什么自卑.我害怕什么？
面对我感觉自卑的东西或者处境时，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感觉到安全？
当我有暴力倾向的时候，或者我要使用暴力的时候，我是想得到什么感觉？
当我不积极的时候，我自己是害怕什么，担心什么？
什么东西可以刺激我的解决欲望？
我心里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改变我的处境？
我如何可以改变我自己的处境⋯⋯从自己来了解孩子的需要（孩子和成人的表现不一样，但心理基础
和心理需要是一致的）。
知道了孩子需要什么、是什么感受、需要什么感觉，那么解决方法很容易找到！
作为父母，应该相信，孩子即使是在做了错事的时候，他也是在努力地想把事情做好。
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孩子的负面行为上，而是要看到孩子行为后面的良好的动机，父母要避免对孩子使
用的错误方法指责，而是要协助孩子找到正确的方法来达成自己的良好动机。
每位孩子的父母，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而且是适合自己孩子的方法，那么教育就合理而有效。
不必要刻意地去追寻道理，而要看到对自己孩子教育的效果。
道理是效果的产物，效果是道理的检验。
家庭对孩子性格的影响婴儿出生之后就生活在家庭之中。
在一个人性格的形成过程中，家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的心理学家认为，性格形成的基础是在家庭里打下的。
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有人把家庭比喻成一个小型的社会，家庭是儿童一生中接触的第一个社会。
家庭是儿童生活时间最长的环境，有充分的时问使儿童与父母朝夕相处在一起，接触机会多，影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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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
从儿童受教育的顺序来看，首先是家庭教育，然后才是学校教育。
我们经常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父母的素质、人格、举止言谈、生活方式、教育态度等都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童，长时间的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对儿童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以及行为习惯的形成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国外教育科学研究证明，从出生到7岁，这是一个人身心发展，尤其是大脑发展的最旺盛时期。
此时儿童生活在家庭及周围环境中，外界刺激会在他们大脑里留下痕迹，刺激反复呈现，就会转化为
内在信息，促进儿童大脑潜能的发展，促进儿童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的发展。
而此时儿童大脑潜力的发展又对未来的学业和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其性格的形成也有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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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我们不能给予孩子无与伦比的聪明，但可以教会孩子如何做人、如何学
习、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如何正确对等问题、如何聪明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父母教育的根本。
父母不可能一生代替孩子，父母最终能给孩子什么？
做孩子最好的老师，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成功的品质，独立解决困难，自信面对挑战，远离恶习，
主动承担责任，热情地投入生活，友好地看待他人，这样为孩子铺下一条成功的路，赢在起跑点！
生存能力、发展的动力、成功的潜力；我们不可能像我们自己的父母那样，在教育自己的子女中积累
经验。
对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希望。
“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孩子不成功。
还可以指望另一个。
因为我们只拥有一个孩子。
我们只能“孤注一掷”。
我们只能一边学习做父母，一边教育孩子；一手培育着自己的未来．一手塑造着孩子的明天。
一个孩子成功了，就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一个孩子失败了，就是百分之百的失败。
我们输不起！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成功成才。
但是作为家长怎样去帮助孩子走向成功呢？
读《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它会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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