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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 从游泳池到大海女儿璇璇进幼儿园以前，小区在她的教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本书基本上是四年&ldquo;小区教育实践&rdquo;的详细记录，也有我自己的一些感悟和总结。
璇璇是个让人骄傲的孩子，但那只是源于我对她的爱。
客观地讲,璇璇小的时候有一些让我担忧的地方，也正是她的这些不足，促使我更努力地去寻求更好的
教育方式。
璇璇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总是懒懒地不肯直起腰来。
我用学步带绑着她，她就弯着腰两手下垂，如果我不用力提着她的话，她的头都可以碰到地面了。
小区里的人看到她这幅样子都会开玩笑说她像在锄地，也有好心的邻居看我一个人拉着她辛苦，主动
替我一会儿。
可是我刚把学步带交到别人手里，她就大哭着不走了。
我先是担心璇璇的&ldquo;懒惰&rdquo;，继而又担心璇璇的胆小。
一岁半时，璇璇在小区里玩，不论谁逗她、摸她、甚至喊她一声&ldquo;璇璇&rdquo;，她都会自顾自
跑开，洒下一路&ldquo;不要、不要、不要&hellip;&hellip;&rdquo;，语速之快，重复之多,让人惊叹。
有邻居故意拦她的去路，还细数过她一口气能说十几个&ldquo;不要&rdquo;。
因此,璇璇得了个绰号叫&ldquo;不要&rdquo;，至今还会有邻居见面喊&ldquo;不要&rdquo;来逗她。
我的先生一度对我颇有微词，认为我作为一个全职妈妈，竟然&ldquo;把女儿带成了这个样子&rdquo;
。
虽然嘴上跟他争吵，内心我也常常质疑自己：&ldquo;是不是我没有带好女儿呢？
&rdquo;可是苦苦思索也没有任何头绪&mdash;&mdash;我自认照顾女儿是尽心尽力的，我读许多早期
教育的书，去图书市场挑选适龄的儿童读物和玩具，早早地培养了她阅读兴趣，还想着法子逗她说话
，陪她游戏，尽量给她&ldquo;全面的早期教育&rdquo;&hellip;&hellip;我究竟哪里没做好？
一次偶然在网上看见&ldquo;社区教育&rdquo;这个词，搜集了相关资料，我似乎明白了璇璇的问题出
在哪里。
我带璇璇，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独自一个人面对她。
无论多么努力，一个人的精力始终是有限的。
因而大部分相处时间都是安静的，我轻言细语地跟她说，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听。
正是这种沉闷的环境导致了璇璇体能和性格方面的问题。
对&ldquo;社区教育&rdquo;有了一点了解后，我幡然醒悟，其实我可以利用小区里面的资源，借助邻
里间的人际关系来培养璇璇。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家长向来想到做到。
我开始每天带璇璇下楼，主动跟别的孩子和妈妈接触，小朋友们相互熟悉起来，彼此之间的互动也多
起来。
在我不懈的努力下，璇璇终于发生了改变。
她变得活跃起来，会主动去跟小朋友说&ldquo;我们一起玩吧&rdquo;，有的时候遭到别人的冷遇也不
以为意。
她安静的时候很斯文，玩耍时却会跑得满头大汗。
受小区里的一个男孩子的影响，她见到邻居也会大声地喊&ldquo;阿姨好！
&rdquo;&ldquo;姥姥好！
&rdquo;两岁的时候，璇璇的语言爆发期到了，在小区里见到邻居就没完没了地说上一通，很多家长都
惊叹璇璇的巨大变化，也常被她的&ldquo;妙语连珠&rdquo;逗得哈哈大笑。
孩子间的小冲突是常有的事，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呢？
我想用一个例子说明问题。
有一次在小区里玩耍，璇璇看到一个小女孩朝自己跑过来，便满怀期待迎上去，没料到这个小女孩跑
到璇璇面前，抬手就是一个耳光，然后嘻嘻笑着转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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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璇璇都懵了。
谁知一个小男孩看到刚才的一幕，大概是觉得好玩，也跑过来打了璇璇一个耳光转身就跑。
孩子的手都不重，璇璇并没有被打痛，但是她可爱小脸上的笑容已经无影无踪了。
我把她抱在怀里，摸着她的小脸问：&ldquo;疼吗？
&rdquo;璇璇木然地摇摇头。
两个孩子家长追过去呵斥自己的孩子。
一位阿姨还对璇璇说：&ldquo;他们打你，你干嘛不动呢，你也打他们啊。
&rdquo;璇璇小声说：&ldquo;小朋友不能打架的。
&rdquo;我的心更痛了，是我的教育不到位。
我只告诉她&ldquo;小朋友不能打架&rdquo;，却没有教她&ldquo;别人打你时怎么办&rdquo;。
我在想：璇璇去了幼儿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
如果我今天没有看到，以后她在外面遇到这种事情，回来也是这样沉默，我怎么能知道呢？
想着想着我的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
我觉得面对这种状况时她应该有所反应，起码可以让大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我郑重地告诉女儿，以后被人欺负了，要大声质问不听话的小朋友&ldquo;为什么要打人！
为什么要抢我的东西！
&rdquo;如果小朋友不听，就赶紧跑开，或者寻求大人的帮助。
后来，璇璇在玩的时候偶尔被小伙伴推倒，她果然学会了&ldquo;质问&rdquo;：&ldquo;你为什么推倒
我，你是个坏孩子！
&rdquo;被质问的小朋友明显地显示出了胆怯，家长会也赶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终于舒了一口气，想想也算因祸得福吧。
有的时候，孩子对大人的苦口婆心充耳不闻，但是对小伙伴的榜样作用却非常重视，不愿意自己比别
的小朋友表现差。
利用孩子这种心理，把他们放到小区里玩耍、学习，对于矫正孩子成长中出现的不良习惯非常有用。
有一阵子璇璇非常自私，和小伙伴一起玩时，只要玩具到了她手里，即便不是自己的，也不让别人碰
，看到别人手里的玩具就会去要，别人不给就哭。
无论我怎么给她讲道理，她都只是任性地说：&ldquo;我就要玩！
&rdquo;有一次，璇璇看到几个小朋友在小区空地上玩，就急着过去。
我拦住她说：&ldquo;璇璇，你等等，咱们看看小朋友们是怎么玩玩具的呢。
&rdquo;我拉着璇璇站在旁边看，有个小朋友玩一会儿自己的玩具就想要他小伙伴手里的，于是放下自
己的玩具，去拿别人身边的玩具。
有的时候人家不让拿，或是又从他的手里抢了下来。
这个孩子就会去找其他玩具。
我问璇璇：&ldquo;你看他去拿别人的玩具，人家让他玩了吗？
&rdquo;璇璇看着说：&ldquo;没有，人家抢回去了。
&rdquo;我又问：&ldquo;那这个小朋友大哭大闹了吗？
&rdquo;璇璇回答：&ldquo;没有。
&rdquo;我接着说：&ldquo;他是不是去找其他的玩具玩了？
&rdquo;璇璇&ldquo;嗯&rdquo;了一声。
我于是说：&ldquo;所以啊，玩具放在这里是让大家一起玩的，你不能因为玩不到自己想要的，就大哭
大闹。
小朋友们一起玩玩具，你想玩人家的，就去借，别人不给，你就去玩其他的。
你看刚才那个小朋友，人家抢走了，他又去找其他玩具玩，一样玩得很开心。
&rdquo;一次说教也许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看到其他小朋友的谦让行为，现场观摩讲解几次以后，璇
璇就不再会为了抢玩具发脾气了。
在其他小朋友抢了她的玩具之后，她也能转身去玩别的了。
后来璇璇进入幼儿园也没为争抢玩具与小朋友发生过大的矛盾，想来这些&ldquo;学前教育&rdquo;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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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有些家长常常以忙为借口，在孩子进入幼儿园以前，让孩子完全处于放任状态，把孩子的教育寄希望
在老师身上。
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
璇璇班上有个同学的年龄很小，胆子也非常小，从来不主动跟小朋友玩。
老师向家长反映这个问题，她的妈妈说：&ldquo;她很小的时候不这样，两岁多以后就越来越胆小了。
&rdquo;老师建议她多带孩子和小朋友玩，注意培养她的交往能力。
这位妈妈却说：&ldquo;我就是为了让她多与小朋友一起玩，才早早地把她送到幼儿园的，结果她到了
学校还是老样子。
&rdquo;有这样想法的父母绝对不止这一个，孩子在家里养成的不良习惯，寄希望于进入幼儿园以后改
变。
这一点让很多老师都是非常为难，难怪很多老师会说：&ldquo;学校教育的成果抵不过家庭对孩子的负
面影响。
&rdquo;其实这也不完全是家长的错。
父母教育子女，稍微纵容、宠溺是难免的事情。
古人就有&ldquo;易子而教&rdquo;的做法，为的就是避免孩子过于娇宠。
只可惜现在没有这种环境了，只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社区教育能真正地发展起来，带动更多的家长
利用小区资源培养孩子各方面的能力。
小区就如同一个游泳池，而外面的社会则是大海。
我的想法就是让孩子在小区这个游泳池里练好水性，等投身大海中时，小小的风浪也就不足畏惧了。
当然，到了更广阔的天地里，她面临的磨砺将会很多，我相信只要具备了基本的能力，她就可以在战
胜困难的过程中得到成长。
在实践&ldquo;小区教育&rdquo;的时候，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邻里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
同住在一个小区里的人，如果不是为了孩子，见面最多点点头，寒暄一二而已。
可是现在我们小区里大部分人已经非常熟悉，谁家有事都可以拜托邻居帮忙，平时你来我往的串门也
很常见。
也许，这也是一种失而复得的财富吧。
小区不应该仅仅是休息的地方，它在人们的生活中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邻里亲密感让孩子在熟悉的小区里如鱼得水，尽情地玩乐，当他们走出小区，进入别的群体时，也能
很快地找到切入点融入进去，不做局外人。
而今孩子们的活动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央视做过一个短片，说中国每七万个孩子才有一个活动中心，
平均每个活动中心的面积还不到1500平方米。
令人失望的是，这些活动中心可能并没有真正适合孩子们的活动。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一名中学生听说某个社区组织活动，转了几路公交车赶到活动地点，哪知
活动内容只是帮社区出一期黑板报，自己只写了50个字，兴味索然。
这就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孩子在家庭和学校之外的生活现状。
真正的教育在家庭和学校之外，这是不用去证明的真理，可无论是家长、老师，还是选拔人才的制度
都还死死地抓着学业教育，对孩子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漠视如斯！
值得庆幸的是，有些地方政府开始重视社区教育，倡导学前教育是基础中的基础，杭州已经出现了第
一个&ldquo;社区幼儿园试点&rdquo;。
&ldquo;幼儿园为主、家庭为辅的幼儿教育体系&rdquo;正慢慢地向&ldquo;家庭&mdash;&mdash;幼儿
园&mdash;&mdash;社区一体化&rdquo;的教育格局转换。
很多小区为孩子做了一些硬件的投入，例如游乐设施、游泳池、阅览室等等，但发挥小区教育活动不
是简单几个硬件设施就可以做到的，需要家长想办法让孩子们真正地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如今，女儿璇璇已经进入幼儿园了，她依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我的教育并没有把她培养成为一个&ldquo;天才&rdquo;或者&ldquo;神童&rdquo;，因为我没有老卡
尔&middot;威特的智慧和博学，也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和期望，我只希望她能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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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小区教育实践，让女儿由一个性格内向、胆小、缺乏勇气的孩子，变成了性格活泼、嬉笑悠然
、敢说敢做、适应环境能力尚可的孩子，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
我不是教育专家，也不是专业作家，我深知自己的教育实践，以及这本书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只是把自己几年社区教育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尝试性的经验与家长们分享。
如果有的家长能够从中受到一点点启发，在自己的育儿实践中做得更好一些，这对我就是莫大的鼓舞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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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原本是“全职妈妈带出宅宝宝”的典型案例，为了改变现状，她努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
“社区教育”的模式，利用小区资源弥补孩子人生关键阶段的教育。

教养之余，作者将自己的体会发表在博客上，打动了无数网友，博客点击率很快突破1400万，作者的
文章也被誉为“中国第一本小区教育实践笔记”。

正如《家教与成才》杂志评论那样“其实，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起跑线一直存在。
智慧如紫君女士，看到了起跑线的多元化
，想到了起跑线的新赢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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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紫君，网名“冰凌花语”，
70后全职妈妈，新浪育儿名博，“妈妈晒”、《妈妈必读》、《家教与成才》、《年轻妈妈之友》专
栏作家。
作者原本是“全职妈妈带出宅宝宝”的典型，女儿璇璇从小是一个内向胆小的孩子，为了改变现状，
她努力学习发达国家“社区教育”的模式，利用小区资源弥补孩子人生关键阶段的教育，并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
教养之余，她将自己的体会发表在博客上，没想到引起了广大妈妈和教育专家的好评，被誉为“中国
第一本小区教育实践范本”，博客访问量也很快突破1400万，单篇点击率高达70多万。
新浪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binglinghuayuxuan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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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从“小区”到“社区”
10.拉帮结派与集体荣誉
第六篇
别让孩子伤在小区——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
1.电梯是工具，不是玩具
2.宠物与孩子争地盘
3.小区车辆隐患多
4.老人，请量力而行
5.玩耍时误伤频发
6.孩子不听话，保安来帮忙
7.安全规则要记牢
8.不可过度放手
9.景观设施处的安全隐患
10.警惕小区里的外来人员
附录
为孩子做好入园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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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自家孩子被欺负了，怎么办宝宝们在小区里玩耍的时候，争夺东西、打闹是常见的事情。
然而有的孩子强势，有的孩子懦弱，总有一方欺负另外一方的现象发生。
现在各家都是一个宝宝，任谁被欺负了，家长都会心疼不已。
一旦遇上这种事情，家长难免就会失去了分寸。
我问过一些不愿带孩子在小区里玩的家长，他们的理由就是自己孩子性格太内向，出去总被欺负。
很多家长太溺爱孩子了，哪怕只是自己孩子的玩具被别的孩子抢了，或是被别的孩子推搡了一下，都
会觉得心疼。
但孩子间的战争是场持久战，伴随他们数年的成长历程，你能永远让他回避掉这场&ldquo;战
争&rdquo;吗？
三岁的男孩儿亮亮在和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总爱抢小伙伴手里的玩具，发生争执时，又喜欢动手去
打小伙伴。
他的家长为此也总是吵他，甚至为了给被打的孩子一个交代，也会当众在亮亮屁股上赏几巴掌。
刚开始亮亮家长的这样做法，会使亮亮暂时对小朋友不动手。
但随着亮亮的长大，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对他已经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
他会马上跑开，继而很快又欺负其他孩子去了。
一天，与亮亮同龄的男孩潇潇跟着奶奶来到小朋友中间玩。
亮亮看到潇潇手里拿着一本看图识字的小绘本，伸手就抢。
潇潇不给，亮亮也不松手，两个孩子僵持起来。
孩子们常在小区一起玩，潇潇的奶奶知道亮亮爱打人的习惯，赶紧拦在两个孩子中间，避免孙子吃亏
。
因为亮亮的家长不在场，潇潇的奶奶感觉不方便说教别人的孩子，于是就对潇潇说：&ldquo;让亮亮看
看你的书吧，你去跟小朋友挖一会儿土。
&rdquo;潇潇的奶奶一向通情达理，从来不偏袒自家的孩子，潇潇也很乖巧。
听见奶奶这样说，他想了想，松开手，转身挖土去了。
潇潇玩了一会儿土，大概觉得无趣了就想回家。
于是就过去找亮亮要书：&ldquo;我要回家了，把我的书给我吧。
&rdquo;亮亮其实也一直没用心看，他只是偶尔随手翻下书，眼睛却一直盯着其他正在玩的孩子，寻找
更好玩的游戏。
这是很多孩子常有的现象，就是看到别人的想要，其实真拿到手里，并不是多么喜欢。
此时，亮亮见潇潇来要书了，就又把这书当宝贝似的护在胸前，意思很明白&mdash;&mdash;不给！
潇潇于是伸手去抢，并坚持说：&ldquo;这书是我的，我要回家了。
&rdquo;一边说一边用力从亮亮手里抢书，没想到亮亮竟然对着潇潇的手腕一口咬了下去。
潇潇疼得变了脸色，继而大哭起来。
潇潇的奶奶跑过去拉开亮亮，一看潇潇的手腕，赫然一圈牙印，有的地方还渗出缕缕血丝。
潇潇的奶奶心疼得再也顾及不了邻居间的面子问题了，铁青着脸对亮亮大声呵斥：&ldquo;你这个孩子
为什么咬人呢，这书本来就是潇潇的，也让你看了。
现在我们回家了，你不但不把书还给我们，还咬人，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
&rdquo;想来她也是急怒攻心，自己的孙子一点错都没有，处处让着亮亮，亮亮居然如此得寸进尺，换
得是谁心里也会冒火吧。
不过说实话，潇潇奶奶当时的态度确实让人害怕，连我都被她的神态给镇住了。
一向胆大包天的亮亮也被潇潇的奶奶吓到了，大哭起来。
因为亮亮的家长不在，我便过去边哄亮亮，边劝潇潇的奶奶消消气，让她带着潇潇回家去。
潇潇的奶奶心疼地抱起潇潇走了，一边走还一边回头恨恨地对亮亮说：&ldquo;以后离我们潇潇远一点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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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动他一下，我就掰掉你的手指。
&rdquo;后来，尽管亮亮的家长也带着亮亮去向潇潇道歉了，但潇潇的奶奶似乎一直无法看淡这件事，
她再也不让潇潇在小区里玩了，只有在她带着孩子去买菜时，才能见到他们从小区走过。
即使见到亮亮的家长，她也拉着潇潇装作没看见的走过。
潇潇因为奶奶的做法，也失去了与小伙伴开心玩耍的机会。
从这件事情上，家长们都不难看出自己的影子，常带孩子在小区里玩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吧：孩
子被莫名地打了，心疼、气愤，甚至痛恨对方孩子的家长对孩子家教不严，但大部分家长并不会因此
就剥夺了孩子出门儿玩耍的乐趣以及与人接触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很快就长大了，要独自与
小伙伴相处，我们是不能一直做贴身保镖的。
潇潇奶奶对待亮亮的态度确实有些失去理智，孩子之间发生冲撞也是成长的一个阶段，被打破头的都
有，更何况是咬一口呢。
家长可以批评欺负人的小朋友，但是应该采取正确的方式。
从某种程度上说，潇潇奶奶的行为也是一种暴力，不但给亮亮留下了心理阴影，对自己孩子的交往能
力培养也不利。
随着潇潇的长大，他与同伴们相处的时间会越来越多，如果家长时常掺合到他与伙伴间的问题，那么
势必会使他在小伙伴心中的印象减分，因为没有孩子喜欢跟总是有大人帮忙的小朋友玩的。
冲突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非常必要的体验，如果让孩子远离冲突，事事袒护孩子，甚至越俎代庖，替孩
子决策，也将导致孩子缺乏与人交往的能力。
家长在自己孩子被打之后，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在愤怒之下做出不恰当的行为，遇到这种
情况趁机教会孩子如何保护自己才是必须的。
父母可以告诉宝宝：&ldquo;不要怕他，你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
&rdquo;当对方动手打人时可以抓住他的手腕，让对方知道自己不怕他。
在感觉自己不能抵挡的时候，大喊或是快速离开，到大人那里寻求帮助。
同时也教孩子怎么去面对欺负人的伙伴，教他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不开心，并大声质问对方。
我就是这样教璇璇的，璇璇最初被欺负甚至被打都不出声，只是忍着，我担心她以后受了欺负连大人
都不知道，于是就告诉她除了自己要解决之外，实在不行就喊大人。
后来有一次璇璇在挖土时被一个孩子跑过来莫名地推倒了，她坐在地上愤怒地说：&ldquo;你为什么推
倒我，你是个坏孩子！
&rdquo;我们在场的家长都听到了，都看着那个孩子。
当时那个推她的孩子就愣住了，然后低头玩自己的。
过了一会儿，还把自己的工具递给璇璇，以示道歉。
许多矛盾都是可以调和的，何况孩子间小小的冲突呢。
大人不要把自己的情绪和成人处理事情的一些不妥方式教给孩子，这样反而让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了
，也妨碍了孩子学习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会让孩子今后越来越依赖大人，导致孩子永远处于弱势。
让孩子强势起来不是靠动手，而是要让孩子的内心强大起来，不懦弱不怕恶，这样孩子才能不被欺负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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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看完璇璇妈妈的书后，不由自主地感叹，无处不学问，尽管是我们日常得不能太日常的生活环境，也
有非常多的角度可以深入思考：对小区环境的要求折射了多少现下中国父母的隐忧？
曾经让我们可以奔跑撒欢的弄堂一改为单元楼之间的会所，对于两代孩子有什么潜移默化的影响？
邻里之间的关系如何隐隐地影响着孩子之间的交往模式&hellip;&hellip;&mdash;&mdash;俞燕 《为了孩
子》杂志  执行主编其实，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ldquo;起跑线&rdquo;一直存在。
智慧如紫君女士，看到了 &ldquo;起跑线&rdquo; 的多元化 ，想到了 &ldquo;起跑线&rdquo;的新赢点！
&mdash;&mdash;汪小农《家教与成才》杂志副编审一个小区，不同的居住人群会给孩子的童年成长影
响不一样，好的小区，普遍素质高，所以对孩子的影响偏向于好的方面，吸收的知识也是好的。
因此《别让孩子伤在小区》是一本好书，给父母良好的住房选择起参考作用。
&mdash;&mdash;喆喆妈公益阅读孩子将来成功与否，先天因素占三分，后天教育培养却占七分，因为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智商都相差无几，而情商和实践能力要靠后天的教育培养。
如何让孩子从父母的怀抱勇敢地走向社会，迈好人生的第一步？
紫君女士在本书中给了我们最佳答案。
&mdash;&mdash;张晓慧 新浪育儿名博璇妈4年小区教女经验告诉我们：每一位用心的母亲，哪怕是全
职妈妈，都可以成为优秀的教育专家！
&mdash;&mdash;大晨妈妈　 新浪育儿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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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在生得少，个个都是宝。
我们总想给他们最多的爱，最少的伤害,于是，孩子们一个个被&ldquo;圈养&rdquo;起
来&mdash;&mdash;全职妈妈的精心呵护养出了&ldquo;宅宝宝&rdquo;；爷爷奶奶的溺爱造就了孩子倔
强的脾气；高档社会的优越感培养了个性高傲的孩子。
他们没有输在智商的起跑线上，却输了在情商的起跑线上。
《小区是孩子的第一社会》在细微处着眼，从生活本身出发，作者从自己的育儿生活中提取经验，拿
事实说明问题。
孩子们个性和生活环境本不相同，但面对的问题往往却有共通性，作者曾经面对的问题也许是你正在
或即将要面对的问题，希望本书能给家长们带来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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