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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什么都提倡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但最需要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的父母教育却

被我们遗忘了。有些发达国家的年轻恋人如果想领取结婚证，必须参加政府举办的父母学校，培

训合格，才能领到结婚证。 

可是，中国的父母普遍坚持随意而轻松的心态：只要有结婚证，就可以生孩子；只要有能力

生孩子，就有能力教育孩子。部分父母甚至认为：任何成人都可以教育孩子，祖父母可以教育孩

子，保姆也可以教育孩子。许多中国父母往往直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成为“问题学生”，才开始

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感到惊恐。 

把孩子当人，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农民种庄稼，光靠爱，不行，只有懂种庄稼之道才有好

收成。 

 

 

 

一、生了孩子，你就不能“退货”。 

教育孩子是人类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学问。父母是孩子永不退休的班主任，怀有对孩子一

生的责任。无论父母事业上多么成功，也抵不了教育孩子失败带来的后果。把天才培养成庸才，

是对家庭和人类文明的犯罪。把孩子教育成功是家庭最重要的成功，也是你一生最重要的成功。 

二、别错过孩子发展的关键期。 

发展的关键期：是指人类的某种行为、技能和知识的掌握，在某个时期发展最快，最容易

受影响。 

 

中国最需要教育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长，尤其是爸爸 

教育孩子，仅有爱，不够，只有懂孩子的成长规律才有好未来。 

中国最需要教育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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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了解多少孩子发展的关键期？ 

学习咀嚼关键期(6 个月)。 

秩序规范关键期(2.5~6 岁)。儿童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形成的性格、行为、习

惯往往到长大也不会改变。“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语言发展关键期(3~6 岁)。 

想像力发展关键期(2~8 岁)。 

文化敏感期(6~10 岁)：这个时期的许多孩子，非常好奇，爱动脑筋，问题特别多。应该满足

孩子的求知欲望。 

黄金阅读期(8~4 岁)：如果错过了这一时期的科学阅读指导和大量阅读，将会给孩子的成长

造成难以弥补的缺憾。 

独立关键期(12~15 岁)：这一段抓不好，孩子将永远长不大。 

 

重新认识母性之爱和父性之爱。 

 

 

 

 

 

 

 

 

母性之爱：德行礼仪、品格气质。母亲在孩子的婴幼、少儿阶段影响巨大。 

父性之爱：方向性引领和理性作为。伟大的父亲，一定是孩子的引路人、思想的奠基人。 

规律：孩子成长需要的母性之爱呈递减趋势，父性之爱呈递增趋势。中小学衔接阶段是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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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成长的浪漫阶段的结束和精确阶段的开始；是由母爱为主向父爱为主的过渡期。这一时期，母

性之爱应该适当减少，父性之爱应该适当增加。 

三、给父亲的建议。 

下班的路应该是回家的路。作为父亲，必须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教育责任，一定要记住：下班

的路应该是回家的路。与父母一起吃饭的孩子更优秀。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孩子的问题大多是父母教育不当造成的。好父母就是一所

好学校。父母是孩子的最好的“范本”。身教重于言教。 

教育孩子的前提是了解孩子。把孩子当人，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做父母的，一定要理解

孩子，找到与孩子沟通的语言密码，但要注意惜“言”如金。成熟的父母，应该学习儿童教育学、

心理学，了解孩子不同成长阶段的特点和规律，经常与孩子沟通，明白孩子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一定要管孩子，关键是怎么管。“一只手”、“一只眼”和“一根筋”教育均不可取。换一种

思路教育孩子，努力丰富自己的教育方法。 

做一个懂爱会爱的家长。不少父母爱得糊涂，爱得错位，有时又爱得过分。爱是一门艺术，

爱需要表达也需要行动，爱要适度，不要让你的爱泛滥成灾。 

不能当众教育孩子。即使孩子做了最糟糕的事情，你要教育他也应该把孩子带回家，当众责

骂、殴打，往往后果非常严重。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人的人格尊严，要保护孩子的心灵，做不

到这一点，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可言。 

不要完全把孩子交给长辈或保姆。对孩子来说，他极度地渴望爱，又极度地渴求安全感。

在爱与安全感两个要素之间，任何一个要素的缺失，都将对孩子的成长构成不可修复的伤害。 

在孩子面前多夸老师。家长和老师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一定要与老师结成同盟军。如果家

长在孩子面前总是絮絮叨叨诉说老师的“不是”，批评老师，甚至与老师争吵，只会增加孩子对

老师的排斥心理。久而久之，受害的是孩子，吃亏的是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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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好父母都是学出来的。 

没有天生的成功父母，也没有不需要学习的父母，成功的父母亲都是不断学习提高的结果。 

我接触过这么多的杰出的父母，没有一个是轻易取得教子成功的。一位优秀的母亲甚至说：

很多人都认为我很轻松，说你的孩子那么优秀，根本不用管，殊不知，我连晚上睡觉其实都有一

个眼睛是睁着的！ 

进入 21 世纪，信息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任何岗位都要求培训、考核，但似乎只有生

养、教育孩子不需要培训，好像自动就会上岗而且永远不会下岗，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第二句：好孩子都是教出来的。 

我接触过数百位优秀的父母，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教育孩子上费尽心思，就像全国十

大杰出母亲沈丽萍所做的那样，如果不是由她亲口所说，人们不会想到她在儿子王嘉鹏的成长背

后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 

有些人可能会说，有那么多的父母大字不识一个，不也教育出好孩子吗？其实，文盲并非

不会教育，这些父母同样是教育孩子的高手。 

第三句：好习惯都是养出来的。 

很多父母将孩子的不好的习惯怪罪到学校身上，怪罪到教师身上，怪罪到孩子自己身上，

唯独没有怪罪到自己身上。 

其实孩子身上的多数习惯——无论是好习惯还是不好的习惯都是我们父母有意无意培养出

来的。 

父母常常是孩子问题的最大制造者，同时也是孩子改正错误与缺点的最大障碍。当务之急的不是

教育孩子，而是教育父母，没有父母的改变就没有孩子的改变。没有不想学好的孩子，只有不能

六句家庭教育箴言 家长必须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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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的孩子，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育的父母。因此在骂孩子的之前骂自己，在打孩

子之前打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改变自己。 

第四句：好成绩都是帮出来的。 

关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全社会都要

有正确认识。应试教育是学校和家长都回避

不了的问题，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适应。应

试能力教育与素质教育并不矛盾，没有应试

能力的素质教育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因此，帮助孩子适应应试教育也就成了我们父母的一份应尽的义务，而帮助孩子减负的最

好办法是我们父母增负，就是我们父母能够成为孩子的导师。 

第五句：好沟通都是听出来的。 

对于孩子进入初中、高中的家长来说，普遍存在一种困惑，那就是同孩子难以沟通。进入青

春期的孩子与进入更年期的母亲的冲突更多，不仅是因为处于内在的心理动荡期，更重要的是两

者的外部压力都很大，孩子面临的是升学的压力，母亲面临的是事业的压力，这就更需要加强沟

通。 

优秀的父母在这方面大都做得很好，他们良好的沟通来源于自觉地遵循了以下这三条原则： 

第一个步骤是倾听，就是让孩子把话说出来，并且听懂孩子话里的真实意思。 

第二个步骤是理解，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是不是有道理，结果往往是有道理的。 

第三个步骤是建议，就是有道理，孩子不一定就能采取正确的行动，因此父母这里应该给予

建议。 

在这三个步骤中，倾听是父母们做的最差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伴随着问题成长的，每一个父母也

都是伴随着问题成长的，不碰到问题的孩子是找不到的，不碰到问题的父母也是找不到的，关键

是要像那些优秀的父母们那样能够静下心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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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句：好成就都是教化出来的。 

智力不是最重要的，比智力重要的是意志，比意志重要的是胸怀，比胸怀重要的是一个人

的品德。 

而其实这些正是一个人成长中最重要的。我们在看人物传记时常常都会对传讯主幼年时的不同凡

响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原因就是这种成就动机对一个人的影响巨大。 

意志、胸怀、品德等这些最重要的因素不是通过父母的说教等“显教育”就能产生效果的，

而是通过父母的行为即“潜教育”化进孩子的血肉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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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卿《朗读者》告诉我们：孩子大声朗读的十大好处！ 

 

《朗读者》最近火了，朗读不仅动听悦耳，还有开发智力、改变性格等十大功用。 

教孩子大声朗读吧！大声朗读、培养语感、加深印象、提高理解、产生自信、体验成功！ 

1、有利于开发右脑 

因为大声读实质是朗读者在自我欣赏自己的声音，久而久之，有利于孩子形象思维能力的自我培

养。 

2、能改变孩子的性格 

性格内向者往往发出的声音也很小，如果孩子都能坚持大声读课文及其它文章、书籍，很容易使

孩子爱讲话，性格也就随之而变。 

3、有利于孩子体会到辩论、争论的价值 

这是更好的、高质量地参与未来的事务的一种素质。 

4、有利于改变自卑 

大多数的差生的突出表现就是不会大声读课文，大声读不好课文，从大声朗读开始训练，许多差

生能在读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思考力。 

5、大声读，使脑神经处于极度兴奋状态 

这本身就能刺激孩子深入理解文章、书籍。 

6、有利于记忆 

大声读需要集中精力，大脑处于“排空”状态，有利于记忆材料 

7、大声朗读文章是语感形成的必走之路 

可以这么说，没有真正的大声读文章，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语感。 

8、大声读文章有利于“诗性美”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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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文章、书籍都有着“诗”的美，都有着作者美的灵感，而大声读，可以将这种美还原。 

9、大声读有利于其它学科的学习 

需要广泛深入思考、记忆的学科如果运用了大声读，学习效率一定会很高。 

10、有利于提高写作能力 

大声读他人作品是学习的过程，大声读自己的作品实质是修改完善的过程。疯狂朗读好处多，

疯狂诵读和背诵可以把情绪最广泛地调动起来，名篇佳作的音韵美、节奏美、气势美，只有在诵

读中才能真正感受到；文章的起、承、转、合，只有在诵读中才能深刻地体会到。 

长期坚持诵读，就会从感性上、从直觉上、从整体上去认识、去体验、去占有名篇佳作的精

髓，主动地消化和吸收；长期坚持诵读，就能养成眼到、口到、耳到、心到的良好的诵读习惯。 

语文教育的老前辈、学识渊博的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吟咏的时候，对于探究所得的不仅理智

地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

一种境界。” 

疯狂诵读可形成良好的语感，背诵又是内化语文材料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把诵读形成的

语感积淀下来。 

疯狂诵读的结果就会使同学们“出口成章”，它所积累的大量词汇、丰富多彩的语言表达形

式，对于我们的写作具有直接的模仿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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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邀    请请    函函  
 

 

 

 

 

 

 

 

 

 

 

 

 

 

 

 

 

 

 

 

 

 

最忆是杭州，杭城不是只有西湖 

这里是杭州，道不全千年运河，看不完杭城美景 

这里是杭州，赞不够温度课堂，赏不尽绿色教育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古往今来，赞美杭

州的古诗多不胜数。毕竟这是座美了几千年的城市。在今年的

五月，因为绿色教育和有温度课堂的相遇，连初夏的风都温婉

起来。全国名师们从南北汇集到古老的运河之畔，铺开崭新的

画卷。第四届全国“绿色课堂杯”小学青年教师优质课观摩展

示活动，将在 2017 年 5 月 5 日~8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温情开幕，欢迎绿色教育的各位亲们，一起共赴这场教育的饕

餮盛宴！ 

 

有温度的课堂，最绿色的教育 

美丽杭城，运河之畔 

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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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师绿色教育研究院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幸福是一

个目标，达到就幸福，成熟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领悟

就幸福。恰如，对生活的感悟，对工作的执着，对人生的理解……

欢迎各位绿色教育的关注者，拿起你手中的笔，记录春天的花，

夏天的雨，秋天的风和冬天的雪，细数工作的点滴，人生的哲理，

嬉笑怒骂我们照单全收，欢迎来稿，你说，我们听…… 

      

投稿邮箱：863212690@qq.com 

投稿热线：18613395673     肖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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