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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感悟741：一位负责

任的好父亲最重要的品质有

两个，一是爱，即理解和尊

重，给孩子自由；另一个是管

教，教给孩子规则。好父亲

是严慈相济的，父教的艺术

就是严慈平衡的艺术。父爱，

是让一个人体验人生温暖的

绝好机会。做父亲的底线是

职业与家庭并重。你要知道：

你忽视家，家便忽视你。

教育感悟742:在北京饭

店听一位著名女歌星唱歌，

想起去其家乡时得悉她在学

校期间学习成绩较差。她今

天的成就证明学习成绩好坏

与唱歌水平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父母千万不要因为孩

子学习成绩差就禁止其发展

兴趣和特长。恰恰相反，兴

趣和特长是孩子热爱生活及

生存发展的人生支柱，更是

成功的体验和信心的源泉。

教育感悟743:教育的真

理是朴素的。95岁的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卢乐山被誉为新

中国幼教拓荒者。她的教育

观点极为平常：“爱孩子就是

给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学

习习惯，丰富孩子的经验，提

高孩子各方面的能力。这样

教育出来的孩子一点儿也不

费劲。”相反，今天重压之下

的孩子因为扭曲，所以就成

长得很费劲。

教育感悟744:如果没有

确认的习惯，生活必然是一

团乱麻。2013年1月6日《羊

城晚报》报道：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开考前，一位女生

边跑边喊:“妈，考场不在这

里，快打电话，赶紧找！”如

此重要的考试，为什么不事

先确认考场呢？所以，从小

需要培养孩子养成检查、确

认的习惯，胸有成竹才能充

满自信。

教育感悟745：武汉7家

庭让孩子离开学校“在家上

学”，要办“桃花源”式教育。

《人民政协报》请我发表意

见。我想，首要标准是看对儿

童发展是否有利，怎么做对孩

子发展有利就怎么做，这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的核心原则。作为监

护人，父母要确保孩子受到良

好的义务教育，在德智体美劳

各方面正常发展。

好父亲

是严慈相济的
——孙云晓教育感悟（741—760）

文/孙云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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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感悟746：孩子进学

校读书并非仅仅是学习知识，

与同伴相处是其社会化极为

重要的途径，如果让孩子在

家上学远离伙伴可能会造成

重大缺失。同时，适应学校的

各种生活，也是绝大多数孩

子的必修课。因此，父母在决

定孩子是否在家上学时需要

慎重行事，特别要客观评估

自己的能力和精力。

教育感悟747：孩子是脚，

教育是鞋，适合的教育才是

最好的教育。因此，在家上

学自然会成为一种教育模

式，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尝

试。但是，所有义务教育阶

段适龄孩子的教育，都应该

纳入国家教育部门的管理，

即使是在家上学，其师资与

课程等质量如何，国家依法

负有监督、评估与认可等管

理职能。

教育感悟748：习惯是人

的解放还是枷锁，这取决于

你养成了什么习惯。如果是

养成爱运动、爱读书、独立思

考、敢于质疑、做事有计划等

好习惯，自然是人的解放；如

果是养成做事拖拉、言而无

信、依赖他人、没有责任心等

坏习惯，自然是人的枷锁。因

此，要以做人、做现代人为导

向来培养行为习惯。

教育感悟749：当孩子经

历了或从媒体上看到了恐怖

事件，需要及时给予心理援

助。美国学者们的建议或许

可以借鉴，如父母与教师可

以和孩子紧紧拥抱，但不宜

告诉孩子这种事情再也不会

发生，而可以说这是令人遗

憾的事件，询问孩子的感受

和想法，不要做过多解释。让

孩子接触动物也可以减轻孩

子的焦虑。

教育感悟750：没有好的

生活就没有好的教育，而最

好的生活是现实世界的生

活。成尚荣研究员认为，当

下儿童生活在现实、理想和

虚拟三个世界。现实世界压

力大很无奈，理想世界被成

年人绑架，只有虚拟世界放

松快乐，但危险也在这里等

待。明智的父母要恢复和增

强孩子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

的魅力。

教育感悟751：为什么不

能把孩子简单比较呢？因为

孩子是千差万别的，比如遗

传和成长环境的差异等等，

在许多方面没有可比性。如

成尚荣研究员所说，儿童既

是复数，也是单数，而且主要

是单数，即儿童是“这一个”

“那一个”。因此，不要盲目

攀比，而要发现孩子的特点，

尤其要发现孩子的进步。

教育感悟752：创新人才

贫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学

教育的贫乏，而这与基础教

育教学体制密切相关。发明

家张开逊研究员认为，科学

教育没有成为中国小学阶段

的主科，这是一种结构性的

缺陷，也是与西方教育的重

大差别。为小学生构建的知

识大厦应该有三根坚实的

支柱，即自然科学、数学和

语文。

教育感悟753：对孩子的

发展该如何期望？是做人第

一还是学业成绩？这是家庭

教育最重要的导向。据陈延

斌教授介绍，《周易-家人》

卦辞中提出：“教先从家始”

“正家而天下定”。郑板桥在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的社会里，认为“读书中举中

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

明理做个好人”。

教育感悟754：母爱往往

是无条件的，而父爱往往是

有条件的，父爱经常是作为

一种对女孩良好行为举止的

奖励出现的。为了赢得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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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女儿必须努力，这推动

了女儿的学业和事业进步。

父教与母教的并存与合作，

作为一种有效的平衡与纠偏

机制，可以阴阳互补，防止家

庭教育走向极端。

教育感悟755：了解社会

与职场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因此，孩子特别需要接触各

行各业的人士，而父母应该

成为拓展孩子视野的桥梁。

如日本学生指导学会常任董

事长诸富祥彦教授所说，终

身教育的原点在家庭。作为父

母可以将各种职业的朋友请

到家里来，创造孩子和他们

接触的机会。不必逼问孩子

的理想，却可能影响其选择。

教育感悟756：“没有运

动就没有男孩”不是一句空

话，而是需要一种恰当的选

择和勇敢的参与。如诸富祥

彦教授所说，对于男孩子来

说，会不会运动对培养男孩

子的自信有很重要的意义。

要是什么都不会的话，男孩

子就会失去自信，一定要让

他有一项很拿手的体育运

动。每个人都可以有选择但

不可以放弃。

教育感悟757：引导孩子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有两个

法宝，一是自信心，二是好

方法。诸富祥彦教授认为，

养成男孩学习习惯有四个要

领：一是减少学习时间和学

习量；二是玩完以后再学习；

三是父母和孩子最好一起学

习；四是选择简单易懂的练

习题。一切以自信心为前提。

教育感悟758：千万不可

低估孩子的精神需求，他们

对精神奖励的渴望远远高于

物质奖励。如诸富祥彦教授

所说，对孩子来说，比起奖

赏，是“因为想要看到妈妈

高兴的笑脸”所以才会帮忙

做家务。问题在于如何给予

孩子精神奖励？父母需要及

时而充分地表达对孩子的满

意和开心，包括拥抱和亲吻

孩子。

教育感悟759：如何培养

男孩养成做家务的良好习

惯？父亲是最有力的榜样。如

诸富祥彦教授所说，男孩子

是具有“伙伴=喜欢为团队做

些什么”这种天性的生物，而

这和父亲的示范作用是密不

可分的。父亲怎样做，儿子就

应该怎样做。小学3～6年级

的男孩子，正是通过父亲学

习社会性的。

教育感悟760：我在李跃

儿的巴学园参观的时候发

现，男孩子是很喜欢做家务

的。诸富祥彦教授认为，孩

子做家务可以决定将来。为

了让男孩子长成一个认真工

作、能顺利结婚的“够格的

男人”，父母要做的就是让

他帮着做家务，并且在5岁

前养成习惯。实际上，做家

务的过程可以让孩子获得丰

富的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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