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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能感觉到现在的孩子教育变得不那

么容易，老师父母都受到了很多挑战。现在的

孩子为什么难教育，至少有四个原因：

一是信息化的时代动摇了成年人的权威地

位。今天孩子懂的很多事情大人不一定知道，

很多技术，孩子很熟练，大人不一定熟练。没

有任何一个时代的父母和老师像今天这样需要

学习，需要与孩子一起成长。

二是独生子女时代给教育带来的挑战。比

方说我22年前写了《夏令营中的较量》，22年

前的学校还敢组织孩子春游、秋游、夏令营、

冬令营。现在的学校就有很多顾虑。孩子出了

事可是赔不起的，所以不敢组织，组织活动对

学校是很大的压力。

三是青少年性发育提前、性教育滞后。性

教育的问题，在今天成为必修课。可是很多父

母没有做好对孩子做性教育的准备，没有接受

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父母觉得很为难，但是

这又是不可等待的。

四是应试教育带来巨大的压力。好多父母

说说要让我的孩子自由快乐，不要给他压力。

可是看这个上很多班，那个学什么课程，越看

越不淡定，最后都加入到疯狂的竞争大军当

中。

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很突出的问题。怎么

办？忠告天下父母四句话。第一句，教育的核

心是培养健康人格；第二句，好的关系胜过许

多教育；第三句，习惯决定他的一生；第四

句，孩子健康成长需要因材施教。

如果你的孩子将来有一天拿到了名牌大学

的录取通知书，但却发现孩子人格有欠缺、心

理有问题，你有可能一辈子都不安宁！学习好

的孩子一样可能会有心理问题、人格问题！

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健康人格

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朋友，这比他考试不及

格还要严重！孩子在小学阶段如果没有朋友就

是巨大的失败。现在孩子在大学阶段出问题，

很多就是交往问题。人的智商低一点只会影响

生活质量、工作质量，不会给你致命的毁灭；

但是一个人的社会情绪能力如果低下，就可能

会带来致命的毁灭性的影响！

什么样的孩子是优秀的、健康的？按照国

内外的研究认为，最简单的标准，也是最重要

的标准两个：主动性的发展、自制力的培养。

北师大一个心理学研究团队对200多个孩

子从两岁开始跟踪研究，研究了19年，发现成

长最理想的孩子就是主动性和自制力都发达的

孩子。什么叫主动性？就是以内在的兴致为核

心的，探究、好奇为主动性的，人在这种情况

主讲人：孙云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研究员，中国

教育协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师范

大学兼职教授

良好习惯缔造健康人格

堂西子大讲



HANGZHOU    2015.6

37

下做事情是高兴的、愉快的、舒适的。自制力就是

遵守纪律、规则，即使不愿意也要遵守社会规则、

道德规则。

做事情的主动性和自制力就是健康人格最核

心的要素。所以要评价孩子最简单的标准，看孩子

有没有主动性，兴趣能不能充分发展；有没有自制

力，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能力怎么样，这是关键。

 

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

你什么时候跟孩子的关系是好的，你的教育是

成功的！什么时候跟孩子关系是糟糕的，你的教育

一定是失败的！孩子在12岁之前，能不能跟父母

建立起亲密的依恋的情感，对他一生的安全感幸福

感至关重要。

我们采访过11个发生过性行为的学生。调查

发现，他们当中半数以上都是学校公认的好学生，

1/3来自于名校。他们发生性行为和流产的行为

100%不告诉家长，“我们像信仰宗教一样地信仰

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告诉父母和老师”。你说父母和

老师多么纠结，这世界上最关心孩子的人莫过于父

母，他最防范的人就是你。有人说孩子得严加管

教。不错，应该严格，但是对犯罪的孩子的调查数

据进行分析让人意外。对犯罪的孩子的调查发现，

父母真不管孩子的只有一成左右。而最多的是管得

很严，过了头的，打骂、严格的限制的是最多的！

所以说你不要以为严管好像就可以避免问题，不是

这样的！对孩子的教育好的关系是第一位的。

什么叫好的关系？我认为改变教育从改变关系

开始，改变孩子从改变父母开始，改变明天从改变

今天开始！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父母和老师每天做

的一项工作是什么？就是要解释孩子的行为！孩子

从小到大，会形成一个解释风格，如果不加干预，

就可能是一辈子。好多事你让孩子办，他说我肯定

不行，这就叫解释风格，消极的解释风格，但是孩

子的解释风格跟父母的解释密切相关。比方说不是

每个孩子学习都很顺利，有的孩子可能某一科没学

好，可能孩子就说我最恨数学了，我怎么学都学不

好，我肯定都学不好。你怎么解释？中国的父母有

两种解释最常见也最糟糕：

一是简单否定，“真笨，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

做，我们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孩子。完了，我们也

没希望了。”这是第一种解释。

第二个解释比较温柔，但是更可怕。“孩子

别难过，你为什么学不好数学，因为你爸爸妈妈都

没有数学细胞，你也没有，咱家人学不好数学很正

常。”孩子一听这个原因啊，怪不得学不好，永

远学不好，不学了！这就是消极的解释，错误的解

释。这个解释错在哪里？就是你把孩子挫折失败的

原因解释为永久性的、普遍性的人格化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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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改变的。孩子当然失望了，绝望了！这样的解

释是不科学的，没有根据的。

好的解释是倒过来，把孩子失败或者挫折的

原因解释为暂时的、偶然的、非人格化的，一句

话：是可以改变的。比方说，“孩子，别难过，别

灰心，你能学好数学，你看以前题做得不错，你看

你帐算得也很清楚，你能学好。这次没考好是因为

没有好好准备，你题做得有点少，有几个概念没掌

握，你要努力一下就学好了，一定能学好。”大家

听这样的解释是不是比较靠谱？

积极的解释导致乐观、导致自信，消极的解释

导致悲观、导致绝望！

一种解释是父母和老师怎么解释孩子的生活；

还有一种解释不要忽略，就是父母怎么解释自己的

生活。

有的父母跟孩子聊天：“孩子，我们这一辈

子算是完了！瞎糊混了，没什么希望了，全靠你

了。”推心置腹！但是父母是孩子的偶像，父母都

这么悲观失望，颓废了，对孩子就是严重的消极影

响！所以说父母是不断学习的、顽强不屈的、不屈

不挠的，给孩子就是积极的影响。所以教育表面上

看是孩子的问题，实际上是大人的问题。你给他一

个什么榜样，你给他一个什么环境？非常重要！

讲一个大家最熟悉的案例。很多中国家庭有

个特点，中午饭大家不见面，都凑合凑合，而晚饭

做得非常丰盛。孩子饿了过来吃饭，很多父母看着

孩子吃饭又高兴又生气。高兴是孩子长身体食欲

好，生气是想起孩子学习成绩很烂，惹祸很多，看

着孩子忍不住说了。“看，你还有脸吃，好东西都

吃哪去了。”孩子一听就不开心了，他不吃了。一

直到把孩子教训哭了，然后说，“你还有脸哭，赶

紧吃。”再吃下去就得胃病了，孩子在害怕难过的

时候胃液不分泌，不分泌强制吃东西容易得胃病。

为什么饭桌上一说学习孩子就说吃饱不吃了，他的

确吃不下。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餐桌训子害处

多。明智的父母，要表现在不管孩子学习成绩多

烂，也不管孩子惹祸多少，都让他愉快地吃饭，轻

松地吃饭。笑脸相对，轻松愉快。然后饭后一小时

谈话。儿童都是研究大人的专家，他一边吃饭一边

想，“我学习成绩这么烂，爸爸妈妈还让我吃饭，

爸爸妈妈真好，家真温暖。”孩子只要觉得家温

暖，父母可亲，这孩子就充满了希望！孩子如果觉

得家很冷漠，父母很可怕，这孩子就容易出问题。

我们不仅要积极地解释，而且要让孩子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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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极情绪的反驳，不要盲目接受对自己的侮辱！

怎么反驳呢？搜集证据。你说我根本就不行，我找

出我行的来；你说我坏透了，我找好的。哪有坏孩

子？请各位父母回家之后，尝试去发现你孩子身上

的优点。谁能发现五到十个，谁可能就是优秀得父

母；谁要发现一到四个，是合格父母！谁要一个发

现不了，你就是不合格的父母。哪个孩子没有点毛

病，我们要千方百计地让孩子相信自己是个好人，

是个充满了希望的人！这就是最重要的教育，你千

方百计地证明孩子是个笨蛋、坏蛋，那他一定成坏

蛋。这个理论就是积极心理学，家庭教育非常需要

积极的引导。

习惯决定孩子一生

说一千道一万，习惯的培养是关键。看父母

能不能把孩子培养好，关键的指标是什么？就看他

习惯培养的好坏。特别是在小学阶段，为什么这么

说？因为小学生很多道理不能完全明白，这个时候

好习惯就是关键！

什么是习惯？习惯就是习以为常的行为，稳定

的、自动化的行为。习惯动作是怎么来的？按照美

国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的一种动作或行为持续

出现21天，就会初步地成为一个行为。如果这个

动作和行为持续出现90天以上，就可能成为一个

稳定的习惯。

孩子的一种行为或者一种动作，持续出现的时

间越长，越有可能成为习惯。而习惯能够使他成为

最稳定的素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们认为只

要你掌握了暗示和奖励这两个环节，你的孩子就容

易养成习惯！这是关于习惯培养最简洁的方法。

如何具体培养孩子的习惯？我们课题组经过十

年的研究总结出习惯培养的六个步骤：提高认识、

明确规范、榜样教育、自主训练、及时评估、形成

环境。

第一要提高认识。你培养孩子习惯，要让孩子

对产生好习惯产生强烈的愿望，我愿意、我喜欢、

我能行、我需要。好习惯让人终身受益，坏习惯让

人麻烦终身。

第二要明确规范。培养孩子好习惯，一定要对

好习惯的具体标准非常明确。对孩子来说什么是好

的他不知道，所以要进行细节引导。儿童教育离不

开细节的指导，这就是奥妙。

第三要榜样教育。养成习惯不容易，要借助偶

像和榜样的作用。孩子也有偶像和榜样，千万不要

嘲笑，我们要善于从他的偶像当中发现因素进行引

导。比如很多孩子的偶像周杰伦也有很多优点，有

孝心、很勤奋、努力、很有意志力。

第四要持久训练。习惯的养成是由被动到主动

再到自动的过程。21天坚持好习惯的初步养成，

90天坚持好习惯的稳固形成，孩子的很多习惯是

可以训练的。

第五要及时评估。孩子都有健忘症，年龄越

小忘性越大。因此巩固培养的最好方法就是及时评

估。家里画一个表，每天做好了就画一个五角星，

画一朵小红花。

最后一步，形成环境。良好的家风、班风、校

风，是养成良好习惯的重要支撑力量。天津南开中

学，百年名校，一进门有一个大镜子，镜子上刻着

“镜铭”。一百多年过去了，哈佛大学的校长看了

都大为赞叹，这就是环境的熏陶。在这样的一种环

境下，培养出了很多杰出的中国人，包括我们的开

国总理周恩来。

我觉得小学生在小学阶段有三个具体习惯是极

为重要的：读书习惯、运动习惯和礼貌习惯。

从长远来看，养成五个好习惯成就孩子的幸福

人生：学习、仁爱、负责、自制和尊重，这五个都

是指向健康人格的。

掌握了以上我讲的这些要点，我们的孩子都能

教育好，我们的孩子都将有强大的发展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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