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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孙云晓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 

事长

+ 动性和自制力是健康人格的核心， 

二t也是两颗最重要的“种子”，青少 

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两颗“种子”都发达 

的人，这就要培养他们做事具有主动性和 

自我控制的好习惯。

况？很多孩子后来的发展会出现一些问 

题 。这时候父母再想管教就很难。更难 

的问题是，孩子长大以后，他管自己也很 

难。你管不了，他自己也管不了，结果你 

就会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孩子出问题。

* 本 文 系 作  

者 在 “上海市家 

庭 教 育 高 峰 论  

坛”上的报告。

何谓主动性和自制力？

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感受，改革开放 

以来，特别像上海这个地方，接触了很 

多西方教育的思想，特别想让孩子自由、 

快乐、幸福地成长，不要给孩子那么多的 

束缚。很少给孩子规则，这会出现什么情

国内外大量研究发现，孩子发展最理 

想 、健康的状态，是主动性和自制力这 

两 颗 “种子”都发达，这样的教育是成功 

的教育，是真正现代的教育。人的主动性 

和自制力的发展，是人格最核心的两个要 

素。今天，我想在主动性和自制力相辅相 

成的平衡教育和习惯养成方面谈谈孩子的 

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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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类问题，弗洛伊德就谈过，人 

类基本就两种文明，一种是做自由的、喜 

欢的、愿意做的事情。一种是你不一定喜 

欢也要做，比如道德、规 北 师 大 资 深  

心理学教授陈会昌的团队跟踪研究了 200 

多个孩子，跟踪了 19年 。19年后研究团 

队发现，孩子的发展，最根本的就是看两 

颗 “种子” （主动性和自制力）是否都发 

达 。这 两 颗 “种子”发达并且平衡的孩 

子 ，就是发展最理想的孩子。什么是主动 

性？以内在的兴趣为核心，以探究精神、 

好奇心为主。人在这种情况下做事情是高 

兴的、愉快的、舒适的。自制力是遵守纪 

律、遵守规则，做好别人让你做的事情， 

做好社会让你做的事情。比如我们看世界 

杯比赛经常在后半夜，看得好辛苦。看不 

看？这是主动性，没有人强迫你要看。但 

是看了之后就有一个问题，你后半夜看球 

了，第二天上班吗？那就只能上闹钟，去 

上班。不能说太累了，我不上班了。这就 

是主动性和自制力的结合，

我们可以把孩子分为四种类型：第一 

种 ，主动性和自制力都很强，这是理想型 

的。第二种是主动性弱，自制力强，这是 

小绵羊型的。第三种是主动性强、自制力 

弱 ，这是破坏性的。第四种类型主动性和 

自制力都弱，这就叫游手好闲型。你看孩 

子 ，就看主动性和自制力这两个指标，基 

本就可以把握好他的人生轨迹。

心理学研究发现，犹太民族和东亚地 

区的人智商偏高。大家知道，犹太人获诺 

贝尔奖的有240人 ，是中国华人的40倍 ，

日本人获诺贝尔奖的有15人 ，是中国华人 

的2 .5倍 。虽然说诺贝尔奖不能作为一个 

绝对的标准，但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权威 

的、比较重要的标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获诺贝尔奖的比例如此之低？你看，我们 

出口的东西，高科技产品比较少。高铁，

是最近中国人比较骄傲的项目，但还是太 

少。为什么？

有专家学者对世界上有高成就、高创 

造力的人进行分析，发现他们有6个显著 

的特点。其中前5个都是主动性的发展。 

对自己感兴趣事物的巨大内在兴趣和高度 

热情，不可阻止的自发学习行为、强烈 

的成长动机’反潮流精神，独立性、创造 

性、求新求异性，这些都体现了主动性的 

发展。第六个是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和克 

服困难的坚韧精神，这一点在中国人身上 

最为明显，比如中国人出国到什么地方， 

华人多了，华人的地位很快就会提升，他 

不休息、攒钱、拼命工作。但是主动性方 

面偏弱，或者说传统文化对主动性的支持 

性、鼓励性是不够的。中国的传统家规家 

风有很多优良的传统，但是对主动性、创 

造性支持不够，更多的是道德修养和自我 

克制。

我提出一个观点， 自由与自制结合 

是最好的教育，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在 

自由发展智力和制定严格规范之间找准 

平衡点。

什么叫平衡？麻省理工学院前中国总 

面试官蒋佩蓉女士的解释特别形象，这个 

平衡点就像开车，主动性就是油门踏板， 

自制力就是刹车踏板。开车的人都知道， 

这两个都不能缺。不能说我只会踩油门’ 

不会刹车，这太可怕了。我只会刹车，不 

会踩油门，你走得了吗？其实，任何人的 

人生都像一辆车，你需要把主动性和自制 

力结合起来。中国人很早就讲平衡，阴阳 

平衡，一阴一阳谓之道，平衡就是好的， 

不平衡就有问题。

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模式最有利于孩子 

成长？国际上比较认同美国心理学家鲍姆 

林特的研究，她认为现代家庭教育孩子的 

模式有三种，第一种叫权威型，对孩子既

自 由 与 自 制 结  

合 是 最 好 的 教  

京，在教穹孩 

子 的 时 候 要 在  

自由犮展會力 

和 制 定 严 格 规  

范 之 间 找 准 平  

衡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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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理解，又严格要求。这种家庭教育出 

来的孩子，社会责任感强，有更多成就倾 

向。第二种是宽容型’也就是被溺爱的， 

这样的孩子缺乏独立性。第三种是专制 

型 ，这样的孩子缺乏社会责任感。

我曾经和前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陈 

雨露聊起关于父亲的教育。他问在北大 

读书的女儿： “闺女，你说什么是好父 

亲？”女儿想了想说， “好父亲就是90% 

的温柔加10%的冷峻。”我觉得，这个女 

儿很有水平。好父亲，还需要有10%的冷 

峻 ，在关键的时候你要说不。不能都是 

“好好好” “是是是”，那能行吗？那不 

是好父亲，那样有问题。

如何培养孩子的主动性？

培 养 孩 子 的 主  

动 性 有 这 样 七  

个 方 法 .•概括 

想 象 力 与 好 奇  

心 的 支 持 环  

境 、 波 励 质  

疑 、 发 现 和 培  

养 待 长 、 突破 

习 得 性 无 助 的  

误 迓 、 成 功 的  

体 验 。

讲到人的主动性，德国教育家第斯多 

惠讲得很透彻，人的固有本质就是人的 

主动性，教育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目的，就 

是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培养独立性，使人 

达到自我完善。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也认 

为 ，儿童的生命潜力是通过自发的冲动 

表现出来的。传统教育压抑儿童的自发冲 

动 ，真正科学的教育学的基本原则是给学 

生以自由，允许儿童按其本性个别地、自 

发地表现。允许儿童自由活动，这是实施 

新教育的第一步。

孩子的主动性，从婴儿就开始了。出 

生一个多月的婴儿，吸吮手指，这是他主 

动性的第一个标志。吃手指，尝味道。到 

3个多月的时候，对周围的东西开始摸、 

拿。8— 12个月，推开遮挡物找藏在后面 

的东西，这都是主动性。2—6岁 ，主动 

性更强了。我一个6岁的侄外孙女，特别 

活跃，也特别喜欢和我玩，我抱着她在阳 

台上让她看下雨。她看着我的眉毛说： 

“北京姥爷，你的眉毛里面有迷宫。”从

来没有人这么描述过！她说， “你的汗毛 

里面也有迷宫。”我发现她的门牙掉了， 

我问： “牙呢？”她说， “我的牙，像一 

辆车一样，开走了，再开来一辆车就不走 

了。”天哪，这说得多有意思？儿童，只 

有在这个年龄有这个语言，她的主动性是 

非常强的。

我和多元智能理论的创始人—— 哈佛 

大学教授加德纳对过话，我问他，怎么发 

现孩子的主动性潜能优势？他说最简单的 

方法就是经常带孩子到博物馆、科技馆， 

让孩子有尽可能多的体验’看看孩子对什 

么最感兴趣，什么做得最好，这可能就是 

他的潜能优势。

我总结一下，培养孩子的主动性有这 

样七个方法：概括想象力与好奇心的支持 

环境、鼓励质疑、发现和培养特长、突破 

习得性无助的误区、成功的体验。我在这 

里讲一讲多体验唤醒潜能、突 破 “习得性 

无助”的误区以及成功的体验。

多体验唤醒潜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陈伯吹老先生的儿子陈佳洱是物理学家， 

当过北大的校长，科学院的院士。他走上 

物理科学的道路与他童年时和父亲玩过 

的一个游戏有关。如他在文章《难忘的游 

戏》中所述，一个下雨天，电闪雷鸣，陈 

佳洱很害怕，跑进书房’钻进爸爸的怀里 

说吓死了，雷公公要劈死人了。爸爸问： 

“谁说的？”他说： “张奶奶说的。”他 

爸爸说： “不会的。打雷就是阴电和阳电 

相遇的结果。”知道孩子听不懂，他又接 

着说： “我可以给你变一个戏法，我能让 

纸人跳舞，你想不想看？”他爸爸就剪几 

个纸人放在桌子上，两边用积木垫起来， 

放一块玻璃，拿个绸子在上面摩擦，摩擦 

生电。一摩擦，那个纸人就开始起来了。 

往这边摩擦，纸人往这边倒，往那边擦， 

就往那边倒，很有意思，由此陈佳洱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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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自然科学。所以，你怎么回答孩子的 

问题，是你引导孩子很重要的一个契机。

如 何 突 破 “习得性无助”的误区昵？ 

各位很爱孩子，但有的时候会发现孩子无 

助。习得性无助，就是经过多次努力，多 

次尝试不成功，绝望了。孩子想： “老师 

再也不会喜欢我了，我永远也不会做，我 

肯定做不好，我不想做了。”孩子这种情 

绪就叫习得性无助。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非常需要引进积极心理学。我们有的孩子 

数学成绩不好， “我最恨数学了，我数学 

怎么都学不好，我永远学不好数学了”’ 

当孩子这么说的时候，父母有两种解释最 

常见也最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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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完了，我们也完了，没希望了。”这 

是第一种解释，简单否定。第二种解释’ 

比较温柔，但更可怕。父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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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 

一听是这个原因，以后就不学了。这种解 

释 ，就叫消极的解释。所谓消极的解释， 

就是把孩子挫折、失败的原因解释为永久 

的、普通的、人格化的，一句话就是不可 

改变的。积极的解释是什么？倒过来，把 

孩子挫折失败的原因，解释为暂时的、偶 

然的、非人格化的，一句话就是可以改变 

的。我做个示范，你跟孩子说： “你能学 

好数学，你看你以前数学题做得很好，账 

算得也很清楚，这次没有考好是因为你没 

有好好准备，有几个概念你没有掌握，你 

努力一下可以学好。”这就叫积极的解 

释。积极的解释导致乐观，消极的解释导 

致悲观。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需要换一 

个解释。

如何让孩子有成功的体验？这需要好 

的关系、积极的心理。各 位 ，想想你们 

家怎么吃晚饭？很多大城市的家庭都是中

午难见面，晚上全家人齐了，做一顿丰盛 

的晚餐，孩子长身体，饿了，过来狼吞虎 

咽 ，吃得很好。爸爸妈妈看到孩子吃饭 

香 ，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孩子长身 

体、食欲好，吃得好。生气的是孩子学习 

成绩不好，惹祸很多。父母就忍不住说： 

“看看，你还有脸吃？你把好东西都吃哪 

去了？ ”孩子一听你说他了，不说话了， 

赶快低着头吃。父母一看，反应不到位， 

批评得更厉害、说得更尖刻，终于把孩子 

说哭了。孩子哭了之后，父母说： “你还 

有脸哭？快吃！再吃下去就得胃病。”没 

有一个父母想让孩子得胃病，但是你的方 

法就是让孩子得胃病的方法。孩子都是研 

究大人的专家，明智的父母绝不在餐桌上 

训孩子，不管孩子学习成绩多烂，惹多少 

祸 ，都笑脸相对，让孩子愉快地吃饭。孩 

子一边吃饭一边就在想， “家真温暖，爸 

爸妈妈真好，我成绩这么烂还让我吃饭， 

我一定得努力。”只要孩子觉得家庭温 

暖、父母可亲’这孩子就充满了希望。

不仅要积极地解释，还要让孩子学会 

对消极情绪进行反驳。有的时候， “你 

是个笨蛋” “扫大街的料”，孩子可能会 

承受很多诬蔑，我们要引导孩子敢于反 

驳。孩子一定有证据，证明他不可能什么 

都不好，不可能没有希望，一定有很多是 

好的。成功教育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变反 

复失败为反复成功。他们认为，反复成功 

的孩子越来越好，反复失败的孩子越来越 

差。怎么让孩子成功？低起点，小步子， 

多活动，勤反馈。

成 功 教 育 用 一  

句 话 概 括 就  

是 ： 变 反 复  

失 败 为 反 复  

成 功 。 他们认  

为 ，反 复 成 功  

的 孩 子 越 来 越  

好 ，反 复 失 败  

的 孩 子 越 来 越  

盖。怎么让孩子 

成功？低起 

小 步 子 ， 多活  

动，勤及馈。

如何培养孩子的自制力？

如何培养孩子的自制力？新西兰对 

1 〇〇〇个孩子从出生开始，跟踪了32年 。 

32年之后发现自制力差的孩子，长大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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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 孩 子 自 制  

力 的 具 体 做 法  

有 .• 一 是 培 养  

孩 子 尊 敬 父 母  

和 老 师 ， 孩子  

在 学 校 遇 到 挫  

折 ， 除 非 非 常  

严 重 的 问 题 ， 

不 要 随 意 在 家  

里 贬 低 老 师 ,  

贬 低 老 师 的  

结 果 将 是 你 难  

以 教 穹 。 二是 

父 母 要 以 身 作  

则 ，建 立 良 好  

的 亲 子 关 系 和  

师 生 关 系 。

济状况更差，工资相对更低，进监狱的可 

能性更大。自制力最差的一组，超过40% 

的人32岁之前犯罪。而自制力强的这一 

组 ，长大后身体更健康’患肥胖症、性传 

播疾病的概率更小，牙齿也很健康，只有 

12%会在32岁前犯罪。这个反差非常大。

大家关注复旦大学的投毒案，起因是 

鸡毛蒜皮的事。判刑之前，央视记者采访 

投毒者林森浩：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你就不考虑后果吗？ ” 林 森浩居然说：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做事就不考虑后 

果 。”记者就不理解，说 ， “这是道德 

底线，不能伤害别人，这个道德底线你没 

有？ ”他说： “没有。道德底线需要家庭 

教育反复的强烈刺激才能形成。”他说得 

很对，这个孩子偷拿了别人的东西，一定 

要让他送回去，一定要让他道歉。不高 

兴 ，不高兴也要送回去，也要道歉。打 

人、骂人，一定要道歉，不含糊。如果家 

里坚持这么做，孩子就记住了。这就是反 

复的强烈刺激的结果。

孩子在2—4岁的时候，父母要敢于 

对 他 说 “不”。为什么？ 2—4岁的孩子语 

言能力发展最快，能说300个单词至1 500 

个单词，初步理解好和不好。这时候说 

“不”，对他有重要的影响。2—4岁的孩 

子 ， 个孩子不好管？但你说，别惹他， 

这么点孩子什么都不懂，让着他，大了就 

好了。完了，最佳教育的时机你错过了， 

一错再错，一退再退，你发现你面对的 

是一个什么道理都不讲、专横跋扈的孩子 

时，你想管已经管不了了。为什么孩子在 

10岁前最好教育？ 10岁前，心理上对父母 

是崇拜的， 10— 2 0 岁就进入了轻视父母的 

年龄，越大越难管，所以10岁前要教会孩 

子学会做人，明辨是非。

培养孩子自制力的具体做法有：一是 

培养孩子尊敬父母和老师，孩子在学校遇

到挫折，除非非常严重的问题，不要随意 

在家里贬低老师，贬低老师的结果将是你 

难以教育。二是父母要以身作则，建立良 

好的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可能很多人没 

有意识到，今天的孩子没有自制力，和父 

教缺失有一定关系。有一个节目很火，叫 

《爸爸去哪儿了》 ，就是因为父教缺失， 

如 果 你 演 《妈妈去哪儿了》 ，没有人看。 

我们连续10年做中美日韩四国高中生的比 

较研究，我们问四国的孩子，当你遇到烦 

恼的时候跟谁说？美国、 日本、韩国的高 

中生都把父母放在前五位，中国的高中生 

只把母亲放在前五位，父亲前五位榜上无 

名 ，排在网友之后。

父亲为什么重要？哈佛大学的研究告 

诉 我们，人生下来有两个发展方向，一 

是亲密性，母亲有天然的优势。二是独立 

性 ，父亲有天然的优势。婴儿在5个月以 

后 ，就能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不一样。妈 

妈抱孩子怎么抱？抱得很紧，孩子感觉很 

安全、很温暖、很熟悉。爸爸抱孩子，很 

少使劲抱，很松，东放放、西放放，举起 

来放在肩膀上，英国首相卡梅伦送女儿上 

幼儿园都是扛在肩膀上。所以爸爸一抱孩 

子 ，孩子觉得刺激、自由、伸展。所以， 

最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的联盟。怎么联 

盟？专家的建议是婴幼儿阶段，以母亲教 

育为主，小学时，父母的责任各半。孩子 

上了中学以后，母亲的影响力开始下降， 

父亲的影响力开始上升。中学阶段，父亲 

的作用比母亲重要。所以说，良好的亲子 

关系很重要，父教不可缺失。

责任编车* /肖茂红

4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