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收集整理 勿做商业用途

【邹老师赠言】

钱志亮教授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最受欢迎的十大教授，也是我们潍坊市百名家庭教育骨

干教师培训班上最受欢迎的教授,也是给我启发教育最多,收获最多的教授。这篇是我搜集的钱

教授诸多文章中最好的之一，我根据钱教授其它类似文章进行了更完善的补充,现在将修补后

的文章赠给围棋班所有关注孩子发展的可爱的家长们,让我们一起努力，培养一个心身健康、

阳光向上、爱书知礼、勤于思考、快乐积极、将来对家庭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孩子。希望我们

一起来做幸福的家长。

怎 样 做 合 格 的 学 生 家 长      　     　      ه

　      　　      　　　 　   　 　   　 钱志亮ه     •钱志亮——

•中国大陆的第一批特殊教育学士

     •我国特教先驱朴永馨教授的硕士ه     •知名教育学家劳凯声教授的博士研究

领域：儿童问题咨询、学生问题教育对策、家庭教育指导、儿童安康成长监测、

特殊需要教育等讲座提纲•更新父母观念•创设良好的家庭学习气氛与环境•检讨

过去的教养方式•养成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注意与老师密切配合•避免家庭教育

的误区ه   
一、更新做父母的观念

    　家长观念：

•包括——父母的儿童观、发展观和父母观等几个方面

     •儿童观包括——怎么看待儿童的地位、如何尊重儿童的权利等

     •发展观是父母对儿童发展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观点与看法

     •父母观是指父母对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自己所扮演角色的看法

     
１、　儿童观

    (1） 孩子是什么?ه     •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生命的延续

     •孩子是希望与未来ه    　•孩子是父母未来的财富

     •孩子是父母的镜子、是父母能力的综合展现

    　•因此孩子成为每个家庭的核心是理所当然的,孩子的状况是每个父母极为

关注的事情

     •独生子女政策使得父母在子女成材问题上“自古华山一条路”的感觉越来越沉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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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在孩子身上的赌注越来越大ه     •“一锤子买卖”的事实逼得家长们不得

不狠心“压榨”孩子，“我管你是为了你好”便是家长“施刑”后最多有是最好的借口

　    ه
（２) 孩子属于谁？ه     •家长给予了孩子的生命,孩子理应

属于父母的私有财产ه     •可是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孩子在属于父母的同时更属

于社会

     •生命尊严的理念表明孩子在属于其父母的同时更属于他自己ه     
(3） 孩子有哪些权利？

    　•儿童有其作为生命的生存权,家长有抚养的义务；

     •儿童有其生命的尊严,任何人不得冒犯；ه    　•在人格上儿童是有个性而独立

存在的人，不因为其生活依附于父母的原因而决定了他处于从属或依附地位;

     •在生活中儿童的自由和兴趣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是处处服从家长的安

排；•孩子有其受教育的权利,监护人应尽此义务；ه    　•孩子有自由选择发展机

会与发展方向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横加干涉!世界《儿童权利公约》指出了处理

与儿童关系的四大原则：

     •儿童利益最佳原则•尊重儿童尊严原则•尊重儿童观点与意见原则•无歧视原则

、我国的《宪法》、《婚姻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ه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对青少年所享有的权利如生存权、受教育权、受尊

重权、受安全保护权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儿童观ه    

2、 发展观    

（1) 孩子的本性是什么？ه     •“性本善”　就“存养、扩充、

求放心”， “性本恶”就要“化性起伪”
     •墨子的“素丝论” ：孩子出生时如白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人性

本无善恶，后天环境与教育决定了孩子的心理发展水平与方向ه     
（2)　孩子究竟有多大的可塑性？ه     •孩子的发展

受遗传、成长的环境、教育、个人主观能动性等多方面的影响ه     •外在动力固

然重要，而内因则是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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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情绪情感、判断意志，离开了儿童主体性发展，任

何外因都是徒劳的!

     •先天是基础、前提:承认“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同时反对“龙生龙、凤生凤”的“遗

传决定论”ه     •环境是条件:承认“近墨者黑”的同时不否认“出污泥而不染”,反对“环

境决定论”
•教育是关键：认识到“教育挖掘人的潜能”的同时，反对“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没有教不会的学生”的“教育万能论”
     •主观能动性是决定因素:看到无数逆境成材的事实同时,反对“努力就行” 的

“主观决定论”
    

(3) 孩子只要学习好就行了？ه     •学习成绩反映的是

孩子智力的情况，孩子的发展除了智力因素外还包括非智力因素的发展、社会

适应能力的发展、思想品德行为的发展、身体健康水平的发展等许多方面

     •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片面发展是畸形的!

     完整的人:•学习成绩(智力情况）•非智力因素的发展•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思
想品德行为的发展•身体健康水平的发展等许多方面,•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片面发展是畸形的！　

    

3、 人才观ه     •什么样的人算是人才？ه     •成材之前先学做人字

结构的社会学解剖:

    　人字结构的心理学解剖: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注意力ه     
人字结构的训诂学解剖:

笔画——简单、清爽； 直线——正直、坦荡 ;立地——稳当、实在；

向上——乐观、积极　；两笔——团结、互助

     人才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身体〉 人品〉人格 〉贡献 〉才学４     ه、是什么影响了孩

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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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因素：遗传基因、孕期条件、生产方式。

环境因素：家庭、人际、自然、社区、社会、校园。

教育因素:抚养人、抚养方式、早期教育的时间、方法、内容、手段。

主观能动性:主动性、上进心、成就感、荣誉感、坚持性。

先天是基础、前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然也有“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的反对遗传决定一切论点。

环境是条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然也有“出污泥而不染”,反对环境决定

论。

教育是关键:“教育挖掘人的潜能”。当然也有“功能及其有限性”，反对教育万

能论。

主观能动性是决定因素：“天道酬勤”。

3、正确对待孩子的发展,辨证地看待孩子的发展。

人的发展有三个要素:体、能、格。

能:能力

实际能力:知识、技能。

潜在能力：学能、创造力。

社会能力：自理、应人、应物。 

体:身体

体质：具全、无病、身高、体重。

体能:耐力、灵活、速度、力量。

健体:锻炼方法与习惯、营养保健。

格:人品

人格:兴趣、性格、气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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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信仰、公德、法纪。

风格:做人、做事、个性。

4、 当今社会对人的要求有哪些?

思想道德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科学素质、文化素质 

健康素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5、　什么对孩子来说最重要？

人之生--－生命:健康第一

人之品－－－品德：做人为先

人之格--－格调：生活质量

人之气-－－贡献：服务社会

人之才---才学：发展空间

多元智能理论与人才

人的智能是多元的：语言、数理逻辑、音乐、运动、空间关系、人际关

系、自我认知、自然认知、幽默。

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

教育的任务在于:开发学生的潜能；各方位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4、   家长定位父母角色
1、关注其健康

睡眠：时间与质量

营养与保健:健康饮食　

体育锻炼：养成锻炼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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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注其精神

教育投入：力所能及,保证孩子受到较好的教育。

亲子交流：言语、表情、动作、身体接触。

全面关心:思想品德、兴趣爱好、情绪行为。

合理期望:让孩子体验到你对他恰当的、真诚的期望。

心情舒畅的孩子才能轻松快乐的飞,否则只能痛苦缓慢的爬

３、 关注其安全

身体:发育尚不完备,体力不足以抵御外来侵犯。

心智:发育尚不健全,智力不足以预见伤害危险。

社会认知:帮助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　

情感意志:会吃苦，有毅力、承受挫折等。

比分数更重要的是健康,比健康更要的是安全。随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威

胁人类健康的隐患越来越多:交通事故、高层建筑、食物与药品中毒、虫老虎、

气老虎、水火无情、玩具、辐射、噪音、电视、电话、卡片、光盘、录象、网

络、出版物、校园暴力等。独家子女对父母来说，每个孩子都是百分之百，哪

里也马虎不得。

４、 价值引导

良好的行为期待着奖励,不良行为需要矫正、约束,错误的行为需要给予必要

的惩罚，身边的现象作出评判。孩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需要家长

在幼小的心灵作培养。

A:物质ه    　•注重优生优育，避免孩子“先天不足”;

    　•注意科学喂养与营养膳食,保障孩子健康体魄;ه     •为孩子的教育作力所能

及的支付,保证孩子受到较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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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精神ه     •伺机通过言语、表情、动作、身体接触等各种途径向孩

子传达“我很在乎你”、“我爱你”、“你对我来说很重要”等信息；ه    　•时刻

让孩子了解到你在关心他的生活健康、思想品德、兴趣爱好、情绪行为等各个

方面;ه     •让孩子体验到你对他恰当、热切、真诚的期望;ه     •不失时机地鼓励孩

子“你能行！”、“加油！”、“别灰心!”、“再试一试!”;ه    　•孩子一旦有好的表

现就鼓励他“你真棒!”“你怎么这么能干?！”“你真了不起!”“我真为你感到骄

傲与自豪!”等;

     •孩子一旦遇到挫折就及时安慰、帮助他分析原因、鼓励他继续努力、相信他

能成功！……
    

C：安全
    　•在孩子无助的婴儿时期父母是孩子安全的守护神

     •在无知的幼儿时期父母是孩子安全的知识引导者

     •在无畏的小学生时期父母是孩子安全的监察员ه     •在无聊的初中时期父母

是孩子安全的知心朋友ه    　•在心灵容易受伤的青年时期父母应该是孩子安全

的避风港湾。ه     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威胁人类健康的隐患越来

越多:ه     •交通事故、高层建筑、食物与药物中毒、“电老虎”、“气老虎”、水火

无情烧灼烫淹、玩具隐患、辐射与噪音、各类传播媒体及网络的影响等,独生子

女政策对家长来说每个孩子都是百分之百,哪里也马虎不得!

    
D： 价值引导

     •“养不教,父之过?”——不仅“父之过”,也是“母之过”ه     •良好的行为期待着您

的奖励ه     •不良的言行需要您的矫正与约束ه     •错误的行为表现需要您给予必

要的惩罚

     •身边的各种现象需要您给他评判——孩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需

要家长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培育ه       　儿童三个反抗期要不同对待

“儿童共有三个反抗期”,第一个反抗期是 2-3 岁，会说话会走路了,你要拉着

他手，他一甩,“我要自己走！”。这时,家长要放任他的反抗，培养孩子的动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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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要把他的创造力扼杀掉。第二个反抗期是在 7-8 岁,这时的反抗叫挑战权

威，用老师来骗家长,“我们老师说的”或用家长来压老师,“我妈说的”,有的孩子开

始跟家长翻白眼，拿别人东西……此时,家长要坚决镇压，不要让孩子挑战权威得

逞。因为，此时孩子挑战的是家纪和校规,将来就有可能挑战国法，此时家长不

管，将来就有可能是警察来管，到那时就麻烦了。第三个反抗期是在青春期。

这时如果遇到孩子跟你发脾气，你就偷着乐吧,因为他把你当成最亲的人来发泄。

此时的家长要和孩子多交流，多疏通,不能放任,也不能镇压。

父母的态度和孩子的表现

父母态度   孩子的性格

支配   　 　 服从、无主动性、消极、依赖、温和

过度照顾 　 幼稚、依赖、神经质、被动、胆怯

保护　  　　　 缺乏社会化、深思、亲切、非神经质、情绪稳定

溺爱       任性、反抗、幼稚、神经质

顺应 　    　无责任心、不服从、攻击性、粗暴

忽视　   　  冷酷、攻击、情绪不稳定、创造性强

拒绝      　神经质、反社会、粗暴、企图引人注意、冷淡

残酷　 　　   执拗、冷酷、神经质、逃避、独立

民主  　    独立、爽直、协作、亲切、沟通

专制  　　　  依赖、反抗、情绪不稳定、自我中心、大胆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批评之中，他就学会了谴责;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敌意之中，他就学会了争斗;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就学会了忧虑；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怜悯之中,他就学会了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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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讽刺之中，他就学会了害羞;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妒忌之中,他就学会了嫉妒；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耻辱之中,他就学会了负罪敢;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鼓励之中,他就学会了自信;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忍耐之中,他就学会了耐心;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表扬之中，他就学会了感激;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接受之中,他就学会了爱；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认可之中,他就学会了自爱;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承认之中,他就学会了要有一个目标;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分享之中,他就学会了慷慨;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诚实之中,他就学会了什么是公正;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安全之中，他就学会了相信自己和周围的人；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友爱之中，他就学会了这世界是生活的好地方;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真诚之中，他就学会头脑平静的生活。

    二、 创设良好的家庭学习气氛与环境ه    　•问题提出：

我们常常碰到咨询的家长说自己的孩子如何如何不听话,如何如何不喜欢上学，

如何如何与老师闹别扭，如何如何与家长顶嘴等,经过究因分析后,我们多半发现

孩子的态度与家长的教育方式极相关ه     •家长的学习兴趣与认识、对学校、对

教师的态度、家庭的经济状况（生活条件)、居住条件等对儿童的学习有一定的

影响ه   
 1、 爱学习、求上进的气氛

     •孩子们一般喜欢并尊重有文化、有教养、好学上进、作风民主、举止文明、

关系和谐的家长。特别是家长的学习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

趣,从而间接地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

     •孩子生长在一种充满学习气氛的环境中，很容易萌发一种自发学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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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形成一种千金难买的自觉学习的行动

    　•家长应率先热爱学习,形成家风，以自己的言行熏陶子女

    　调查表明许多学业不良儿童家庭缺乏良好的学习气氛:家长经常约些朋友晚

上打牌、闲聊、外出跳舞、嗜好看电视、玩游戏

    
2、 家长对学校、对教师积极的态度

     •家长应该多向孩子讲述自己小时侯在学校的趣事,向孩子多传达一些自己对

学校美好的向往、美好的记忆的信息,努力培养孩子对学校的情感

     •否则如果家长给孩子传递的都是自己多么多么不愿意上学、学校生活多么多

么枯燥无味等一些消极信息,可以想象孩子对学校的概念会是什么样。ه     ．正

确对待“常言”,许多人对刚入学的孩子说：“又被上套了”之类的话,其实他们的话

语就等于告诉孩子：学校生活是痛苦的潜台词,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阴影,

这种负面的信息会影响到孩子对学校的期望

    　.正确对待教师的批评。老师“管”孩子的初衷绝不是与孩子为敌ه     •“管”比

“不管”绝对强!出现老师教错了或老师管“多”了的现象是难免。家长心里着急或

生气是正常的,但从教育好孩子的角度出发千万不可当着孩子的面数落老师的不

是，否则不但破坏了老师的威信，以致教师今后很难开展对你孩子甚至对其他

孩子的教育工作,而且也使孩子陷入了两难境地，使孩子心目中的两类权威发生

激烈冲突，让孩子觉得不知道听谁的好了,长期下去容易造成孩子人格障碍:在家

长面前表现一个样,在老师面前一个样的双重人格

    
３、 给孩子提供一个固定的学习地点ه     •孩子在

学校里有固定的座位，在座位上的任务就是学习

     •在家里,孩子也应当有个固定的学习地方,它的作用主要是在于形成一种学习

地点的定向,就是说,每当孩子在习惯的地方坐下米，便条件反射般地想到学习，

犹如医生走进病房,科学家走进实验室,即刻来了精神一样,心理学上叫地点动力

定型,所以,家长要为孩子提供一个用来读书做功课的专门地点ه     •有条件的可以

单独安排一个房间,住房条件不允许的，也要为孩子安排一个墙角,放一个书桌,供

孩子存放书和作业本，使孩子处在井然有序的学习环境中——

书房：清洁、明亮(最好是没有任何饰品贴画等）。

台灯:光质，磨沙白炽灯，灯较深的那种,光线不能直照孩子的脸眼

照度：1５或 25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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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光：左侧取光

高度：与脸等高

桌子:适宜。

     •许多调研证实,好多学业不良儿童不写家庭作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家里没

地方写!4　   ه、注意在家里用完东西就放回原处的榜
样作用
     •以培养孩子用完东西放回原处的习惯。这不仅会使学习环境保持整洁而有条

理，而且可以节省寻找学习用品的时间

    　•例如,在学习前把桌上与学习无关的东西都收干净，只留下学习用品、书籍、

作业本等,这样既免得其他东西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又有利于孩子铺开了写。要

求孩子在学习后将各种用品都放回原处,再次学习时可随手拿来。否则：学习用

品乱放,杂乱无章,学习时又找这，又找那，半天还找不齐，既浪费时间,又影响学

习情绪,妨碍脑力集中,降低学习效率,影响学业，严重的极有可能诱发孩子注意力

分散性质的多动症。

5、家里可以根据经济情况和孩子的兴趣订阅一
些报刊杂志
     •一方面自己拓宽知识面以便有与孩子交流的背景知识,另一方面可以以书中

的某些内容为话题与孩子进行讨论与交流,这对做孩子的榜样、促进孩子学习、

促进亲子情感交流、防止“代沟”的产生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ه    　．“代沟”
问题——总觉得是孩子大了,不听管了，没办法了。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有的家长

平时不注意自己的学习与积累,自己的知识结构已经不如孩子了，在孩子心目中

已不再占有权威的地位了，可有的家长仍然行使家长的权力，这样就会导致孩

子的反抗心理：要么明着对抗，你说什么他就反驳你什么,交流不起来,家长十分

苦恼与伤心;要么说什么都不听你的,“非暴力不合作”,我行我素,家长什么也插不

上手。因此家长不断更新思想、更新知识结构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

的ه    
6、 注意生活方式：ه     

(1) 早餐不可轻视ه     •据专家研究，一般来说吃高蛋白早餐的

孩子，在课堂上最佳时间维持较长,而吃素食早餐或者不吃早餐的孩子，思维活

动明显不如前者。长期不吃或吃不好早餐的孩子,会严重影响大脑的能量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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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孩子的智力下降和思维的迟钝。ه    

(2)　进食应该恰当
     •儿童正处在快速生长发育期间,如果选食不当，过多地吃进了某些有害物质，

则会对大脑造成危害。如有些孩子嗜吃油条、煎饼等含添加剂较多的食品(钾明

矾、铵明矾等）,经常吃会造成记忆力下降,严重者导致痴呆;习惯吃过咸食物（儿

童每天不宜超过 4 克盐)不仅会引起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还会损伤动脉血

管,影响脑组织血液供应，使脑细胞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状态中而使智力迟钝；经

常吃油温在２０0C 以上的煎炸食品,以及长时间曝晒于阳光下的食品和过量摄

入味精,均会影响智力发育。ه    
(3) 保证营养供应ه     •营养不良会导致智力发展受到阻碍。青

少年智力活动多，大脑经常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必须有足够的营养物质来保证。

而目前有些中小学生由于偏食或集体食堂饮食单调，没有足够的营养摄入,长此

以往,会导致某些营养素的缺乏而出现营养不足,进而影响智力的发展。

     
（4） 杜绝傻吃傻喝

     •常见一些孩子对吃表现极浓厚的兴趣,一天到晚小嘴吃个不停。殊不知，一味

贪食，会伤害大脑。俗话说：“孩子傻吃会吃傻”。因为进食越多，胃肠需要的血

液供应量就越多，大脑血液供应量相对减少；而且,过量的高脂肪在代谢过程中

会消耗大量能量而与大脑“争饭吃”;大量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会诱发胰岛素增高，

使血糖急剧下降，对于以糖为唯一能源的大脑犹如釜底抽薪,会使智力越来越差。

    ه
(5) 防止被动吸烟ه     •科学家研究发现，儿童对香烟的烟雾特

别敏感。因为他们的大脑和肝脏还没有解毒能力，香烟中的尼古丁如长期留存

在儿童的体内，就会使他们感到恶心,甚至呕吐；如果尼古丁的吸入是在饭前或

饭后的话，那么，儿童就会下意识地把恶心的感觉和食物联系起来,造成儿童厌

食。这就是香烟的烟雾会使儿童厌食的原因。因此,儿童一定要避免被动吸烟，

大人更不能对着孩子喷烟雾。ه    

(6） 每日定时排便
     •大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过长,会产生有毒物质,当这些有毒物质超过肝脏解毒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2610304212

2010104

https://d.book118.com/226103042122010104
https://d.book118.com/22610304212201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