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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违的阳光放肆的撒满阳台，这样的天气在宜昌很显然已经很少见了。我

靠在躺椅上正要贪婪的享受这个难得的中午。女儿从朋友家的小饭桌打来电话，

说她的班主任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写点有关家庭教育的体

会……        这个要求是不能拒绝的，一方面，我有责任让孩子知道，你的进

步从来就不是从天而降的，都是老师和家长包括你自己刻意追求的结果。另一

方面，作为班主任同行，我也有责任把家校内外的教育衔接做进一步的研究。  

       今天，这么好的阳光，真的适合说真话…… 我们的国度，从来就不缺少

教育理论，从来就不缺少教育的氛围，家长重视孩子教育的激情，全民高涨。

书店里有关教育理论的书有半面墙，微信朋友圈有一半是有关孩子教育的东

西……我们真的不缺少教育理论，我们缺少优秀的教育操作者。独生子女，这

个地球上特殊的群体，打败了多少教育理论。写教育理论的专家，能大胆提自

己的孩子，那就是真专家，龙应台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为了迎合上一级专家，为了迎合更多的家长，适合更多的人，不得

不加以修饰。孩子的差异性天生都有，无奈我们的家长总想走捷径，不思考，

照抄照搬，希望一本万利，这是不行的。如果有家长不赞同我将要谈的观点，

不要攻击我，因为不适合你的孩子，不等于不适合我的孩子。如果我的观点和



你看到的某些书上的不同，也不要攻击我。毕竟，不是每个优秀孩子的家长都

可以写理论的，那么多优秀孩子的家长，其实他们都做了一些平凡的朴实的不

值一提的不能上纲上线的具体事情，多和他们接触一下吧。再完美的理论，不

可操作，都是伪科学。 

      说句大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较真科不科学已无多大意义，适用就好，

有效就行！写到这，才发现文章还没有标题，标题最伤脑筋，家庭教育——浅谈？

感觉故作谦虚，显的俗。误区？又显得高深莫测。漫谈？又显得不着边际……突

然想到：逆谈！正在欣喜之余，我担心词库里没有这个词，网上一查，尽然被

人用过，呵呵，也许是被这个变态的教育逼的，我笑了……  

        一、关于家庭中的民主。 我赞成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的观点：我不相信

教育是快乐的，请别再以爱的名义对孩子让步。独生子女是自地球上有人类这

个物种以来所出现的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亚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

多没有兄弟姐妹的人在那么短时间内，有计划地出现在一个国家。千万不要以

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和我们不一样，甚至可能完全不一样。现在很多

家庭的伦理是倒过来的，在家里不是老子说了算而是儿子说了算。我的学生中，

在家里父母说了算的孩子学习成绩一般都很优秀，品行修养更高。“你吃我的喝

我的用我的，凭什么不听我的”！霸父经常这样训斥孩子，最终，这位家长就成

了学霸之父。事实证明，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中一个人说了算的家庭中，孩子

成才率是极高的。所以，请孩子远离喜欢发表意见的爷爷奶奶是非常有必要的。

民主自由和谐，是我们家长带领孩子共同追求的目标，民主是要实力来保证的，

谁和弱者谈民主？历史上就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真正的民主。家庭中的民主，要

慢慢培养，当孩子的认知水平和家长接近的时候，才可以通过商量，达成一致，

让孩子明白，民主来之不易。很多家长以民主的幌子打着爱的旗帜去教育孩子，

这是放纵，一个未成年人打败了成年人，结果相当可怕。   

        有专家说，家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看孩子的日记。我不敢苟同，

看孩子日记是了解孩子的最佳渠道，至于你怎么处理，那是家长自己的水平问

题了，如果家长没这个水平，还是别看了，所有教育手段和方法，都不能绝对

化。  

       二、关于学校里的严师。我相信“严师出高徒”。第一个提出异议的是我刚

读初一的女儿，她说你们当老师的想怎么教书都可以找到名人说，我问，你喜

欢怎么说呢，她搬出了泰戈尔的飞鸟集：“不是锤的敲打，而是水的且歌且舞，

才使鹅卵石臻于完美”。我问她，鹅卵石臻于完美要多少年？她说不知道，我说

要一亿年。我又问她，人的完美要多少年？她说不知道，我说要 40 年。因为我

听说 40 而不惑，男人 40 一朵花嘛……如今竞争这么激烈，我敢让孩子 40 岁才



臻于完美吗？所以我不敢且歌且舞，我怕孩子错过中考，错过示范高中，错过

高考，错过 985，错过舒适高薪的工作，错过了高品质的生活，错过了所有青

春……水的且歌且舞，多美的教育理念，只是过于理想，过于理想就是理想主

义，理想主义就是脱离生活。有多少家长相信了水的且歌且舞，孩子最后难以

管教，有多少老师相信水的且歌且舞，教了高一就上不了高二，教了高二又上

不了高三（校长在台上讲话时喜欢让你且歌且舞，而考核你时却喜欢拿着成绩

单）……为了学生在竞争中有自信有尊严，也为了我们老师的饭碗，我真的不敢

且歌且舞。我相信严师出高徒。做一个严师，可以保证你所有措施得到有力的

执行。应试教育是需要严格的，不知大家发现这个公式没有：智商不低的孩子+
强势的家长=孩子成绩优秀。多少年了，我还记得我妈妈把我送到初中时对班主

任说的一句话：不听话就给我打！多么朴实的育人道理……我很长时间都以为

老师是可以打我的。  

       做好一个严师，很不容易，独生子，这一独特的种群，其基本特征是心理

脆弱，所以严师往往是不受欢迎的，弄不好家长找麻烦，学生走极端。另外，

学校经常搞评教评学，很多老师不敢对学生严格。还有一方面，教育专家老是

在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有这样几个问题想和大家切磋：教学中服务重要

还是管理重要？爱学生与讨好学生的尺度怎么把握？如何把握爱的公平？表扬

太多会不会贬值？老师的爱能不能带条件？老师的爱能不能成为学生争取的奖

励？我的看法是：我会以无条件的爱的态度来看待所有孩子，但也会以有条件

的爱的方法来管教个别孩子。爱也是要通过努力才能获得的，我宁愿用爱作为

诱饵，来引诱后进生前进。我认为放松管理是对集体最大的伤害。当今形式下，

我认为严就是爱，是大爱：对学生最大的爱，就是把他送到名牌大学去！对学

生最大的关怀，就是让他从此过上自信而有尊严的生活！（现在的孩子，因为成

绩不好，他的一生要受多少屈辱啊）和学生打成一片而班级整体成绩很好这一现

象，我只是在一些班主任的报告中听说过，我至今没有真实的见过。我觉得应

该和学生保持一定距离，不能让学生看透你。法国总统戴高乐就是一个运用心

理距离效应的人，他的座右铭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一直在追求严得有度，

严得公平，严得有理，严得真诚。以理解、信任为前提，做到严格的要求和真

诚的爱相结合。严的程度，就如同拧螺丝一样，要拧紧但又不能滑丝。在物理

学上叫临界，那些出了教学事故的老师，就是把学生拧滑丝了，最终伤害了学

生也伤害了自己。批评要见好就收，再苛刻的语言说一次绝对没事，那些把孩

子逼上绝路的老师，都是对孩子多次的伤害和蹂躏而导致的。严得公平很重要，

也就是严的标准要统一，对事不对人。女生和男生，漂亮和磕碜，成绩好和坏，

干部和学生，富裕和贫困……标准都应该一样。严格不是用大呼小叫来体现的，

严格体现在细节，严在班级管理的第一次。如：第一次仪表检查（严格、坚持、



执行），第一次处理学生（公平、效果、影响），第一次批假（严格、关爱、规

范）……班级成立之初，师生感情还没建立，所以也不存在伤感情，这是严格的

最佳时机。  

       三、关于学习兴趣和快乐。别太相信学习是快乐的，别太相信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高端学习都是枯燥的，不讨厌就是兴趣。我教了那么多清华北大的学

生，真正认为学习是快乐的很少，如果真有快乐，那也是通过学习考出高分的

快乐。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学习中感到快乐，那就很可能成为大师级人物。绝大

多数人是不会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得不学，是为了某种目的去学。所以，品质

和意志才是真正的好老师。相信我们的孩子是属于大多数人中的某一个吧。凭

什么学习是快乐的?学习里面一定有痛苦的成分，这是不言而喻的。好成绩基本

上都来自学生的好习惯，什么时间专注的做什么事，日积月累，某一天不小心

他成了第一名，他自己都想不到。而我们教育总是想给孩子更多的快乐，给孩

子更多的游戏时间，不停的对孩子让步。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教育?不要纠结社会

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什么素质教育、什么应试教育。应试是最基本的素

质。  

       四、关于教育中的鼓励。现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大多是鼓励，俗称“戴
高帽子”，更有专家说出这样的话：好孩子都是夸大的，我实在是不敢苟同。适

当鼓励孩子有自信，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过度。在这种教育下的孩子将来到社

会，他面临的反差足以把他摧毁把他推向万丈深渊。教育可以没有惩戒手段吗?
单凭鼓励就可以完成教育了?我认为，犯了错误要付出代价。我们应该告诉孩子，

这个社会是残酷的，要准备受到很多委屈。 

      五、关于言传身教。首先，我觉得我只是一个智力平平，品质和意志都一

般的普通人。我对言传身教一点信心都没有，因为我做不到我也做不好。我觉

得教育目的就是要让下一代超过上一代，先超越父母，然后超越孩子自己，把

孩子的潜能最大的挖掘出来。我真感动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学好某门课，自

己另买了一套教材，和孩子一起打拼……我真佩服有些家长，为了做孩子的表

率，从来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不上网……孩子的奋斗非要毁掉父母的幸福？这样

的孩子能走多远？我认为，父母的作用应该是点燃孩子积极向上的激情之火，

而不是拼命燃烧自己企图去照亮孩子，有多少父母燃烧一生化为灰烬，而孩子

前途一片黑暗。只有内心无比强大的孩子，才能战无不胜，歪风邪气也影响不

了他。帮助孩子超越自我，每天都有新进步，努力今天比昨天做得好，计划明

天比今天做得好，规划一个积极向上的充满正能量的美好愿景比什么都重要。  

      六、关于考试分数。放在最后说，是因为我不想说，因为我觉得它比前五

点说的相比，太次要。但我又不得不说说它，在中国，它又是那么重要。大多



数家长把分数当作教育的唯一目标，我觉得，唯一可以值得尊重的分数应该是

高考成绩，在省示范高中任教的我看多了孩子分数的起伏，看多了家长的束手

无策看多了孩子的泪流满面，所以更看清了分数对家长和孩子的折磨。所以，

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在孩子身心都还稚嫩的时候，不要为分数牺牲孩子心理

生理的健康成长。小学就要求双百分，有些过分。孩子得了 100 分就给奖金，

就照相留念大肆宣扬，100 分就是没有缺点没有漏洞？小学得 100 分的孩子能走

多远？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少年班题词就是：不要考 100 分。朱清时

解释说，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 100 分要下好几倍的努

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 100 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

源，相当于土地要施 10 遍化肥，废掉的是孩子学习的激情和创造力。我也调查

过我的优秀学生，小学得双百分的真的很少。我的孩子刚上初一，期末考试英

语满分 120分班级平均分 117分，孩子得了 118分，我以为她会欢天喜地，没想

到她却垂头丧气，眼里含着泪花。万恶的分数排序，低水平上的竞争，让孩子

内心怎么能够强大起来？在分数面前，毫不犹豫的选择相信孩子是孩子不竭的

动力，父母的冷言冷语可能是压在孩子身上的最后稻草。做一个有远见的家长，

过程比结果重要，只有完美的过程，才会有无憾的结果。孩子想当第一名的愿

望与生俱来，就像大树拼命往天上生长，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和雨露一样，这

不是教育的功能，这是生物的本能。 

       教育的作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家长在旁边关注、期盼和守望，及时清除

小树旁边的杂草和害虫，在狂风暴雨把小树吹歪了的时候，第一时间去扶正他，

而不是拔苗助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