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雕就是用树根雕成的艺术

品。曾军良说，树根丢在荒野中是没

有用的， 但艺术家拿到树根却从不

把它们看作是废物， 而是努力发现

各自的特点、优点，然后把它们雕成

千姿百态的艺术品。他强调，其实每

个孩子就像一根根树根， 都有自己

的特长，家长应该像艺术家一样，积

极寻找自己孩子的优势，把他们“加

工”成有价值的艺术品，而不是整天给

孩子“贴标签”，张口就是“你怎么这么

笨啊，别人都学会了，你还不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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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浦口

越来越健全的服务，让我们在浦口就能解决生活中的一切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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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

中国家庭中很多父母都竭尽

所能给孩子无微不至的爱， 给他

们洗衣，为他们做饭，帮助他们清

除前进道路上一切的障碍。 但是

我们父母是否想过， 舒适安逸的

爱， 很可能会成为孩子未来人生

的“陷阱”！

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年秋

天， 一群天鹅来到天鹅湖的一个

小岛上。它们从遥远的北方飞来，

准备去南方过冬。 岛上住着老渔

夫和他的妻子， 见到这群天外来

客，非常高兴，拿出喂鸡的饲料和

打来的小鱼精心喂养天鹅。

冬天来了， 这群天鹅竟然没

有继续南飞。湖面封冻，它们无法

获取食物， 老夫妇就敞开茅屋让

它们在屋子里取暖并给它们喂

食，直到第二年春天湖面解冻。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年冬天，这

对老夫妇都这样奉献着他们的爱

心。 终于有一年，他们老了，离开

了小岛，天鹅也从此消失了。可它

们不是飞向了南方， 而是在第二

年湖面封冻期间饿死了。

故事中渔夫夫妇像爱自己的

子女一样对天鹅百般呵护， 管吃

管住，而且是“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地奉献着爱心，人们不禁要感

叹了：“多好的一对夫妇， 多么幸

运的天鹅！ ”然而，天鹅悲惨的结

局又告诉我们， 正是渔夫夫妇这

种过分的爱， 使天鹅沉溺在悠闲

安逸的生活中，养成了惰性，丧失

了生活的本能和生存的基础，无

法再适应环境， 最终被变化了的

环境所吞没！

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父母一

辈子都在为子女营造舒适安逸的

爱之窝啊！ 孩子小时，捧在手里怕

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孩子要星

星不敢给月亮，不让孩子干一点点

家务活、吃一点点苦、受一点点累，

让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的老爷生活；孩子大了，又要忙着

给他们谋个旱涝保收日不晒雨不

淋的好职业，还想着要给他们留下

一笔丰厚的遗产，哪怕自己为此吃

尽苦受尽累也心甘情愿……

这就是典型的“渔夫夫妇”式

的父母和他们博大无私的爱！ 然

而，想想天鹅的结局，我们还能对

这爱肃然起敬吗？ 其实，这种“无

微不至”的爱，这种一味营造舒适

安逸的爱，恰是人生的“陷阱”。

陷入此“阱”的人，除了依赖和

惰性，他们一无所有。 一旦生活中

出现“湖面封冻”，他们的结局绝

不会比天鹅好到哪里去。 人们固

然需要爱，但是，当这爱变异为一

种安乐的馈赠、 一种包办一切的

呵护时，它就不再是爱，而成了一

把能置人于死地的温柔的刀子！

家庭教育必须的3法则和十个1分钟

“三个法则”需要用心体会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永远的老师，父母应学习教育、懂得

教育、理解教育，为孩子一生的快乐与幸福尽到自己的责任。 这是曾军良一直

坚持的一个观点，由此，他提出了家长必须要用心体会的如下三个法则。

根雕法则——— 孩子

赏

识

在孩子面前，许多家长往往以强

者的姿态自居，如何让家长们认识到

这种做法的问题所在，曾军良引用了

一个印度的故事：有一个人脾气特别

暴躁，经常伤害身边的人，老想改变

这个毛病总也改不了。 他就请教他

的父亲该如何改掉这个毛病？ 父亲

给他出主意说， 凡是发一次脾气你

就在木板上钉一颗钉子，提醒自己，

过了一个多月后， 他高兴地告诉父

亲，他已经好几天没发脾气了。 他父

亲又说，为了巩固你的成绩，今后一

天不发脾气就拔掉一颗钉子。过了一

个多月，他跟父亲讲已经把所有的钉

子都拔掉了，他父亲非常高兴，夸赞

他说，你终于改掉了一个坏习惯。 但

他的父亲接着拉着他的手走到木板

前， 指着木板说：“钉子虽没有了，但

钉子的孔还留着呢，这说明如果伤害

一个人的话，即使你做一点抹平的工

作，最后伤痕也会留在他的心上”。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家长听，

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对于十几岁的

孩子来说，平等、交流、沟通的态度

会让孩子觉得温暖。 反之，在一个

充满强势、 责骂和伤害的家庭中，

伤痛不会因年龄的增长而消退。 ”

曾军良解释说。

情感法则——— 孩子

鼓

励

人是有情感的，何况是家长和

子女之间。 饱含情感激励孩子，往

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为此，

曾军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心理学

家罗森塔尔和另外一个心理学家

做了一个实验，实验内容是出一道

智商测试题，然后让一个班中的六

名学生来回答。 测试完毕之后，他

们根本没有评卷，过了几天，罗森

塔尔就对这个班的任课老师说，班

里的A、B、C智商最高， 将来有发

展，D、E、F智商最低， 将来没有希

望。 大概过了八个月，他们又来到

这个班，老师非常高兴地告诉他们

预测的结果非常准确：A、B、C都

在进步，D、E、F都在退步。 罗森塔

尔就告诉老师说，他们实际上是用

谎言证明一个真理：老师总会带着

一种情感去看待学生，对有潜力的

A、B、C充满希望， 因为专家说他

们聪明， 即使有了退步也相信会

好。 而对D、E、F不抱希望，因为专

家说他们不行，即使有进步也认为

是暂时的。 老师有了这种情感，在

言谈举止中会流露表达出来，使学

生失去自尊，从而退步，丧失信心。

“推而广之， 家长的鼓励对孩子的

影响也很大，所以，家长们，记得千

万不要吝惜你的鼓励！ ”曾军良提

醒道。

态度法则——— 孩子

温

暖

别小看这十个“一分钟”

父母之爱是一片汪洋，可供孩子畅游一生；父母之爱是一座矿藏，可供孩子开采一

生。 对文学颇有研究的曾军良把父母对子女的爱作了恰切的比喻。 他进而强调道，鲁笨

的父母，天天呵斥孩子；明智的父母，天天告诫孩子；杰出的父母，天天启发孩子。 要培养

幸福、快乐的孩子，家长不能少了这十个“一分钟”：

一分钟

接触

父母的手是托举儿女的手，托举的力越大，儿女所处的位置就

越高。 父母要注意摸摸孩子的头部、肩膀，握握孩子的手，通过接触

来传递父母与子女的亲情，来表达对孩子的爱。

{

一分钟

倾听

不要总是让孩子听自己说，父母可转换一个角度，倾听孩子的呼声，

走进孩子的心灵世界，进行心与心的碰撞，注重有效的对话与交流，这

样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增进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

{

一分钟

游戏

中学生毕竟还是一个孩子，还没有成人，通过健康的、积极的、有

趣味的游戏，可以增进与孩子的情感，提高孩子的生活情趣，引领孩

子过充实的、向上的、快乐的生活。

{

一分钟

矫正

孩子有过错的行为一定要矫正， 明确指出正确的行为应该怎

样，错误的行为将会出现怎样的危害，不可任其发展，否则积重难

返。 但首先要弄清孩子的错误或过失是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造成

的，其严重程度如何再入手。

{

一分钟

激励

孩子出现过错以后，一定要进行矫正，但在矫正的同时，应该用

发展的眼光看待孩子，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引导孩子反思，以情动人，

不断促进孩子的发展。

{

一分钟

赞美

孩子身上总会有他独特的优点，有他闪光的地方，作为父母要注

意发现孩子生活、学习中的优秀表现，抓住最佳时期，进行赞美。

{

一分钟

参与

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应尊重孩子的主体地位，家里办大事时(如

买房、买车、添置电器设备等)，应该了解孩子的意见，这一方面有利

于家庭良好氛围的形成，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培养孩子思考问题的习

惯，促进孩子能力的提升。

{

一分钟

惩戒

孩子出现非常严重的过失行为，一定要进行惩戒，否则孩子有可

能蜕化变质，走向错误之路。因此，父母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指出错误

的性质，限期改正错误，同时父母对此表现出很伤心的情感，引发孩

子思考。 但决不可动手伤害孩子，避免产生对立情绪。

{

一分钟

示爱

让孩子知道父母在惩戒他时，心里更难受、更伤心，让孩子懂得：

他是父母心中最心疼的人，自己今天出现严重问题被惩戒，这是父母

的一种责任，但父母始终是爱自己的。

{

最浦口记者 卫凌云 整理

一分钟

期盼

孩子在父母的期盼中成长，这种期盼是具体可感的，比如父母可

以和孩子一起共同描绘发展的蓝图、畅谈美好的人生理想；用鼓励的

语言培养孩子的勤劳、勇敢的精神；用期盼的眼光目送孩子上学等。

{

学生正处

于一个特殊的

心理、 身体发

育时期， 处于

一个人生观、

价值观的重要

形成时期，处

于学习的黄金

时期。 从事中

学生家庭教育

研究与实践已

有十五年的北

京市立新学校

校长曾军良却

发现， 在这一

特殊时期，自

己所接触过的

约百分之六十

的家长存在严

重的教育方法

问题， 这些落

后 的 教 育 方

法， 导致父母

与子女之间不

断出现矛盾冲

突， 影响了孩

子 的 健 康 成

长。 因此他认

为， 当代中学

生家长应倍加

重视、 深思孩

子在中学阶段

的家庭教育问

题， 注意树立

新的理念，运

用新的方法，

为孩子的健康

快乐成长助一

臂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