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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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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是为了你好！”“难道我会

害你？”“除了我，没人管你！”……这

种“道德绑架式”教育理念，假以爱的

名义，充斥于一个个家庭。

在所谓的“理所应当”中，把孩子

束缚起来，强制他们按照父母的意愿

成长，真的是为孩子好吗？对此，作

家吴晓乐果断说“不”，她在《你的孩

子不是你的孩子》中写道：“任何的修

饰和美化，都是对那些伤痕的背叛。

我想要你和我一起，凝视那些脸，凝

视一个已经被淡忘的初衷——把孩

子带到这世界上的初衷。”

这本旨在探究教育本质的书，没

有向家长灌输心灵鸡汤般的建议，而

是借由9个光怪陆离、震撼人心的短

篇故事，挖掘出“习以为常”的教育误

区，为孩子发声。故事中出现的每一

位母亲都用力过度，她们不厌其烦地

为孩子规划人生棋局，监督他们的落

子方位与节奏，并时刻予以纠正，这

种沉甸甸的“爱”，让孩子手中的棋子

格外沉重。

妄想用暴力让孩子“赢在起跑线

上”，只会适得其反。“你真是没救

了！我给你的读书环境这么好，为什

么你就不能争点气？”不可否认，眼镜

仔的妈妈在生活上给予了孩子无微

不至的照顾，可在学习上却极为苛

刻，她会扇耳光和使用语言暴力。事

实上，眼镜仔的成绩并不算差，可以

排进全市前20%，但妈妈的要求是前

10%。妈妈甚至把眼镜仔考好成绩，

看作是解决婚姻不幸等一切问题的

关键，“打骂”成为母子沟通的常态。

在暴力的侵蚀下，眼镜仔极为怯懦，

常佝偻着身体说自己很笨，认为自己

被打、被骂都是应该的，就像一个戴

有沉重枷锁的游魂，无声地徘徊在家

门之外。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不能用统

一标准来要求他们。纪小弟热衷打

篮球，姐姐喜欢读书，妈妈却一味用

对姐姐的标准要求纪小弟，且常常陷

入苦恼：“为什么弟弟就不能像姐姐

那般愿意学习呢？”妈妈明白纪小弟

在体育方面有专长，可这能保证他未

来有好的工作和生活吗？出于对孩

子将来的担忧，她愈发把自己认定的

目标强加到纪小弟身上，反而加重了

纪小弟的叛逆心理。纪小弟的公然

对抗，妈妈无疑是伤心的，这狠狠打

击了她“对孩子的一切负责”的信心，

只落得个弄巧成拙。

对孩子的过度保护，不是爱，而

是伤害。蔡汉伟的家境富裕，妈妈整

天围着他转，一旦汉伟遇到任何危

险，她会拼尽全力保护。比如，当汉

伟在游戏中不慎受伤，她不分青红皂

白地叱骂了所有参与游戏的孩子和

家长，同时指责老师失职；当发现汉

伟早恋，她把责任全部推到别人身

上，并马上给孩子转学；当汉伟考试

成绩不及格，她低声下气地向老师求

情，见老师坚持不改分数，她就对老

师人身攻击，只逼得任职多年的老师

选择离职……汉伟的妈妈自认做的

很好，为了孩子，几乎倾其所有。可

她换来的是什么呢？汉伟虽然聪明，

但狂妄自大，不爱学习，也没朋友，与

周遭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尤其对母亲

充满了怨恨。

此外，陈小乖的母亲自私冷漠、

若娃的母亲喋喋不休、巧艺的母亲一

厢情愿……书中的母亲，行为各异，

却都是以爱为名的施暴者。在心怀

执念，把孩子培养成可供其炫耀的资

本的进程中，她们甚至不知何时弄丢

了自己的孩子。

什么是教育的本质？《你的孩子

不是你的孩子》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它更像一面镜子，让我们试着看清

自己与孩子的关系。爱是一种付

出，然而，爱的方式需要慎重。作为

父母，要时刻提醒自己，孩子是独立

的个体，他不属于任何人，他只属于

他自己。

别让你的爱刺痛孩子
——读《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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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蓉华

《品格的力量》介绍了一种新的教育观点：以往几十年倡导的传统观念，即过分强调

认知技能，过分看重考试分数，认为这些是孩子未来人生成功的保障，是带有误导性的。

在书中，作者从教育学、心理学、脑神经科学、儿科学、生物学、教育工作者的实践等

多个方面论证了那些与品格有关的品质才是成功最主要的基础。这些品质包括：坚韧、

好奇心、责任心、乐观精神、自控力等。作者描绘出了一条从童年压力到生活成功的轨

迹，揭示了父母、教师可以怎样为孩子的未来做好准备。

《品格的力量》 【美】保罗·图赫 著

“教育应该是培养终生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

优雅生活者，给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格，赢得未来的幸福，造

福国家社会。”去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二场“委

员通道”中，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在

回答记者提问的“什么是教育的真谛”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此话一出，立刻刷屏各大媒体，唐江澎也成为了无数人眼中

的“网红校长”。事实上，这位“网红校长”的“教育金句”还有很

多——

“学生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天的高考，但如果只有分数，恐

怕也赢不了未来的大考。分数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更不是教

育的根本目标。”“今天孩子的全面素质，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整

体实力，也就是我们社会的幸福程度，教育要‘培根、铸魂、启智、

润心’。”“让幼儿园的孩子养成整理东西的习惯远比让他们早识

字重要，让孩子多读书远比让他们做那些阅读理解题重要。”

如今，唐江澎将这些“金句”凝结成了《好的教育：我说的不过是常识》一书。该书更记录了唐

江澎多年以来对教育的探索与思考，也是他身体力行实践其教育理念的真实记录。

《好的教育：我说的不过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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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春光好，正是读书时。今天，是第27个世界读书日。“双减”背景下，家长该如何对抗“内卷”焦虑？家庭教育
怎样才能有的放矢？减负之后，孩子的学习如何增效？本期，我们为广大家长分享的是“双减”家庭教育书单——

比分数更重要的事

作者作为儿童发展领域全

球公认的专家，在书中系统地

阐释了身体是如何成为大脑的

老师的，以及运动是如何开启

大脑的学习的。本书内容涵盖

了儿童的六个发展阶段及相应

能力和适应的运动项目，游戏

的安全管理及家长的应对措施

等等，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运动

与孩子大脑发育的联系。

本书收录了作者经过 30

年研究和实践打造的24个“智

慧脚步”游戏，可供教学和家庭

使用，还有50项“动觉模型”帮

孩子打造一个从运动到学习的

魔法门。

【美】吉尔·康奈尔/谢丽尔·麦卡锡 著

《运动塑造孩子的大脑》

回归教育初心，看懂教育价值

没有好身体何谈好成绩？

■

记
者
张
文
博

在全世界的博物馆中，那些

伟大的艺术品看起来总是那么相

似，如何欣赏它们似乎是一件非

常费力的事情。本书为父母和孩

子提供了实用的工具，帮助全家

一起欣赏艺术。

全书分为十三大主题，包括

动物、大自然、家庭、战斗与英雄、

神话与魔法、时代大事件等，收录

了从 14 世纪到 20 世纪初的 50 幅

世界名作。文中设置了多样的互

动板块，“艺术小侦探”鼓励孩子

根据线索在画中寻找答案；“趣味

小常识”帮助孩子记忆大师作品，

扩展科普、人文、历史、地理等小知识。除此之外，还能了解作

品创作背景、时代特点、绘制手法、艺术家生平趣闻等知识，语

言妙趣横生，让父母和孩子走进艺术博物馆时充满信心。

《和孩子一起去艺术博物馆》
【美】玛利亚·克里斯蒂娜·塞恩·维特根施坦因·诺特博姆 著

许多家长总想着要一手操办孩子的一切，从做作

业到参加兴趣班，再到用手机，父母都要想说了算……

然而脑神经科学前言研究表明，父母把孩子控制得过

紧，可能造成孩子反复受到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影响。

《自驱型成长》的核心观点是：所有的父母都希望

自己的孩子能够取得成功，唯有孩子的自主动机，才能

使这种愿望成为可能。父母应该成为把自己看作是孩

子的咨询顾问，有意识培养孩子的自控力，提升孩子独

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塑造孩子终身成长的思维。两位

作者在书中，分14章节进行阐述了70条切实可行的育

儿方法，适合家长1天学习1个章节的内容。

《自驱型成长》
【美】威廉·斯蒂克斯鲁德/奈德·约翰逊 著

孩子会自律，爸妈不焦虑

周末不补课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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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教育：我说的不过是常识》
唐江澎 著

别让你的爱刺痛孩别让你的爱刺痛孩子子
——读《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电子版：jydb.scedumedia.com 邮箱：jjzk-2@126.com 电话：028-86110109 总编辑 屈辉 值班副总编 刘磊 责任编辑 张文博 美编 彭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