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之初 德教先行
加强对孩子

的德育教育

每一位父母都希望培养
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孩子，但他们在实施教育的

过程中却过多地重视智育，忽

视了其他的教育，以致孩子成

为“高分低能儿”。我认为在全

面发展教育的过程中，德育应

处于核心地位，只有加强对孩

子的思想品德教育，才能保证

其他教育的顺利开展。

正如前苏联教育家苏霍

姆林斯基所说的“培养全面发

展的，和谐个性的过程就在

于：教育者在关心人的每一个

方面特征完善的同时，任何时

候也不要忽略这样一种情况，

即人的所有各个方面特征的

和谐，都是由某种主导的、首

要的东西所决定的。在这个和

谐里起决定作用的，主导的成

分就是道德。”

我认为对孩子进行道德

教育，父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为父母是离孩子最近的

人，也是相处时间最长的人。

父母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模

仿的对象。如果父母严格要求

自己，作孩子的表率，努力培

养孩子好的品德，就会为他们

美好的前程创造条件。如果父

母爱虚荣，那孩子也不例外；

如果父母管不住自己的嘴，孩

子也如此。我深谙：“孩子是父

母的影子”的道理。因而我向

儿子灌输任何东西，自己都先

做出好的榜样，让我的一举一
动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在对孩子进行思想品
德教育的过程中，首先让他懂

得爱。我认为没有爱的人是可

悲的，这样的人只会给家庭和

社会带来不幸，他自己最终也
会被家庭和社会所厌弃。而

且，如果一个孩子连他身边的

人也不爱，他还会爱民族、爱

祖国吗？让孩子懂得爱父母，

是为日后进行爱国教育打基

础。日常生活中，我常教育儿

子要爱父母、爱长辈、爱老师、

爱同伴、爱家庭等。

注重对孩子

好品质的培养

如何让孩子表达他的爱

呢？如让儿子知道父母工作很

忙很累，自己在家玩耍不能影

响父母的休息；父母生病时要
给予体贴的照顾；要尊敬年迈

的爷爷、奶奶，并为他们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和同伴一起游

戏时要互助友爱，乐意为别人

做好事等。通过这些逐步培养
他的爱心。正如前苏联教育家

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必须使儿

童经常努力给妈妈、爸爸、祖
父、祖母带来欢乐，否则，儿童
就会长成一个铁石心肠的人，

在他的心里，既没有作儿子的

孝顺，也没有作父母的慈爱，更

没有为人民做事的伟大理想。”

其次培养他从小热爱劳

动的品质。因为劳动不仅可

以让孩子学习到有用的生活

技能，同时也可以培养起他

们的自信心和责任感。

儿子 3岁时我就让他学做

家务，如整理床铺、叠放衣服、

收拾玩具、摆饭碗等。教导儿子

如何做家事，第一次，我一边

做，一边说明，然后和他一起动

手干。第二次，让他在我的督导

下开始学着做。最后，让他自己

独立完成工作。因为孩子会忘
记、心急、或漫不经心，所以有

时候教他做某件家事，要花上

几个星期的时间。当他把事情

做完时，我就会及时夸奖他，说

他不但会做家事，而且做的非

常好！当他知道我以他为荣时，

下次他就会做的更好了。

再次培养他勇敢的好品
质。人一生中积极进取的动力

便是勇气。因此我在儿子的教

育中，十分注重对他勇气的开

发和培养，让他形成这样的概

念：勇敢和坚韧是受人敬重的，

软弱和胆小是被人瞧不起的。

我时常对儿子说：“你能

行！”就是要他充满自信，让他有

勇气去做任何事情；而且，我不
会主动替他做事，哪怕是那些对

他来说有些难的事情，以此减少

他对父母的依赖及对陌生事物
的恐惧，这样逐步培养他敢于面

对挑战的勇气，从而增强他独立

做事的能力。

普林斯博士说：“孩子的

道德教育应从摇篮时期开

始。”父母从小培养孩子有爱

心、爱劳动、勇敢的品质，那孩

子将会成为有益社会的人。

何为支配欲旺盛的父

母？本质上，没有把孩子

当成独立的个体来看待。

总要用自己的想法左右孩

子的需求、感觉和喜好。

越是这样的父母越喜欢假

装自己很开明。越是这样

的父母越容易责怪孩子太

任性。

包办式家教

影响孩子独立

固然，成人的选择会

更有理性，家长每次否定

孩子选择的理由也都很合

理。但是，问题的关键不

在于母亲是否应该指导孩

子的选择，而在于成人是

否具有一种能力和习惯：

去理解孩子的感觉、尊重

孩子的权利。中国的传统

文化宣扬晚辈对长辈的尊

重和服从，却很少提倡双

方的尊重。甚至到了现

代，许多父母仍没有意识

到自己已经染上了过于旺

盛的支配欲，常常在不知

不觉间忽视了孩子的独立

个性，有意无意地强迫孩

子按照父母的愿望和设计

去发展。

这样的父母培养出来

的孩子，往往会出现两种

情况：一种是成人后缺少勇

于承担责任的勇气，逆来顺

受，被人视作“畏缩者”、“胆

小鬼”。另一种则具有非常

强烈的逆反心态，对于任

何权威都怀有敌意，企图挑

战。他们成人后在人际关系

的处理上会处处碰壁，最终

变成性格乖戾的“孤家寡

人”。

尊重孩子

从小做起

首先，要和孩子平等

对话，注意和他们对话的

语气，倾听他们的想法。

第二，注意对孩子的

评价，小孩子对自我的认

识很大程度建立在他人评

价之上，所以父母不要轻

易做出消极评价。

第三，尊重孩子的兴

趣和爱好。

第四，不要当着旁人

教训孩子，以免伤害他们

的自尊。

第五，在尊重孩子的基

础上，引导他们辨别是非，

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学会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

第六，尊重孩子不等于

盲目迁就孩子。

在一个家庭里，最怕

家长和孩子之间形成剑拔

弩张的气氛。只有在双方

尊重的环境里，家长才能

更有效地引导孩子，而孩子

也更容易心服口服。所以，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父母

都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成

为“支配欲旺盛的父母”。

你是支配欲旺盛的父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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