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好的教育是帮助孩子成为他自己！ 

    近年来，社会热点现象反映出有些家长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的问

题，让家庭教育的话题越议越热。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多年来关注家庭教育话题，

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发声。下面整理了朱永新关于家庭教育的 10 点心得，家长

一起来品读！ 

一、尊重孩子是家庭教育的起点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过，“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

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正确的儿童观是我们教育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们整

个家庭教育的起点，体现在不同的父母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养育方式以及对基本问

题的看法。父母应该把儿童看作平等的人，有独立个性的人，我们要自觉地意识

到：尊重童年。有了一种对孩子当下生活的尊重，对孩子本身作为人的尊重，我

们很多教育方式自然就会变化。 

二、帮助孩子树立自信是家庭教育的关键 

家庭是儿童生命的摇篮，是人出生后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场所，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父母要能够了解孩子，发现孩子，悦纳孩子，遵从儿童天性，帮助

孩子树立自信和自我成长，这是最关键的。现在很多父母把别人家的孩子作为标

杆，喜欢用自己孩子的短处去比较别人孩子的长处，这样就很痛苦。 

三、最好的教育是帮助孩子成为他自己 

用一个标准、一个模式去培养孩子，最后大部分人是失败者。这是当前社会

焦虑的表现，是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出了问题。很多人把上名校当作家庭、父母、

孩子成功的典范，而我认为最好的教育是帮助孩子成为他自己，帮助他不断成长，

不断超越自己，更幸福地活着，做到了这一点，家庭教育就是成功的。 

四、陪伴对孩子很重要 

孩子来到家庭和你成为一个共同体，这就是人生的缘分。与孩子真正在一起

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在一起本身就是教育。你和孩子在一起吃饭，在一起

说话，无时无刻不是在进行着交流和学习，西方心理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

他们发现孩子的词汇量和父母在家庭交流，尤其是在餐桌上交流的词汇量直接正

相关。你在家庭发生的一切，都会对孩子产生直接的影响。诸如共读共写等彼此

陪伴和共同生活，决定整个家庭是否拥有共同的命运。 

五、阅读也是真正的教育 



阅读的种子是在家庭里面播种下来的。儿童时期的阅读和教育相关，一个没

有阅读的家庭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教育。儿童早期的阅读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那

些童书的确和成年人读的书有差别，童书会把人类最美好的东西都蕴藏于一个个

人物、动物的命运之中，构建的是你的价值观。 

六、在优秀的传统家教理念基石上构建起现代家教的大厦 

传统家教理念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首先，传统家教通过家规、家训、家风等

形式，对家庭教育进行规范，用制度和仪式对儿童进行教育。第二，传统家教强

调以德为先，把做人作为教育之根本，与现代教育理念“立德树人”是一致的。第

三，传统家教注重父母的以身作则榜样示范，强调儿童的行为训练和科学方法。

在此基础上，现代家长需要注意辨析与舍弃传统家教中那些不符合现代教育理念

的糟粕，如惩罚教育等。 

七、母亲是女人神圣的天职，父亲是男人最好的工作 

母亲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是不可替代的角色，特别是在生命之初。作为母亲

需要尽早给孩子朗读，讲故事，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与兴趣，同时要为孩子营造

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父亲是一个坚毅的称谓，意味着责任与担当。要当好父亲

这个角色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榜样”，另一个是“陪伴”。父亲更粗犷、简单，

和父亲的相处能让孩子学会面对困难的勇气，孩子更具有冒险精神，因此，父亲

的陪伴也很重要。 

八、家庭教育虽不可逆，但是可以改变 

家庭教育最关键的是从今天开始，从当下开始，用更好的方法、更大的热情、

更积极的努力、更诚实的态度去着手。父母要改变孩子首先要改变自己，你对人

生、对世界的新认识影响你自己的行为，也将传递到孩子身上。任何改变都不会

迟，当然如果过了关键期人是很难改变的，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也告诫

父母需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尽己所能走近教育、理解教育。 

九、教育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好习惯 

叶圣陶先生说过，教育就是培养习惯，衡量教育是不是成功就看有没有形成

良好的习惯。教育就是要养成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不断地自主学习，不断为

自己充电的习惯，而不是读书时拿 100 分，到了社会上连书都不看。心理学研究

发现，一个好习惯养成需要连续 21 天不断的训练，家庭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 

十、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 

通过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能深刻体会到，教育不仅仅发生在校园，生活本身

就是最好的教育。无论是通过网络进行远程教育，还是更加重视家庭教育，每一

个环节都能成为课堂。用好这些课堂，不仅能让孩子学到更多东西，对老师和父

母来说同样也是一种进步和成长。知识性的系统学习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以亲子

共同活动为主体，比如亲子共同游戏，共同去读一本书，然后交流分享，共同去

看一部电影，然后讨论交流，还有父母和子女促膝长谈等，这些可能对孩子的成

长更有益。这将成为父母和孩子共同的珍贵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