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 

　　孩子的性格、人格、興趣愛好乃至人生的信念、社會的是非觀等無不受到家長的影響、薰陶。家
校的有效互動是實現家校同步教育，促進學生素質提高的保證 。

　　對於教育子女不單是因材施教，更要因德施教。能教好孩子，一是孩子有學習的天分，二是家長
用自己的行動「傳授」了孩子做事的方法，教會孩子如何做人。「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相信是
家庭教育過程中最好的體現。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在家長心目中，孩子始終是孩子，對甚麼事都揪着心，如果他們方法和我們不同，總忍不住插一
手。事實上，如果你耐下心來等一等，他們的方法還可能會有意外的收穫呢！我們不能總是把他們當
成孩子，不要事事指使他們，有些事家長可以在適當時候給些幫助，但最後決定權要交給他們，讓他
們感到是在為自己做事，增加主動性和責任心；同時，我們又要把他們當成孩子，不必要求每件事情
都要盡善盡美，他們還小，只要認真了、磨煉了，有了這樣的經歷，不就是上了一節很好的人生課？
簡而言之，從小就讓他自己選擇，可以建議，不必限制，只要不違反大原則、大方向就可以了。

從小讓子女學會選擇

　　孩子犯錯誤總是難免的，孩子做錯了事我們就責怪，我們做錯了事，誰來責怪？我們通常不會打
罵自己的，教人之嚴、律己之寬，是存在於孩子和大人間的最大 的不公平。做錯事就要受到批評、
懲罰，話雖不錯，只是方法的選取上是否可以再下點功夫。要正確對待錯誤和失敗，有時錯誤和失敗
比成功給他的更多。看到孩子 做對事開心，看到孩子做錯事更要「開心」，那正是我們擦眼「亮點」
的時候了。遇到孩子失敗就採取批評的方法，是最懶惰、最不用心、最粗暴的一種方法。任着性子對
孩子發脾氣那多容易，我們可以懲罰不好品德、不法行為，但不要懲罰失敗。如果失敗了，你去批評
他，那只是浪費時間，我們要的是激勵他找到處理失敗的方法，引導他反思失敗的原因，使這次失敗
成為下一次成功的養料。

　　台灣作家劉墉曾說：「以前我也對兒子的事安排得面面俱到，到後來發現這其實養成了他做事不
負責任的習慣。而且父母的過度包辦，也讓孩子變得沒有禮貌、不懂得珍惜。」人常有這樣一個思維
定式：天天安排的滿滿的就覺得很充實，沒有虛度。如果在布置新屋子時，把整個屋子都裝滿，相信
你會覺得他傻。其實，我們生活中就常犯這樣的傻事，適當的留白是一種藝術，在累時、容易有情緒
時，給自己放個假，張弛有度，善於清零，是一種好的生活方式。 

引導孩子反思失敗的原因



　　讓孩子養成好的習慣比給他一大堆知識更重要。從小注意培養他們單獨面對困難的習慣是極有
必要的。許多事情家長代替不了，家長先要有這樣的意識，然後才能不事事操心，孩子才能有機會
進行自我管理，他們也才能意識到甚麼是「自己」必須要做的事，而不只依賴別人。孩子學習不認
真，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感覺不到學習是自己的事，這種情況是大人過分包辦的結果。讓他們學會自
己的事自己負責，讓他們勇於嘗試、積極自主、自我驅動，讓他們獲得自我掌握命運的快樂。
　　
　　人心中的影像千變萬化，有積極的、消極的，善於抓住積極的影像的人容易成功；反之，如果
一直接受消極的一面，可能導致人格扭曲。胡適在對母親的深情描述中提到這樣一個情景：「每天
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
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甚麼事，說錯了甚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這是家庭教育中反省法
用得很成功的一個事例。多多觀察內心，知道自己的優點與缺點；多多審視內心，看透紛繁蕪雜的
大千世界；多多巡視內心，不要讓內心雜草叢生。只有內心強大了，才能生活得充實，才能真正獲
得心靈的喜悅。
　　
　　家庭教育涉及的方面極廣，家長在教育孩子的同時別忘了自我的教育，這樣才能高角度、多方
向地看問題。「教學」這兩個字除了適合學校，其實也適合家長。
讓美好溫潤學子心靈，讓經驗結緣兒女成長，我期望我們的工作，繼續得到大家的認同和支持。

習慣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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