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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关乎孩子的未来
金　旋

（龙岗区布吉贤义外国语学校，广东 深圳 518112）

摘要：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重视，特别是国家颁布了《家庭教育促进法》之后，家庭教育再一次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何止

是家庭教育，只要是教育，就一直是我们的关注热点。只是很多社会人士关注了教育，却忽视了家庭教育对于一个人何等的重要呢！笔

者根据自己的一线经历，从班主任的视角谈谈很多家庭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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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再读了留美博士、教育学家黄全愈的《家教忠告素质教

育在家庭》这本书，在总序内容中开篇是这样写的：马林科维奇

博士于 1998 年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亚洲的大学，特别是中国大学

想要赶上世界知名大学，至少需要 20 年的时间。2010 年，在我

国南京举办了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在论坛中，斯坦福大学校长汉

尼斯博士曾经就中国大学问题进行发言，表示中国想要赶超世界

一流大学最快也需要 20 年的时间。

黄博士感叹过去了十年，还是二十年。于是他给读者算这 20

年是怎么来的，而且强调的还是最快。小学 6 年，初中 3 年，高中

三年，大学 4 年，一共是 16 年，再加上研究生教育，大致是 20 年。

他认为，一流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主要具备强大的师资力量、高

效的教育管理、完善的教育设施以及高素质的学生。前三个通过政

府、社会的大力财政支持，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办到，但“一流的

学生”则必须扎扎实实地从基础教育抓起，否则不可能有一流的生

源。没有一流的生源就根本不可能在四年内培养出一流的大学生，

进而短期内培育出一流的研究生。什么都可以“搬”，但是建一流

大学需要打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含家庭

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这个基础是“搬”不来的。

看了他的书，大段的事例，让我这位一线教师更加地担忧，身

为一线教师的我看到的事例也不少，尽管不是血淋淋却令人心痛。

很多家长自己是穷起来的一代，热爱孩子的他们急切地希望

通过他们的努力让自己的孩子可以富起来，物质的确富足了，精

神呢？

甚至不乏一些家长认为，教育只是学校的事，自己只负责提

供教育资金支持。因此，很多家长不惜花费重金，将自己的孩子

送到贵族学校，甚至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学校进行学习……

这种观念存在片面，教育不仅包含学校教育，还包括社会教

育、家庭教育。并且在今天，家庭教育尤为重要，否则怎么会立法。

钱绝代代替不了家庭教育。不用在网络上搜索，如果做过班主任，

挨家挨户家过访，接触过家长，我相信这样的家长不能说比比皆是，

却是大有人在。

很多家长总是闹不明白一个道理：钱是赚不完的，但孩子就

这一个或几个。教育的关键期就那么几年，需要家长腾出一定的

精力、时间和感情来教育孩子。悲哀的是，很多孩子和父母之间

似乎只有金钱关系，少了该有的亲情与陪伴。

我接触的一些学生相当一部分孩子对待老师不够尊重，他觉

得你就该服务于我，我为什么要感激你呢？在很多普通的私立学

校更是如此，我在私立学校工作了三四年的时间，在一次次的家

访中，走进一个个家庭，很有感触。私立学校的老板强调服务，

服务意识没有错。只是这样的观念对于孩子们的认知真的有帮助

吗？很多孩子觉得他是花钱买你的付出，缺少了感恩，也自然就

少了珍惜，这样的教育怎么能让人暖心呢！

面对一些家长纵容孩子身上的坏习惯，我只能向他表达一种

情感，今天我是孩子的老师，明天我不教了，他可能不再理我，

但是你却是他一辈子的父母，不重视教育，痛苦的一定是您自己。

然而，真的到了让他们痛苦的时候，怕是他们只有“后悔”与“悔

恨”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家庭教育被太多的家长忽视了，以至于我们见到太多让我们

无奈的事情。还记得那一年做班主任，我的班上有很多这样被家

长用钱打发、忽视的孩子。还记得那个女孩长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

忽闪忽闪的，可爱至极。然而，她却生活在父母离异并再婚的家庭，

跟随着父亲生活的她，天天迟到，作业也完不成，和家长联系的

时候，家长竟是什么都不知，可想而知，这样的家庭怎么会给孩

子温暖与教育呢！后来，得知，自从有了后妈，她和他们很少说话，

更不要说交流，他爸爸唯一做的就是给她钱。慢慢地她开始旷课，

初三的学习也完全跟不上，她认为有钱就可以读她想读的学校。

开始结识社会上不学无术的小青年，尽管后来她妈妈又把她接过

去，然而，他缺乏的依旧是一份亲情，除了钱她一无所有，别人

的别有用心却让她视为真情，孤独的她最终受伤了，最后一次见她，

她不敢与我对视，匆匆离开，只看到她发给我的短信：老师谢谢您，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只是我辜负了您，对不起，谢谢您。

家长们，千万不要灌输孩子们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梁启超先生曾经在《最苦与最乐》中提到过，贫穷并不是最

苦的，未及时尽到自己的责任，才是最苦的。家长对孩子们进行

教育，常常将自身的经验与经历，结合自己的观点对他们进行教育：

有了钱就有了一切。确实，金钱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之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俗话说：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句俗

语道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但，有了钱就一定是快乐的吗？有了

钱自己孩子的内心是满足的吗？有了钱，自己的孩子在未来一定

幸福吗？在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物质诱惑众多的今天，具备高尚

的价值观念和崇高的责任意识更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孩子们

的内在成长和精神幸福才是最为重要的。

上个学期和学生们一起学习孟子的《鱼我所欲也》。当学生

们对文中的语句：“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不理解的时候。

我给孩子们列举了我们的英雄先烈为了大义舍弃生命。而那些汉

奸可以为了富足生活苟活人世，抛弃信义。

一些男孩子笑了，甚至笑着说，有豪车，有美女为什么要选

择死呢！

我的内心一片凄凉，难道我们今天的孩子为了金钱，为了富

足可以去舍弃信义！

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很多孩子一切向钱看，向利

益看。为什么帮助别人，我有什么好处？班级劳动拈轻怕重，很

多男孩子在家里被当成宝贝，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打游戏玩电玩，

大手笔花零用钱，而自己的姊妹却要为他们洗衣煮饭，帮家里打

理小生意，有时候还要耽误功课甚至被打骂。自己的兄弟成绩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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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也要用钱攻读他念高中，而女孩子因为是女孩子成绩再优秀

也要毕业了事。

这就是我曾经在民办学校所面临的学生家庭的问题。许多女

孩子憎恨原生家庭，嫁出去之后，连接的少的原因吧！

或许你觉得我的话危言耸听了，然而他却是在我的教育经历

中，在我生活周围听到的、见到的。或许你会觉得那是个例。

您的身边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吗，为了孩子专心学习，不管多

大的孩子，父母一切包办，只为了给孩子多时间学习，自己节衣

缩食，省出钱来让孩子得零花钱多一些，最后呢？而这些孩子又

是如何回馈呢？

有个孩子父母摆小摊维持生计，而这个孩子上课除了看喜欢

的小说就是睡觉。太多的孩子觉得父母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很

多女孩憎恨父母，男孩一旦在父母那里拿不到更多的钱财，就会

把父母赶出家门，任父母流离失所，这就是我们一些家庭重男轻

女的家庭所面临的情况。

家庭教育不是小事，是修身齐家治国的重要根基。《弟子规》

总序开篇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是教育我们如何待人处事、

如何学习。要经常学习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缺点，从各个

方面来约束自己，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似乎只在关乎孩子的成绩，而对于孩子的品行

则忽略不计呢。

还记得杨澜在主持“家庭教育与国家软实力”讨论时，说国

家的软实力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价值观，而孩子的价值观就是在

家庭生活的点滴影响下形成的。所以，家庭教育不是小事，是修

身齐家治国的重要根基。

“恩欲报、怨欲忘，抱怨短，报恩长。”通过学习《弟子规》

让我们知道抱怨是一时的，报恩才是长远的。别人的滴水之恩也

要铭记于心，常常要想着知恩图报，偿还别人的恩情。别人对自

己充满歧视，对不起我，也不要将怨恨记在心中。“勿自暴，勿

自弃，圣与贤，可驯致”。遇到挫折、困难，不要自暴自弃，要

积极身体力行，谨遵圣人训诫，就能够达到高深的境界。

而今我们的孩子还懂什么叫感恩吗？在他们的行动中我们还

能感受得到吗？

付出得多就会干预得多。我们家长一厢情愿地期盼着孩子能

够成“龙”成“凤”！然而我们的家长似乎只有想法，缺少做法，

更缺少持之以恒的科学的做法，以至于孩子的潜能没有发挥出来，

孩子的个性不健全、人格不完善，孩子的素质被扭曲，最后孩子

就是一个“失败者”！

一个人做人不成功，做事成功那是暂时的，而一个人做人成功，

做事不成功那也是暂时的。

看看《论语》里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优”讲

的是“亻”，“仕”讲的还是“亻”！无论“优”指的是“富余”

还是“优秀”，也不论“仕”是指“有道德的公务员”还是“修

身养性”都是标准的以人为本。

让我们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吧，尤其是我们的家长不要以为把

孩子送到学校就万事大吉了，要知道您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孩子太多的行为都是家长的影响与灌输。家长们，还记得苹果的

故事吗？

美国心理学界开展了一项有趣的实验调查，主要是研究母亲

对自己孩子一生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分别选出了 50 位成功人士

和 50 位具有多起犯罪记录的人，给他们寄送信件，请他们谈谈自

己母亲对自己的重要影响。其中一位成功人士和一位有着多次犯

罪记录的人都在回信中谈到一件影响自己的一件事；分苹果。成

功人士在回信中写到：在自己小时候，家中的兄弟姐妹较多，自

己的母亲买了一袋苹果，我、弟弟以及妹妹都想要那个大的苹果。

母亲将最大的红色苹果拿在手中，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这个苹果

又大又红，味道也是最甜的。你们都想要吃掉它。但是确实无法

进行分配。稍后我将院子中的草坪分成三份，你们去修剪草坪，

谁干得最快最好，这个苹果就属于谁。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我

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赢得了那个最红最大的苹果，我非常感恩

自己的母亲，是她对我的教育让我明白了，幸福不是谁给予的，

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和挥洒汗水获得的。而另外一封来自多

次犯罪前科人员的来信中写到：自己小的时候，自己的母亲在商

贩手中购买了几个苹果，那些苹果大小不一、色泽相差较大，自

己非常想要那个又红又大的苹果。但是自己的哥哥抢先说自己想

要哪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妈妈训斥她道：应该学会礼让，不能自

私自利，将自己放在首位。听到这，我灵机一动，说道：妈妈，

我想要哪个最小的，将那个又红又大的苹果给哥哥吧。自己的母

亲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认为自己懂事，知道礼让和分享，将那个

又红又大的苹果就奖励给了自己。从这一刻起，我学会了说谎。

同样是分苹果，却对两个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他们幼小

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许家长的一件寻常小事，就

会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严重的影响，尽管最终成为罪犯的原因有很

多，但是却与家长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是家长的良

苦用心，教育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说：教育的不经意，可怕！

哪怕再过二十年，我们国家依旧没有一流的大学，也没有一

流的人才，但是，我们有着重视自身修养的家庭教育，有着身教

大于言教的父母，把良好品行视为第一位的孩子们。他们可能不

是“龙”不是“凤”，没有我们时下赋予成功的一切标志，但是，

我们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正在熠熠发光，是品格、诚信，

道德，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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