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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前言

　　人生就是一个竞技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撞线。从一个生命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实际上人生的竞
争就开始了。但许多孩子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站在起跑线上就摔倒了&mdash;&mdash;这些孩子有太多的
缺点，身上存在着太多的&ldquo;问题&rdquo;&mdash;&mdash;这就是人们常说的&ldquo;问题&rdquo;孩
子或者&ldquo;差生&rdquo;。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面对这些&ldquo;问题&rdquo;孩子？抛弃还是
挽救？我相信没有一个家长愿意让孩子在起跑线上跌倒。还没等到开赛的哨音吹响就悄然退出人生的
竞技场。　　每一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拥有完美的人生。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完美的
？&mdash;&mdash;健康的体格和健全的人格；&mdash;&mdash;过人的才干：&mdash;&mdash;超人的智
慧：&mdash;&mdash;美满的家庭：&mdash;&mdash;和谐的人际关系：&mdash;&mdash;通达的前途和骄
人的事业。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一个&ldquo;点&rdquo;&mdash;&mdash;必须是一个可以塑造
的&ldquo;好孩子&rdquo;。而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mdash;&mdash;在生活中我们遇到过太多
的&ldquo;问题&rdquo;孩子。有的是品德上的缺陷，有的是人格上的缺陷，还有的是性格上的缺陷。
顽皮、贪玩、愚钝、叛逆、没有毅力、缺乏同情、缺乏悟性&hellip;&hellip;这些缺陷的存在或多或少地
都防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经常会听到家长这样的感叹：&ldquo;这孩子算完了！&rdquo;&ldquo;我对
这孩子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rdquo;&hellip;&hellip;当你发出这样无奈叹息的时候，你也许没有意识
到，一个完全可以成为栋梁之材的孩子由于你的轻易放弃而重重地跌倒在起跑线上。　　在孩子的身
上寄予了家长的希望，民族的期望，这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最大的原动力。不能因为孩子在蹒跚学步
时的一个小小的踉跄就放弃对孩子的雕琢。这样的家长，他失去的不单单是自己的希望，还有孩子的
恢弘前途。　　&ldquo;问题&rdquo;孩子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这其中既有社会因素的影响，也
有家庭环境和父母教育的影响。一个生命就如同一粒种子，当它投人大地的怀抱就需要大地滋养。对
于孩子而言，父母就是提供养分的&ldquo;大地&rdquo;。这粒种子在你的抚育下，可能会成为一棵参
天大树，也可能会成为一棵奇形怪状、虬枝横生的畸树。所以，当一个你负有养育义务的生命来到这
个世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开始了一场培育参天大树的马拉松&mdash;&mdash;你的放弃就意味着你对
自己责任的一种漠视。　　教育之道总是蕴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多年来，由于工作性质的
关系我一直十分关注&ldquo;问题&rdquo;孩子这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同样，出于工作的便利，
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ldquo;问题&rdquo;孩子和家长，以及教育专家、学者。对于&ldquo;问
题&rdquo;孩子这个话题，我们的教育界投入了太多的关注和热情。　　也正是出于一份新闻工作者的
社会责任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带着一种凝重的情怀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
并整理成册，希望有一天它能点燃所有对孩子失去信心父母的希望之火。　　也许这部书不是最科学
的，但它却是最真实的。它凝聚了太多家长和专家的智慧，最朴素的育才哲学，最真实的育才案例，
最实用的育才理论，最客观的育才观点，一定会激起你的共鸣。　　当你在书架上无意间遇到本书时
，也许你和孩子的命运将会发生改变&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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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内容概要

《不要让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凝聚了太多家长和专家的智慧，最朴素的育才哲学，最真实的育
才案例，最实用的育才理论，最客观的育才观点，一定会激起你的共鸣。全国第一部直面“问题孩子
”的教子图书，一部融汇教育要义的宝典、一剂塑造未来栋梁的良方，一笔能够受用终生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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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让孩子做一棵独立的大树还是一根依附大树的藤1．缺乏独立性的孩子：一只依附在父母羽翼
下的小鹰2．孩子独立，父母是导师3．给孩子一片自由翱翔的蓝天4．从生活的点滴当中培养孩子的独
立意识第二章  试着改变一匹小野马的性格1．贪玩是孩子的&ldquo;天敌&rdquo;．也是孩子的天性2．
玩与学的转化哲学3．让孩子在游戏中成长第三章  一颗自信心胜过一吨黄金1．自卑．孩子前进道路上
的绊脚石2．谁是孩子自卑的&ldquo;罪魁祸首&rdquo;？3．给孩子开启一扇自信之窗4．激励是培养孩
子自信心的灵丹妙药第四章  从一只懦弱的绵羊到一只勇敢的雄鹰1．接受挫折，接受成长2．面对挫折
，父母你该做什么？3．教育孩子从容面对挫折第五章  让乱花钱的&ldquo;散财童子&rdquo;变
成&ldquo;理财专家&rdquo;1．当代&ldquo;小款爷&rdquo;面面观2．把压岁钱当作孩子理财的第一课3
．父母要引导孩子学会合理消费4．给孩子一次支配金钱的机会第六章  引导孩子走出&ldquo;自我为中
心&rdquo;的心灵误区1．为自私的孩子&ldquo;画像&rdquo;2．孩子．你为何如此冷漠？3．引导孩子学
会与他人分享4．让孩子心中有他人第七章  打破心灵壁垒。走出自我封闭的阴影1．引领孩子走出自闭
的阴影2．让孩子成为一个小外交家3．让孩子学会与人合作第八章  教孩子做风范小公民1．不可忽视
孩子&ldquo;无礼&rdquo;的影响2．父母要做孩子学习礼仪的&ldquo;规划师&rdquo;3．打造风范小公民
第九章  为厌学的孩子重塑好学之翼1．为厌学的孩子&ldquo;诊脉&rdquo;2．好奇心，孩子学习兴趣的
动力3．把孩子引领上好学的道路第十章  &ldquo;逆子&rdquo;的感化攻略1．孩子为什么说&ldquo;
不&rdquo;2．孩子叛逆。谁之过？3．用尊重换取尊重4．美国父母对叛逆孩子的&ldquo;叛逆做
法&rdquo;第十一章  让劳动洗礼懒孩子的心灵1．家长代劳何时休？2．外国父母的启示3．让孩子获得
劳动的快乐4．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第十二章  &ldquo;丑小鸭&rdquo;完全可以变成&ldquo;天
鹅&rdquo;1．别把&ldquo;差生&rdquo;不当孩子2．差生永远是差生吗？3．用激励把&ldquo;丑小
鸭&rdquo;变成&ldquo;天鹅&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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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章节摘录

　　对孩子缺乏独立性的关注来自于我的一次采访经历。那是一个暑假夏令营，参加夏令营的孩子大
都是学校品学兼优的孩子。作为全市中小学生的优秀代表，他们自然有理由吸引媒体人的关注。但这
次采访，我却意外地把目光投向了节目之外的另一个话题。　　出发当天，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
震撼性的场面：许多父母替孩子拎着沉重的背囊来为孩子送行。不过是短短三天的暂别，可被父母们
渲染成了&ldquo;生离死别&rdquo;的凝重。摄像的镜头中竟然出现了父母和孩子抱头痛哭的场面。　
　&ldquo;孩子，你的背包里有奶奶给你煮的鸡蛋，饿了的时候可以吃。&rdquo;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
奶踮着脚隔着车窗再三叮嘱孙子。　　我还听到了这样的富于震撼性的叮嘱：&ldquo;孩子，没有妈妈
给你洗脚你自己能洗吗？&rdquo;那一瞬间，一种叫作震惊的情绪体验在我身上游移：&ldquo;难道，
这就是即将担负起我们未来的接班人？！&rdquo;&ldquo;这些场面还要录吗？&rdquo;我的摄像为难地
问我。　　&ldquo;当然要录！也许我们还可以制作一期能激起社会反响的专题呢！&rdquo;职业的敏
感让我亢奋起来。从那一刻起，我丢弃了原来的拍摄计划，把目光对准了&ldquo;独立性&rdquo;这个
关乎孩子未来的字眼。　　而更令我们吃惊的是接下来的日子。在这短短三天时间内，我一次又一次
被这些缺乏独立性的孩子所震撼。　　在宿营的第一天夜里，就有许多孩子因为想家而哭泣。这里面
既有女孩子也有男孩子。我们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为他们开脱：年龄小、第一次离家、没有独立生
活过&hellip;&hellip;可接下来的情景却令你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　　在野炊的时候有许多孩子因为怕
生火麻烦而吃随身带来的零食，还有的孩子因为手指被荆棘划出一个小口而哭泣不已，更令我无法接
受的是一些孩子因为没有父母的帮助而无法洗脚，因为没有父母的陪伴而无法入睡&hellip;&hellip;许许
多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短短的三天时间内令我们摄制组一次又一次震撼。　　这令我想起了20世
纪80年代末一位作家的报告文学：《中国的小皇帝》。那恐怕是第一次有人关注孩子的独立性问题。
多少年过去了，作家的提醒没有改变父母，也没有改变孩子，好几代人都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下变成了
一条缠绕在大树身上的藤条。父母和孩子们也许都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藤条赖以生存的大树倒掉后
怎么办？这期节目也许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投入的一次&mdash;&mdash;我邀请了阵容强大的嘉宾队伍。
节目播出后，许多家长和专家都为之一震：这样缺乏独立性的孩子走上社会后能做什么？一位高校的
教授在来信中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到美国去考察幼儿教育。在一个幼儿园，他看见一个3
岁左右的孩子在低着头非常吃力地系鞋带。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系鞋带无疑是一种难度很大的
技能。这位教授看见这样的场面后就非常亲切地对这个孩子说：&ldquo;我来帮助你吧孩子！&rdquo;
。也许，对于中国的家长来说，这样的帮助是很自然的&mdash;&mdash;这在我们国内也是司空见惯的
事情。但是没想到这个3岁的孩子．立刻拒绝了教授的好意。他站起来，挺着胸脯，把他的小脚缩回
来：&ldquo;谢谢。我都3岁了，可以自己来。&rdquo;教授当时惊呆了。一个小小的举动．一句短短的
对白，让他看到了中美两国孩子独立性的比较结果：外国的孩子18岁以后就开始独立了，面对人生不
再依靠父母。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家长必然从小就注意孩子独立性的培养，因为这关系到他未来
的生存。美国的家长从小就注意培养幼儿的独立性：培养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培养他
们的独立意识、独立做事的习惯。而与之相反的是，在我们国家很多家长对孩子非常呵护，处处包办
代替，很少给他们独立办事的机会。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他的自理能力必将很差，意志也会非常薄
弱。　　而另一位观众在来信中讲述的故事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他邻居的一个孩子，父母从小都对孩
子溺爱之极，衣食住行样样包办。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孩子既没经受过任何挫折，也没任何独
立生活的体验。恶果是在多年以后才出现的&mdash;&mdash;当孩子考入大学后，由于在生活上依赖惯
了父母，他无法接受独立的生活方式。入校不久，他就要求休学回家。但望子成龙的父母断然拒绝了
孩子的要求。接到父母的电话后，万念俱灰的孩子从宿舍楼上跳了下去&hellip;&hellip;教育频道的论坛
上也到处是观众的充满忧虑的叹息和呼吁：&ldquo;不应该把孩子当作老母鸡翅膀下的小鸡，这样即便
是他具有雄鹰的潜质也会蜕变成一只畏缩的小鸡。&rdquo;&ldquo;这样一代缺乏独立性的孩子怎么可
能经受住生活的风浪？&rdquo;&ldquo;从现在开始，就锻炼孩子的独立性吧，不要等到他被社会抛弃
的那一天！&rdquo;没有了大树，藤条将无可依附&mdash;&mdash;这样的浅显道理还不足以让家长清
醒吗？让孩子做一棵大树还是做一根依附于大树的藤条呢？是到了父母们做出正确抉择的时候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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