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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同一个孩子，在家长眼中和在老师眼中是不一样的。
    作为一位老师，更懂得把孩子放到群体坐标系中考量的重要性——从横向比中看长
短，从纵向比中求发展，才能收获更多的锻炼机会。化青色为浓郁，真诚分享只有老师
才知道的小学教育的关键点，我们相信，在科学有效的家校配合下，每个孩子都能走对
小学的每一步。
 

内容简介

作者是一位家长，也是一位老师。她理解天下父母的拳拳之心，更懂得把孩子放到群体
坐标系中考量的重要性——从横向比中看长短，从纵向比中求发展，才能收获更多的锻
炼机会。
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光靠精彩的理论是不够的，能解决实际问题才是关键。孩子提早
上学要做哪些准备、为什么努力却得不到好成绩、怎么辅导考前复习、做作业“磨洋工
”治不治得好⋯⋯针对这些令家长头疼的学习问题，作者总结十余年教学经验，对症下
药，提出了科学有效的方法，帮助广大家长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辅导困境。 

作者简介

李红延，清华大学附属小学高级教师。工作25年来，曾荣获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
任特等奖；当选北京市海淀区第一届“十佳班主任”；所教班级荣获“北京市优秀班集
体”光荣称号。1995年至今一直致力于家庭教育研究，先后在《父母必读》《中国教育
报》《光明日报》《现代教育报》等*核心刊物上发表教育论文、随笔近80篇。2000年出
版家庭教育专著，并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主讲“小学生家庭教育20问”，现被北京市教育
委员会聘请为“北京市网上家长学校”课程团队主讲嘉宾。2010年提出“朴素教育”。2
013年被东北师范大学聘请为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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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化青色为浓郁
经常会有人问我“差学生”如何教育，我的回答是：“在我眼里，学生没有好坏之分，
只有需要帮助的孩子。而且，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帮助！”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倡导“做最朴素的教育”。简单地说，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层
，教育要指向人内心的本真；第二层，教育的过程不能带有功利性。那么，就前面所说
的“帮助”而言，就是要帮助孩子具备一种能力——一种能开发出自己内心纯真的能力
。
“化青色为浓郁”，这是台湾一所中学的校训，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对于这句话
，我的理解是：孩子本是“青色”，我们就不该把他教育改造成“红色”“白色”⋯⋯
让他做最好的自己，在爱的期待中慢慢成长，枝繁叶茂，蓬勃而浓郁。这个道理说起来
简单，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我遇到过很多家长，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什么“颜色
”的。有的家长即使知道，因为自己不喜欢，也要对孩子强加改变。教育的不幸大都源
自于此。所以，在这本书的第一章，我首先讲了这个道理，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性
的问题。与之相比，家长们最关心的“如何提高学习成绩”等，反倒只是相对次要的技
术层面的问题了。前言化青色为浓郁
经常会有人问我“差学生”如何教育，我的回答是：“在我眼里，学生没有好坏之分，
只有需要帮助的孩子。而且，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帮助！”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倡导“做最朴素的教育”。简单地说，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层
，教育要指向人内心的本真；第二层，教育的过程不能带有功利性。那么，就前面所说
的“帮助”而言，就是要帮助孩子具备一种能力——一种能开发出自己内心纯真的能力
。
“化青色为浓郁”，这是台湾一所中学的校训，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对于这句话
，我的理解是：孩子本是“青色”，我们就不该把他教育改造成“红色”“白色”⋯⋯
让他做最好的自己，在爱的期待中慢慢成长，枝繁叶茂，蓬勃而浓郁。这个道理说起来
简单，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我遇到过很多家长，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什么“颜色
”的。有的家长即使知道，因为自己不喜欢，也要对孩子强加改变。教育的不幸大都源
自于此。所以，在这本书的第一章，我首先讲了这个道理，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性
的问题。与之相比，家长们最关心的“如何提高学习成绩”等，反倒只是相对次要的技
术层面的问题了。
曾经有一位家长问我：“李老师，你对自己孩子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我脱口而出：“
做一个健康快乐的普通人。”这位家长惊讶地问：“会不会太低了？”我想，这位家长
可能是觉得“普通人”三个字太不悦耳了。我们常常会把“普通人”跟“平庸”“没出
息”这些词联系起来。由此可见，教育的功利性已经扰乱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有意无
意地忽视了孩子成长的规律，甚至打乱了他们生命成长的节律。我想强调的是：在健康
、快乐面前，人人平等，能始终做一个健康快乐的“普通人”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情。我从1995 年开始进行家庭教育的研究。20 年来，社会在变，教育环境在变，但我发
现，家长的问题没有什么改变。在这本书中，我把家长们问得最多的问题通过案例的方
式呈现出来，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诚恳地说，有两个问题是我无法
解决的：第一，教育的道理不难懂，但是行动起来却会受到家庭成员、个人性格等各种
客观因素的制约，这就需要我们做出平衡。具体该怎么做，其实是一个很个性化的问题
，需要我们每一位家长拿出勇气和智慧。第二，陪伴孩子是一件需要很大耐心的事情，



即使是帮助孩子改正一个小缺点，家长也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还要做好反复纠正
的心理准备。这种耐心，不是谁能教出来的，唯有“爱”能使其勃发。
这本书，我断断续续写了近10 年的时间，今天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给
了我最强有力的支持与鼓励，不断地帮助我找到平衡点，有他们的摇旗呐喊，我这个普
通人才能始终保持健康快乐。其次，感谢《父母必读》杂志社的编辑段冬梅、《中国教
育报》的编辑却咏梅，还有北京教育学院的张红教授，他们一直在引领我，使我能从纷
繁的琐事中看到本真和规律，他们的肯定使我一直欣喜地前行。再次，感谢促成此书出
版的朱笛和李岩两位老师，谢谢他们的肯定与信任。最后，我还要感谢所有我教过的学
生，本书后记“孩子也教会了老师很多”是我对他们的真情告白。
李红延2014 年9 月1 日于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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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这是一本基于当前我国小学校园真实生活情状而写作的教育类书籍。李红延老师身在校
园，每天与孩子们亲密接触，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小学生的言行和心理状态有着切身的
感受，对家长们的期盼与忧心、困惑与惶恐有着深刻的认识。阅读这本书，你会觉得自
己是在与一位知心朋友拉家常，更是在与一位充满智慧的教育家讨论如何帮孩子们构建
美好未来。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委、博士生导师 郎伟

第一次见李老师是她到我家家访，那时她刚调到清华附小做我女儿的班主任。然后，我
就看到她跟女儿的同学们结下了亦师、亦母、亦友的关系，十多年感情一直浓厚。书中
写的那些故事，正是李老师用心做老师的结晶，许多就是我女儿经历且受益的，相信更
多的家庭会从中学习，更好地培养孩子！
——家庭教育专家、“陪伴教育”系列图书作者 刘称莲
这是一本基于当前我国小学校园真实生活情状而写作的教育类书籍。李红延老师身在校
园，每天与孩子们亲密接触，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小学生的言行和心理状态有着切身的
感受，对家长们的期盼与忧心、困惑与惶恐有着深刻的认识。阅读这本书，你会觉得自
己是在与一位知心朋友拉家常，更是在与一位充满智慧的教育家讨论如何帮孩子们构建
美好未来。——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委、博士生导师   郎伟 
第一次见李老师是她到我家家访，那时她刚调到清华附小做我女儿的班主任。然后，我
就看到她跟女儿的同学们结下了亦师、亦母、亦友的关系，十多年感情一直浓厚。书中
写的那些故事，正是李老师用心做老师的结晶，许多就是我女儿经历且受益的，相信更
多的家庭会从中学习，更好地培养孩子！
——家庭教育专家、“陪伴教育”系列图书作者   刘称莲
好的家庭教育一定是顺其自然的、遵循孩子自身生命节律的，正如书中所提“化青色为
浓郁”，顺势而教，依材而育，才是家庭教育该走的道路。
——《父母必读》杂志执行主编   段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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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哪有什么“全能冠军”
我听一位老师讲，他们学校在招收一年级新生时发现了一个“神童”。那孩子才七岁，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入学考试时，先用英语背了首诗；然后拿起《人民日报》，不带磕
巴地读了篇社论；放下报纸，又拿起小提琴，有声有色地演奏了一段《梁祝》。据说，
他还很擅长电脑，汉字输入的水平可以和打字员较量。
听完了介绍，我将信将疑地问：“那孩子真的打算上一年级？”这位老师自豪地说：“
当然，而且分在了我的班。”我不禁替这位老师捏了把汗：这么全能的孩子，要是和其
他孩子一样教，难度该有多大啊！
过了一学期，当再遇到这位老师时，我迫不及待地问她：“你那个神童弟子怎么样了？
”没想到，她很平淡地回答：“学习成绩还是可以的。”我好奇地问：“难道他还有什
么不可以的吗？”
老师说：“那孩子确实聪明，主要是家长教育得好。说实在的，真的很少见到这么执着
的家长。他妈妈想要把孩子培养成‘全能冠军’，她的目标是：只要孩子参加学习的科
目，就得是优秀，而且要拿第一名。她说只有从小这么培养，长大才能无论遇到什么竞
争都稳操胜券，还说现在孩子年龄小，可塑性强，做的事情也简单，这样高标准严要求
是科学的。”
“孩子受得了吗？”我有些担心地问。
 “还行吧，我想是习惯了。但我总觉得他身上缺少像其他孩子那样的朝气。”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我去学校办事的时候，恰好见到了这个“全能冠军”——他规规矩
矩地站在老师旁边，眼里噙着泪水。原来，这孩子因为不会跳绳，怕体育测验，所以撒
谎说肚子痛，躲在厕所里不去上课，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老师叹了口气：“世界上哪有
什么‘全能冠军’啊！这孩子的身体素质不是特别好，自然有比不过别人的地方，但又
怕家长责怪，所以只好撒谎了。”
俗话说，十个手指各有长短。我们每个人因为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的不同，都有所能，
有所不能。对孩子严格要求是正确的，但也要讲实际。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拔苗助长的做法却不科学。曾听过一位妈妈责备女儿：“你弹琴总比不过薇薇。”小

哪有什么“全能冠军”
我听一位老师讲，他们学校在招收一年级新生时发现了一个“神童”。那孩子才七岁，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入学考试时，先用英语背了首诗；然后拿起《人民日报》，不带磕
巴地读了篇社论；放下报纸，又拿起小提琴，有声有色地演奏了一段《梁祝》。据说，
他还很擅长电脑，汉字输入的水平可以和打字员较量。
听完了介绍，我将信将疑地问：“那孩子真的打算上一年级？”这位老师自豪地说：“

javascript:void(0);


当然，而且分在了我的班。”我不禁替这位老师捏了把汗：这么全能的孩子，要是和其
他孩子一样教，难度该有多大啊！
过了一学期，当再遇到这位老师时，我迫不及待地问她：“你那个神童弟子怎么样了？
”没想到，她很平淡地回答：“学习成绩还是可以的。”我好奇地问：“难道他还有什
么不可以的吗？”
老师说：“那孩子确实聪明，主要是家长教育得好。说实在的，真的很少见到这么执着
的家长。他妈妈想要把孩子培养成‘全能冠军’，她的目标是：只要孩子参加学习的科
目，就得是优秀，而且要拿第一名。她说只有从小这么培养，长大才能无论遇到什么竞
争都稳操胜券，还说现在孩子年龄小，可塑性强，做的事情也简单，这样高标准严要求
是科学的。”        “孩子受得了吗？”我有些担心地问。
 “还行吧，我想是习惯了。但我总觉得他身上缺少像其他孩子那样的朝气。”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我去学校办事的时候，恰好见到了这个“全能冠军”——他规规矩
矩地站在老师旁边，眼里噙着泪水。原来，这孩子因为不会跳绳，怕体育测验，所以撒
谎说肚子痛，躲在厕所里不去上课，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老师叹了口气：“世界上哪有
什么‘全能冠军’啊！这孩子的身体素质不是特别好，自然有比不过别人的地方，但又
怕家长责怪，所以只好撒谎了。” 
俗话说，十个手指各有长短。我们每个人因为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的不同，都有所能，
有所不能。对孩子严格要求是正确的，但也要讲实际。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拔苗助长的做法却不科学。曾听过一位妈妈责备女儿：“你弹琴总比不过薇薇。”小
姑娘理直气壮地反驳：“我画画比她强。”这就是家长的期望与孩子实际情况的差异。
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家长让他做什么，他不会正面抵抗，但如果是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他就会用自己的方法解决。比如像前面讲到的躲在厕所里逃课，这个方法在大人看来很
可笑，但却是孩子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能想到的最佳方案。
所以，不要再去要求孩子当什么“全能冠军”了，与其设定一个家长想要的目标，不如
选择一个符合孩子实际的努力方向。人都是在不断学习中成长的，有些事情孩子现在做
不到，以后通过努力可以做到；也有些事情，或许努力一辈子仍旧做不到，但那又有什
么关系呢？谁的成长过程不是这样？
性格没有好坏之分
一次家长会后，很多家长围着老师询问孩子的情况。第一个提问的是罗佳的妈妈：“老
师，我们罗佳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成天不知愁，大大咧咧，您看她同桌王小娟多好，又稳
当又听话，我老让她跟王小娟学，可就是比不上人家，怎么办呀？”
等老师接待完罗佳的妈妈，一直在教室后面看墙报的王小娟的妈妈走了过来。显然，她
没有听到刚才罗佳妈妈的话，她对老师说：“您看，我们家小娟就是太老实了，不爱说
不爱笑，您瞧她的同桌罗佳多招人喜欢，又活泼又开朗，我们小娟能有人家一半儿，我
就知足了。” 
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两个孩子都不错，但在自己妈妈的眼里总比别人家的孩子差
一截，而妈妈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孩子的“缺点”正是别的家长羡慕的“优点”呢！
不妨假设一下，如果罗佳变成了王小娟，王小娟变成了罗佳，她们的妈妈会满意吗？当
然不会，也许她们还会觉得以前的那个孩子更可爱。
现在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普遍比较高，都希望孩子好上加好，但如果总是拿自己孩子
的短处去比别人家孩子的长处，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一个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有的孩子在婴儿期就表现



出很难看护，对不良刺激反应强烈，爱哭闹；而有的孩子则容易看护，饮食、睡眠有规
律，不爱哭闹。这两种孩子长大后，很容易形成不同的性格。
孩子的性格很难选择，但是家长可以好好分析一下：自己孩子的性格中，哪些是积极的
，应该鼓励的；哪些是消极的，应该克服的。我们以罗佳和王小娟为例进行分析：罗佳
是个外向的孩子，她思维灵活，开朗活跃，喜欢和别人交往，但做事没有毅力，兴趣爱
好一大堆，却没有一项能坚持到底的；王小娟是一个内向的孩子，她做事稳重、踏实，
作业本永远是干净整洁的，但胆子很小，上课从不举手回答问题，课间也总是一个人坐
在教室里看书。
作为家长，对待不同性格的孩子要有不同的标准，尽可能地发挥孩子性格中的优势。比
如对罗佳，就得要求她上课积极回答问题，充分发挥头脑灵活、表达能力强的优势；而
对王小娟，就得要求她作业质量高，充分发挥踏实认真的优势。
在引导孩子发挥性格优势的同时，还要帮助他克服消极方面。比如经常教育罗佳做事要
善始善终、稳健有序；鼓励王小娟要多和同学交往，勇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有的家长能认识到孩子的性格差异，可是又担心：不同性格的孩子，成功的可能性一样
大吗？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诗人普希金是一个热情、直率的人；作家果戈理却孤僻沉
静、多愁善感；而另一位寓言家克雷洛夫则是个典型的慢性子。虽然性格差异很大，但
是他们在文学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因此，性格不存在好坏，关键在于教育培养。有一个孩子胆子非常小，都十岁了，一遇
到生人还躲到爸爸妈妈的身后。在学校，老师也反映孩子上课不敢举手回答问题，同学
们一起玩的时候，他总是躲在一旁。后来，家长经过反思，找到了造成孩子胆小性格的
原因：一方面，孩子从小体弱多病，与人接触少，所以常常显得羞怯；另一方面，家长
对孩子的期望较高，每当孩子犯错时，家长都会严惩，这就使孩子对自己丧失了信心。
意识到这些问题后，家长开始鼓励孩子多参加学校活动，一到节假日就带孩子去郊游、
参观，开拓他的眼界。这样，孩子的见识越来越广，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越来越丰富，自
信心也增强了。由于家长调整了对孩子的教育态度，从以前的批评训斥变成了现在的表
扬鼓励，渐渐地，这个孩子消除了恐惧感和约束感，性格也变得活泼开朗起来。
告别简单粗暴的“家长制”
现在的家长常常感觉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力不从心了。我想，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现在有个性的孩子越来越多了。换个角度说，是家长越来越重
视孩子的个性培养。比如在上一代，好孩子的标准就是听话，可现在家长对孩子的期望
已经变成自立、自主。这种变化是一种社会趋势，反映了教育思想的改变，这种改变也
对家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壮壮爸爸认识到：现在要对孩子下命令，必须讲清楚原因，否则要么被否决，要么招来
一连串的问题。让壮壮爸爸感触最深的是“带水事件”。壮壮刚上学的时候，每天给他
准备的是白开水，过了几天，壮壮就提出要带饮料，还振振有词地说班上很多同学都带
饮料，什么果汁啦、可乐啦、豆奶啦⋯⋯壮壮爸爸不耐烦地说：“让你带什么就带什么
，别提那么多条件。”没想到没过多久，班主任就告诉壮壮爸爸，壮壮经常向同学要水
喝，有一次同学没给他，他就悄悄地在别人的塑料瓶上扎眼儿。
壮壮爸爸很生气，回家责问壮壮。壮壮委屈地说：“别人的水就是好喝，我忍不住想尝
尝。”壮壮爸爸怪自己没讲清楚道理，就耐心地解释：饮料的糖分太高，会损害牙齿，
里面的色素、防腐剂也不利于健康。壮壮听了，也不再闹了。可是才过了几天，壮壮回
家说：“同学说你怕花钱，才骗我白开水好喝。”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想法，壮壮爸爸



没办法，看来只有找其他更具说服力的证明了。他突然想起以前看过一张报纸，上面刊
登了一篇关于孩子喝白开水更健康的文章，于是翻箱倒柜地找出报纸，把文章郑重其事
地念给壮壮听，壮壮这才露出满意的神色，从此再也没提带饮料的事。
类似这样的事情有很多，虽然是小事，却给家长出了难题——教育孩子仅靠命令是不行
的，还得让孩子了解执行命令的原因。有位教育家曾经说过，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作
品，如果父母使用的是简单、粗暴的手段，那么雕刻出的作品也是粗线条的；要想得到
一件精品，父母所需付出的是耐心与智慧。我想，这种耐心还包含着一种对成长的等待
，家长不要急于把自己想要的强加给孩子。
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开始为孩子描绘美好的未来了。其实，在面对
活生生的孩子时，更应该考虑的是现实状况。有个叫巧巧的孩子，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
女孩，但父母却希望她处处拔尖、事事抢先。为了达到父母的期望，巧巧承受了很大压
力，她学会了看大人脸色行事，凡是教过她的老师都觉得她多了些做作，少了些纯真。
巧巧正是家长拔苗助长造成不健康心理的典型例子。
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学习教育理论，知道“家长制”是不可取的，希望与子女之间
建立起一种民主、和谐的关系，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在具体操作上还需要摸索，就像前
面讲到的壮壮爸爸，“带水事件”使他领悟到要对孩子讲道理。所以，巧巧的父母也应
该在期望的“度”上做一些调整。
“父母难当”，这句话反映了许多父母的焦虑，但也可以换个角度想，正因为我们太想
孩子好，所以才会觉得做父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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