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言教不如身教和境教

父亲是一所好学校，

让子女终身受教
 月   日下午，在上海书展的一场

读者分享会上，现任某跨国公司中国董

事会主席的邢军与其父亲邢永康，带着

一部新作《生存有道教子有方》，与读者

分享了家庭教育之道。

翻开邢军的履历，香港科技大学生

物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及斯坦福大学

博士后、世界    强企业高管、坐拥“  

万  ”阅读量的职场专栏作家……兼多

重身份于一身的她在众多领域成绩斐

然，也因此被无数读者视为“职场导

师”。谈及成功秘笈，邢军认为，一切归

功于长年累月的勤奋与自律，而引导自

己树立这一品格的，正是父亲。就如她

在《生存有道 教子有方》序言中所写：

“爹是一所好学校，在我出生那一刻开

学，我终身享受免费教育。在我人生的

不同阶段，为我源源不断地提供干货。”

父亲邢永康曾任青岛艺术学校校

长、荣获过山东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对家庭教育，邢永康认为：“家庭教育是

苍天赋予父母的天职，家庭教育无可替

代。只有摒弃急功近利思想，抓住孩子基

本素质养成这一主线，因材施教，才能扎

扎实实为孩子奠定好人生根基。”

分享会上，桃李满天下的他自豪地

告诉读者：“两个优秀女儿，是我们夫妇

今生最成功的作品。我们虽都是老师，

却很少给予孩子直接的说教，而是以身

示范为她们创造利于成长的环境。”最

让女儿邢军难忘的，便是童年时父母繁

忙拼搏的身影。

上世纪   年代，邢永康夫妇正处

于事业的爬坡期，为了改善家庭生活，

他们在白天学校工作之余，还利用晚上

的时间前往当时的职工夜校教课。“那

时姐妹俩读幼儿园和小学，每天下午五

点半下班后，掐着时间接俩孩子回家，

匆忙对付一口饭，晚上经常带着孩子进

课堂，坐在后排，听课或自己写作业，直

到深夜再一起赶回家。”回顾往事，邢永

康解释，连续十几年，孩子们就是这样

凝望着父母繁忙的背影。父母的榜样力

量远胜说教，只有陪同父母一起体会为

人、做事、处世的艰辛，才能收获成长。

在父母的影响下，邢军和妹妹邢戎

自幼便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个性和勇于

担当的自信。姐妹俩不仅从小成绩优

异，更在上世纪   年代双双以全额奖

学金搭上了留学的“早班车”。此后求

学、就职、成家、置业、生子乃至事业有

成，全靠自身一己之力闯天涯。

“除了言传身教和良好的家庭环

境，父亲给我最好的教育，还在于激发

了我们的‘自我驱动力’，我甚至认为这

是决定成长轨迹和命运的核心要素。”

邢军补充道，“自我驱动力是孩子的内

在动力，能让孩子在主观上告别‘摆

烂’，不断上进。父亲对我们的培养，在

于习惯养成和树立自主意识。”

邢军介绍，数十年来，自己坚持每日

早起长跑，而这一习惯，正是在父亲引导

下养成的。儿时的青岛，冬天尤为寒冷，

零下的气温配上呼啸的海风，冻得人出

门直打哆嗦。但即便如此，父亲每天都坚

持 点半起床，叫上女儿一同去学校操

场跑步。“起初也有怨言，但慢慢发现，运

动会让人兴奋，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于

是我们就会主动晨跑，并养成了这一‘统

治’我一生的好习惯。”

分享会上，父女俩重温起生活点

滴，温馨动人也富有启迪。为培养女儿

的自主意识，邢永康不仅让身为姐姐的

邢军从五六岁起就承担起照顾妹妹生

活起居的重任，还让她负责喂养家中养

的鸡。虽看似都是平凡生活中的琐碎小

事，却将“责任心”这颗珍贵的种子深深

种在孩子的心里，成为一生的宝贵财

富。后来，邢军不仅从小学到大学，一直

担任学生干部，也将父亲对自己的教育

代代相传。

“父亲对我的教育，已经融入了我的

血液中。当我自己有了孩子后，也时常思

考，如何从父亲的教育中，提炼共通之

处，帮助我教育和带动下一代。”邢军介

绍，比如孩子面临繁重的作业时，自己会

在一旁同样打开电脑进入工作状态，既

是一种陪伴，也能给孩子带来积极正向

的家庭影响，有助于习惯的建立。面对孩

子的兴趣，也从不轻易扼杀，而是从兴趣

出发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激发他们更

深层次的动力去把自己变得更好。

5娃妈妈总结超 800个实例

成功不在于房子大，

在于孩子笑声有多甜
“父母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学

习如何运用正确的方法传递对子女的

爱”。麦杨是  个女儿和  个儿子的妈

妈，同时也是复旦大学讲师、英国诺丁汉

大学教育学硕士。  多年来，她在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教育领域中学习，在不同的

文化环境中工作及生活，对家庭教育理

论进行了深入学习与研究。她运用所学

理论，结合个人养育孩子的亲身经验，组

建“一问一答”“有问必答”两个微信群，

针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耐心解答每

一个家庭教育难题。近日，她将解答过的

   余个家庭教育问题中具有普遍性和

代表性的事例，经当事人同意后集合成

册，出版《知己知子：母亲如何正确地传

递“爱”》一书，麦杨表示：“在与许多母亲

交流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她们优秀的

品质、对子女无私的奉献和无微不至的

关怀。母亲们把这种‘爱’传递正确了，孩

子们就会有意愿去优化自己。”

如今，生育政策的调整，让不少家

庭正在经历从独生子女“三口之家”到

二孩、三孩“多子女家庭”的重大变化，

这个转变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家庭教育

难度的几何级提升。作为  个孩子的妈

妈，麦杨经常会收到许多类似的请

教———“我家二女儿喜欢给哥哥捣乱，

去抢妹妹的玩具，很多时候都是出于对

哥哥、妹妹的妒忌，或因为觉得没有被

足够关注而发泄不满”“我家哥哥   

岁，弟弟  岁，弟弟习惯模仿哥哥，但总

会‘东施效颦’，我和爸爸鼓励他，但真

的没办法撒谎说他也很棒”……

在麦杨看来，家长在教育的过程

中，很难对独生子女设定一个参照物，

但多子女家庭就完全不同了。俗话说，

“一只羊难赶，三只羊好放”，她建议家

长善于激发老大的“领袖”才能，激活老

二的“平衡点”作用，把多个子女的关系

搞融洽，让他们能够愉快地“玩在一

起”，才更能够相互关爱，各尽其职。

在麦杨看来，家长对每个子女的

“爱”是没有办法用“天平”来衡量的，从

客观上看，没有哪位母亲能做好永远

“一碗水端平”“不要把自己设定成‘圣

人’，家长主观上的‘一视同仁’只是一

个美好的愿望。对不同的孩子，在不同

时期，应该运用不同‘爱’的方式”。

麦杨的儿子连东是个人见人爱的

男孩子，而小他   个月的妹妹却很不

喜欢做哥哥做过的事情，“因为哥哥在

别人心中太完美了，她觉得自己不可能

超过”。一次，妹妹终于在学期末拿到学

校的表彰，奖杯还没握热乎，哥哥紧接

着也上台了，而且还一次拿了两个奖，

妹妹瞬间觉得自己的奖杯“不珍贵了”。

孩子一回到家，麦杨和先生立刻表示以

他们两个为荣，“因为都是努力上进得

来的，不强调谁比谁得奖更多，父母要

有意识地注重孩子们各自的感受。”

在长期实践中，麦杨发现，如果孩子

的脑海里总是在“评判”母亲给予自己的

爱是“多”与“少”，那他在生活中就很难

体会到感恩，因此更难得到满足。作为母

亲，应该让孩子们明白“母爱”不是一块

披萨，不是孩子越多“爱”就分到越

少———“爱”应该是一个小雪球，孩子越

多，雪球就越滚越大。“养育多个子女是

父母宝贵的财富，更是一个家族世代传

承最宝贵的资源。但需要特定的技能、方

法以及持之以恒的用心耕耘。有一句话

说得好：一个人成功不是看他的房子有

多大，而是听这个房子里孩子们的笑声

有多甜！”

在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升学压力巨

大。家庭教育往往在“卷”和“躺”之间进退

两难———“卷也卷不过，躺也躺不平”，尤

其是妈妈，要上班、要当妈，要当老师，要

负责后勤，亲子关系在面对考试、升学的

时候，变得复杂而微妙。但麦杨却建议家

长既不“卷”，也不“躺”，“只想让孩子做

‘学霸’、只让孩子追求学业上的进步是不

够的，事实上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麦杨说，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社交能力

与智力开发同样重要。对此，她给出建

议：“母亲要把正确的三观作为教育孩子

的基础，把追求快乐作为孩子奋斗的目

标。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让孩子在学业专

攻上找到奋斗的理由。家庭教育的职责

是培养孩子眼里有善良，心里有阳光，教

会如何能够尽自己的力量，把未来变得

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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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如今，曾经火爆的

“育儿成功学”已风光不再，越来越多的

家长开始明白，“成功”无法简单“复制粘

贴”，不同的家庭所面临的家庭教育问题

是千差万别的。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知己知子———母亲如何正确地

传递爱》《生存有道教子有方》两本书引

起读者关注，作者通过鲜活而真实的家

庭故事，以为人子女、为人父母的不同视

角，向大家分享了在家庭教育中的心得。
!本版图片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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