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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小习惯改变大世界》

前言

尊重是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也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核心价值。“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教育十年”（2005～2014）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教育归根结底是创造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
的核心就是尊重，包括：尊重他人——当代人和后代人，尊重差异性与多样性，尊重环境，尊重我们
居住的星球上的资源。”这四个“尊重”应当贯穿于全部教育活动之中，使千百万人形成新的态度和
价值观，从而激发新的决策和新的行动，使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更有利于实现的理想。闰玉双老师的
《尊重，小习惯改变大世界》这本书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完成的。《尊重，小习惯改变大世界》是
面向教师和父母的普及型读物。“教育为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就是：改变人类生存方式必须从
基础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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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小习惯改变大世界》

内容概要

《尊重:小习惯改变大世界》是面对教师和父母的普及型读物，聚焦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习以为常的
小事，围绕着对生命质量的追求，以尊重为价值导向，探讨这些事情背后的文化现象，用“尊重”反
思生活。全书通俗易懂，层层深入，启发老师和父母冲破习惯的束缚，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
尊重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素。《尊重——小习惯改变
大世界》，是“尊重改变生活”系列从书的父母教师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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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小习惯改变大世界》

章节摘录

什么是成才之路？成才之路应该怎样走？这是每个老师和父母共同关注的问题。一、艰难的“成才”
之路这是北京的一名初中学生写给爸爸的信：爸爸：自从上初中以来，我的课余时间一下少了许多，
每天都被您管得很严，晚上10点半以前不准睡觉，我精疲力竭，但还得咬着牙坚持下来，因为我明白
您这是为我好。上了初三，您对我的学习管得更严了，我每天除了做老师留的作业以外，还要做您留
的作业。这样我在家就是无休止地做作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您还是觉得我没有把时间充分利
用起来，把我的睡觉时间又往后推迟了一个小时。这样本来就精力不佳的我，更要咬牙坚持了。您也
经常鼓励我坚持下去，考完高中就可以放松了。我又坚持了一个月，体重一下子就轻了6斤。您也看
出我支持不住了，就买一些营养品给我吃，好让我有充沛的精力去迎接新一轮复习。星期六，我打开
录音机想听一听音乐，放松放松，但是您怒气冲冲地将录音机关上，然后冲我大声吼道：“你都快中
考了，还这样浪费时间，还不赶快复习你的功课！”说完就把录音机锁进了柜子里。只有当您看见我
拿书念的时候，才露出了笑容。爸爸，我真想对您说：“我是人，不是学习的机器，请多给我一些休
息的时间吧！”天下的父母为什么这么逼着孩子学习呢？我们在这里摘录一位母亲的话：孩子，妈妈
知道你累，知道你困，也知道你是多么爱踢足球、爱游泳，更知道你多么想痛痛快快地看几本你最喜
欢的武打小说，这对于青春年少的你都不过分。然而，妈妈把这一切都无情地限制了，常常叮嘱你少
玩会儿。孩子，并不是妈妈心狠，你睁开眼睛看看，当今社会竞争是多么激烈，没有知识、没有学历
，你怎么能有实力面对未来的筛选？！古人曾“头悬梁，锥刺骨”，你今天苦一点，累一点，多付出
一点，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收获一点。孩子，你不想碌碌无为地混过一生，就要珍惜时间，努力学
习，将来才能成为有用人才。为了孩子能成才，父母们不仅在学习上管教孩子，有许多不惜血本，为
孩子择校。小学、高中，甚至择校之风已经蔓延到幼儿园。冯女士的儿子今年才3岁，5月以来，她四
处考察，想为儿子挑所理想的幼儿园。每到一处，除了问询师资情况、课程设置、软硬件环境，父母
都将“升学率”作为重点参考依据。他们认为，好的幼儿园不仅能教孩子写字、算术，还具备推荐毕
业生入读名牌小学的实力，即便多花些钱也值得。针对这种择校之风，父母感叹：孩子入学真难！但
是现实中，并不是没有学校接收孩子，而是父母对学校过于挑剔。许多教育界人士也认为：择校问题
的出现不是父母的错，而是政府资源分配不合理、不均衡造成的。2005年5月25日，教育部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希望能“遏制城乡之问、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
距扩大的势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学生李不言的妈妈知道
这个文件后说：“这不可能实施的。差学校没人想去，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四中、二中这
样的学校，拿好几万块钱还要排队。”教育专家王晋堂先生这样说：我们不断扩大“优质校”的覆盖
率，今年50％、明年60％、后年70％。这种做法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供求矛盾。就是“优质校”覆盖
率达到90％以上，让谁家的孩子去上那10％？对父母来说，他只有一个孩子——都是100％。独生子女
的父母只有一个孩子，父母要做的是让这个孩子小学上重点，中学上重点，大学也上重点。但重点学
校也有不同的排序，知名度的高低也不同，而且还分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即便在同一所学校里
，也分实验班和普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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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尊重，小习惯改变大世界》终于交稿了。当我敲完最后一个字，当我从word软件退出时，我觉得完
成了一个使命。书中淋漓尽致地说出了我想说的心里话，顿时我心生一种此生无憾的感觉。这十来年
，“我们离尊重有多远”几乎成了我思考问题的起点。每当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看到不公正的现象
，我都会发出“我们离尊重有多远”的感慨。有一次，我和一位领导的意见产生分歧，我认为他没有
尊重我们的劳动，他认为我没有尊重领导，尽管我们对尊重的理解不一样，但是几乎在同时，我们说
了一句共同的话：“我们离尊重有多远？”每个人都渴望尊重，但每个人又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理解尊
重。之所以导致对尊重有不同的理解，是源于人心中的那杆秤。每个人在评价“什么是好，什么是不
好”，在决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时候，都是以自己心中的那杆秤为标准，这个标准就
是价值观念。有学者说，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上就是价值观念的运作。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和
一个人发展的灵魂，价值观念决定着我们该走什么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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