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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兵法》

内容概要

本书是畅销书作家东子关于家教方法的最新思索，是他20年家教研究及实践的集成。本书针对当前家
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结合大量真实生动的家教案例，进行了有情有理的剖析，并从孩子的习惯
养成、性格培养、与人相处等36个方面，指出了父母应该如何运用言教、身教、赏识、惩罚等不同的
家教方法对孩子进行培养。
本书是东子继2009年9月推出《好爸爸胜过好老师》之后，倾力打造的另一部家庭教育原创作品，也是
一部指导父母合力实施家教的方法宝典。本书在给予父母方法指导的同时，精选了作者引领女儿成长
，并把女儿培养成阳光女孩的教子故事。
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快乐成长吗？一个将女儿培养成“品行好、能力强、学业优”的智慧老爸——东子
告诉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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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东子，中国“父教”理念创始人，中国第一套心理咨询丛书作者，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委员会理事
，团中央青少年研究人才库专家，全国妇联家庭教育专家团专家，位居“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家教作
家”之列。
东子是一个与应试教育抗争了20多年的教育专家，也是一个将女儿培养成“品行好、能力强、学业优
”的阳光女孩的智慧老爸。他用自己独创的教育理念，使女儿范姜国一边玩边学，三年半读完小学，
两年半读完初中，不满16岁就考取了重点大学。
东子在20年家教研究及实践的基础上，先后推出畅销书《好爸爸胜过好老师》《做父亲的幸福》等著
作30多部，作品远销海内外120多万册；并应邀为北京、上海、广州、 重庆等100多个城市做过相关讲
座1000多场，受到数百万家长的推崇和800多家媒体的报道。

东子微信公众平台地址：dongzijiaoyu
更多信息请访问东子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dongzijiao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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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身教法——父母做对了，孩子才优秀 /1
教育的目标，本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可是在“以分数论成败”的应试教育环境下，中国的教育已走
向全面追求分数的极端。于是“学习至上，成绩至上”成了孩子们的唯一目标，而正直、诚信等品行
方面的问题似乎变得无所谓了， 然而，真是这样吗？
第1法 芒寒色正——正直永远不会过时 /3
第2法 持之以恒——好习惯成就好未来 /10
第3法 志在必得——自信让你所向披靡 /15
第4法 言而有信——诚信做人天宽地广 /20
第5法 责无旁贷——勇担责任无形之力 /25
第6法 业精于勤——积极进取勤勉奋进 /31
第二篇 言教法——如何说，孩子才会听 /39
如今，很多家庭里都是独生子女，这样就出现了6个大人围着1个孩子转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家长
对孩子犹如众星捧月，万事以孩子为先，他们往往爱心过剩，从孩子一出生开始，一味地娇惯、迁就
孩子，不惜一切代价地为孩子付出。然而，这真的是为孩子好吗？
第7法 斟酌损益——不让孩子胡搅蛮缠 /41
第8法 分清善恶——告诉孩子去恶近善 /46
第9法 知书达礼——教育孩子有礼有节 /53
第10法 申之孝悌——教孩子知爱念感恩 /59
第11法 守土有责——让孩子做好分内事 /65
第12法 阴阳燮理——使孩子晓男女之别 /71
第三篇 赏识法——这样表扬，孩子进步快 /77
家长都希望孩子成龙成凤，总是怀着急切的心情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强，于是当孩子没有达
到自己的要求，或比别人的孩子少考了几分时，家长就会责骂孩子。“你懂什么”“你别瞎胡闹”“
瞧人家××”甚至成了许多家长常挂在嘴边的话，殊不知， 这是伤害孩子自尊心、自信心的最恶毒的
语言。
第13法 多加青睐——孩子需要你的关注 /79
第14法 倍慰蒙童——要多抚慰你的孩子 /86
第15法 勤于鼓励——孩子是需要肯定的 /92
第16法 赞其优长——首肯孩子的闪光点 /99
第17法 褒不过极——赞赏孩子把握分寸 /105
第18法 乐及众乐——及时分享孩子快乐 /111
第四篇 惩罚法——怎样批评，孩子才爱听 /117
生活中，有些家长在孩子犯错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骂孩子“笨”“没出息”；也有些家长平时对
孩子一味妥协、纵容，实在忍无可忍了就进行“棍棒教育”，甚至喜欢揭老底、翻旧账；还有些家长
不以为然，认为孩子还小、不懂事，长大就明白了。家长们对待孩子错误的态度可谓五花八门，对错
误的惩戒也是形式多样。那么， 这些态度和方式是否科学、可行呢？
第19法 恶小不为——孩子小错不容迁就 /119
第20法 批之有道——批评也要讲究艺术 /125
第21法 训导有方——要使孩子心悦诚服 /132
第22法 温火炼丹——惩戒不能伤害孩子 /137
第23法 陟罚臧否——孩子要为行为负责 /143
第24法 罚不及众——不可迁怒责罚孩子 /149
第五篇 循规法——慢养，教育孩子不能急 /155
现在，很多父母都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有些父母为求心安，盲目地给孩子报辅导班；也有
些父母经常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较，孩子进步慢一点就骂孩子笨。其实，顺应孩子的天性，
尊重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以及不同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 才是家长们真正应该做的。
第25法 水到渠成——勿对孩子揠苗助长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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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法 避苦驱乐——让孩子做喜欢之事 /163
第27法 因材施教——尊重孩子个体差异 /169
第28法 顺其自然——遵循儿童成长规律 /175
第29法 趋利避害——要认清事物两面性 /181
第30法 积跬至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87
第六篇 逾矩法——大胆放手，孩子更优秀 /193
生活中，有些家长打着关爱孩子的旗号，本着生怕孩子犯错的担忧，喜欢控制孩子，不仅规定孩子应
该干什么，连在什么时间干都规定得满满的；也有些父母过多地照顾和保护孩子，不给孩子提供独立
自主的机会；还有些父母按照老一套来教育孩子， 或者盲目跟风。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成了孩子们“
弱”的根源。
第31法 收放有度——自由让孩子飞更高 /195
第32法 以逸待劳——活学乐学效高绩优 /200
第33法 尊重为大——遵从人性以人为本 /207
第34法 出奇制胜——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214
第35法 大胆放手——鼓励孩子敢想敢做 /222
第36法 志在鸿鹄——放飞梦想成就未来 /228
附录 东子家教问答 /235
后 记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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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看别人如何教育孩子，也为了未来好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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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关于家教的书，在春节的档口，这本书来的很及时！相信每个从远方回家的人都有所感
触，现在的孩子都成精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iphone/ipad/kindle，不要十分钟他们就成为这一领域
的应用高手；他们扫一眼就知道你身上的电子设备是否有他喜欢的游戏和项目⋯⋯是啊，城乡的差距
千倍之遥，但他们渴望的心和聪慧的头脑却让我们震撼！那么，他们是怎么的，就变得如此“聪明”
，这么“懂事”，会“观察”呢？我想，除了他们是个孩子学习能力强意外，还有一个急性的快速记
忆与适应在里面。在回家的火车上，看到很有意思的一家四口。弟弟还在襁褓之中，小姐姐已是幼儿
园大班了。那个小女孩很快就学会了如何照顾弟弟，如何逗笑弟弟；据说她还活背诵很多首诗歌，当
然还会简单的一些英语单词⋯⋯在她6岁的年纪，我还不认识一个字，不懂什么是英语，更不知道什
么是唐诗！这是家教的结果，还是社会进步的证明？家教一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
产生不如预期的效果，则不仅仅是毁掉了自己，更是打击未来了希望。很多人觉得，家教就是教孩子
如何做，如何正确的完成正确的事情，或者安全老师、朋友的要求做到最好⋯⋯他们对最好，第一，
最棒有着天然的痴迷，但对什么是最好，第一和最棒却没有自己清晰的定义，这是家教里面最显而易
见的信息不同步！家教不是一道数学题，只有对错没有好坏；家教更不是教教孩子那么简单⋯⋯更多
的，是自己的学习，及与孩子一起成长。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的方法。虽然给了36个照猫画虎的样
例，但透过这些样例显然能让我的思维开拓、见识增长。36个方法，不是教科书的标尺你必须怎样怎
样，36个方法，是你的36个教材样板，你可以做的更好的。这里有个很好的故事来渗透：当我们小时
候没有上过幼儿园的时候，带着小孩儿上幼儿园，就感觉自己再读幼儿园一样，重新学习，尊重知识
。家教是一个家庭的首要任务，更是这个民族的美好未来的支撑，其重要性显而易见。所以，读一读
这本书吧。会有所收获的，至少在你孩子和家人身上，会有所收获。
2、家教兵法出于自身职业的关系，我基本上不读与教育有关的书籍。一方面是出于一种工作之外不
想再接触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事情的逆反心理；另一方面可能也有种偏见，总觉得市面上这类书籍简直
跟成功学、励志书一类的心灵鸡汤一样泛滥成灾，而且大部分都是东拼西凑，言之无物，说得不好听
一点，简直就是骗钱的。所以最初，我对这本书内容的实际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书名里标榜的“东
子36法让你的孩子成为英材”还是抱有很大疑虑的。拿到书之后我先翻了翻作者的自序，没想到作者
的观点倒是和我和我的大部分同事不谋而合。作者所说的“教书的确是教师的事情，要依靠学校教育
；而育人，主要是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和习惯，这还要依赖于父母的教育思想和自身行为。”我们都
非常赞同。从我自己这几年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功能其实主要还是发挥在知识
的传授方面，在行为习惯特别是人格品德方面，影响力要比家庭和父母弱得多得多。现在各种资讯无
比发达，孩子无论是生理和心理都更加提早成熟，初中的孩子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事非标准和价值
观。要靠教师几句苦口婆心的言传来矫正他们在这方面的偏差，实在是难以抗过父母多年来潜移默化
“身教”的这根大腿。走读生就不用说了，哪怕是寄宿生，老师和学校一周五天各种谆谆教导耳提面
命，周末回家两天，不是爷爷奶奶溺爱，就是爸爸妈妈纵容，结果一回学校各种行为习惯的规范又得
重头再来。“家庭环境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因素。”我所接触学生，大
部出身非富即贵，有省府官员的儿子，也有一城富豪的女儿，按理说这些孩子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
和先进的教育资源，本来应该比一般孩子有更多机会成长得更优秀，但事实却是他们恰恰成为了“问
题学生”，有些行为习惯，道德品质简直是神憎鬼厌，甚至还有一些触犯法律。可是当我们了解这样
的孩子的生活环境后，又不得不叹一句，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几乎每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
都有一个千疮百孔的家庭，或者一对奇葩极品的父母。所以，家庭教育远比学校教育更重要。反正作
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若我自己有了孩子，是绝对不放心把孩子往学校一塞了事的。而要从事“家长”
这项无法选择的终身职业，就必须学习和掌握一些健康合理的家庭教育方法。作者把他的家教兵法归
讷为身教法、言教法、赏识法、惩罚法，循规法、逾矩法六大类，毎一类又细分了六种具体的方法，
比如赏识法包括多加青睐、勤于鼓励、赞其优长等，作者还在目录中对每一种方法做了简要解释。正
文中，每一法都包括了释义、法旨、亲子关注、案例聚焦、东子热线几个部分。释义是该法名称的出
处、法旨实际是该教育方法要达到的目的。个人感觉案例聚焦中的大部分case都是心灵鸡汤文一类，
比较鸡肋；反倒是东子热线中作者的一些亲身经历比较实际，很有启发性，可操作性也更强。另外就
是附录的东子家教问答我觉得很值得一读，都是家长在面对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时，存在的一些困惑
和误区，有很强的普遍性和借鉴意义。总之，读了这本书不见得真能让你的孩子成为英才，但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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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让你学习一些健康合理的家庭教育方法，在教育孩子时少走许多弯路。
3、我不知道还没做过爸，甚至还没有结婚的我是否有资格评价这本书。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联想
到，我泱泱大国的一些传统观念总是会让一些原本单纯美好的事情变得乌烟瘴气。比如结婚，本来两
个相爱的人结合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我们中国就不一样了，怎么看都感觉像是两个势力集团的拉
锯战，明示暗示，斗智斗勇，最终达到双方心目中的Win-win局面，像是局外人的男女主角才有资格
站在众人面前表演深情款款地说出yes i do。再比如生孩子，刚结婚的小年轻自己还跟个小孩儿一样没
玩够呢，还没有足够的物质保障和心理准备的时候，快生孩子四面楚歌般的响起，人人盯着你老婆肚
子怎么还没有鼓起来，着急得真恨不得在你和老婆干事儿的时候跑进去给你指导下怎样的姿势可以提
高受孕的几率。对了，我们还爱看别人咋咋地了，别人都结婚了，别人都生娃了，别人都带着娃去香
港台湾欧美感受过资本主义的罪恶了，那我们还不赶紧的，本来计划好的都成浮云了，我们活着，都
是给别人看的。好像从我们一出生，受教育开始，就一直深陷在中国传统观念所绑架的死循环里，年
轻的时候对其唾弃，用尽全力与之对抗，奋力挣脱，但是这所谓“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威
力过于强大，过不了多少年，你也会用这同样的一套标准，开始衡量你身边的人，你的儿女、你的后
辈⋯⋯说到这儿，好像还和本书没有什么关系，但以上这些感受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不断地涌进我的
思维。大概是这本书的作者在教育自己女儿的时候，一直坚持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不拘于流的缘故吧
。我一直秉承着这样的观念，在自己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当父母之前，就没有资格去要孩子。这
种准备包括经济上要能负担得起，老婆怀孕的时候给予充分照顾，宝宝出生以后精心呵护和陪伴，长
大的过程中时时参与并言传身教。没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就当了父母的，都可以理解为涂一时爽快。
什么父母给的传宗接代的压力，社会大众的眼光都是借口，那待到你父母撒手西去的时候，你娃他们
一并带走帮你去那边照顾么？？那社会大众会在你娃饿得嚎哭的时候撩开乳房给你娃喂奶么？？就算
是擦枪走火你还有八个来月的时间做准备呢不是。所以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稀里糊涂成长
至今，真是被亏待了。我想相比于作者，大多数的孩子在读过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受、而大多数的家
长应该也会感到些许的惭愧吧。现如今，物质方面的满足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心理和精神方面的给予
和照顾，真是太缺失了。这本书给予了广大家长一个优秀家庭教育的标杆，但是其实书中的干货真的
不多，看各章标题就知道要讲些什么，但是真正能够将书中所讲用于实际，真是需要一番勇气和毅力
呀。我想今后我也会去尝试做一个像作者一样的家长。所以在你觉得目前的情况尚且达不到作者家教
兵法里所写的作为一个好家长的要求的一半的时候，就别要孩子来这世上受罪了。这个时候，要是你
爹妈非问你要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苦大仇深的，说什么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云云，你就告诉他们，
当时你们俩一时快活把我搞出来的时候，有跟我商量过么？
4、在世上所有的爱之中，唯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那便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关爱的每一分，是为了
放手，教育的每一步，是为了让孩子变得更加独立。从嗷嗷待哺，到丰满了羽翼，终于可以告别，让
孩子展翅去飞。从东子的《家教兵法》中，我们可以读出那份爱——父母所施，子女所效，并非成就
一对坚实的翅膀，实为唤醒一颗足够强大，飞翔的心。孩子的心灵在发展之中，他们的成长依靠自己
的力量，而家长只能给予合理的引导和帮助，在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东子的家教六篇36法，
通过释义传统文化中的名言警句、对作者自身从教经历中接触案例进行分析，以及提炼在培养女儿成
长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正探寻出一条伴随孩子成长，循序渐进，由近及远的教育道路。身教法，孩子
的成长始于模仿。父母在眼前，手把手教，做对了，是孩子的榜样——而问题的关键不止于此。父母
所树立的榜样，仅为孩子提供了模仿的目标和动力，身教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模仿的准备，激发孩子
进行模仿的内心需求。所以在“身教法”中，东子探讨的是如何培养孩子心灵。言教法，语言是园圃
。我们都好奇，到底说什么、怎么说，才能让阳光照过来，施洒适宜的养分。赏识法、惩罚法，父母
从孩子的身前绕到了身边，不再是直接被模仿的对象，而从一个参与者转换为观察者，时不时要为孩
子的行为进行鼓励或纠治。那么该如何把握分寸和火候呢，东子用浅显的心理学故事为读者打开一扇
窗。循规法、愈矩法，父母撤到孩子的跑道外面，慢慢体会着亲密而疏离的感觉，慢慢要学着放手，
因为我们眼中凝望的，是一个多么奇妙而不同的世界。家教，的确是一个共同成长的历程，父母要学
习的比孩子要多，实际施予的比想象要少。毕竟，在孩子的世界里，他们才是真正的主宰，成人只是
跟班和随从。哪一个孩子不是大地之子，不是山岳、河川、天空之子，哪一个孩子不如小精灵、不如
小天使、不如小恶魔呢，哪一个孩子不是呼啦啦整个人儿扑闪在眼前，许许多多的欢笑，许许多多的
吵闹，任你满满承载下来⋯⋯那种晶莹剔透实实在在是成人所不能给予。父母呢，不过是找个有阳光
雨水之处，松松土，除除草，埋下种子，保持关心、好奇、宽容，陪伴孩子，欣赏着，一起成长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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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活中，有些家长打着关爱孩子的旗号，本着生怕孩子犯错的担忧，喜欢控制孩子，不仅规定孩
子应该干什么，连在什么时间干都规定得满满的；也有些父母过多地照顾和保护孩子，不给孩子提供
独立自主的机会；还有些父母按照老一套来教育孩子， 或者盲目跟风。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成了孩子
们“弱”的根源。老实说，我就是这种喜欢控制孩子的父母，而孩子的爷爷奶奶又过多地照顾孩子，
现在每当我批评教育孩子的时候，他总会躲到爷爷奶奶身后，让我很为难。这本《家教兵法》让我找
到了应对的办法，可以说， 从实用性上来讲，《家教兵法》就是一本方法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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