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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不唠叨，教出棒女孩》

内容概要

妈妈不唠叨
女孩更出色
这样相处，她才拥有好性情
她怎么总是这么任性、爱顶嘴、发脾气？——身教重于言教，如果你能控制好自己，你的孩子也会管
好她的嘴巴和情绪。
这样培养，她才更自信
害羞又胆怯，遇见熟人都不打招呼，怎么可能不说她？——不施压、不约束、不心急，为她创造零压
力环境。
这样教养，她才更独立
她的事，我说她都不做，不说她会去做？——与其一边帮她做一边唠叨，不如让她自己做。
这样对待，她才能懂得如何爱与被爱
我为她做了那么多，她怎么从不体恤我？——你的烦恼，与她分担，让她深切体会你的不易！
《妈妈不唠叨，教出棒女孩》这本书以生活化的例子，生动呈现了日常亲子互动中，妈妈唠叨的各种
场景，并提出了既简单又实用的教养小妙招，让妈妈轻轻松松教出独立自信、善良体贴的出色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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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不唠叨，教出棒女孩》

作者简介

◆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 知名家教作家
◆ 资深家教图书编辑
陈彧，原名陈海燕，一个十岁孩子的母亲。对家庭教育抱有浓厚兴趣，阅读过无数家教图书。为了教
育好女儿，为了教育好孩子，曾自学心理学、教育学。
她发现，当下家庭教育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夸大父母的教导和学校的教学作用，而忽视了孩子自
我成长的潜能。教育，不是监督、限制孩子，而是观察孩子，顺从孩子内部的成长动力，并据此予以
指导。
她曾参与编著畅销书《女孩为何要“富”着养》《妈妈说给青春期女儿的悄悄话》《培养优秀女孩的
十堂课》《培养最棒的女孩》《为什么你的女儿不告诉你？》等。

Page 3



《妈妈不唠叨，教出棒女孩》

书籍目录

推荐序 女孩属于她自己，教育才是母亲能做的
前 言 妈妈教育得法，才能做好女儿的人生说明书

第1章 女孩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有多少女孩的特性你不知道？
女孩心有七窍，所以容易“多心”？
为何她什么都不肯跟我说？
乖巧女孩问题更多？
为什么她总是阴晴不定？
小小年纪，女孩就能察言观色？
第2章 唠叨不讨好，孩子也遭殃
唠叨会磨蚀女孩的高贵品质
她爱唠叨，是因为你爱唠叨
想要她高贵，就别总指责
妈妈嘴不停，女儿心不静
唠叨，叼走女孩的快乐
你没耐心，她才更没耐性
第3章 为什么妈妈总是忍不住要唠叨？
把疼痛都给我，把疼爱都给你
你的经验对孩子一定有用吗？
遥不可及的未来是她现在最需要的吗？
你心疼她，她未必非要感激你
话说得好听，才招人听
天天说，她也不会照着做
唠叨，并不会让孩子感受到你的爱
第4章 听听女孩心声，试试换位思考
她的话，你不听进来；你的话，她就听不进去
“为什么您总觉得我不靠谱？”
“您自己也粗鲁，就别怪我顶撞！”
“我有我的想法，您干嘛总干涉？”
“总教我做人要诚信，您却说话不算数！”
“您一点儿也不坦诚，叫我如何信任您？”

第5章 学会放手管理
给她自由，她才能展翅飞翔
教她独立，但也要适当亲近她
巧妙使用自然惩罚法
妈妈以身作则，孩子才能严于律己
给她主动权，她会更出色
创造机会，让她多动手、多实践
第6章 对待孩子也要平等
与其高高在上指导她，不如和她并肩作战
优先采纳她的问题解决方案
大人说话，允许小孩插嘴
遇上麻烦，问问她的意见
就事论事，少评对与错
第7章 释放压力，才能更好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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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欲望少一点，唠叨就会少一点
不求最好，反而会更好
换上笑容迎接她回家
妈妈不以成绩论“英雄”
放下不必要的担忧
用心感受孩子的爱
给自己减压，就是给孩子减压
第8章 这样做，沟通才会更有效
宁肯沉默，也不说错
体察孩子的真实需求
理解她，你们才能找到共鸣
关心她关心的问题
用孩子的语言和她聊天
恰到好处地鼓励她、赞扬她
第六章  对待孩子也要平等
与其高高在上指导她，不如和她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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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不唠叨，教出棒女孩》

精彩书评

1、在父母眼中，他们从不唠叨，那叫“数落”、那叫“叮嘱”。哪怕那些落到他们身上会令他们勃
然大怒的人身攻击，他们也是能够如此轻易的将之倾泻到毫无反抗之力的孩子身上，也只是因为，他
们无法反抗而已。至于为什么父母会有此认定，又是谁给了他们这种信心⋯⋯就不得不归咎于几千年
沉淀下来的文化糟粕了。破四旧好的都砸破了，那些糟粕倒当成了宝捡了起来。在这个从不重视“天
赋人权”的国家，孩子相较于家长先天就处于弱势，就如是婚姻生活中女性天生就处于弱势地位一样
，还没有法律的保护。在当今这个社会，有一种怪现状。那便是，倘使长大后的儿女打了老人一巴掌
，普罗大众也只会一致的声讨那个做儿女的“不孝”，却没人会去关注那个做儿女的从小到大究竟受
过多少那个老人施加的暴力与虐待，甚至没人会去关心，那个做儿女的究竟为什么要打那一巴掌？老
人又为什么会受那一巴掌了？父母对子女，予取予求，就像是奴隶主对奴隶，皇帝对臣民一样——皇
帝天生可以对臣民生杀予夺，可臣民，但凡是碰了皇帝的一根指头那也叫“大不敬”！不得不说，似
乎任何的权威，都喜欢把别人的反抗，称之为忤逆。但是，什么是“孝顺”？听话是“顺”，但是那
就是“孝”了吗？太多糟糕的父母，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了无知的孩子身上，把自己的不安全感，自
己的焦虑烦躁，肆意向孩子倾泻——把无辜的孩子当做了你宣泄情绪的垃圾桶。无能到这样，还口口
声声的“为了孩子”，但是，就像是你不该你的孩子，欠你的孩子，自我感觉为了孩子平白无故的付
出很多不值得一样；孩子也不该你，不欠你的。她既不该是承接你负面情绪的垃圾桶，也不是活该被
你肆意发泄的沙包——如果你真的那么不在意她，大可以找人收养她，让她离开你。或许，即使在那
个经济条件不如你的家庭，只要有了真心期待的父母，她会过得更好！“我真的希望，就算我什么都
不是，你还是爱我的 ，就算我不够好，不够漂亮，不是你们期待中的那种孩子，你们还是会珍惜我！
” 这是来自一个8岁孩子的含泪泣诉。让人看得既心疼又无奈。或许，她在物质生活上并不匮乏，但
是那种自童年到成人一直伴随她的挫败感，来自本该是给予呵护的至亲的伤害，却是最令人难以释怀
的。冷暴力也是暴力，精神虐待也是虐待，如果你爱孩子，请先让让孩子感受到爱。“抱怨”本身就
是一种家庭暴力，而“责怪”就像喂进孩子口中的慢性毒药⋯⋯你整天让孩子浸泡在毒水里，还好意
思埋怨孩子和你“不亲”，对外人比对你这个家里人还亲？你自己就没想想，就凭着你平日的言行，
孩子和你亲得起来吗？⋯⋯自己从来不能反省自己的问题，有错通通的推给别人，推给孩子，就好像
自己无辜的像棵小白杨～！做父母的成天提倡什么“感恩教育”，先扪心自问一下，你自己感恩了吗
？你有感激她的出现，让你体会到了做母亲的幸福滋味？还是曾感激她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带给了你
那么多的欢乐？还是感激她对你无条件的爱、信赖与依靠过呢？——我们该做的，是感恩于孩子带给
我们的幸福，而不是反倒抓着孩子要求她的感恩戴德！别整天抓住机会就对孩子进行对父母感恩的教
育，要知道，感情的付出，你不说别人的心里自然有杆秤，但是你天天说，就算是真的，也成了假的
了。⋯⋯就像是玻璃球大的钻戒，戴在手上炫富，真的也成假的了；放在珠宝店的防弹玻璃罩后面，
假的也像是真的。我很是喜欢小孩的，每每和小孩子相处的时候，总会感觉心灵都被净化一样⋯⋯纯
净的像牛奶，轻盈的像羽絮⋯天真单纯，傻乎乎的，坏蛋起来让人想把她塞回肚子重塑Q_Q但恬静的
时候真的太可爱了ヽ(*￣▽￣)ノ说句很俗套的话，“简直就像小天使一样”～！她是那么的敏感纤细
，所以，你叫她“小破孩”“小坏蛋”什么的，充满了怜爱，她也不会感到不舒服或者过于敏感什么
的，因为她能够感觉到你是爱着她的，你的话语中没有负面情绪。但是，如果你充满了负面情绪的说
同样的话，只会刺激孩子，让她受到伤害。孩子的纯真和善良，都令身为大人的我即动容又惶恐，他
们的世界就像美丽但脆弱的玻璃屋，容不得一点伤害；他们太精致，像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的弱小
雏鸟，以至于大人一个烦躁的眼神都会令他们无比惶恐。孩子是稚嫩的，在成长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
些行为，给父母添乱甚至造成损失，不要忍不住气势汹汹的去指责斥骂。这样会挫伤孩子天性的自然
发展。甚至，天长日久的积怨，会令父母与子女间的亲情被消磨，出现裂痕。孩子总是需要建立自信
的。你眼中的调皮捣蛋，或许在她的眼中只是对世界的探索；你眼中的发呆恍惚，或许只是他的小脑
瓜里在迸发着什么奇思妙想⋯⋯不要总盯着孩子的不足，肯定孩子，放手给孩子机会，只有这样，孩
子才能成长，从身体到心灵。父母与子女之间，沟通的好了，那就好的跟电视剧一样，沟通的不好，
那就糟的跟现实一样。太多的父母总爱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孩子，总是将想将自己曾经做不到的加诸
在孩子身上，总是认为孩子只有按照自己的要求一言一行才是对的。对这样的父母，我唯一能说的就
是，——你们唯一的错就是自己想要的是个完全听凭摆布的偶人，结果生的却是个活蹦乱跳会说会笑
有自己的思想的孩子；而你们的孩子唯一的错，就是无法选择自己能否出生！并非重男轻女，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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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错误的家庭教育中，女孩确实比男孩更容易受到伤害。不管怎么说，男孩总要更“皮实”些，而女
孩会更敏感，她们总有很多的小心思小想法，才下了眉头却上心头。即便是那种没心没肺的假小子，
也绝对和真小子不同。像是，男孩在外面野得再久，也是正常，哪怕有什么不对，别人也总会说“这
么晚回来啊”、“男孩嘛”；但是女孩，就没有这么宽容了，“你怎么敢回来这么晚”、“女孩子啊
”⋯⋯这只能证明传统伦理观念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太多的父母既不想，也不懂得怎样正确的教养女
孩，却从来不肯承认自己的不尽责。就算是父母和子女沟通，也绝不是不需要技巧，想怎样就能怎样
的。比如，就算大人有什么不满想要跟孩子说的，发现了就马上说，别想着留了做把柄，等以后反复
的用这件事来刺激孩子。⋯谈话不只是要注意态度，还要注意时机，选择谈话的时间，不能在饭前谈
，也不能在吃饭的时候谈，要等孩子吃得饱饱的，精神上放松下来，再和孩子坐到一起，用和缓的态
度和她谈话。根据科学研究，人刚吃饱了就会比较笨。所以，如果想让敏感的孩子和你沟通，你就不
能指望在她平日里会看你脸色的时候和她谈话，等到她开开心心的吃的饱饱的，就会比较好哄，很多
平日里她不敢说的，也许一不注意她就说溜嘴了。就算你只是想要对孩子下“通知”，但请注意方法
，别给孩子一种自己只是个被人操纵的木偶的感觉，毫无自主能力的，那种情况下就算你做的选择是
为了孩子着想，但从孩子看来只会感觉被操控摆布的厌烦感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不想要
自己的孩子变得虚荣，就不要总是说“家里没钱”，虽然“拼比”不是好风气，但是，你不想孩子在
班级里感觉到那种隐形的排斥吧？⋯⋯尤其是在家里真的不是缺钱的时候，如果你只是想要孩子“朴
实、节约”，在不愿意满足孩子渴望的时候，或者说，在你自认为自己是在“不娇惯”孩子的时候，
请直说出“不愿意”，别说“没钱”！当孩子看到你因为“没钱”，不愿意带她出去玩儿、买玩具、
买书，却转身给自己而不是家里置办了了东西的时候，她的心里就会记住，会认为家长是自私，会积
蓄愤怒。这本书不应该只给妈妈看，还应该给那些错误教养下的孩子看，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母女之
间沟通的桥梁，让彼此更多理解，少些误会伤害。全书82个分析案例，80对普型母女以及作者母女间
的亲情互动，有反有正，以反例为主。每篇开篇有特型母女的典型句式对话，可供读者对号入座。下
面是作者的【解答】，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对话。和篇后的【好妈妈教养手记】相呼应，前面都
是说为什么这么做错，下面是怎么做才对。内容很好，就是纸质太差，我仔细的翻看了两遍，整本书
就变得皱皱巴巴的了。PS.【】内的或摘自原书，或来自网上，非原创。
2、做孩子时，觉得做孩子不容易，当了妈妈才知道，当妈妈也不容易。其实，这天底下有哪件事是
容易做的呢？我们的一生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碰撞中成长，不论是孩子还是妈妈，都在努力地学习着。
这本《妈妈不唠叨，教出棒女孩》里展现的是一个个生活中的场景小故事，这些故事在阅读时，你有
时会产生一种熟悉的感觉，有时你会觉得你像那个不被理解的孩子，有时你又会觉得自己像那个不被
孩子理解的妈妈，有些事情，仿佛就像是你自己曾发生过的一样。作者用这些小故事为我们带来的是
妈妈与女儿心中的表达，让我们在他人的故事里反思自己的教育。俗话说“旁观者清”，读这些小故
事时，你也许会觉得，那个妈妈怎么那么不通情理，但是当你仔细一想，会发现，也许那个妈妈说过
的话，你自己也曾经说过，但是你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制造着与孩子间的矛盾。所以当我们以
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来读他人的故事时，你会静下来反思自己的教育，其实没有人会完全完美，你也有
失控的时候，所以此时，看到熟悉的场面，你会产生一种共鸣，其实我们的教育永远都在路上。对于
家有女儿的家庭来说，的确是要比男孩儿更费一些心思。女孩特有的细腻、敏感、多情等等特性，有
时会让做家长的如履薄冰，不说吧，怕孩子误入歧途，说吧，孩子又嫌你唠叨，这里面的分寸还真的
不好把握。而妈妈们曾经也身为女孩，说不理解女孩子吧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想用自己的人生
经验来代替她的一切，似乎也不太妥当，毕竟孩子有自己的人生，她需要你的帮助，但你又不能大包
大揽。如何站在女儿的身边让她既感到安全又感到舒适，当妈妈的还真的需要多多思索呢。这本书中
针对青春期中女孩子的事例比较多，家有女儿的妈妈们，要早做准备，因为女孩到了青春期是一个非
常敏感的时期，与孩子间分寸的把握稍稍有一丝差池，都有可能与孩子越走越远，所以妈妈们可别让
自己的一番苦心成了孩子的苦恼哦。当孩子时嫌妈妈唠叨，当了妈妈才知道唠叨真是没办法避免的一
种病。但既然我们意识到了这其中的利弊，我们就可以早做准备，不仅要为孩子的生活做准备，更要
为自己做一个称职的好妈妈做准备，别让唠叨成为孩子的痛苦，要让你的爱恰如其分。
3、昨天接到了妈妈的电话，狠狠的训了我一顿。不是滋味呢。但是心里是暖暖的，虽然福州的天气
不是很冷，然而这个季节，难免心里失去了平衡，想家，回家，这是一个春节每年的心痛的话题。春
节、春运成了我们心头的伊坎。《妈妈不唠叨，教出棒女孩》，话说给我们100个妙招。我推荐妈妈们
看，但是我不主张妈妈丢了你们的唠叨，只是方式和方法要调整。亲爱的妈妈们，孩子们都懂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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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以下网友写的：妈妈您知道吗小时候我最不愿听您的唠叨上学时我最害怕听您的唠叨我天天盼着快
点长大只为能逃离您绵绵不绝的唠叨长大后当我也成了孩子的妈妈我突然特别想靠近您的身边只为能
再听一句您的唠叨无奈千山将您重重阻隔只恨万水带不走我深深的愁绪妈妈我知道了唠叨是朵美丽的
浪花鼓动的是您如水的爱唠叨是一首深邃的诗只有长大了才能读懂唠叨是一支深情的歌只要做了母亲
就会唠叨是那一缕最温暖的阳光只有失去时才知道它的珍贵
4、一万对夫妻里面，幸福的不超过一对。一万个妈妈里面，不唠叨的不超过一个。作为80后的你，不
知是否认同以上论断？不管你认同不认同，作为80后的我，是认同的。儿时印象中不惟妈妈唠叨，甚
至奶奶也是唠叨的，还好，现在的夫人不是那么唠叨，但话也不少。那个80后儿时的公敌—总比你优
秀的“别人家的孩子”，配合妈妈的唠叨，给我的童年蒙上了极大的阴影。因此，一看到这本书，就
冲着书的名字，也送了一本给我的夫人。这一行为其实体现了浓郁的父爱：我在努力为我闺女塑造一
个不唠叨的妈妈，成败与否，父爱都在这里。孩子还不大，夫人看后，表示这本书不是泛泛之谈，有
内容，也有启发，可以时常看，随时作为指导。我也大致翻了一遍，评价比夫人的要高些。里面的案
例很贴近现实，虽说意在“教出棒女孩”，但在阻止妈妈“唠叨”的天性方面，还是给出了很多建议
的。而且很多时候，对于妈妈天性中的“唠叨”，也没有做“堵”这一简单处理，而是以“疏导”为
主，教会妈妈们如何“变唠叨为沟通”，做女儿的知音和导师。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可以视作一
本“知音妈妈”养成手册了。这本书开篇先谈女孩特性，与现代学术重视以人性为出发点的规范是一
致的，这本书开篇就体现了较高的学术素养，虽然这并不是一本严肃意义上的学术书籍。在第1章，
作者就从女性性别视角探讨“女孩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并追问为人父母的你：有多少女孩的特
性你不知道？女孩心有七窍，所以容易“多心”？并对这些问题详细做了解答和论述，让你了解了这
一特性后，又提出具体情境中的女孩反应，并给出相关建议。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文化中比较头疼的教
育难题。比如，青春期到后，男女性别意识更加凸显。面对来月经等生理变化，又该如何对孩子进行
教育？不要看着是小事，处理不好很可能影响孩子的成长。一个母亲鉴于自己来月经时，未得到父母
教育而恐慌，进而影响学习成绩的“不幸”经历，因而及早准备，在这方面帮女儿解答困惑。最终帮
女儿度过了心里难关，还和女儿形成了知音关系。再如“早恋问题”，现代网络传媒，让小孩早恋无
可回避。那么，传统的高压禁止还管用吗？又该如何疏导？作者还是鼓励妈妈不要恼怒，要心平气和
的和孩子沟通，正确对待早恋。其实看看现实中，有不少剩女，都是因为儿时相关问题没有处理好，
而无法跨入幸福的婚姻。因此，早恋的处理，是需要艺术的。作者对于此问题，也给出了不少有用的
建议。这不仅是一本妈妈应该看的书，作为父亲的你，也有必要看一看，至少可以起到督促作用，在
孩子她妈忍不住唠叨的时候，适时提醒。总之，都是为了孩子不再蒙受我们儿时的阴影啊！
5、叫我如何不唠叨有时我会想——尤其是为人母后，妈妈爱唠叨是不是全天下子女公认的通病，而
曾经抱怨妈妈唠叨的我们，是不是也有一天会成为爱碎碎念的父母？　　曾几何时，我是那么厌烦老
娘整日里的念念叨叨，看到《大话西游》里把人罗嗦到自杀的唐僧时，觉得悟空简直是与我一般可怜
，言简意赅、以身作则难道就这么难吗？结果，才眨了几下眼，我便开始对着尚在襁褓的女儿絮絮个
不停，重复又重复，不管她到底是懂或不懂，感兴趣或不耐烦——当然，也胜在她暂时根本就听不懂
。再美妙的音乐只要单曲循环听上一百遍，也会渐转为难忍的噪音。就算是唠叨的内容极具正确性，
极有深度，天天在孩子耳边反复播出，终究会使孩子心生不耐、厌倦和反感，不仅不利于亲子关系的
发展，对孩子正在建构中的心性也会产生一定的扭曲作用。　　人为什么这么奇怪，明知不好的习惯
，却无意中一直传承，家庭环境的力量或许比我所理解的还要大上许多。唠叨之于教育的坏处无须赘
言，但如何克制自己，以相对正确的方式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传达或濡染给下一代，倒是个值得一再研
究并学习的课题。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妈妈不唠叨，教出棒女孩》的原因。将内在无解之题向书籍
寻医问药是我一贯的做法。　　很怕那种追求完美或者所谓高人一等的教育理念。孩子并不是我们的
附属品，做为母亲我们只形式上占用他们十个月，脱离母胎后他们便是身心独立的个性，我们有保护
、引导和教育的义务，却没有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套现在孩子身上的权利。　　陈彧在《妈妈不唠叨，
教出棒女孩》里举的例子很典型很真实——并且幸好不会过于极端，这些大多就在我们生活里能见到
的事例才有说服力。书中从各个方面例证说明了，能否培养一个内外兼修高素质的女孩子，与母亲的
教养方式是否恰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既然上天已经恩赐我一个女宝宝，那么我就得努力当一
个合格的母亲。好和棒的定义很广泛，因人而异，我想，我应当如书中所言朝着适合孩子的方向，尽
力地调整自己的教养方法，使孩子能在适合她的环境中快乐地成长。　　　　　　　　
6、很好的一本书，有许多贴合实际的例子，例子后面就是详细的建议细节，比教科书更加富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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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动而贴切。适合所有的有孩子的家长读一读，特别是针对3岁到18岁的母亲，能够从书中很多正
面或反面的例子及配合的女孩教养妙招中学到很多。每位父母多是初为人父母，更多的是在和孩子一
起成长，不管自认为教育方式多么成功，肯定有许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教育方式和理念。像
最新一期的很火的《爸爸去哪儿》，几位爸爸换着带对方的的孩子，能够从对别的孩子的教育上，发
现自我教育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其实，孩子也是父母的老师。这本书不像《哈佛女孩刘亦婷》
和《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属于一个故事贯穿始终，带叙事性质的成长性描述，而是由许许多多不同
的例子，根据主题分章分节分主题安排内容。全书分为八章：女孩的心理特性、唠叨的坏处、换位思
考、放手管理、平等对待孩子、释放压力、有效沟通。看书的过程中，从小到大的很多成长细节，和
母亲的点点滴滴不断的涌入脑海，似乎在阅读自己的过往，幸福而甜蜜，为自己和智慧的老妈。女孩
子，多敏感善察言观色，善于从周遭的相处模式中寻找到适应环境和心性的方式。以环境给予自己的
，回应环境，所以多半从孩子身上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父母的教养，你给予什么，她表现什么。我是妈
妈36岁才生的女儿，姐姐则是妈妈30岁的第一个孩子。刚好姐姐的青春期撞上了妈妈的更年期，妈妈
的唠叨也没有完全铺洒到我身上，那一年过年年三十，因为我们说错话，我、姐姐都被唠叨了很久，
爸爸也没有幸免。如今，年过六十的妈妈回忆起来也很不好意思。这是记忆里不多的妈妈唠叨的印象
。从小到大，我和姐姐与妈妈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相反，我和姐姐反而没有私人秘密，倒是有各
自和妈妈的秘密。她总是很耐心又认真的听我们说自己的生活和世界，从小时候说班里的同学、学校
的老师、学校教的功课、考试的情况，到如今工作了的办公室的领导、对工作的想法，妈妈总是听的
津津有味，适时鼓励，长和我一起开心或难过，也会在我面对困难时给出建议。时至今日，妈妈仍旧
是我最愿意说心事的好朋友，我从小到大联系十年以上的朋友，妈妈都很熟悉，我的闺蜜、好友也都
很喜欢妈妈。翻着这本书时，教养妙招里说：不要把聊天当教育、不要随便猜测孩子的想法、听心事
一定要认真、要听弦外之音、尽量不要说教、多和孩子聊天、帮助女儿交到知心朋友、鼓励女孩观察
和思考。这些建议和妈妈的做法是惊人的一致。妈妈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教育学家，但是在所有的
亲朋里，她是出了名的好人缘，待人亲切热忱，教育我们姐妹俩也都是以身作则。小学的时候，我喜
欢跟着妈妈看电视，等到电视剧放完才开始赶着写完作业睡觉，妈妈为了改掉我的坏习惯，自己也不
看电视，我做作业，她就做家务，收拾屋子，督促我。我也自觉了很多，像书中所说，妈妈以身作则
，孩子才能严于律己。初中的时候，家里距离学校很远，每天上学放学要骑接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
冬天常常是五点多就起床，我所有附近的小伙伴的父母，都是自己花钱在外面买早饭。而妈妈总是风
雨无阻的起床给我做热气腾腾的早饭，吃了饭才出门，整整三年，直到毕业。读高中的时候住校，学
习也紧，妈妈没有时间陪读，家境也不允许，但每次回家，妈妈在厨房里做饭，我就跟在身后，小嘴
一直不停的讲学校里的种种，妈妈总是认真回应。高中的时候学习压力很大，妈妈总是鼓励我说：考
试是考验知识掌握程度的手段，成绩是反映知识掌握程度的结果，人生在世，年轻美貌、财富都是留
不住的，只有知识学到肚子里，别人偷不走也抢不走。高中的知识，不懂的就问老师。考的不好也没
关系，大不了下次再来。这次错了，下次就不会再错了。高考确实也很不错，考了全校第三。上了大
学后，家境不好，我自己打工挣学费生活费，妈妈也总是鼓励我不要自卑，自己动手创造属于自己的
生活。如今，我工作稳定，在单位受同事欢迎，得到领导的喜欢，姐姐已是另外一个小女孩的妈妈，
妈妈教育女孩的智慧，仍旧延续到第三代人身上。她用尽全部的爱灌溉我们的成长，如今已是工作几
年的我，也常常要向妈妈诉说工作的烦恼，妈妈总能给我力量。她的做法不知道是不是系统，和这本
书里大部分的内容不谋而合，可能有效的有关教育的道理都是相通的。我推荐这本书，因为它有和妈
妈一样的教育观念。扣掉的一颗星是，根据例子给出的建议，有少许的重复，不影响整体。
7、也许是与女性的特质有关，唠叨是妈妈们普遍存在的错误教育方式。诚如我，深知唠叨的无用，
也从心底里告诫过自己要改变唠叨的毛病，但基于对孩子那种殷切的期望，深入到骨髓里的爱，面对
着孩子时，总会无法控制地碎碎念起来。诸如每天早上都要唠叨孩子吃饱一点啦，要不然上课就没精
神啦，晚上孩子放水洗澡的时候，又要叮嘱孩子要注意调节水温啦，别着凉啦等等，总之对孩子的唠
叨简直是无处不在，感情这唠叨是大多数妈妈们的通病了。爱之深深，唠叨难改，这是我现在的一大
教育问题。不过既然深知问题所在，相信自己努力学习，努力改变，假以时日，也是可以把这碎碎念
纠正过来的。因为教育孩子不容有怠，作为孩子学习和成长的引路人，作为妈妈的我必须在教育的道
路上学习、学习，然后成长，再成长，直至女儿长大成人。恰逢读到《妈妈不唠叨，教出棒女孩》一
书，里面列供诸多针对女孩在生活和学习教育中的教育案例，全面解读唠叨的无用与危害，再进一步
给出一些正确有效的教养方法，让妈妈们真正从源头（自我）上避免唠叨，用最有效的方法引导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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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茁壮成长。爱是平等的互动，爱是良好的沟通。作为妈妈，请卸下我们一副权威的架子，俯下身
子真诚地聆听，聆听孩子的心声。孩子愿意以心交付，对妈妈无话不谈，妈妈能够了解女儿内心真实
的想法，这为教育提供了最有效的方法。一切教育能够以了解为前提，对症施教的效果自然高效。当
孩子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我们是否过度关注眼前的分数，一味的数落责备孩子，这会使孩子懊丧的
心情雪上加霜。妈妈看待事情有没有一种深远的眼光？在面对孩子的考试分数的时候，不能只看表面
，而应看到孩子到底有没有付出努力，如果孩子努力了没考好，妈妈正确做的方法应该是更多的鼓励
而不是责备。女儿是妈妈最亲的人，从小与妈妈朝夕相处，妈妈的性格特征、生活格调、行为方式，
很多时候都会成为女儿的模板。所以如果妈妈希望女儿成长为什么样的人，首先自己要在这方面做好
，潜移默化的身教胜过无数的唠叨。好比如酷爱阅读的女儿有一次就曾这样对我说，她对阅读的热爱
得益于妈妈对阅读的热爱，从小看着妈妈热爱阅读，受此影响，她自然而然地热爱上了阅读。因此，
与其碎碎念女儿希望她这样那样，不如以身作则，用行动，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教育。表达爱，更要适
可而止。要知道唠叨过量，爱就会失调，就会成为孩子的压力和负担。不要让爱成为孩子的束缚。这
就需要爱操心的妈妈学习真正地放手，给孩子更多的空间，让孩子有更多的尝试，哪怕是一些失败的
尝试，而不是以“爱”之名的代劳。相信孩子可以做好，给她尝试的机会，让孩子在成功中得到自信
，在错误中得到教训和经验，孩子的自信和自尊就是在自己的亲身实践里获得。妈妈们谁不希望自己
的女孩子大方、得体、自尊、自信、自强呢，那么请从现在开始收起所有的碎碎念，用正确的教养方
法，引导自己的女儿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妈妈做好了，女儿才能做好。《妈妈不唠叨，教出棒女孩
》就是这样一本引导妈妈摒弃唠叨去做好的教养书。
8、都说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可以说女儿和妈妈是最贴心的。懂事乖巧的时候总是居多，但是
偶尔不听话的时候也是很让妈妈头疼。爱哭、爱笑、爱撒娇，种种习惯和特征总是让妈妈们又爱又“
恨”。其实我们都知道，女孩总是比男子子早熟一些，懂事也比男孩早。在男孩还在疯跑的时候，女
孩就已经学会体谅他人，察言观色了。女孩总比男孩敏感多心，女孩总比男孩爱哭爱笑。她们的听力
比男子好，比男孩细心，她们能能捕捉到细节，听出更多的弦外之音。当然，如果当遇到一个唠叨的
妈妈的时候，女孩也会比男孩更容易受到唠叨伤害。女孩就像飞跃的小精灵，她们天真。活泼，到处
播撒快乐的种子；她们也敏感。多疑，收获各种各样的彩色心情。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妈妈们要明白
小精灵有一颗容易受伤的心。她们需要有人欣赏，更需要在人们面前展现自己的价值。而妈妈就应该
给她提供一个这样的良好的环境，给她阳光和目光，给他一个发现自我的机会，给她自由地释放自己
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情感，让她的内在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孩子有时愿意听妈妈说教，但是也需要学
习新知识，纯粹的不具有说教性质的知识可能会更吸引孩子，妈妈们要理解孩子的行为，这个世界给
孩子的喜怒哀乐，妈妈应该成为她的第一个指导者。倾听心事，慢慢讲世界的规则告诉她。看到有个
故事说，一个学习不好的女孩有一次因为考前认真复习，考到了班里的第一名。班上的同学质疑她的
成绩，怀疑她作弊，而老师只是草草安抚了一下就上课了。孩子很委屈，回家后发现门锁着没人，于
是就更委屈了，这时候有个老者过来了。孩子说了这事，老者听完却不回答。孩子问：你也认为我抄
袭么？老者：不是，我感觉很难过。如果是我，我肯定当然就大哭一场了。女孩：就是么。不过还好
，我没有哭。老者：着这说明你很坚强，能在备受委屈的时候，也忍住不哭女孩：你相信我没有抄袭
么老者：我相信！理解女孩感受的人，可迅速获得她的好感，在那一刻，她觉得自己不孤单，有人重
视，有人理解，有人疼爱。而这个世界不仅有好人，还有很多的充当好人的骗子。妈妈们就需要好好
的引导孩子帮助孩子认识和理解这个社会。不是将各种规则塞进她的脑袋，也不要随意猜测孩子的想
法，而是给她自由，给她安慰，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予孩子恰到好处的引导。一个唠叨的妈妈会培养
出一个嘴碎的孩子，而如果叨唠中保函的道理是错的，那就对孩子更为不利。爱哭爱笑，是一种情绪
的舒畅表达，是女孩的的小小特征，也是能帮助女孩把外界的伤害降低到最低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
在生活细节中，根据一些教育理念归纳出实用的方法，着眼于孩子的品质而教育。没有大道理，都是
生活小故事，是一本很棒的写给妈妈的家教法则，值得学习。
9、在问“为什么我的爱孩子不能懂”之前，——请扪心自问，你是否真的在将视孩子为有平等人格
地位的“人”，而不仅只是付属于自己的“物”？私以为，真正的亲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你爱
你的孩子，不为他会在将来你年老体弱的时候回报你赡养你，只为他此时，从稚弱无力的幼子之时便
傍倚你需要你。你的付出，无计回报，只求他的幸福安康。而时下的这种，因为我从小一把屎一把尿
的拉扯大了你，你就该用一辈子的言听计从来回报⋯⋯充其量是种不公平的契约罢了。也许有人会问
，难道没落到白纸黑字上甚至没宣之于口，只是理所当然的道理也能叫契约吗？可是，约定俗成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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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道理”，就是秉承着契约的精神。试问，难道从你出生，你就白纸黑字或者宣之于口的允诺了一
定会遵纪守法吗？没有吧，但是，你为什么要遵循法律不越线呢？那是因为，你知道你遵守了，别人
也才会遵守。也就是说，你守法不越线，那么在法律的准则之内，你就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同样的
，你会认为，你的父母养大了你，你要孝顺他们，这样你的儿女也才会孝顺你。于是，上一代把错误
的观念传递给了下一代，薪火相传，毁人不倦，唯有在这一代代中的某个个体的彻悟，方能解开这个
怪圈。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是如此的渺小，在自己无法独立生活时的彻悟，更是足以令每一天都漫长
到无尽。肉体的伤害总会痊愈，但心灵的伤口却久久无法愈合。或许是我太过求全了，总渴望着一份
完美的感情，于爱情是如此，亲情亦如此。可世间有多少万全之事？——你必要接受的是，世间的这
么多父母，并非所有都是那么爱自己的孩子的。他们并不是不爱孩子，不在意孩子的，只是比起孩子
，他们更爱的是自己，更在意的是自己感受。当然，也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的，不在意自己的孩子
的，那又怎样？难道你就是靠着他们的爱活着吗，小的时候或许是如此，可你现在已经无需他们的照
拂就能独立生存了。就像那句《骄阳似我》中的经典台词【你不了解真正的失去，那是因为唯有爱别
人胜于自己才能体会的，我想，你还不敢这样爱人。】——太多的父母也是如此，他们不是不爱自己
的孩子，不是不在乎自己的孩子，只是在他们看来，孩子只是他们的附属物，无论他们对孩子做了什
么，无论他们抛下孩子多久，孩子、总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对那样的父母，不要觉得有什么对不起
他们的，就像，他们从不感觉自己对不起我们一样。其实，很多的父母他们真的是认为自己是爱自己
的孩子，问题是，那也只是他们“认为”。就比如说那个要求子女对父母的“感恩教育”，那个“孝
顺”要求。⋯⋯据某位大才的解释是，不顺那里来的孝。可我不禁在此反问一句，你真的懂得什么是
“孝”吗？孔子都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语，换做了你是真的掏心掏肺的爱着自己孩子的父母，
就算是再怎么的对儿女的未来忧心，再怎么的想替他操持一切，但那都要是建立在对孩子好的基础上
的。孩子好，最直观的判断是从何而来，不就是孩子的开心、快乐吗？对那些真的爱自己的孩子的父
母来说，会希望他的孩子过得越好才好，最好比父母过得还好。也就是说，真正的大孝就是做子女的
开心快乐，要过得好，比父母还强，那才叫“孝”。即使孩子不快乐，过得一点儿也不开心，就算是
事业上获得了成功，本质上也不过只是一个失败的‘人’。而凡是不认为自己的孩子开心、快乐重要
的父母，你根本不必和他谈感情，我们要“孝”的是父母，不是其他的什么不知名的品类。所以私以
为，所谓的“顺”，只是小孝。不去激烈的争持，并非等于百依百顺，如果，你言听计从的后果，就
是自己既不快乐，过的也不好，满肚子对父母的怨怼还一句不说的那种。像陆游那样的，在母亲面前
无力护持自己的妻子，千古之下却要毁了自己母亲的名声。就是“小孝虽有，大孝却无”的典型例证
。所以，最好的“孝”，就是孝敬，要听取老人的经验，但并不盲从，敬重而非是敬畏——因为爱我
的，我也必爱！【我爸妈知道我自尊心强，所以从来不说你要好好学啊，爸妈不容易的话，他们越是
这样我越是不舒服，为了爸妈的辛苦，我只有努力学习，但是说实在的我要崩溃了，每天背着沉重的
书包，我的心情和书包一样沉重，我活的真的很不高兴！！老师我恨你们！！！！！】这是截取自网
上转载的一个学生的帖子。一个本该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为什么在他的眼中会成了憎恨的对象？如果
只是因为，他的老师‘不爱’他，那么充其量，他也不会‘爱’他的老师就是了，毕竟，感情都是相
互的。所以，当他的老师逾越了自己职责的底限，一个老师视自己的学生做牟利的工具，肆意压榨，
通过压榨学生家庭的方式，给自家买了新房子开上了小轿车，所以他恨他的老师⋯⋯而反之，因为他
的爸爸妈妈爱自己的孩子，知道自己孩子的自尊心强，相信自己的孩子懂事，所以从来不说教，不逼
迫，不去抓住任何时机对孩子进行对父母的回报教育，所以孩子自己就会逼迫自己努力。——要知道
，培养人的责任感往往不是埋怨与指责，而是鼓励和安慰的目光！最悲哀的就是，往往当那些孩子真
的认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孝”的时候，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可能性，错失了发
展自我的时机。越是对自己的不满，越是更加的愤恨着自己的父母。毕竟，再深厚的感情，都是需要
后天小心翼翼维护的，不珍惜，就会被消泯会产生裂痕。而亲情，除了有一个天生的血缘，比起爱情
又能好到哪里呢！大概是独生子女的政策，还是传统文化什么的，典型中国式父母和子女相处的关系
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寄生”！“藤生树死缠到死，树死藤生死也缠”，那种太过强烈的感情，是足以
令人窒息的。曾经以为子女是藤，幼弱无力只得攀附，现在才知道，原来父母是藤，不愿放手的不甘
，死死的纠缠束缚着蓬勃生长的苗木，不要它脱出掌控。⋯⋯这样的父母往往在心理上特别的依赖孩
子，要不断的进行施予，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又或者只有这样自己飞人生才会有
意义。话说，现在到处鼓吹要青少年对父母行动上的离不开“断奶”，那么父母对子女心理上的依赖
就不需要“断奶”了吗？父母总说子女啃老依赖性太重，子女却要怨父母太霸道支配欲过强。可是，

Page 11



《妈妈不唠叨，教出棒女孩》

如果做父母的不肯放手，孩子是飞不起来的！一般而言，父母和子女无法沟通，问题就是出在做父母
的心态上。在外面的社会上，是“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没错，可在家里，对自己的孩子，还能
抱着这种想法，你们不觉得太功利了吗？就因为吃了你的喝了你的，他现在的无法独立，就成了你羞
辱他折磨他的理由吗？我想说的是，你能不能不反复的说那些，“你看，别人家的谁谁谁怎样怎样”
～要知道，每一个不完美的小孩背后，都有一个不完美的家庭。即使你的孩子不够完美，但是她也是
你的造物，也正是你的错误，才造就了今天这样不完美的她——因为，在她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是
你们亲手给它涂上了色彩。3岁之前，你给一张白纸似的孩子描绘了内容，7岁之前你给画纸内填入色
彩。所以，在中国有句老话，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就是这样了，所以一个
人的不幸往往来自于自身。性格决定命运，可教育决定性格，所以，明明是怨恨着的，憎恶着那样的
教育，长大后，却不知不觉的成为了自己最不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因为人类在成长过程中，会下意识
的模仿着教养他的人的一切人生观啊价值观啊等等，哪怕他本身就痛恨这些行为。一个人从小被怎么
被对待教育，他长大后就很有可能变成这样的人，就是因为在他的成长环境中，父母没有让他形成完
整的人格，处于思维狭隘局限中。因为错误的家庭教育，因为父母给他们留下的心灵创伤，当他们无
法自我醒悟调节时，他们往往就会在别人身上重复这种行为，以此来达到心理平衡。这个“别人”，
往往就是他们的子女。所以就算是面对父母，也不该是一味的顺从，这样对自己，对那些被无力反抗
的“顺从”的孩子“惯坏”的无能父母，都不好。即使我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像我母亲这样无底限的
无理取闹，将身边周遭人等都得罪的一干二净行事作风，完全是被我这些年来毫不反抗的顺从，给惯
出来的。非常后悔，如果一开始我就能够像这本书里的写的那个女孩那样，动辄自己跑去外地的亲戚
家闹闹离家出走什么的，相信她不会像现在这么极品了⋯⋯可是已经太迟了╮(╯_╰)╭自己的人生只
有自己能完成，只有自我形成完整人格才能过正常的生活，这点上，无论是子女还是父母都是一样的
。说起来，这本书收录的还都只是普型母女，不是那种特型的家长和子女，没有更深入的触及血淋淋
的家暴的。也许作者是认为那类的和教育无关，更该归类于心理问题吧。不过，私以为“抱怨”本身
就是一种家庭暴力，“唠叨”则是一种精神虐待。说一遍是好话，十遍是好话，但是好话说上一百遍
、一千遍⋯⋯就算不听出逆反心理，也会养成习惯性的充耳不闻了～！不过就个人看来，这本书不应
该只给妈妈看，更是该给那些错误教养下的孩子看，让孩子自己对号入座，家长才好知道该如何改正
。毕竟“旁观者清”，最了解自己从来不是自己。期待着，这本书能够成为母女之间沟通的桥梁，让
亲子之间更多些理解包容，少些误会伤害。PS.【】内的或摘自原书，或来自网上，非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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