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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Inspiring
2、值得一读。现在做父母太过焦虑了，需要这样一盆冷水浇一下，冷静一下，回归亲子关系的正轨
3、论文。看关键结论就行了。
4、父母往往高估了自己对孩子的直接影响，低估了间接影响。父母可以改变孩子所处的社区和校园
环境，而这些对其成长的影响更加显著。难怪孟母要三迁啊。
5、翻译有些啰嗦，看得我眼累。作者强调了群体中同伴对孩子的影响甚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推翻
了一直以来具有统治地位的教养假设。普通家庭中父母正常对待子女的方式并不会让孩子的未来更成
功或是更失败（极端虐待家庭除外），作者想让当下的父母卸下教养的枷锁，不要诚惶诚恐地觉得自
己某些言行会毁了孩子，爱你的孩子，享受养育的过程，就可以了。
6、新的观点带来新的冲击和思考，作者的新鲜论断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教养观念。
7、读的台版，内容比大陆版多些
8、不要迷信专家
9、非常烂的书，从例子中看不到作者想得到什么结论，给我的感觉是作者不敢负责任，也不敢确定
到底孩子会不会受父母影响
10、提供了另一种教养孩子的思路，应当更加重视孩子所在同辈群体对孩子人格塑造和社会化的作用
。
11、和流行的教育学不一样的观点，值得一读。
12、1、父母的教养方式无法决定孩子社会化和人格发展。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更多是因为基因遗传而非
家庭教养。2、孩子的社会化和人格发展发生在家庭之外，尤其是Ta所认同的同辈群体中。在群体中
发展出的人格才是成年之后的公众人格。3、父母的教养影响那些“需要在家中从事的事情”。比如
阅读、钢琴、亲密关系。
13、感觉缺乏论据，也没能给出明确的观点。指导意义不大。
14、我对作者的观点是持怀疑态度的，看了一半太细碎繁琐，弃了
15、值得深刻理解的儿童成长及心理学研究著作。思索其逻辑，查看其样本，推导出结论，制定出教
育规划。
16、2016.6.26⋯8.24
17、其实就是把孩子先天的影响推给基因（因为她自己解释不了），其他的推给社会环境。还是有点
偏激。
18、对作者：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对社会化群体理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9、真啰嗦啊
20、读的台版，台版的出版年是2000年，已经是16年前了，不知道在现今的西方育儿界这还是不是最
新的（最正确的）呢？而大陆版本的出版是去年，所以说⋯⋯！作者不是太看重家庭对孩子的影响，
而更看重同侪或玩伴的影响，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家长要为孩子选择更好的社区和更好的学校
，但是又有很多优秀的人是从并不怎么好的区域或学校出来的，只是两者的概率大小，不知有没有研
究过。
21、2017-02 亚马逊
22、很棒的书，群体社交说'的确更值得信服
23、 20161117看到第八章的时候我决定给四星半或者五星，作者解释了一些人不能建立人际关系深度
交往的能力的原因。我曾经以为是父母关系导致的。但这书的意思是因为父母关系不好，导致孩子不
断的更换生活地，不能持续的跟身边的人成长朋友，这才是无法获得建立深入关系的能力的原因。可
以说即便父母感情好，但因为工作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孩子不断更换朋友群体，也会出现无法深入交往
的能力。20161119把大人孩子比喻成监狱看守跟犯人非常的贴切，非常精彩。我延伸了一下：孩子跟
大人学习黑名单，即什么不能做，立规矩；孩子跟孩子学习什么应该做，即白名单，学技能
。20161122这书竟然能把一个班集体跟一个组织的管理说的那么具体且本质，是在让人钦佩。方法就
是不断的贴标签！
24、周围同伴对孩子的影响巨大，家庭教育-即教养并不起决定作用，丰富的例子支撑，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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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学习得越多，理所当然的事情越少。2、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根本就是两码事。3、本书对“教
养假设”的否定证据比较充分，至于作者自己的群体社会化理论暂时还是一个她的一个猜想书中并没
有严格的论证（虽然被她一说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4、作者的思路打开了大家对教养定势的思维，
这书不错。
26、终于等来了简体版，另类的视角审视亲子关系和孩子的成长，重新定位父母的位置，那些对孩子
而言至关重要的选择，人生中的难题，或许我们并不比孩子知道的更多。如果很认真的给#教养的迷
思#写篇读后感，大体应该分三个方面，其一，应该学会对兜售的教育理念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其二
，作者只要使用移民家庭，双胞胎家庭，收养家庭来批驳教养假设，也是有些偏颇；其三，在遗传、
亲子关系、同龄群体中，不要过于看中自己，孩子始终是有选择的能力，并且应该自负其责。既然我
们的影响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长远，不如让我们管理好自己的人生。
27、「基因有制造身体和大脑的指令，基因决定人们的相貌、大脑的结构和化学成分。身体上的遗传
表现是执行基因指令的结果，我把它叫做『直接基因效应』。胆怯是直接基因效应，有些婴儿生来就
异常敏感。天生丽质也是直接基因效应。」——喜欢，真的写的很好。
28、给我带来了全新的理念，知道父母的作用不是大如天，可以让我轻松上阵，在一些有作用的事上
多多努力
29、挺好的，有启发
30、武志红的观点弱化了后天同龄人压力和环境的作用，这本书给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孰强孰弱虽不
能判定，但是一个人的此刻是由过去塑造的，这一点争议不大。所以为了未来，不仅要投入精力发现
认知自己的原生家庭的遗憾，还要趁年轻，发展空间巨大时争取一个充分竞争的优秀环境。
31、有些啰嗦。这是部芒格和平克都大力赞赏的心理学作品；挑战传统认知的观点。
家长对孩子的成长只在家庭内起作用，孩子的社会人格成长主要还是靠家庭外的同龄人社交圈子。
还得读一遍。
32、这本书解答了我很多在养育孩子中的很多迷惑。传统都认为，子不教，父之过，孩子有什么过错
过失，都是因为父母的教育有问题，都是因为父母提供的家庭环境有问题，这本书告诉你不完全是那
么回事，孩子的很多发展，更多的是受同伴，受外面环境的影响。但这本书也完全赞成父母基因对于
一个孩子人格的形成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比如父母性格暴躁，孩子性格也暴躁的概率就很大。但无
论如何，这本书是很多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自责过多的父母的一个福音。你做你能做到的，孩子的将
来是掌控在他自己手里。
33、enlightening 注重实证和逻辑，给了比较充分的论据去论证一些比较难论证的东西
34、视角很新颖，言之有理
35、我认为每一个沉浸在新教育理念中的父母都应该读一下这本书。几年来我诚惶诚恐地活在“你怎
样孩子就怎样”的威胁中，把孩子的任何不妥都归咎于自己，现在终于解脱了。用佛教的观点看，每
一个人都是带着业而来，不管你多爱他，多努力，对他这一期生命的业都是无能为力的。
36、必须说明这绝不是“又一本育儿指南”或者所谓教育专家推荐的“父母必读”，而是一本文献详
尽，论证扎实，逻辑缜密的心理学专著，涵概了遗传学，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犯罪心理学，语
言学，人类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作者求真求实，不盲信不从众，有力驳斥了深入人心的“教养假
说”，谨慎又大胆地提出了“团体社会化理论”，给了众多教育专家一记响亮的耳光。全书有点冗长
，若缺乏专业背景需多点耐心哦。
37、这本书可以配合《社会动物》（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0539126/）一起读。
38、看看
39、观点很新颖。不过很多方面比如自控力，乐观等等现在都被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是可以习得的技能
了的话，确实可以通过教养传递给孩子吧？
40、有点太理论性了，可以看看，有助于放松心情。
41、非常推荐
42、1.人类是模仿能力最强的动物。孩子的社会化是模仿同辈群体行为的过程；2.父母的教养很难证明
到底是教养方式还是基因遗传起的作用。是孩子的性格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教养方式还是不同的教养方
式导致了不同的性格。3.人类天生对与自己不同的人和群体怀有敌意。性别差异，年龄差异都会导致
儿童把自己归于特定的一个群体，采用这个群体的行为规范⋯⋯虽然作者通篇讲是同辈群体而不是家
庭教养影响了孩子的社会化，但父母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孩子的社区/社交环境里接触到的同辈；当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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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到可以分好多子群体的时候，父母对孩子的教养也会决定孩子把自己归类于哪个相似群体。#孟母
三迁是有意义的，学区房是有意义的，让孩子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是最有意义的#
43、重新思考了父母教养的作用，论证得还是比较严密的。孩子很早就分出了“我们”和“他们”，
社会化应该是在“我们”群体中的社会化，而不是学习“他们”的社会化。大人不属于“我们”，同
伴才属于“我们”。翻译存在部分问题，如心智理论，应该是心理理论，依附，应该是依恋。这似乎
是台湾的翻译方式，故简体版应该是参照繁体版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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