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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孩子的最好礼物——引导

对于很多人而言，父母是亲而不近的，血缘和情感让他们

亲密，缺乏沟通又使他们隔阂。我的童年也是如此。我和妈妈

仿佛是天底下最疏远、最不自然的母女，几乎天天吵架，彼此

给对方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妈妈对我这个长女献出了无限

的爱，可我对妈妈的不满却与日俱增。这种不满的小小火花常

常引起可怕的灾难，给母女关系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

自从我开始学习“引导”以来，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

母女关系了。辅导员曾问我：“你想跟妈妈维持怎样的关系？”、

“你最想为妈妈做什么？”、“妈妈怎么做你最高兴？”、“妈妈想

为你做什么？”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终于认识到妈妈

当时想告诉我的是什么，并且想到妈妈当时应该怎么做才最好。

现在，很多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就像我和妈妈以前的那种关

系，吵吵闹闹、针锋相对，有时候父母甚至哀叹：“这个孩子没

救了！”话虽这么说，但父母其实是打心眼里爱着自己的孩子。

学习家庭教育方法没有止境，通过学习，父母带给孩子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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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请跟我说话.indd   3 2009-7-28   14:16:14



 4

的财富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孩子的潜能，为他们打开希望之门。

在孩子小时候，如果父母就学会本书中的方法，那么你们

就可以轻松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如果尝试了各种方法后还是

不见成效的话，那么建议你现在就学习“引导式教育”方法。

其实“引导式教育”是一种设法和孩子一起发现和运用其

内在潜能的沟通方式。其前提是相信并依靠孩子的内在潜能，

作为教育者的父母，需要具有和孩子一同感受和面对问题的立

场以及高质量且具有建设性提问的能力。

“引导”初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当日本社会因

NEET（啃老族）的出现而大伤脑筋的时候，“引导”成为其解

决方法之一很快在社会上盛行起来。没有热情的孩子，没有指

令就无法行动的孩子，无法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孩子，以自

我为中心、没有耐性、无法过正常人生活的孩子……最初，“引

导”是在家长和老师们这样的担忧中盛行起来的。

本书中以“引导式对话”这种沟通方法来介绍妈妈们平常

碰到的问题和其解决方法，按“引导”的基本技巧划分章节，

引用“随意性对话”来给出例子，再利用“引导式对话”来揭

示解决问题的方法。“随意性对话”指生活中常见的未经太多斟

酌、随口而出的对话，“引导式对话”更强调沟通的有效性和建

设性。

在日本，“引导”已经形成了一对一的辅导的方式。我也希

望本书能对各位有所帮助，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出能够独立思考、

独立行动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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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本书

将是一次学习爱的技巧与接受爱的训练过程，

它给了你一把开启孩子内心世界的钥匙，

指引你切身体会孩子的内心感受。

小紫真由美给父母拨开亲子教育的迷雾，

在本书中学会“听”，善于“说”，

让父母能在行动中看清自己，

并且避免做出一些伤害孩子的错误行为。

愿我们的孩子都拥有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温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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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点燃孩子的热情

从引导式教育的观点来看，家庭教育犹如孩子拉手推车

的时候，妈妈在后面推一把。

一个寒冷的冬天，孩子正拉着一车东西艰难爬坡，这时，

绝大多数父母都会自然而然地想替孩子拉车。但我告诉你，必

须得让孩子自己去拉，即使是孩子从来没有拉过车而且很可能

会失败，也要让孩子自己拉车。没有拉过手推车的孩子当然不

会调节好力度，手推车可能会倾斜，甚至会伤到孩子。但绝对

不能说：“哎呀，别伤着自己了，妈妈替你拉吧。”这时候，妈

妈该做的是在保证孩子不受意外伤害的情况下，让他自己拉

车。这样反复几次，孩子就能学会如何调节力气，努力前进。

这个时候妈妈在后面推一把，孩子就能把车拉得更顺利一些。

这就是引导式家庭教育的基本理念。习惯了父母和别人

的指导的孩子有时候很难应对突发事件。犹太人的《塔木德经》

里有一则“蛇头和蛇尾的故事”，就能很好地体现家庭教育中

的引导的重要性。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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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尾总是跟着蛇头走，很不满意。有一天，蛇尾

说：“我为什么总得跟着你走？你总是按自己的想法走，

根本不管我的感受，这很不公平。我也是蛇的一部分，

为什么要像奴隶一样听从你的指挥呢？”蛇头回答说：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我并不只是为我自己，我之所以

总是带着你走，是因为你没有能看清前进方向的眼睛，

没有能分辨危险的耳朵，没有能决定行动的头脑。我

是真心为你好啊！”

蛇尾大声讥笑着回答道：“我已经厌倦你的说教了，

独裁者和暴君才会这样蒙蔽追随者！”蛇头回答说：“如

果你真是那么想，那么就让你走在前面试一试吧。”

听了蛇头的话，蛇尾非常高兴。它跃跃欲试，但

没过多久它就掉进了水沟，费了很大的劲才从水沟里

爬上来。可是很快它又掉进了刺丛里，蛇尾拼命挣扎，

可是越挣扎越出不来。浑身是伤的蛇尾最后靠蛇头的

帮助才得以逃脱。可是蛇尾还想走在前面。这回糟了，

蛇掉进了火堆里，周围越来越热，蛇开始害怕了，着

急的蛇头想救出蛇尾，但已经来不及了。火势很快蔓

延到了蛇头，结果蛇就这样被烧死了。

这则故事的结局无疑是令人惋惜的，如同生活中不当的

教育导致的不良结果。父母包办的被动式教育让孩子感到压

抑，这种压抑的能量不断积累会产生偏执和逆反，而此时孩子

的经验和能力还不足以应对生活的问题，可他们已经拒绝听取

父母的建议，并宁可为此付出代价，这就使事态变得危险。此

时的父母们往往充满担心却又束手无策。并非所有采用包办的

被动式教育的家庭都必然酿成悲剧，但这种形式的确在不同程

度上妨碍和压抑孩子，那么，引导式教育又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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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式教育和引导式教育的区别

现在仍有很多父母认为：“我是父母，我就应该教孩子。”

但父母毕竟不是老师，即使想教孩子，孩子也不一定听话。

我主办的家庭教育辅导班里，有很多父母都对我这么说过：

“我家孩子不管怎么教育都不爱学习。”如果我说：“即使父母

不教，孩子自己也能领悟。”他们就会说：“不可能，我不教的话，

孩子根本什么也做不了。”很多父母认为，只要父母管教得好，

孩子就能变好。

引导式的教育，从一开始就会避免这些，因为它的前提

是相信孩子自己的潜能，它只是发现和运用潜能，孩子在这个

过程得到的不是压抑，而是尊重和激励。其实每个人都一样，

只要有学习的欲望，别人不说也能主动学习。这种欲望就是

我们要引导出来的。引导孩子学习的欲望就是妈妈该做的事

情。有的妈妈说：“都是因为我督促他才学的，要是我不说的话，

他自己才不会主动学习呢。”其实这不过是孩子因为害怕妈妈

或是不想挨骂才变得乖一点而已，这种变化不可能延续很长时

间。如果孩子没有打心眼里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那么他不爱

学习的本性是改不了的。

被动式教育

孩子

父母、老师等

“该这么做”从外部强加于孩子

引导式教育

孩子

父母、老师等

引导出孩子的热情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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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是最好的辅导员

“培养能力的行为”叫做引导式教育，实施这种教育的人

叫做辅导员。人只要满足以下几个欲望就能自主行动起来。比

如，“我能行”——自信心，“我做得对”——确信自己等。引

导这些欲望和能力，把人引领到成功之路上的人就是辅导员。

孩子们都拥有比父母的期待还要高的可能性。作为母亲，

你应该成为引领他成功的辅导员。这就好比运动员和教练的关

系。运动员为了突破记录不断地练习，教练也希望运动员能取

得好成绩，但不能因此就背着运动员跑步。教练背着运动员跑，

很可能两个人都倒下。即使是教练背着运动员跑步取得了好成

绩，运动员也不会高兴，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成绩。通过自己

的努力取得成就，人们才会感到喜悦。

我有一个非常喜欢钓鱼的朋友。我以他的事情为例，讲

一讲作为辅导员的父母的作用是多么重要。我这个朋友有个儿

子，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爸爸去钓鱼。孩子喜欢玩爸爸钓上

来的各种鱼，慢慢地对鱼产生了兴趣，向爸爸提了很多问题。

时间长了，爸爸已经回答不上孩子的提问了，所以干脆买了一

些书，一有空就跟孩子一起学习有关鱼的知识。就这样，孩子

逐渐掌握了很多关于鱼的知识，周围的人们也经常问他一些有

关鱼的问题：“喂，鱼博士，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这样一来，

孩子更加喜欢学习鱼类知识了。

为了刺激孩子的学习热情，我的这位朋友送给他的孩子

一套高中生物书，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孩子居然顺利地读完了其

他同龄人想都不敢想的书。小小的他自然而然地想着将来要当

鱼类专家，后来他果然顺利地考上了水产大学。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身为辅导员的父母该怎么对待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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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带孩子去钓鱼，让孩子接触新鲜事物。

当孩子对鱼感兴趣的时候不说“太脏（危险）了，不要摸”

等来阻止孩子，而只是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

当孩子提出问题时并不认为是件麻烦事，都给予回答。

买书，与孩子一起学习。

肯定孩子的成绩，并为他呐喊助威。

买来更具提高价值的书，刺激孩子的学习欲望。

后来，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后说：“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

方面的天才，只是经常跟爸爸去钓鱼，就对鱼产生了兴趣。如

果是爸爸一早就让我当鱼博士的话，就不一定是现在这样了。”

“发现孩子的可能性，关注他，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帮助他。”

就是这种作为辅导员的接近方法使得孩子的才华开花结果。妈

妈是与孩子关系最密切的人，所以也应该是最好的辅导员。但

一定要记住，主人公是孩子，妈妈的作用就是培养他不怕困难、

顽强生活下去的意志，让孩子独立起来。别忘了，父母再爱孩

子也不能替他走完人生之路。

支持他还是帮助他

有助于孩子成长的方法有“支持”和“帮助”两种，我

们通过下面的假设来看一看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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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路边发现一个人倒在苹果树下，树上结满了

果子，但那个人似乎没有力气摘到苹果。如果你不管，

他可能会被饿死。那么，你该怎么做？

你首先是摘苹果给他吃。像他这样没有力气或光

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克服困难的人，我们替他做事情叫

做“帮助”。得到了你的帮助，那个人终于脱离了危险，

恢复了健康。但以后你该怎么做？继续给他送苹果或

食物吗？在某一个瞬间，他会不会反感继续依赖你呢？

或者习惯于这种依赖他人的生活，只等着你拿食物给

他？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你的帮助，他就无法继续

活下去。

但是，有一天你有事情，无法继续“帮助”他怎

么办？他只能挨饿。我们谁也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只要他自己能够行动就再也不需要别人“帮助”

了，应该让他学会摘苹果，让他能够独立生活下去。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怎么摘苹果，并看着他摘苹

果，在他需要的时候帮一下忙，这样他就能自己摘苹

果吃了。这就是辅导员该做的“支持”，即支持他独立

生活。

请你反省一下，实际生活中你的家庭教育方法是“帮助”

型还是“支持”型？当然，孩子在婴儿时期绝对需要“帮助”，

而且当孩子第一次做某种事情的时候也需要“帮助”。但一直

都“帮助”吗？妈妈的角色就是作为辅导员“支持”孩子独立。

妈妈应该以“我的孩子有很大的潜力，有很多可能性”的态度

对待孩子，引出孩子自身拥有的能力和热情，并让它得到最大

限度的发挥，而不是指使孩子“该这么做”、“该那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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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式教育的三原则

原则 1：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性。说的是引导式教育对

人的评判，这里的“无限”可以理解为“数不胜数”。但人总

是习惯性低估自身的能力，常常认为“我不可能做到”——这

是不敢挑战——或者“以后有时间再做吧”，用这样的理由来

拖延时间。辅导员相信对方的各种可能性，并激励着对方。每

次看着一个把“我不行，我没有自信”当做口头禅的人自从接

受引导式教育以后，开始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而努力的样

子，我都惊讶于人类无限的可能性。

原则 2：答案不在辅导员那里，而在自己身上。这里的“答

案”是指对方的“可能性和能力”，也就是说，“相信对方能做

好”。很多人一提到教育，就认为是拥有正确答案的父母或老

师来指导孩子。人从小就开始跟大人学习各种知识和技巧，掌

握生活的方法，没有得到教育就无法成长。但只是接受指导的

人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要想充分发掘孩子所拥有的可能

性，就必须以孩子自身的“愿望”为前提。人只要有想做某件

事情的愿望，即使没有人指挥也能主动行动起来；一个人没有

想做事的愿望，即使是派给他再优秀的指导者也是没有用的。

原则 3：辅导员的作用就是帮助他人找出答案。辅导员该

做的不是指示对方该怎么做，而是帮助对方拥有想做某件事情

的愿望，并付诸行动。这里的关键就是孩子自己能做到多少。

如果把以上三个原则应用到家庭教育中去，就可以得到

如下的结论：

★ 所有的孩子都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 答案不在父母那里，而在孩子身上。

★ 父母的作用就是帮助孩子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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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就是以这三个原则为中心，讲解在培养孩子生活能

力的过程中妈妈和孩子怎样形成和谐关系。

引导式教育的基本态度

辅导员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孩子的成长呢？让我们

了解一下辅导员的信念吧。

第一，辅导员相信孩子自己拥有前进的能力。他们认为，

即使是不做指示或命令，孩子们也能自己行动起来。

曾经向我咨询过的幸子就是这样的人。她的女儿

学钢琴，但怎么练习都没能提高技艺。幸子总是指示

孩子：“为什么不练？”“吃饭之前练不行吗？”“星期天

不是有很多时间吗？”

有一天，幸子发现女儿的钢琴教科书上画了一只

小猫，小猫旁边还画了小圆圈。她问女儿为什么画那

些东西，女儿回答说：“我一个人练习太单调了，但是

有小猫看着就开心多了，如果弹得好，我就在小猫旁

边画个小圆圈。”这是幸子的女儿自己想出来的开开心

心弹钢琴的方法。当时，她觉得孩子也不容易，就夸

了一句：“这想法真不错。”从那以后，她经常问孩子：“怎

样才能觉得弹钢琴是件有意思的事情呢”或“弹钢琴

有什么好处”等，还夸奖孩子的优点。现在幸子的女

儿能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能弹这首曲子。”

幸子非常自信地说：“即使是妈妈没有命令孩子，

她也能自己向前发展。孩子的成长方法只能向孩子请

教。”毕竟大人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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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杜绝指责和抱怨，要建设性地看待问题。我当主

持人的时候，曾经采访过少年棒球队。每当孩子挥击不中时，

坐席上的教练和父母就异口同声地大喊：“干什么！好好打！”

孩子吓得表情都僵硬了，再一次挥动球棒仍然没能击中。坐席

上的父母和教练又开始大声喊了：“你这傻瓜，怎么回事？”这

样一来孩子的表情更加僵硬了，挥击连连失败。

站在指导孩子的立场上，父母或教师有责任引导出孩子

想做某件事情的热情。但命令、指示或责骂的方法都无法引导

出孩子自身拥有的愿望和能力。

前面我们讲到的培养出鱼博士的那位爸爸就是忠实地履

行引导式教育的典范。这位爸爸注重儿子的才能，支持他学习

的同时，还教会了他生活常识和社交礼仪。

为了培养儿子的学习习惯，孩子上小学低年级的时候，

他每天晚饭以后都坐在孩子身边陪着他学习。他说：“孩子还

没养成学习习惯时，不能光靠孩子的自律，毕竟玩比学习轻

松得多。”这样孩子学习时有什么不懂的，就可以直接问爸爸。

如果孩子解决了难题，他也跟孩子一起高兴：“连这样难的题

也能做呀！真了不起。”这样的鼓励培养了孩子的挑战意识。

他就是把被动式教育和引导式教育配合得比较好的典型。这样

一来，孩子成绩提高了，对学习有信心了，也就喜欢学习了。

上了高年级以后，孩子已经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他就开始

让孩子独自学习。

在日常生活中，他为了让孩子对学习感兴趣也做了一些

努力。比如说，带孩子去超市买东西，结账时让孩子算一算一

共花了多少钱；在家看新闻的时候，如果出现地名就让孩子在

地图上找出那个地方，这些都能让孩子非常自然地应用到所学

的知识。这样引导兴趣的结果，孩子终于成为不仅学习成绩好，

而且人品也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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