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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耳闻书名，心中充满了渴望。拿到这本书，封皮上面的标题“让数百万

孩子，父母和老师受益终生的经典之作”深深吸引了我，这是一本怎样有这般魔

力的书呢？让我迫不及待翻开书去寻找答案。

正面管教是一种既不惩罚也不娇纵的管教孩子的方法，是以相互尊重与合作

为基础。所谓的“管教”并不是惩罚，而是帮孩子学会自律。对于一名小学教师，

又是准妈妈的我来说，这种教育方法是多么求知若渴啊！

一、正面的方法

在这个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时代，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教育观，有娇纵

型父母，也有严厉型父母，不同的家庭造就不同的孩子。当父母严格和控制过多

时，就培养不出有责任感的孩子；父母太娇纵，也培养不出有责任感的孩子。

对于一个班级来说，教师过于严格或者过于放松，同样如此。孩子的责任感

只有在和善而坚定、有尊严、受尊重的氛围中去学习，才能培养出来。

生活中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小孩走路撞到了桌子摔了跤，妈妈马上

跑过去抱起孩子，并会一边敲打桌子，一边安慰孩子:“谁让你撞我们宝宝的，

宝宝不哭，妈妈打桌子。”这样做孩子是不哭了，但孩子会以为他撞桌子是桌子

的错，是桌子的责任而不是他自己。

温柔的妈妈是这样做的，有些焦虑的年轻妈妈则会直接去训斥孩子。而同样

的事情，日本妈妈是这样做的，叫宝宝自己起来，告诉他你撞桌子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你走得太快，来不及刹车；二是你走路不专心；三是你没有看到桌子，然后

对孩子说：“现在你重新来走一次。”相信孩子这一次再走时就不会撞到桌子。

孩子就是在磕磕绊绊、犯错中成长的，给孩子提供机会，在相互尊重和共同

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建立起合作，遇到问题商量解决，这样的方法最有效。

二、“赢得”孩子

“赢得”孩子而不是“赢了”孩子，“赢得”是为了给孩子自尊、获得孩子

的信任，打开他们的内心，真诚地去交流，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赢得合作

的四个步骤，概括起来就是：理解孩子——同情不宽恕——感同身受——解决问

题。友善、关心和尊重是这四个步骤的根本。



作为一名班主任，每天都会处理孩子之间发生的矛盾，自己也尝试着用这个

方法去解决问题。

记得一次课间活动，班里的两个男生突然动手打起来。我看到后制止住他们，

给他们两分钟时间冷静下来，然后问他们原因，得知是因为起外号的事。

我先拍拍动手的这个同学，说：“他一直给你叫猴子，你不喜欢这个外号，

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是吧。”他擦擦眼泪，点点头。

我说：“其实老师小时候，也有人给起不喜欢的外号，我当时也被气哭了。

所以现在你的心情，老师很理解。”

这时的他不再流眼泪，而是看着我。

我接着说：“当我们生气的时候会很冲动，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

还有比动手更好的办法吗？你现在希望怎么解决？”

平复了他的心情，问题就好解决了，再问另一个孩子为什么给别人起这样的

外号，让他学会换位思考，道歉解决。

所以，解决问题先让孩子感到你的亲近和信任，而不是疏远和敌意，问题就

会轻松解决，孩子也会心服口服。

三、有效鼓励

一个孩子可能 85%是优点，15%是缺点。当你把 85%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关注

15%的消极方面时，消极方面就会膨胀，而积极方面不久就会消失。相反，如果

你把 85%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认可并鼓励积极的方面，消极方面就会消失，而积极

方面就会增长到 100%。这就是鼓励的价值。

怎样让自己的鼓励有效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几点：

一是要把握好时机，认识到冷静期的重要性；二是相互尊重，赢得信任；三

是改善孩子的行为，不期待完美；四是转移不良行为，寻找其长处；五是用启发

式问题来代替说教。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扰乱课堂的孩子往往具有好的领导能力，帮助孩子将其

不良行为转向为班级作贡献也是一种鼓励。这一点我非常认可。

上一届班级里，有个壮实的男孩课堂上特别“活跃”，我发现他的纪律意识

不强，没有集体荣誉感，反复的提醒、批评无济于事，但他在班里挺有号召力，

人缘还是不错的。利用这一点，我课下找他谈话，让他来当班长。他刚开始一脸



惊讶，不相信。看到我不是在开玩笑，立马就有了心劲。当然，他的班长之路是

艰辛的，首先要约束自己的行为，需要老师的随时帮助和鼓励。而这些对于喜欢

当班长的他都不是难题，即使批评也能欣然接受，因为你信任他。正所谓当你关

注积极方面时，对自己和别人都是令人鼓舞的。

读完这本书，不得不说这真是“让数百万孩子，父母和老师受益终生的经典

之作”。读书使人明智，我找到了今后在与孩子的相处过程中一些有效的方法，

我要学会用正确的，正面的方法管教孩子，让孩子在自信、自立的快乐环境中健

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