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了第二个孩子
主要精力要放在大孩子上

记者：现在二孩时代来临，父母用更多的精

力时间照顾小的，老大变得调皮或内向方面的问

题如何解决？对二孩家庭的孩子教育方面，老大

与老二分别有哪些需要特别关注的吗？

卢勤：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本，是重点放在

哪。放在二孩上，小的上，还是放在大的上。我

的观点是，生了第二个孩子，主要精力要放在大

孩子上，要把大孩子变成小孩子的榜样，小孩子

根本不用操心，他会自然地长大。

有些爸爸妈妈生完二孩之后，就全忙活二

孩了，大孩子就认为，是二孩剥夺了他的爱，爸

爸妈妈不管他了，也不跟他说话了，心里就会

产生一种对这个孩子的不满意。很多大孩子不

喜欢弟弟或妹妹的出生，就是怕夺走父母对自

己的爱。

其实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你想让两

个孩子都非常快乐，那就以大的为主，把照顾弟

弟妹妹的工作交给老大。他照顾得好，你就给他

鼓励，他照顾得不好，你就给他指导。因为老二

的出生，老大获得了更多的成就感，他就会接纳

老二。

记者：您怎么看待之前的“虎妈”“狼爸”的教

育经，以及现在社会上时有爆出的虐童问题？

卢勤：我很不赞成“虎妈”“狼爸”这种方式

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对孩子的强加。有时候你

越强大，孩子的内心越弱。如果我们希望培养

一个内心强大的孩子，让他有能力去对付他生

活和成长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那你就要给他机

会，让他去“试错”，他不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

行呢？“虎妈”“狼爸”不允许孩子犯错误，那么

孩子就不敢去试了。

虐童的事情是非常令人伤心的，我们这个

社会应该保护孩子，但是确实有一些色狼和恶

魔，千方百计地在欺负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

现在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怎么去保护孩

子，周围的环境怎么设置得更好，把有这种恶

习的人怎么清除掉，在社会生活中怎么警惕、

严惩这样的人。我们要教会孩子怎么去自卫，

怎么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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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勤，中国教育学会家庭

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高

级编辑，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

版总社首席教育专家、原总编

辑，著名的“知心姐姐”。

曾获中国新闻工作者最

高奖“韬奋新闻奖”、“中国内

藤国际育儿奖”，并获“中国保

护未成年人杰出公民”“全国

优秀儿童工作者”“全国三八

红旗手”“全国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

所著《写给年轻妈妈》《做

人与做事》获“五个一”工程

奖，《写给世纪父母》获“中国

图书奖”。《告诉孩子你真棒》

《告诉世界我能行》《告诉自己

太好了》《长大不容易》《把孩

子培养成财富》等著作发行超

过一千万册。

《让每个孩子都精彩》是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首席教育专家、“知心姐姐”卢

勤老师 5 年的全新力作。全

书从责任的力量、爱的力量、

友善的力量等八个方面，帮助

家长从各个方面了解孩子成

长的关键，从而能使每个孩子

遵循自身个性和特点来进行

均衡发展，让每个孩子的人生

都精彩。

教育的意义是什么？爱

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是天

才。但如果你用爬树能力来

断定一条鱼有多少才干，它整

个人生都会相信自己愚蠢不

堪。”而真正的教育则是使“鱼

在水中，鸟在青天”。家庭教

育的意义，则在于激发每个孩

子的内在潜能，让每个孩子都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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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姐姐”卢勤从

事家庭教育工作已有

30多年了，虽然已经退

休，但是这些年却越来

越忙。很多家长不知道

怎样培养孩子，非常焦

虑，所以就有很多很多

的问题。“这些年我一直

在外面做各种各样的报

告，面对爸爸妈妈、爷爷

奶奶，面对孩子，做了很

多很多这样的报告。”

近日，卢勤新作《让

每个孩子都精彩》由长

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

书中，她归纳出了自己

多年来接触到的最具代

表性的家庭问题，并从

八种爱的力量出发，帮

助家长了解孩子成长的

关键，这八种力量是：肯

定的力量、爱的力量、信

任的力量、目标的力量、

梦想的力量、榜样的力

量、规则的力量、文明的

力量。卢勤说，这八种

力量，就是打开心门的

力量。“曾经在书里讲了

一个小故事：一把锁很

结实，一个斧头过来说，

我能打开，敲了半天，锁

却岿然不动，斧头就很

不解，我浑身都是铁，这

么有力量，怎么会打不

开？而小钥匙却说呢，

你看我的，轻轻一拧就

开了！那你看，你怎么

就能打开？因为我懂它

的心。所以对于孩子的

潜能，孩子心灵的呼唤，

不应用铁锤那样的力

量，得用心的力量，去启

迪他的心灵。”

成功是追求结果
精彩是看重过程

记者：书名为什么叫《让每个孩子都精彩》？

卢勤：因为现在教育有一个趋向，就是比较重视尖

子，而忽视了大多数孩子。但是我们国家需要的不是

一两个尖子，而是所有公民素质的提高。我希望能让

每个孩子都精彩。每个孩子都是与众不同的，每个孩

子都有他自己的长处，发现所有孩子的长处，并把孩子

们的潜能都发挥出来，我们这一代孩子的素质就全面

提高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探究这个问题，也跟一些爸

爸妈妈、孩子们在探讨：不要把财富留给孩子，怎么让

每个孩子更精彩起来，孩子们的各种潜能怎么能够发

挥出来。

什么叫教育？就是唤醒孩子内心潜能的能量。用

什么方法才能唤醒呢？我这本书里讲了八种力量——

肯定的力量、爱的力量、信任的力量、目标的力量、梦想

的力量、榜样的力量、规则的力量、文明的力量。也许

并不全面，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书出

来之后很受欢迎，很多朋友都在要，在“悦长大”的平台

上做了一次微客，当天晚上平台上的几百本就被抢购

一空，大家可能很关注这样的话题。

记者：传统的家庭教育里面，家长都希望子女成

龙成凤，精彩和成功在家庭教育上有没有什么本质

的不同？

卢勤：我认为是有本质的不同的。精彩和成功，要

看人们看重什么，是看重结果，还是看重过程。如果我

们追求的成功就是高分数、第一名，那就是追求结果

了，但是这种追求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获得最满意

的结果，所以他就常常是失败者。上次我到某个教育

台节目上做嘉宾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

17岁女孩的父母来到现场，他们的孩子一直是班里第

一名，但是有一次期末考试的时候，她考得差了一点没

得第一，就没回家，在她家附近的一个楼上跳下去了，

摔成了重伤。附近的人把她救起来时，问她为什么要

自杀，她说我爸说了，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当时她爸爸

哭得死去活来，说是我害了我的女儿。我说你是害了

她，什么叫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应该说没有第二哪有

第一。你在乎第一重于在乎孩子，孩子就把它看得比

命还重要。

精彩是自己努力后所获得的一种感受，就是说每

个孩子都不同，每个孩子在某个方面有他好的地方，或

者是他的长处，或者是他努力的结果，他努力的本身就

是一种精彩的展示。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一个5岁的

孩子，本来是很有希望过关的，但是差了一点点没有

过。那个主持人不好意思把结果告诉孩子，就把他妈

妈请上来。妈妈就问他两个问题：你开心了吗？你尽

力了吗？孩子说我很开心，我很尽力。妈妈说够了，追

求的就是精彩，只要你尽力了，你就达到了目的，你得

不得第一、能不能过关都不重要。

记者:这本《让每个孩子都精彩》的书稿，经过了反

复打磨修改，写了好几稿。这部新作和以往作品相比

有什么新颖之处吗？

卢勤：这本书和以前的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接

近今天孩子们的现实生活，而且这八个力量，也是我这

些年不停地和许多父母、孩子做演讲和交流过程中反

复打磨出来的。里头的一些案例，也是后来新发生的

一些案例。我从我这么多年接触的孩子和家长里面，

挑出了最具有代表性的家庭问题，从而进行筛选、取

舍，然后进行走访、归纳，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要成为能够把握网络的人

记者：当前家长普遍困惑的是如何和网络争

夺孩子，孩子沉迷于网络的时间太长。

卢勤：是的，现在许多孩子已经被网络俘虏

了，他们大部分的课余时间都沉浸在网络之中。

有时候我们带孩子出国游学，他们只要有时间就

在玩，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今年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我

和一个大学的校长面对面地进行了交流，谈如何

看待网络，如何看待孩子对网络的这种痴迷，我

们该如何去做。

这个校长讲了几个观点，第一，首先我们的

孩子是网络时代的孩子，这是他们获取知识的一

种方式，跟我们那时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说自己

的孩子很多作业都是在网上做的，很多信息、资

料都是在网络上查取的，所以网络已经成为他们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如果我们单纯地

去阻止他们上网，那会让他们跟不上这个时代，

这可能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对于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该如何去做？首

先要提高这些孩子的媒介素养的素质。就是说

在上网时你是主人，还是网络是主人。我们每个

人都要成为能够把握网络的人，能够控制自己的

时间，能够利用网络，而不是让网络来俘虏你。

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对孩子进行一

些媒介素养的教育，让他们认识网络，学会怎么

使用网络，避免在网络上接受一些暴力的、黄色

的东西，避免这些东西来侵害我们的孩子。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的控制。对于这个

问题，家长要下点功夫，孩子上网用多长时间要

定好规则，违反规则那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什么新生事物出现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就像

当年电视出现的时候，人们也非常恐慌，觉得电

视会夺走我们的孩子，但是后来也不完全都是这

样，慢慢地孩子也会走出去，重要的是让孩子有

机会去接触大自然，去实践，在体验中获得自己

的成就感。

很多孩子在学习中没有成就感，老是失败，

所以在网络上去寻找自己的成就感。但真正的

成就感来自于人平时的工作和生活，所以要给他

们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自己去做，做成了他就对

这件事感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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