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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需三步走

成为—做—拥有
作为一项研究内容，赵伟志曾遍访世

界各地功勋卓越、渊源流长的家族，研究
他们的教育模式尤其是早期家庭教育模
式，创造出“顺适教育”的教育理论。这
些家族包括：法拉利家族、强生家族、福
特家族、曾国藩家族、林则徐家族、钱学
森家族等。

“我发现这些家庭确实和普通人不
同”，赵伟志说，这些家族有一个共性是
不强加自己的思想给孩子，并强调如何做
人。

“success(成功)”一词单从词根来看，
就是“靠近”和“自己”两个意思，靠近
自己，接近自己，成为自己就是成功。细
化一下就是，成功需分三步走，“成
为”，设定目标，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做”，照着目标去做；“拥有”，你就
会拥有很多收获，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这与这些家族的成功法则不谋而合。
赵伟志举例说，有人立志要做一名律

师，这就是要“成为”的目标；做律师需
要熟读法律，那必须读法律书籍和通过考
试，需要学英语打一些涉外官司看一些外
国案例，这就是做；随后就是名誉、收
入、满足感等等等等。

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一进入
初中就进行人生规划，这便是“成为”
了。剩下的就是照着目标去做了。而中国
有许许多多的孩子没有这样的意识，家长
和老师在这方面的启发也比较少，其“拥
有”当然也就少了。

不用课外辅导

让孩子成绩倍增
就目前的考核体系来看，学习成绩极

受重视。赵伟志在长期的工作中发现，超

过90%的家长和孩子在提高学习成绩有两

种方法，一种是加长学习时间；一种是加

大学习强度。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这是已

经老生常谈的问题，结果可想而知不会特

别理想。

在长期的科研和授课过程中，赵伟志

发现一个基本问题，就在于学习的动力足

不足。这个动力就是业内所讲的“内驱

力”。动力足不足，首先必须要弄明白为

什么学，意识转化了，学习的态度必然会

转化。让孩子知道，在自己的年龄，做最

有成就感的事情。

在授课的过程中，赵伟志曾碰到一个

女孩子，这个女孩的成绩在班里所处位置

是倒数第八名，在听课之后，孩子竟然用

了个把月的时间就变成第八名。“我认为

孩子们的智力都是差不多的”，赵伟志

说，为什么还会有差异？说明起决定作用

的不是智力，因此应着力通过非智力因素

来干预。这个孩子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

就是因为我们帮她找到了目标。“她的目

标是山师学前教育”，赵伟志进一步解

释，有了目标还不够，还要让她相信可以

做到。

解决好为什么而学的问题，由被动变

为主动，孩子的学习成绩肯定会有质的飞

跃。

“我的孩子就用这套方法，

现在很阳光，很正面”
从研究来看，目前家长和孩子们的心

态多是一种焦虑。这其中有三个群体的表
现最为突出，第一是初二升初三，因为要
马上要面临升学问题，学习压力特别大，
试想一下每个城市的优质高中资源都是有
限的，考大学反而选择更多一些；第二是
初三升高一，新环境，新起点，需要一个
很好的规划，这也是决定未来考学就业的
关键所在；第三是高一至高二，在研究上
甚至出现“高中二年级现象”，很多高一
学习很好的，到了高二便变差了。

亓婧杰，训练前成绩不稳定，在十名左右
徘徊，经过训练，连续三次全班第一，而且成
绩很稳定。7日中午11点55点，亓婧杰的母亲给
赵伟志发信息说，“孩子这次考试很不错”。亓
婧杰的母亲在短信息中还提到，虽然成绩还
没有出来，但是看到孩子的精神状态就知道
不错，孩子变得很自信。即便这次不好，也可
以肯定暂时的。

美国成为一个超一流的国家，让每个
人都有梦想，用一种相信和鼓励的态度。中
华民族有很多好的东西，也有需要进步的
东西，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和理想。
赵伟志说，不主张一定通过文化课补习，当
然也不否定补习，但是前提是我要学。一定
先把学习的态度，意识，习惯养成。“我要成
为最好的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成
为最好的自己。

“我的孩子就是用这套方法，现在加拿
大读书，很阳光、很正面”，赵伟志说。

“把孩子培养成最好的他，
而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个人”

——— 本报专访教育专家赵伟志
本报记者 周锦江

学 习 生 活
中，每一个人都
或多或少会有疲
惫、无助的时候。
特 别 是 开 篇 很

好，而后心有余而力不足时，多是
前期规划缺失或出现了问题，甚
至自暴自弃。要做好事情，无非

“道”、“术”两点，以“道”驭“术”方
能成事。在孩子的成长教育方面
更是如此，单纯的恶补课业效果
不佳，甚至适得其反，如何开发挖
掘孩子的“内驱力”才是核心。本
报专访“顺适教育”理论创始人赵
伟志，他认为，“家长只能把孩子
培养成那个最好的他，而不是你
所期待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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