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哈佛佛博博士士教教家家长长怎怎么么““打打””孩孩子子
教育孩子有四个原则：不占有、爱和规矩、情商先于智商、共同成长

父母是一种

特殊的岗位

15日上午，一场主题为“规
矩和爱”的公益讲座在济南举
行，金宝贝早教济南中心邀请了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王涛
到场，吸引了近千名80后家长。

“为人父母是天底下最特殊
的岗位。”王涛博士解释说，这个
特殊岗位从业人数众多，综合专
业要求高，但岗位培训却很薄弱。
比如，公司新员工上岗，需要岗前
培训。“在养育宝宝之前，我们很
多人都没有学习过如何做好父
母，所以我们都在无证驾驶。”

“请问各位爸爸妈妈，教育
孩子是理念重要还是方法重
要？”王涛说，两相比较，理念更
重要，理念不转变，同样的方法
取得不了预想的效果。

他举了个例子：有个妈妈，
教育孩子出了一些问题去请教
专家。专家发现她总是指责孩
子，告诉她要多欣赏和肯定孩
子。这位妈妈无奈只好肯定和表

扬孩子，最初几次还有效，但逐
渐失去了作用。

王涛告诉家长们，教育孩子
要掌握四个基本原则：不占有原
则、爱和规矩的原则、情商先于智
商原则、共同成长原则。

孩子可以打

要用“杖”打

如何给孩子立规矩？孩子不
听话时可不可以打？针对年轻家
长们的困惑，王涛一语中的，见解
惊人。“孩子可以打，也应该打，但
不能直接用手，要用杖打。”

“孩子可以打，这是一种有效
的惩罚手段，但需要讲究艺术。”
王涛认为，孩子不听话，家长可以
打，必须先学会如何打，要掌握四
个原则：

其一，不能在发怒的时候打
孩子，不能借助打孩子发泄
自己的情绪。“打孩子
是因为规矩而打，
不 是 因 为 愤 怒
而打，要让孩
子 知 道 自

己触犯了规矩就要受到应有的
惩罚。这也是在给孩子‘做规
矩’”。

其二，不能用手打，也不能
用鞋子打，一定要用杖打。“要让
孩子明白，不是父母不疼爱他才
打他，而是因为他犯了错，父母
不得不打他，而父母充当的是一
个执行者。‘杖’就是规矩的具体
体现，要让孩子害怕规矩，而不
是害怕父母。”王涛说，如果让孩
子从小有这样的观念，长大以后
将会成为一个有公德心的人。

其三，家长打孩子前，一定
要与孩子有语言交流，让孩子知
道自己错在哪里，犯了错就要承
担责任。“不是爸爸打你，是爸爸
不得不打你”。

其四，打孩子需要爱。孩子
犯了错，父母也要一起受罚。

要培养孩子

的独立能力

王涛还剖析了在教育孩子
方面，中国父母与西方父母的差
别，他认为现在的年轻家长要做
既有爱又讲规矩，二者高度平衡
的“严格型”父母，而不应做溺爱
型、放任型以及严厉型的父母。

他现场举了一个例子：中
国孩子走路时不小心绊倒，中
国父母通常会一个箭步冲过
去，赶紧把孩子抱起来，神态紧
张，表情夸张，大呼小叫，心疼
得不得了，结果孩子反而哭得
更厉害了。“殊不知孩子摔跤时
自己已经很紧张了，这样的处
理方式不能起到缓解紧张、安

抚的效果，孩子一般反映为大
哭，要妈妈抱。”

王涛说，更有甚者，很多中
国家长会把绊倒孩子的地方打
两下，以此来安慰孩子。“时间长
了，会让孩子认为，一旦犯了错，
首先要怪罪环境和他人，这样他
还会自己负责任吗？”

与中国父母不同，美国的父
母处理起来分为三部曲：第一，
父母会走到孩子绊倒的地方，蹲
下；第二，语气平静地轻声问孩
子两句话：你没事吧？需要帮忙
吗？“这样孩子会比较快乐地恢
复，自己站起来，并向父母表示
感谢”；第三，父母会指着孩子绊
倒的地方告诉他，“宝宝，这里有
一个小坑，下次走路时要小心。”
王涛说，美国父母会让孩子知
道，自己绊倒了，主要是自己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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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仅可以打，也应该打！”近日，一场关于“规矩和爱”的公益讲座在
济南举办，主讲人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王涛语出惊人，称在教育过程中应该
学会“打孩子”。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王涛在讲座中提出，教育过
程中可以“打孩子”。

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王涛
在现场与80后父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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