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论读书笔记(优秀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家庭论读书笔记篇一

在德国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处的半年里，我有了一份很深
的心得体会：每个人存有自己的思维盲区，因为我们拘泥、
执着于自己的成长和经历。

这也可以引申到个人的性格缺陷的认知盲区，在这个时间点
遇到这本书，我扎了进去。在我推荐这本书前，我想按照书
的内容邀请你来测试下你的原生家庭对你性格的影响。可能
是认知盲区，值得测！

如果你的回答里有1/3是。那么你的原生家庭有“毒”，性格
缺陷十有八九由此毒炮制。想必此刻你的心理并不能接受。
没关系，盲区本身也是一种舒适区，谁被拉出舒适区，都不
会好受。

我在读这本书前，是有一个迫切的愿望的。我想了解自己的
性格。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的性格与我的成长背景有关。
可是当我绞尽脑汁去回忆我的成长经历，发现仅靠自己这一
支线，没有其它标的物做参考，很难有什么头绪。于是抱着
探析他人成长模式的动机，我开启了此书。书的前半部分是
许多个成长的案例。

有了对比，我才看到了自己的成长线所处的真实空间位置，
以及环境对其的交互影响。这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意识到
有很多比我成熟的灵魂，值得参照去追随成就自我成长。



其实这个道理向来也懂，只是我之前没有看到实际的差距和
可行的发力点。于是所幸躲藏起来，怜惜一个臆想中的单纯
美好的自己；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比我悲惨的生命，心中升起
一份对生活的敬畏，由此获得一份成长的力量感。现在我不
想再在成长的道路上原地踏步了。因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
本书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的性格缺陷，正消极影响着自己
和他人。

书的后半部分给了对策和方法，来支持我找到成长的发力点。
作为隐私，我不想分享自己的事例。但我想总结书的方法论。

首先，去认知原生家庭的“毒”。读后感·这往往不易察觉
和相信，因为原生家庭模式可能已经是我们的思维定式。尝
试去剖析自己看不见的，一些习以为常进而合理化的问题；
去承认被自己否认的事实。

其次，去和原生家庭做对峙进而尝试和解。当然直面问题会
带来痛苦，打破平衡会有顾虑。成长的代价哪有轻松的呢？
但是我们仍可以寻找一些方法，让自己的对峙更容易，追求
成长的信念更坚定。而这正是我推荐本书的最大动力。

德国的生活和书里他人的案例让我看到了生活和成长的其它
种可能。有了对比，再回头审视自己，变得更加包容和赋有
力量感。直面自己的性格缺陷，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追
求成长道路任重道远，但生命那么长，改善性格的缺陷值得
付出努力，亦有可能实现。我坚信这个。

家庭论读书笔记篇二

南宋时期大学问家朱熹所作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
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大意是说，方方正正的池塘就象一面明亮的镜子，天光云
影、湖光山色倒映其中，景物清晰可见，这都是因为有源头
清澈的活水。思想源头的活水是什么？就是不断学习，只有



不断学习才会获取新知识。《不输在家庭教育上》确实是一
本很好的教育书籍。书中有一句话使我感触颇深："只有不懂
教的父母，没有教不好的孩子"。现就对《不输在家庭教育上》
的学习情况谈几点体会：

当今社会的年轻父母，在教育孩子方面确实很难去做，因为
现在是竞争的社会，作为父母总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给别
人家的孩子。我们这一代父母是"小皇帝"的父母。多少父母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倾注了半生心血。一切以孩子为中心，
指望孩子成龙成风。只要孩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当父母的
就脸面生辉，无尚光荣。但孩子怎样才能"出人头地"，怎样
才能让孩子成才，也使当父母的非常头痛。

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把他送到学校接受教育，父母似乎省
心了。当父母的只是鼓励孩子好好学习，认真听课，认真做
作业等等。其实这只是对孩子学习文化知识一种教条的说教。
事实上孩子需要接受的不只是文化知识的教育，素质教育更
不容忽视。教育孩子不单单是学校的事情，应该是学校、社
会、家庭三位一体。家庭怎样对孩子进行素质教育，在这一
点上，《不输在家庭教育上》这本书介绍了许多家庭教育的
成功范例，范例中介绍的父母教育孩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注重培养孩子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教育孩子充满爱心，
关爱他人，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给孩子一个广阔的天空，让
孩子自己走向成功。今天我给孩子去开家长会，相比之下，
我发现自己是一名不合格的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存在许多问
题。自己认为，在物质上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我们当父母
的就"称职"了。去年10月份开展“一创双优”集中教育活动
以来，濮阳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2”“白加黑”的
工作方式，让我感到充实了。在充实的同时却与孩子的沟通
少了。在此，我特别感谢孩子的母亲和他的姥姥，一直细心
照顾着孩子。我以后要多挤点时间来陪陪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读了《不输在家庭教育上》一书，使我受益匪浅。最吸引我
的是书中“父母课堂”这个栏目，因为在家庭教育这个新课



题上我们这些毫无经验的父母应该是学生，只有掌握了家庭
教育的理念，才能教育好我们的孩子。书中有几句话很有道
理：好父母都是学出来的；好孩子都是教出来的；好习惯都
是养出来的；好成绩都是帮出来的；好沟通都是听出来的。
确实，没有天生的成功父母，也没有不需要学习的父母，成
功的父母都是不断学习提高的结果。只有学习和掌握现代家
庭教育科学知识和方法，才能扮演好家长这个角色，孩子的
健康成长才有基本的保障。

在这本书中确实为我们展现了许多民主的、客观的教育方法，
比如家长应该做孩子的朋友、应该尊重孩子的意见等等，给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确实不少启发。

家庭论读书笔记篇三

对于家庭教育我一直都在苦苦摸索，也经常和家长们交流学
习，可是总觉得自己的教育方法不够理想。从怀孕起就没少
读关于胎教、早教方面的书籍，自己觉得只要多看书就可以
做一个好妈妈，可是当孩子出生后并且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
我发现我所看的书远远不能满足我平时的教育。

说起教育孩子每个父母都会，但是有几位父母能做到科学教
育呢?这也是每位家长都想要学习的。《不输在家庭教育上》
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书中有一些新型的'教育新观念，
也有一些典型的成功型教育经验，这本书让我发现我在平时
的教育中有许多无知，总觉得严厉就可以教育出优秀的孩子，
同时也学习到教育孩子也需要科学教育，这样我感受颇深!

家庭论读书笔记篇四

家庭，一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港
湾，也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家庭，亦可分为“小家”
与“大家”。“小家”即我们与父母或是子女生活的纽带，
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在“小家”中感受温暖，获得支持。



而“大家”既是社会，也是国家。社会是一个“大家”，包
容个体的差异，促进个体的发展。国家更是一个“大家”，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在国家中交流，融合，成为我们日
常生活的大背景，大环境。

和美二字包含了许多含义，温馨与安宁，和谐与美好。和美
家庭这一概念既表达了对“小家”温馨宁静的希冀，也传递
了对“大家”安定和谐的祈愿。“小家”的和美是“大家”
和美的基本与有力保障。

在《和美家庭》一书中，首先阐述的便是对于“和美小家”
的认识。从家风美德到家庭教育，无一不对“小家”的和谐
美满提出深刻的理解。

家风应该是一个家庭的氛围，是一个家庭的基本准则，是一
个家庭的行为习惯，是一个家庭对其成员无言的教育。不论
是世家大族祖祖辈辈，还是新婚夫妇初入围城，都应该有形
成自己独特家风的意识。良好的家风是家庭成员的纽带，使
得夫妻恩爱，祖辈孝谦，婆媳和睦，保证了一个家，以及其
家庭成员的稳定与和睦。

古语有言“家和万事兴”，和美的“小家”使得每一个家庭
成员都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爱与温暖。被爱包围的人是幸福
的，幸福的人会自然而然的传播这个社会急需的，也乐于看
到的正能量。“小家”的和美也因此使得社会这个“大家”
更加安定——邻里和睦，互帮互助；勤俭节约，绿色生活；
遵纪守法，律己自持。

当个体步入社会，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也代表了其所
生活的家庭。个体的行为便是家庭教育的体现。良好的家教
使得个体更容易融入社会，行为更容易被社会所接纳，也为
个体自身赢得了尊重与机会。子女的家教，源于父母。就父
母而言“其身正，不令而行”，父母是孩子第一位老师，也
是孩子行为的榜样。



提升自身修养，对孩子宽严并济，尊重孩子的选择是父母要
做的基本。父母的一切行为源于对孩子的爱，但这种爱不应
该成为溺爱，也不应该成为放纵孩子的理由。同时，也要注
重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与优良的意志品质，让孩子勇
敢，有担当，有责任心的成长。同时，父母的爱有时也会成
为孩子的羁绊。我们听过最多的一句话便是“这是为了你
好”，但有时却忽略了孩子自身，作为一个成熟个体，的自
由与选择。因此，平等的沟通也必不可少，拉近彼此的距离，
倾听对方的想法。

勤俭节约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涓涓细流，积少成多，
家庭的理财观念是家庭经济基础的保证，是家庭生活质量的
保证，也是社会经济环境与消费习惯的保证。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良好的阅读习惯不单可以于内
修炼人的品德，也可以于外打磨人的气质。我们无法延伸生
命的长度，却可以通过阅读拓展生命的宽度。书籍，为我们
的人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让阅读成为我们“小家”中的
生活习惯，让阅读成为我们父母提升自身修养的途径，让阅
读成为我们子女健康成长的保证，让“小家”中的书香在社
会这个“大家”中蔚然成风。

近几年来，北京成了有名的“霾都”，灰蒙蒙的天空成了北
京冬季的主色调；食品安全问题屡屡被爆出，入口之物使部
分市民提心吊胆；过度包装的出现，让节庆期间出现了不和
谐的风景线。然而，面对这些问题，社会上的环保意识也逐
渐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强调低碳生活，让绿色出行成为习惯。
北京的市民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自带环保袋，严格执行
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践行光盘行动的理念。个体与“小
家”的努力，使得我们的社会生活更加美好。

从居家清洁到服装选搭，从衣物整理到科学瘦身，从事业到
家庭，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与中肯的建议。



纵览全书，每一章都以“小家”作为切入点，由浅入深，由
概念到事例，逐渐引入“大家”的概念，向读者渗透“小
家”与“大家”的密切联系，让我们深刻的意识到个体行为
习惯对整个社会背景的关键作用。“小家”的和美使得“大
家”和美，让我们理解与践行《和美家庭》中提到的理念，
和美“小家”，和美“大家”！

家庭论读书笔记篇五

读了《父母的反省》一书，简直是使我受益匪浅。实际
上，“不断学习，不断成长”，这不仅仅是学生、子女的必
修课，同时也更是教师、父母的发展动力。时代变了，父母
的家庭教育观念，也应该随之更新！父母们只有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反省，不断地接受新观念，才能够更好的培育出优秀
的下一代！

读了《父母的反省》，它让我们深深明白了“只有不懂教育
的父母，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让我们
共同阅读这份父母们都必做的家庭作业。为人父母，一定要
先学会反省，然后才能够真正的科学施教！

《父母的反省》一书，不仅观点新颖，同时具有极强的可操
作性。书中有大量的实证案例，不仅可以引导每一位父母反
省，同时还教会每一位父母科学施教。

《父母的反省》有很多引人入胜的观点，尤其是充分论证了
一些中国传统家庭教育错误的观点。中国有句老古话：“棒
棍底下出孝子！”，当今的家庭教育也有这样一句话常常出
现：“孩子还小，打他干吗？他又不懂！”这两种截然不同
的教育方法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

然而在教育中，“棍棒”教育一直是一个值得争议的话题；
在过去家庭教育模式中，“棍棒底下出孝子”是个不争的道
理，但在现代中国，这种传统观念被颠覆了，现代年轻父母



由于经济、文化的提升，环境的改变，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
响，由一种粗暴的教育方式渐渐转化到另一种进步，是文明
的体现。但在教育过程中，针对孩子不同的年龄层次，应施
以不同的教育方式。在幼儿阶段，是树立孩子正确是非观，
性格的关键期，通过讲道理，适当的“惩罚”是有必要的。
到了少儿期，通过讲道理，正确引导是重要手段，不轻
易“惩罚”。到了青少年期，则以讲道理沟通为主，不应动用
“武力”手段教育，否则孩子会越打越叛逆，适得其反，随
着年龄的增长，“棍棒”教育应随之减少。

另一种“孩子还小，打他干吗？……”的教育方式则是一种
过分溺爱的教育方式。多数出现在“爷爷，奶奶”一辈人身
上，由于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隔代的亲情、宠爱都倾注
在一个孩子身上，加上文化、思想观念的差异，以至于丧失
了对孩子教育的基本原理。

家庭论读书笔记篇六

通过观看河南省教育厅家庭教育讲座“开学第一课”中《做
好规则教育，护航健康成长》后，感受颇多。

正确合理的规则教育能促使幼儿在活动中自觉遵守、维护秩
序，提高学习效率，从而获得自主发展。正所谓三岁定八十，
幼儿时期是人生长重要的时期，幼儿时期形成的良好习惯有
可能会跟随我们的一生。

社会越发达，规则越重要。所以，我们应该从小就培养幼儿
遵守规则的好习惯，通过视频学习，我认为规则教育要做到
以下几点：一是规则必须建立在孩子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二
是让孩子参与规则的制订过程；三是结合游戏活动对孩子进
行规则教育；四是赋予孩子一定的权利，自己制约违规行为；
五是让孩子感受遵守规则的乐趣，了解违规的后果、并为其
承担一定的责任；六是在讲解规则时要注意语言的简短、精
练、条理清晰、便于记忆；七是家长要以身作则，树立榜样；



八是长期坚持，巩固规则。

规则是保证幼儿愉快生活、交往、学习的前提，是社会公共
生活中的`基本准则。而规则意识的培养不是在短期时间内能
完成并见效的，它需要家长、老师一起携手在日常生活、学
习中做有心人，点点滴滴、随机渗透、日积月累这样才能巩
固效果，使我们的孩子更主动适应生活，更自信适应社会。

家庭论读书笔记篇七

对于亚当而言，天堂是他的家；对于亚当的后裔而言，家就
是他们的天堂。

家庭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非同寻常。每一个家庭，就是一
个小社会，子女未成年时，父母不辞辛劳地哺育抚养，给予
谆谆教导；子女成人后，又为他们的婚嫁、事业操心费神。
亲情犹如大海航行中的一道港湾，当我们一次次触礁时，缓
缓驶入，这里没有狂风大浪，我们可以稍作停留，修补创伤，
舔平伤口，再次扬帆起航。

1

发现身边的幸福

法国文学家雨果说：生活中最大的幸福是坚信有人爱我们。
幸福多种多样，无论你是否受欢迎，是否有人爱，家人总是
在默默地给予爱。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充满亲情，暖意融融的
家庭，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关心照顾，宽容理解，任劳任怨，
那么，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会倍感温暖和幸福。

同多数普通家庭一样，从小在父母的细心呵护下茁壮成长，
上学、就业、结婚……这一件件看似复杂的人生大事在父母
的指引下总是一帆风顺地完成。父母竭尽所能地想要一直保
护自己，但是内心总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常常做事与父母背



道而驰。小时候，因为自己的顽皮受到父母严厉的责骂，懵
懂不谙世事的我想逃脱父母的视线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乐园。
长大后，异地工作远离了父母的家，原以为离开了父母的庇
护，没有了父母的唠叨，总算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
事与愿违。家庭的琐碎、子女的教育、工作的压力使自己疲
惫不堪时，才能念起父母在身边的好。下班回家途中，无意
接到父亲的一个电话，内容大致是关心询问近期的生活状况，
在挂完电话的一瞬也让自己感动不已。父母本该是无忧无虑
享受幸福晚年生活时，却依然为自己操心，偶尔和父母的争
执吵架还是会有，却多了份理解和温馨。

有一句话很美：阳光落在春的枝头，日子便绿了。那么我们
何不让阳光穿过心上，让幸福写在心里呢。也许只是归来时
一声问候，离别时一个挥手，旅途中的一个电话，寒夜中的
一杯热茶，沮丧时的一句安慰，跌倒后的一把搀扶，哭泣时
的一个拥抱……让平淡的日子细水长流地过着，一点一滴地
收藏着幸福。

2留住身边的幸福

孝是做人基础。普天之下人人都会老，善待老人其实就在善
待自己。俗话说，养女方晓父母恩。当你在溺爱你的儿女时，
可曾想过当初你的父母也是这样的爱你？你养儿女图个啥呢？
又盼着儿女怎样对待你呢？家有父母老人，是子女的最大幸
福，堂前敬孝，是最大的善事。

父母的爱伴随我们一生，似指路明灯引导我们前进，他们的
爱是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感
恩父母的心，感恩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教育成人，给我们最
好的物质条件和教育资源。当岁月碾过父母的青春留下皱纹
和白发，我们扪心自问，是否做到了及时孝顺父母。工作闲
暇之余，打个电话回家，和父母拉拉家常；逛街的时候，别
忘了给父母买点贴心的礼物，不管你买什么，他们都会喜形
于色；节假日尽量抽出时间陪陪父母，常回家看看。“父母



恩胜万金，推衾送暖舐犊情深……”一首《父母恩》唱出了
子女回报父母的感恩之心，让我们学会感恩父母，用一颗感
恩的心去对待父母，用一颗真诚的心去与父母交流，让我们
的孝心和父母时刻相伴。

朋友们，其实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是我们的偶像，是我们生活
的坚强支柱；然后我们长大了些，发现他们并不完美，思想、
兴趣，甚至吃的口味与我们都产生分歧，于是我们选择远离
（无论心灵还是地域）。我们再长大些，成熟些，让小人欺
负、被爱情甩开，总之经历了生活的摔打磨练，才发现父母
的家永远安静、温暖，这时我们靠近了些。然而升职跳槽、
恋爱结婚，太多繁琐的事情让我们无暇顾及；然后我们总算
成熟了，从浮躁的心态中沉静下来，或者也做了爸爸妈妈，
这时才体会到生儿育女的喜悦和艰难，我们又像小时候一样
缠绕了上去。这时你会突然发现，父母老了，再也无力支撑
我们的喜怒悲哀。

家庭论读书笔记篇八

《家庭教育》这本书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了，家长怎样和学
校老师在教育好孩子的事情上，观点和方法说的非常全面而
实在，帮助家长怎样在教育孩子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切实可
行的和科学的教育方法。从第一章的了解认识你的孩子到记
录孩子的成长足迹，对我来说是帮助非常大的，以前总是认
为上学有学校老师管理教育就行了，做为家长给孩子创造一
个合理学习环境就行了，只要学习好听话就行了。这本书提
出了家长决不能仅按着自然法则扮演家长的角色，而应该时
刻以一种教育的心态关心孩子的成长，很震撼也的确如此。

小学六年级这个时期正如书中所说，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
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学习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学校老师
正规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下，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发展，学习
的自我意识、组织性、纪律性，也得到了提高。在学习方面
由于知识学习广泛了，学习开展变得自觉，也有条理一些了，



能够及时的把作业写完，并帮助家长做一些家务事，喜欢看
一些课外书，随着学习的能力增强，正确的学习方法就非常
重要了，帮助孩子掌握好学习方法，总结学习规律，尤其是
培养孩子记忆力方面，只有在记忆的基础上进行理解，理解
才能透彻，只有在理解的参与下进行记忆，记忆才会牢固，
让孩子多背一些好的文章，尤其是一些千古美文，或中外名
著的片段，读好语文书，认真写字，多看书报，扩大阅读面，
让孩子多观察生活，从生活中寻找写作题材，培养好孩子的
良好的学习习惯，要让孩子精力集中，讲究效率。

在这一个学期学习就不够集中，一会看电视，一会吃东西，
玩玩做做，有时看到思想总也集中不起来，一个小时的作业，
三个小时也做不完，而且还很马虎粗心大意，从数学的几个
试圈来看，好多都是在一二题时就做错很多，检查一看并不
是不会，就是粗心，不是少写一位，就是少一个符号，以前
我不在意，因为孩子不是不懂不会，就是粗心点，家庭教育
这本书提醒了我，粗心大意的毛病是学习方面一个很大的坏
毛病，不但会影响学习成绩，长大后也会影响工作质量，应
该很好的培养孩子的细心、认真、缜密细致的好习惯，所以
家庭教育这本书，非常好，比较深刻细致的弥补了父母在孩
子教育方面的不足。

家庭论读书笔记篇九

现在的家长都曾经是孩子，现在的孩子未来大多可能会成为
家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接受或良好或不尽人意的
家庭教育。所以家庭教育是社会的焦点，对于个人的行为习
惯甚至三观的形成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我看到这本书名时，我是排斥的，家庭教育本来就是焦点
还聚什么焦，这不是废话吗？再一看目录"谁是家长谁是孩子，
谁的年龄大"这么弱智的问题也能提出来，气得我差点把书摔
在地上。网络的发展，让信息的传播泛滥成灾。如果你敢搜
关键词"家庭教育"，成千上万条信息将把你湮没。而这些信



息中不是励志鸡汤文就是一些专家所谓的家庭教育秘诀，我
早就对这些正确的废话深恶痛绝。看上去"聚焦家庭教育"也
是这样一本书，但是我知道本书的作者很厉害，就硬着头皮
往下看。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然而本书的作者王文忠在家庭教育领
域整整磨了二十多年。读完前言的第一段，就让我对作者的
敬意油然而生。

"一直对家庭教育感兴趣，从1994年承担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家庭环境对幼儿认知发展的影响研究”开始，到
后来进行少年犯教育转化，灾后心理援助，动力沟通理论与
技术体系的构建，都围绕着家庭教育做工作，20多年过去了，
不改初衷，算是聚焦家庭教育吧。"

如今有太多的家长打着爱的旗号进行着伤害而不自知，正好
像通往地狱的路上铺满了善意。一边期待自己孩子飞翔，一
边却剪断孩子的翅膀。一边想放手一边抓狂，一边假装淡定，
一边焦虑紧张。这时所谓的教育专家出现了，无奈专家太多，
众说纷纭，有的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也有的说"好孩子都是
夸出来的"。一时间家长们陷入前所未有的彷徨，变得更加焦
虑。而家长的使命这段话很好的指明了家庭教育的方向。

"家长的使命，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在离开家长后能够独立
生活，能够从周围人那儿学习，适应这个变化的时代。家长
要完成好这个的使命，必须要自己成为一个不断学习的自立
的人，能够时时处处地向周围人学习的人。

众所周知，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生下来第一眼看
到的就是家长（当然，现在剖腹产可能第一眼见到的时候医
生和护士，但是孩子主要还是跟着家长成长的）。近墨者黑，
近朱者赤，所以，家长的素质，家长的为人处事风格，自然
会默默地影响正在如饥似渴的从周围吸取信息的婴儿。"



当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时，真的很庆幸自己有幸读了这本书。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已经很少有
人愿意翻开一本相对严肃的书籍了。所以，在您能够耐心的
翻到这里的时候，作为作者，我们非常真诚地祝贺您！由于
您是一个愿意学习的人，坚持下去，您和您的家人与孩子，
必将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

此时，作为作者，我们又想问读者您一个问题：读书，费时
间，费脑子，费精力，费了这么多，得到了啥？作者对这个
问题的答案是：读书，只是为了得到一点思想的撞击！作为
成年人，我们对于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读书，就是要
费力不讨好地，去用作者的思想，来撞击我们的自己的思想！

对此，本书给的参考答案是：彼此思想的撞击，可以让我们
各自的思想变得更开阔，更能够适应这个变化的时代，或者
让我们已有的想法变得更开放，变得更丰富！

所以祝贺您，打开了这本书，同时也打开了自己的心胸，来
关注、审视或或批评或接受书中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至少
作者提供了一个角度）观察家庭教育，观察我们自己，从而
让自己的人生更丰富多彩，亲子关系，更和谐融洽。"

这本书看完了，但是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这本书虽谈
不上字字珠玑，但是却没有一句废话，甚至没有一个多余的
字。自古就有"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的说法。本书既有
拳又有功。道法术器四个层面的东西都有，可以说是家庭教
育大百科工具书。

这本书还有两个特点：

一、可以重复多遍阅读，你会发现常读常新。

二、小孩子也可以阅读，亲子共读更佳。



最后奉劝你在看本书时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你时不时
就有"当头一棒""醍醐灌顶"的感觉，不由得使人茅塞顿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