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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的学者、国学大师耕耘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我们

每个人都是活在责任和义务里。”

在十四年的家庭教育过程中，我一直在问自己：今天，我们作为父母，

作为成人，是不是也活在责任和义务里？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面对孩

子的成长，我们有没有给孩子这种意识：今天他也是活在责任和义务里呢？

我常跟听家庭讲座的家长说一句话：“你们真的是在关注家庭教育吗？你们真

的是在关注孩子的未来、关注孩子的成长成功吗？其实非也。”

我相信更多的家长并不仅仅因为担心孩子未来能不能成功而去听家庭教

育讲座。我认为，在深层的意识里面，家长其实大都还有一种思想，就是担

心未来自己这个家族能否有效传承下去。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家族传承已经超越了封建社会单纯的家族香火继承，更多的是指财富、精神

和文化的传承。

中国有句古话叫“富不过三代”，也就是说，在我们内心深处总有一种

“富不过三代”的担心，所以在教育层面上，我们就会把这种担心转化成压力，

进而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孩子的教育上面。但在教育层面上，我们要给孩

子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对家族有这种担当的使命呢？

80 后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也正因此，在现代家庭里，独生子女比以

往任何时期的孩子都更多地承担了家族传承的责任。从家族传承的角度而言，

责任心的培养问题就更加迫切。

在父母眼里，我们这个家族能否富过三代，能否有效传承，都寄希望于

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非常关注培养有责任感的孩子这个问题。我们希望通

过对孩子责任感的培养，让孩子能够担当起家族传承的重任，让自己的家族

能够富过三代，从而使我们开创的基业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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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孩子懂得责任  才会主动担当

尽管我们知道责任感对于孩子的成长，尤其是对于家族的传承都非常重

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给孩子的这种责任意识却是很不够的。所以在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和责任有关的问题。

提到责任，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责任，不同的人对责任的理

解是不同的，通常人们会这样理解：

第一，它是分内应该做的事；

第二，是指因为没有做好分内应该做的事而应该承担一种过错。

国内外有很多名人对责任也做过一些有效的解读。

英国王子查尔斯曾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你不得不去做的事，这就是一

种责任。”我认为这是对责任一个非常有效的诠释。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过：“高尚伟大的代价就是责任。”

德国诗人歌德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

而我认为，责任就是对于属于自己的事情敢于担当，敢于付出。做好自

己分内应做的事情，也就是承担应当承担的任务，完成应当完成的使命，做

好应当做好的工作。责任感是衡量一个人精神素质的重要指标。责任就是担当，

就是付出。责任心是一个人驱使自己去兑现自己所做承诺的心理状态。例如，

孩子能把学习当成自己的事，他就有了积极主动性，他的潜能就会被发掘出来，

这是内化、自省的效果。

我一般把责任感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内的，就是说可以自觉约束

自己的不当行为，为自己的言行可能产生的后果负责，谨言慎行，即“君子

慎其独也”；另一方面是对外的，勇敢承担家庭、社会和国家所赋予自己的角

色责任，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和这些角色所相匹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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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内负责，对外也会有担当。相反，如果一个人不能审视自己的

内心，内心没有责任的概念，则很容易犯了错误而不自知。

有两个女孩，学历很高，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老总要招待客人，就想让

年轻人历练一下为别人服务的能力，便让她们陪着一起去了。就餐时，因为

是广东客人，我们知道广东客人口味比较清淡，老总就点了较清淡偏甜的菜

品。而这两个女孩是湖南人，口味偏辣，就在饭桌上抱怨没有自己可以吃的菜。

领导就特意为她们点了一盘辣菜。菜上来照例要先让客人尝尝的，但是这俩

女孩一看终于有了自己喜欢的菜，马上转到自己这边，客人举起筷子的手尴

尬地停在那里。领导把菜转过去，她们又转过来。弄得领导吃饭吃出一头汗。

饭后领导问这俩女孩吃饭吃得怎么样，她们竟然说幸亏最后有一道菜我们还

比较满意。她们不知道自己当下是什么角色，应该为整个事情承担什么责任，

应该怎么样规范自己的言行，只是想到了吃饭本身和自己的需求。像这样的

员工不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领导怎么敢重用呢？但这两个女孩的行为在

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和我们的家庭教育有关呢？

同样也是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有担当则有不同的结果。

有一位知名律师的女儿，毕业后留在外企工作。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

负责的一件事情因为自己的失误，让公司损失了十万块钱。这笔钱对于刚毕

业的她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了，趁着谁都没有发觉，她可以选择辞职以逃

避承担责任。但是她认真考虑后还是决定为此事负责。她找到总经理，诚恳

地为自己的失误道歉，然后说：“我一定会想办法把这笔钱还上，如果公司还

信任我，留下我在这里工作，我以后会加倍努力，用工资还上这笔钱。如果

公司感到我不适合继续留在公司，我去别的公司工作，也一定会分期还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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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钱的。”听她说完，总经理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然后掏出一支钢笔说：

“我们要开发中国市场，一直为找不到合适的总经理人选苦恼，现在我们要定

下来派你去了。这支笔跟随我多年，送给你做礼物，那十万块钱就是你上岗

的奖金，所以你也不用还了。”

就因为这个女孩诚实，勇于担当，敢于负责，让自己得到了更好的工作

机会。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这个女孩一定能够承担起更大

的责任，为公司、为社会、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价值。

所以古人讲“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一般人的理解是，人

要多做自我责备，不要互相指责，这样会“天清地宁”，避免“天翻地覆”的

结果，家庭社会都和谐相处。我想这里也可以这样解释：就是各自承担各自

的责任，而不互相推卸责任，那么，天地则清正安宁。比如说先生到家，太

太倒上一杯水，先生不小心打翻了，各自承担责任的后果就是这样的：太太说，

“对不起，我放杯子时没注意，放得有点碍事了，没烫着你吧？”先生可能就

会说，“是我没有注意，把杯子打翻了，很抱歉。”太太说，“没关系，我再去

给你倒。”一家人就会和和乐乐。各相责的结果是：太太马上指责，“你看你

一点也不小心，这么大人还毛手毛脚。”先生一听也很生气，“你看你把水杯

放到桌子边，就是成心要烫我的吧。”两个人就会越说越气，不承担自己的

责任，就会互相指责，家里岂不是要天翻地覆？面对孩子的成长，很多家长

也是如此，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往往也是责备多。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

其结果不但没让孩子担当，反而造成孩子推诿。

人对自己负责，便会尊重自己的生命，尊重生命历程中出现的任何考验，

不会轻言放弃，反而会努力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光彩，甚至在常人所不能的境

况下成就不俗的事业。像伟大的物理学家霍金，身残志坚的张海迪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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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代表。

斯蒂芬 ·威廉 ·霍金，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学系教授，当

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是当今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被称

为在世的最伟大的科学家，还被称为“宇宙之王”。70 年代他与彭罗斯一起

证明了著名的奇性定理，为此他们共同获得了 1988 年的沃尔夫物理奖。他

因此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

学家。他还证明了黑洞的面积定理，即随着时间的增加，黑洞的面积不减。

而一位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人，竟然是一位从二十来岁就被判决说只能活两

年，终生坐在轮椅上，只有三个手指可以活动，面部只有眼珠可以转动的人。

他不仅因为伟大的科学成就让我们敬仰，更因为他对自己永不言弃，以顽强

的生存毅力坚持下来让我们心生崇敬。其实，霍金这些行为的背后就是一种

伟大的自我担当。

联想起社会上太多人动不动就放弃自己的生命，动不动就放弃自己的尊

严和追求，不禁令人叹惋。看看社会上那么多跳楼自杀的人吧，在斯蒂芬 ·

威廉 ·霍金这样为生命负责的人面前岂不感到羞惭？我也深深感到自己作为

教育工作者肩负的责任。我从事家庭教育工作十四年了，在这十四年的教育

研究中，我发现今天孩子的成长动力、学习动力很大程度上和孩子的责任感

有关。而责任感的大小又和我们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就是家庭是否给孩子

创造过责任的沃土，我认为不够。不是父母不愿意创造这片沃土，而是不知

道如何做。所以十四年来，我全力地协助家长成长，推动孩子前行。

责任感的培养对于家族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到持续发展的问题，

如果没有人可以接班，我们的企业和家族就难以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人有句

话叫“富不过三代”，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经常出现这样一个怪圈：老子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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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打江山苦死、累死；儿子坐天下，坐吃山空玩死、乐死；儿孙分天下，

手足相残吵死、打死。因为今天的独生子女常常娇生惯养，未经风浪，就难

有建树，无法指望，很多家族的接班问题就显得非常突出。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世界著名的家族罗森柴尔德家族。在 200 多年的辉

煌历程中，罗森柴尔德家族始终保持着不竭的创造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其家

族虽然支脉庞大，但却一直保持着一种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力量。在时间

并不算短的两百多年里，围绕罗森柴尔德家族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只有

走进罗森柴尔德家族财富迷宫的大门，我们才会明白他们长盛不衰的秘密和

称霸全球的真相，才能探寻支撑他们毕生积累财富、誓死捍卫家业背后的信

仰——每个人都有把家族的精神和荣耀传承下去的责任，不能让家族蒙羞。

日本的家族荣誉感非常强，所以很多家族企业做得也很棒。欧洲很多传

承久远的古老家族亦是如此。

人对社会负责，就会尊重他人，关心大局，心胸开阔，成就大业。史上

有名的范仲淹，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范仲淹的父亲范墉曾将怀孕的谢氏夫人接来，跪在观音菩萨像前问卜。

范墉问：“夫人腹中是儿是女？”住持答：“是一位能做高官的儿子。”范墉问：

“能不能做到宰相啊？”住持答：“不能。”范墉就说：“不能为相治理国家，

就做个良医为民疗痛吧。”住持说道：“哦，您让儿子做宰相是为了治理国

家，不是一己之私，做良医不是为了养家，而是为了疗民疾苦。如此胸怀，

您儿子可以当官到宰相啊。”后来范仲淹果然做到了宰相。官声清正，成绩

卓著。

其实为自己、为家族、为社会负责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并没有

一定的区分界限。一个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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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会做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事情；一个为社会国家负责的人又怎么会危

害到自己的家族呢？像上面提到的范仲淹，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恰恰成就了范氏大家族绵延数百年繁盛不衰。而霍金等人为自

己的人生负责，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和人生辉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积

极的精神财富。

所以，责任感从本质上讲既要求利己，又要利他人、利国家、利社会，

而且自己的利益同他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相矛盾时，要以国家、社会和他

人的利益为重。

人只有有了责任感，才能具有驱动自己一生都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才

能感到许许多多有意义的事需要自己去做；才能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

义；才能真正得到人们的信赖和尊重。

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名人都是在责任感的驱动下成就了自己的千古清名。

像临危受命的诸葛亮，因为刘备的信任，一心辅佐幼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成为后世典范；司马迁忍辱负重，历时十三年终于完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

史《史记》；李时珍为了编写正确的医药典籍，费时二十七年，以身试药，甘

苦备尝，终于成就医学经典《本草纲目》。如果没有责任心的支持，常人是很

难坚持下来的。

所有这些都是在给我们一种提醒，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我们一定要给

孩子一种责任感，才能激发他自动自发的内在驱动力，找到成功的力量源泉，

成就自己，成就家族。IBM 公司在员工培训中曾经讲过一句话，“员工的能力

与责任的提高，是企业成功之源。”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说，一个孩子未来能

否成功，和他的责任感也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从多年对家庭教育的研究发现，这个话题常常会给我们一种沉重感。

因为，当今社会，就责任感的培养问题是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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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思考

面对世界，纵观历史，那些优秀的个人与伟大的家族是不是值得我们

家长思考，我们的家族将走向何方？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懂得何为责任，为

何担当？

第二节　教育责任缺失  教育怪相频出

我认为今天的很多孩子由于家庭教育导向问题，导致他们处于一种无责

任状态，没有责任感。一讲到这个话题，很多家长就会有一种疑惑——孩子

本来也承担着责任呀？比如说孩子有学习的责任，对家有责任，对学校也有

责任，还有社会的责任。他也会做一些公益活动，好像也承担着很多责任。

其实这些责任不是孩子的内在动力真正激发出来的，往往是因为形式或者程

序的推动，这对于孩子责任心的培养并没有益处。社会发展到现在，物质供

应极其丰富，但是伴随而来的却是责任感的缺失。要想看清这个现实，打开

媒体，随便翻翻最近这几年发生的一些和青少年有关的种种怪现象就明白了。

第一种现象：“拼爹时代”

2010 年的时候网络上出现一句话：“我爸是李刚。”此语一出，网上舆论

哗然，跟帖造句无数。此事的缘起只是一起车祸，2010 年 10 月 16 日晚，一

辆黑色轿车在河北大学校区内撞倒两名女生，一死一伤。司机不但没有停车，

反而继续去校内宿舍楼接女友。返回途中被学生和保安拦下，该肇事者不但

没有关心伤者，甚至态度冷漠嚣张，高喊：“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

后经证实了解，该男子名叫李启铭，父亲李刚是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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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一出，迅速成为网友和媒体热议的焦点，“我爸是李刚”语句也迅速成为

网络最火的流行语。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句火热的网络流行语？其实背后是

孩子不承担责任，而他爸爸要承担责任的原因造成的，结果果然是他爸爸承

担了很大的责任，责任大到让这位父亲不堪重负。所以我在课堂上跟家长讲：

今天做父母做得很累，但累也活该，因为我们家长愿意，家长承担了本该孩

子承担的责任。

还有我们一向敬重喜欢的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他的儿子闯祸之后，也是

他的父亲出面道歉，最终才使矛盾得到缓解，加上网络的推波助澜，社会上

掀起一股“拼爹”热潮。

“子不教，父之过”，“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孩子闯祸，

父亲出面道歉原也应该，但是出于护子代过的目的，出于为子求情的目的，

只会让孩子永远躲避在父亲的羽翼之下，不能承担任何责任。而从来不用承

担责任的结果，就是给家族带来灭顶之灾。我们相信，李刚养儿子，若是从

小培养孩子勇于承担责任的品质，那么，一起车祸会演变成轰动全国的新闻

事件吗？

所以在网上就有“我爸是李刚，恨不能成双江”这样的调侃，在网络上

随便搜一下，会发现类似的事情太多了。这样的社会现实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今天孩子责任感培养的缺失已经让孩子处于无责任感状态了。

第二种现象：“啃老族”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句话叫：“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但是到了现代社会，

这些传统被彻底颠覆了。我们不仅不能指望孩子养老，社会上反而出现了大

量的“啃老族”。就是年纪轻轻的孩子不出去工作，反而要父母养活着。一份

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有 65% 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30% 左右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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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基本靠父母供养。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甚至是培养出来的大

学生，不能很好地适应工作，独立自强呢？

社会上关于就业难的话题一向都是很热门的。造成就业难的问题固然有

很多的因素，但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很多年轻人责任感的缺失。很多年

轻人没有责任感，往往眼高手低，让用人单位无法放心聘用。所以造成一个

局面就是：一方面是众多失业待业的年轻人，一方面是大量急需合适人才的

社会岗位。我说过，只要失业青年的父母断绝对孩子的经济支持，就业率马

上就会提高，不工作就会挨饿啊。造成大量毕业生失业啃老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父母为孩子承担了太多，而孩子没有承担责任的习惯。直到大学毕业，

甚至是研究生毕业仍然担不起为自我负责的担子。这种现象不值得我们众多

家长反思吗？

有个家长找我咨询，诉说孩子大学毕业宅在家里打游戏、上网聊天，就

是不去工作给自己带来的困扰。我经过了解发现，这个家庭，母亲在证券公

司是领导，父亲是某银行的处长，家里经济条件优越。孩子上大学时，每个

月都会收到家里提供的数量不菲的生活费。儿子毕业后找工作，发现很多单

位给刚毕业的大学生定的工资都不超过 2000 元，甚至 1500 元，于是感到工

作没什么意思，就宅到了家里，不出去工作了。我建议做父母的切断孩子的

经济来源，父母说：“那怎么行？不给他钱，他还不得挨饿？实在把他逼急了，

他要是出去偷怎么办？”我于是只好建议他们赶紧给儿子娶个媳妇儿，生个

孙子好好培养，将来让孙子养活自己的儿子。这个建议本来有点半开玩笑的

意思，谁知家长叹了口气说：“唉，我这个儿子什么都好，就是不会和女生打

交道，心思纯净得很。”一个大学毕业二十六七岁的大男人还“心思纯净”得

不会和女生打交道，这不是连基本的人际交往能力都失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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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上海市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是这种情况。一对父母在上海市中心的

繁华地段买了一套房子给儿子，又四处为儿子物色了一个媳妇儿。但是婚后

不久，新婚妻子就非要离婚，说自己的丈夫不像个正常男人，什么事情都不

关心，什么事情都不干，只会玩游戏，是个十足的废物。尽管婆婆家很有钱，

但是自己坚决要离婚。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常常会说“富不过三代”，有了财富的父母把自己的孩

子培养成了承担不了任何责任的宠物，怎么担当延续家族基业的重任？所以，

我在为父母培训的课堂上常说一句话：“教育孩子，首先教育自己；改变孩子，

首先改变自己。要想让孩子拥有责任感，做父母的必须自己首先是负责任、

有担当的人。”

第三种现象：“月光族”

“月光族”也是网络流行语，指将每月赚的钱都用光、花光的人，所谓“洗

光吃光，身体健康”。月光族一般都是年轻人，他们与父辈勤俭节约的消费观

念不同，喜欢追逐新潮，扮靓买靓衫，只要吃得开心，穿得漂亮，想买就买，

根本不在乎钱财。“月光”们一般有知识、有头脑、有能力，花钱不仅表达对

物质生活的热爱，更是他们赚钱的动力。老辈信奉“会赚不如会省”，对他们

的行为痛心疾首；而他们的格言是“能花才更能赚”，花光用光自得其乐。但

是真的到了需要紧急花费的时候，因为没有积蓄，却不得不动用信用卡或者

向父母寻求支持。

有人说：我们现在是年轻的自己为年老的自己打工；健康的自己为生病

的自己打工；有工作的自己为失业的自己打工。意思就是今天的自己要为明

天的自己负责。而月光族恰恰摒弃了这种责任心，等到结婚时父母不得不拿

出自己一辈子的积蓄为儿女操办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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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现象：“陪读”

前几年“陪读”一般还只是出现在出国留学的孩子家长身上。因为孩子初

到国外，家长担心孩子应付不过来学习、生活的多项考验，往往选择去帮孩子

度过适应期。但是现在，几乎所有重点中学附近，甚至小学周围，都有很多为

了陪孩子上学，专门租房子全职陪读的家长。所以学校周围的房子不论房价还

是租金都比别的地方要贵出很多。有很多妈妈在孩子进入小学以后，把自己的

工作都辞了。理由是刚入小学的孩子需要大人帮助度过适应期，并打下扎实的

学习基础，协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等到孩子升入高年级，因为面临小

升初，家长更是不敢放松。初中为了升入好的高中，家长陪读更是不可少。除

了不能替代孩子上学，把孩子学习之外的事情全包了，伺候得非常周到。一直

等到孩子进入大学了，妈妈们忽然发现，自己的青春时光已经悄然流失。而比

这些更可怕的是，如此一路陪读过来的孩子却往往并不争气，总是让人失望。

最后也许还会像前面提到的孩子那样，我们还不得不帮助他娶妻生子。

这里有个心理原因，家长包办一切，专职陪读，就容易对投入的产出有

期待，而这种期待往往是和自己认为的投入成正比的。我们在咨询过程中经

常听到一句话：“我为了他，工作也辞去了，青春也失去了，所有的心思都花

到他身上，而他却这么不争气，我怎么不伤心呢？”

另一个心理原因是：因为妈妈陪读，辞去了工作，失去了原有的交际圈，

只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难免会对孩子关注过度，这样无意中

就会放大孩子的缺点，这样孩子就容易和妈妈起冲突。

还有一种情况是作业陪读。现在有很多老师爱布置一项“家长作业”，就

是孩子写完作业，一定要家长检查签字，家长如果不检查签字，孩子就要挨

老师批评。原本家长对于刚刚上学的孩子就不放心，担心孩子写不好作业，

读不懂题目，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总会陪在孩子身边。老师布置的检查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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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业，把更多的家长拉到了写作业的孩子身边。有父母在身边盯着，不会

就可以问，错了有人及时指出来纠正，孩子有了依赖心，对于作业的责任心

也会慢慢怠慢下来。那么家长在检查作业过程中，一旦发现错误一定会给孩

子指出来，并指导改正。这样的教育模式很容易让孩子认为检查作业是爸爸

妈妈天经地义的事情，而看不到在做作业的事情上，完全是自己应该负责任的。

更不会主动承担做作业做错的后果，也没有去主动承担的必要，因为爸爸妈

妈已经做完了，出现错误只能说明家长检查作业不认真。这也是现在为什么

有很多孩子平时作业做得很好，一旦考试，成绩却不高的原因，因为孩子没

有学会自己做检查。

第五种现象：“高分低能”

在全国统一考试选拔人才中，由于高考组织的严密、客观、公正，标准

易于掌握。对于我国的国情而言，高考是比较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方式，

因此高考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没有真才实学者是难以跨进大学校园的。

但是因为高考仅通过书面成绩来确定，有一些弊端，所以出现了很多学生只

顾学习，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文化成绩，但是综合能力却很差的现象。一个人

的能力高低，包含着人际交往的能力、沟通表达的能力、生活自理的能力等

多项指标。而一个人仅仅文化课成绩好，忽视了人际交往，忽视了沟通表达，

忽视了生活自理，所以就形成了高分低能现象。

考试分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学生书本知识掌握的情况，却往往不能

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我们要求的人才最终不是会考试的人才，

而是会解决实际问题、会做事的人才，是在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工作中做

出业绩和贡献的人才。这就要求学生必须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克服所谓“高

分低能”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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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个学生，从小成绩优异，一路顺利考进了北京大学，但是不久却

退学了。因为他适应不了大学的生活。大学里有很多事情都是他干不了和不会

干的。自己不去打饭，就要挨饿，衣服脏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上大学之前，

他从来不用考虑这些事情，穿衣吃饭都是现成的。忽然间面临生活上的诸多问

题，他一下子没有了头绪。他就像幼儿园的孩子，幼稚懵懂。最后没有办法只

好退学了。像这样的家庭，把孩子送进了北大，能算是教育成功了吗？

家长思考

以上种种现象，反观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孩子身上会出现吗？您的

教育是不是也会把孩子推到这种境地？但我相信，我们家长学习了、成长

了，这种现象就会远离我们。

第三节　有责任感的孩子才有未来

从国家发展来说，责任感的缺失也是很可怕的。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我国发展很快，对人才需求很多，但是如果对孩子责任感的培养

不足的话，他们将来对国家的担当就会出现问题。

梁启超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有担当，国家才有希望。但是现实中，

我们对青少年责任心的培养重视不够，甚至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为了说明

这一点，我们看看中国和日本的青少年一起参与活动时呈现出来的责任心的

对比。

曾经在北京的一次中日两国青少年多米诺骨牌的比赛中，中日两国青少

年站在一个中间位置的两边。他们被要求按同样的标准摆放，最终到中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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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用时最少一方取胜。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双方开始快速行动起来。由于

每个骨牌只有 10 克重，在摆放时一定要轻拿轻放，不能碰倒其他牌，否则将

前功尽弃。摆牌过程非常枯燥，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规定数量的骨牌码

放，必须依靠团队的共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孩子各负其责，整个

过程井然有序。偶有问题，大家也是迅速解决，而且每次都有人站出来主动

承担责任。所以在整个活动中，让人感觉到他们训练有素，而且团队凝聚力

很强。在日本孩子行动的同时，我们中国的孩子也快速行动了，但没多久问

题就出现了。由于某个环节出了错误，又没有同学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于

是团队中出现了指责、抱怨。但指责、抱怨后大家依然坚持来做，然后这种

情绪开始蔓延，并且随着活动的深入，出错的几率加大，终于有的同学开始

爆发，决定放弃不做了。于是中国这边的孩子开始陷入内讧，游戏进展几乎

陷入停滞，而此时日本的孩子已基本完成任务。令我们意外的是，这个时候

日本的孩子竟然来到中国孩子这边，主动帮中国的孩子完成任务。最终在日本

孩子的帮助下，我们这边也很快完成了任务。游戏结束了，但带给我们的是

无尽的思考。

在这群日本孩子的身后，站着的是他们的家长乃至整个日本社会。

据悉，这次由日本福冈民间团体组织孩子到中国探险的活动得到了日本

各界的广泛支持。政府和新闻机构、企业不仅提供赞助，政界要员和企业老

板还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探险队。许多教授、工程师、医生、大学生、小

学教师自愿参加服务工作。活动的发起者、该团体的创始人河边新一先生与

他的 3 个女儿都参加了探险队的工作。他们的夏令营向社会公开招生，每个

报名的孩子需交纳折合 7000 元人民币的日元。一句话，日本人愿意花钱送孩

子到国外历险受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