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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每日一段话

 

1.站起来要比孩子高，蹲下去要和孩子一样齐。

2.我们要做孩子的引路人，而不是带路人。

3.
影响孩子成绩的主要因素不是学校，而是家庭。家庭教育是人的成长的
根部和根本，它是“培根教育”。

4.过高的期望带来孩子的无望；过度的保护带来孩子的无能。

5.
我们对于儿童有两种极端的心理，都对儿童有害。一是忽视，二是希望
太切。忽视则任其像茅草样自生自灭，期望太切揠苗助长，反而促其夭
折。

6.
孩子是父母的影子，父母是孩子的镜子。子女是父母的希望，父母是子
女的榜样。

7.
父母的言行是孩子成长的航标，家人的关爱是孩子成长的温床，家庭的
和谐是孩子成长的动力。

8.
铁是铁，钢是钢，这个铁是没办法变成钢的，而且铁有铁的价值，你也
不要把它变成钢，可能铁好不容易变成钢也是废钢。教育中有不少悲剧
就是“恨铁不成钢”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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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优秀是一种习惯。要想让你的孩子优秀，就要逐步培养他养成良好的习
惯。

10.
家庭教育不是一昧的说教，家长更多的时候就应扮演的是“抛砖”者“
引玉”人的主角。

11.
一个从健康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学校要毁掉他没那么容易，而一个
被不健康家庭造就出来的孩子，学校要帮助他，非常困难。

12.父母是子女在生活中一切言行举止的最早启蒙老师。

13.
孩子的心灵是否舒展是教育成败的关健，心灵舒展的孩子必然会欢乐而
轻松地飞，心灵压抑则只能痛苦而缓慢地爬！

14.
任何行业中，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是对它产生兴趣，幼儿学习更是如此。

15.
良好的习惯是孩子所储存的资本，会不断增值，而人的一生就在享受着
它的利息。

16.
孩子的祖父母可能只有一些有限的教育经验，而这些有限的教育经验又
因为祖父母的溺爱和放纵而派不上用场。

17.如果您的孩子喜欢谴责别人，是因为平时您对他批评过多。

18.
如果您的孩子不辨是非，是因为您专制，没有给孩子自主和思考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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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好母亲把儿子当朋友，坏母亲把儿子当情人。

20.结合童话寓意，引导孩子去思考探索，比单纯说理要深刻。

21.精神虐待是对孩子自尊、自信心全面的摧残。

22.
有些你以为坏的东西或许会引发你孩子的才能；有些你以为好的东西或
许会使这些才能窒息。

23.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24.如果您的孩子凡事喜欢抱怨，是因为您总是挑剔他。

25.教育幼儿除了要有耐心之外，还要讲究方法和技巧。

26.父母是天然的教师，他们对儿童，特别是幼儿的影响。

27.
要找方法，别找借口，借口的实质是推卸责任，教育孩子没有借口，不
能推卸责任。

28.
教子要：爱之以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授之以渔，观之以行。表扬
孩子要公开进行，批评孩子要单独进行。

29.一个行为反复养成习惯，习惯反复形成品质，品质改变命运。

30.
要使大家充分认识，关心下一代、关心少年儿童，就是关心我们祖国的
伟大前程，就是关心全世界的伟大前程。

31.
谋生型父母不能因外出打工而对孩子有愧疚感，更不能因愧疚而迁就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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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胡闹。

32.为了孩子，我的举动必须非常温和而慎重。

33.
父母要给予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对错误的方向给予引导，对于正确的
方向给予鼓励。

34.
学业成绩是人的成长的冰山一角，冰山下面是人的性格和身体。性格和
身体是学业成绩的两个支点。

35.如果你的孩子懒惰和依赖，是因为您替孩子做的事和决定太多了。

36.
以家庭教育为圆心，以学校教育为半径，家庭与学校教育共同画出世界
上最美的圆_我的下一代。

37.时间如同生命，错过了不会再有。学习也一样，错过了也不会再有。

38.无论父母有多大的成就，孩子的教育失败，整个人生就失败。

39.
在平时的家里，父母和孩子尽量保持一种平等的地位，遇事要征求孩子
的意见。

40.父母不要万事代劳，剥夺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

41.激发幼儿的求知和学习的欲望，远比教会有限的知识有意义得多。

42.将整个爱心献给孩子，将完美德行传给孩子。

43.
怎能从甜东西的种子长出来？在每个年龄上，性格都得转变，父母的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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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不宜多，且须谨慎从事，以身作则才是唯一有效的劝告。

44.
告诉孩子：你不仅仅只是父亲，更是朋友，而朋友便是心与心的交换。

45.父母是孩子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第一所学校。

46.孩子看不见天使模样，但是家庭中要让孩子听到天使的声音。

47.
父母要准备一个记事本，记录和孩子在一起发生的事情，或者发现的问
题、产生的困惑。经常记录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反省自己的过
程。

48.如果你做到了以上二十条家庭教育格言，定能成就优秀孩子哦。

49.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极力唤醒和鼓舞。

50.
浅水留不住大鱼，笼里养不出雄鹰，把属于孩子的都给他吧，别总在后
面唠唠叨叨，他自我的路，终归得自我走。

51.
口里呼喊和平，但手里要有大棒。成功的家庭教育总是让孩子的身边有
一个或几个最喜爱又最敬畏的人。

52.简单凝练的童话往往蕴涵着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道理。

53.
家长就应鼓励我们的孩子多参与多体验，放手让他们自我实践，必能使
孩子增长见识，磨练意志，培养出用心进取的勇气和鲜明的个性。

54.
你可以不是天才，但你可以成为天才的母亲，推动世界的手是摇摇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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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55.父母在教育孩子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教育。

56.
孩子的心灵犹如白纸一样纯洁，既容易受真善美的熏陶，也容易受假丑
恶的污染。

57.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孩子是父母的终身教材。

58.
做父母的对于子女的早年教育决不是一种无效劳动。虽然在某些年月里
，好像被教育者处于沉睡状态，没有见到效应。但是，到后来终有一天
，会看见大有好处的。

59.
好的父母守望孩子，让孩子自己主动成长；坏的父母代替孩子做事，让
孩子被动成长。

60.
亲情如同黑暗中的蜡烛，照亮前方的路；亲情如同初春的甘露，滋润我
们的心灵。

61.
父母不应把所有的教育都寄托在学校和老师身上，因为孩子一年有一半
的时间都在家里，所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62.要是做父母的生活放荡，儿女就会变成酒徒和罪犯。

63.
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只注重智力和分数，因为决定人生成败或幸福与痛苦
的往往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人格的健康水平，行为习惯恰恰是影响人
格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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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父母良好的情感气息，家庭和睦的生活氛围，是培养孩子健康心理的环
境基础。

65.
亲情，就是那和煦的春风，给我们带来奋进的力量，亲情就是那湛蓝的
天空。

66.
事业型父母必须有一个人在家里陪伴孩子，或者为孩子聘请家庭教师。

67.
父母要准备一个记事本，记录和孩子在一起发生的事情，或者发现的问
题产生的困惑。经常记录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反省自己的过程
。

68.家长在家庭教育时一定要记住情感教育永远都大于道理教育。

69.如果您的孩子不喜欢自己，是因为您对他缺少接纳、认可和尊重。

70.
孩子的言行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家庭和父母的精神，所以希望孩子好
，首先自己要起模范作用。父母或教育者的日常性言行，对培养孩子的
人格有最强的说服力。

71.
满心关怀，让孩子拥有成功的本钱；满心祝福让孩子拥有自信的力量；
满心支持，让孩子拥有独立的人格。

72.没有一个专注目标的人生，注定是一个失败的人生。

73.严于律已好家风，宽爱以教任翱翔。

74.父母在批评孩子时，请给孩子留点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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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父母要逐渐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习惯，并由此树立孩子
的信心。

76.一缕阳光，送来满园的花香；一句赞美，赢得前进的动力。

77.
母爱是人世间最神圣的感情，应为这种感情最没有利禄之心掺杂其间。

78.
人生即是一个要独立的过程，只有脚踏实地地走，才能留下一条属于自
己生命的轨迹。

79.
家庭教育不是一昧的说教，家长更多的时候应该扮演的是“抛砖”者、
“引玉”人的角色。

80.只有将学到的东西通过去实践，孩子才能真正成长起来。

81.
平时在家里，父母和孩子尽量保持一种平等的地位，遇事要征求孩子的
意见。

82.没有天生的奇才，只有奋斗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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