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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介绍

明德云学堂 教师专业成长智库

明德云学堂是明德云旗下专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在线教育智库，聚焦前沿教育

理念，秉承“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品牌使命，通过系统的培训体系、高端的

培训内容、精细的培训服务与在线学习平台有机结合，推出“个性选课，集中学

习；线上内容，线下服务”的特色师训学堂，以面向未来的培训理念和方式，致

力于打造优质前沿的线上教师培训平台与教师终身学习平台。

· 课程理念

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通过在线智库平台为广大教师提供系统化培养体

系、高端化培训内容、精细化培训服务与在线化学习平台，支撑多层面教师发展

共同体的形成，引导和促进教师向高素质、专业化和创新型的方向发展。

· 课程架构

双线发展：“专业精深”与“格局视野”双线学习路径，培养复合型教师人才

分层分类： 构建分层分类系统化培养体系，加强专业纵深，助力全员持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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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

明德云学堂抛弃浮躁的碎片式培训和短期式培训，坚持系统性、持续性的课

程编排，以“线上直播，名家引领，分层学习，集中研讨”的教学模式，面向各

会员校校长、管理干部、班主任及科任教师开设精品课程。

2024-2025年度线上课程涵盖 103位专家、200 个主题、350+课程，囊

括名家引领能力提升、名校经验一线实践多个维度，全面覆盖学校核心领导、中

层管理干部、班主任老师、基层科任教师，帮助教师分学段、分类别全员受训，

全面学习，满足教师在提升视野站位、专业能力、综合素养等方面的多元需求。

课程受众 课程模块 课程受众 课程模块

书记校长
治校引领 班主任 班主任工作实践专题

名校经验
青年教师

师德案例

管理干部
干部能力 专业成长

名校实践
小学学科教师

小学语、数、外

全体教师

格局视野 小学其他学科

教学教研引领
初中学科教师

初中语、数、外

教学教研经验 初中其他学科

数字化教学主题
高中学科教师

高中语、数、外

大单元教学主题 高中其他学科

心理名家引领
家长

家庭教育名家引领

心理名师实践专题 家庭教育名师实践

班主任 班主任专业引领 学生 学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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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介绍

 创办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并担任主编 8年

 被中国家庭教育学会评为第二届中国家庭教育“十佳”公益人物

 现任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宣传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

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杨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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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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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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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大纲

一、明确学习力的三个维度

 学习动力

 学习能力

 学习毅力

二、设立全面发展的十个维度

 影响学习内驱力的因素不在学习本身

三、爱学习、动力足的孩子的特征

 皮肤黑、牙齿白、眼睛亮，有力量

四、培养良好的家庭生活方式

 帮助孩子集中能量

五、帮助孩子找到学习的意义

 树立清晰的目标

六、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相信孩子是一粒种子

 做“脚手架”型的父母

七、关注孩子的心流体验

 尊重孩子发展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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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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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讲稿

杨咏梅：家长如何保护孩子的学习内驱力

各位家长你们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一个有难度的问题。我在做 PPT的

时候，我本来说家长如何培养孩子的学习内驱力，后来想了想，好像这不太容易

培养，我就用了保护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其实我里面隐含了一层意思是孩子

本来就有学习内驱力，可是为什么总有家长在烦恼我的孩子不爱学习，我的孩子

每次学习都推不动，那原因何在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学习内驱力。

学习这件事儿，或者说学习力它有三个维度，一个维度叫学习动力，一个

维度叫学习能力，一个维度叫学习毅力。

我简单的说一下，学习动力就是我喜欢，没有人催我也愿意做。往往是孩子

们玩游戏的时候，或者吃好吃的时候是这种状态，是吧？然后学习能力可能就跟

他的脑的结构，跟他的身体的条件，跟我们从小的家庭互动模式有关系，他跟孩

子的观察、感知、阅读、记忆、理解等等相关，这个有比较大的区分。孩子的学

习毅力就是我们后天培养出来的，或者说我们后天一直在鼓励的，面对困难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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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能否自控，有抑制，能够抗挫，包括反思、提问、专注，也许这个太复杂，您

记不住，但是您记住上面的那句话，学习力是可以不断提升的，这是一个学习的

秘密，就是不管咱们孩子当下是什么水平，如果我们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把相

关的要素注意到了，它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提升的。

曾经有一位哈佛的博士，他调查了很多人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孩子的学

习好不好跟他的智商有关吗？跟他在哪个学校，跟名师或者名校有关吗？关系不

大，而在于他的学习态度。其实我们绝大部分人的智商就是 100左右，没有太

大的区别，但是在学习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有非常大的不一样。那些

自主好奇、积极乐观、勤奋、坚持专注并且愿意刻苦的孩子，学习成绩不会差，

这是已经我们成为一个常识了。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慢慢的在这样一个我们期待

的状态下越来越不好了呢？跟我们的育儿观有关系。跟我们想养育一个满心满脑

子只热爱学习的小怪物的执念有关系。我举个例子，有的孩子很磨蹭，那您知道

他为什么磨蹭吗？你要听听孩子们对话您就知道了。孩子会说，如果我很快把作

业写完，我妈就会单独再拿出一些习题集来，我只要在写字台上，台灯下面，我

妈就拿我没办法。所以孩子的磨蹭是被我们训练出来的。所以很多家长会很叹息

地说一句话，唉，我们家孩子除了学习不好，什么都好。

我想请您跟我一起思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您真觉得孩子除了学习不

好，什么都好，您告诉我那个“什么”分别是什么？你拿一张纸，您列十个维度，

咱们全家也一块讨论一下，一个孩子全面发展应该有哪十个维度？每个维度从 0

到 10，咱们给孩子打个分，把您那个“什么”非常清晰地把它具象地列出来。

第二个问题，如果咱们孩子什么都好，他的学习会不好吗？您给这十个维度都打

分，最糟糕是 0，最好是 10，如果都是八九分，咱们孩子最后那个学习会不好

吗？第三个问题，假如咱们孩子学习现在不太好，会不会是前面的“什么”也都

不太好呢？你用这三个问题去想想，我们来找找看，影响我们孩子学习内驱力

的那些元素，不在学习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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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很多孩子也好，包括一些比较清醒的家长，有这样几句慨

叹，我们为什么要对孩子做错题这件事情那么的愤怒。他只是做错题，他的人生

还很长，他没有做错人，为什么孩子们会感觉到爸爸妈妈并不爱我？他爱的是这

个好成绩？是因为我们让孩子产生一个非常难过的错觉，就是我当下只是个学

渣，但是我并不是人渣，为什么我的父母对我会态度这么的苛刻呢？所以各位家

长真的不妨问问自己，孩子不一定都能考上好大学对吗？他如果真的榜上无名

了，您就认为他未来的人生就完了，脚下就真的没有路了吗？把这些问题梳理清

楚以后，我们再遇到具体问题，您就不会那么手足无措了。

我们看看最近几年对千万家庭影响非常大的国家强力推行的双减政策。你仔

细看看文件的表述，它不是单纯的减，它是加减法。过重的负担要减下去，把什

么加回来，把以前我们忽略了的，我们不知道它那么重要的家务劳动、体育锻炼、

阅读、文艺活动、孩子们的玩耍，把这些还给童年。所以一个爱学习的孩子，动

力很足的孩子，他是看得出来的。

有一次采访的时候，清华附小的窦桂梅校长说，我们清华特别重视教育，我

们希望孩子小学毕业的时候皮肤黑、牙齿白、眼睛亮，有力量。我说桂梅，我

再给你加两个词，应该还有腰板直，笑容多。请大家用这个画面感去想想咱们的

孩子，幼儿园几乎都是这样的，小学就不是百分百了，初中、高中、大学越来越

少。不要忽略孩子的笑容，他不仅仅是这个孩子好像很喜庆，很讨人喜欢。笑是

儿童健康的最明显的外在标志。所以一个孩子没有笑模样，驼着背站在那，腰杆

也没有力气，你怎么可能指望他热爱学习呢？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找到学习的内

驱力，但是你要下功夫的又往往不是学习本身。

日本有一位社会学家叫三浦展，很有意思，他把日本的那些孩子学习好和

孩子学习不好的家庭的特点做了一些画面感的陈述，我觉得很符合。我们现在

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家庭，如果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他的家庭生活方式其实也是

有问题的。不好好过日子。对不对？叫外卖，宅在家里，大人一个电子产品，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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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个电子产品，没有养成纸质阅读的习惯，房间乱七八糟，生活没有规律。那

学习好的孩子的家庭也有共性。首先我们就看到的是好好过日子，好好吃饭，有

很好的生活习惯，生活有条理，有礼貌，家里是有饭菜香的，爸爸再忙周末要

休息，亲子之间是有交流的。这样的家庭，久而久之，孩子他可以把他的能量比

较多地集中用在他该做的事情上。这也值得我们去反思，我们能够做到这个并不

难。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的孩子似乎有点油盐不进。就是关于学习内驱力这件事，

好像家长们觉得我们已经没辙了。你奖励他还不稀罕，你惩罚他，他说你犯法，

你不能打我。所以在今天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帮孩子启动？就好像一辆车，很

多孩子到了初三或者高一，他就不学习。车没毛病，轮子油漆发动机都是好的，

油都是满的，它就是不启动。那这个情况就真的是考验家长的教育智慧。

有一个关键词，我们跟孩子一起来找一找学习的意义。如果他不解决这个

问题，那我们很多的外驱，外在的压力都不可能持之以恒。我现在给大家看几张

图片，当我们提到了纳粹集中营的时候，我相信您脑海当中就是一副人间地狱的

场景。这位心理学家，奥地利的心理学家叫维克多·弗兰克。他年轻的时候被抓

到四个纳粹集中营，其中有最为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他有幸活了下来，活到了

90多岁，写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因为

当时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此严酷的生存环境，每天都有可能死去，这些二十八

分之一的幸存者是靠什么活下来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场景，每天都要刷题，工

作压力都很大，可是为什么总有一些人有很饱满的热情继续进入第二天的学习和

工作？他们靠的是什么？那弗兰克在采访这些人当中以后，他发现很多人是因为

有信仰，还有很多人是因为有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有一个非要完成的目标。清晰

的目标使得它现在所受的苦难和煎熬变得有意义。

今天在座的学习肯定很多都是妈妈，我打一个比方，或许能够帮助您理解。

我们生孩子的疼痛，在疼痛级别上据说是最高的，就相当于直接往手指里面插那

个竹签，酷刑一样的痛，男士们很多就会被痛死，那古往今来我们有没有看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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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个文献记录说多少百分比的妈妈因为受不了生育之痛，请医生打针终止这个

分娩过程，没有对吗？一代又一代的母亲们都忍受了这个极大的痛苦，她们怎么

做到的？因为她们相信我们再忍耐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

为着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当下所受的苦难变得有意义，这就是心理学家研究的结

果。所以人生活的目标就是为了去寻找意义，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个意义，我们就

会觉得生活无聊，没劲，承受不了现在的压力。

当孩子问我们人生有什么意义时，我没有标准答案给您，每个家庭回答的语

境不一样，但是我想跟您一起来思考几个您或许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从生孩子

那一刻开始，到我们现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您的观念当中觉得孩子是一

颗种子还是一张白纸？您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是要为孩子的未来负责还是要负全

责？平常您的脑海当中更多的关注孩子的下一站，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还

是您常常思考咱们作为父母可以放手的那个终点站。我姑且把这个终点站想象成

孩子四十岁，四十岁他在职场、在人际关系、在婚姻当中，他会作为一个成熟的

人。那个时候咱们父母说我可以交卷子了。这几个问题您是怎么选择的呢？

没有标准答案，只是您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教育行为出来，比如说您认为

孩子是一颗种子，那您就要承认咱们就像一个种花的农夫，我们可以把该做的做

到最好，把土松开种下去，水、肥、光都照顾好，接下来您就只能静待花开了，

这颗小苗苗长成什么样，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那就是老天爷的事了。

如果您要认为孩子就是一张白纸，您不但会负责，您还一定会负全责，您就会焦

虑，您就会想方设法地满足。就我一定要画最漂亮的画别人家是 12色，我一定

要 24色，别人家是 36色，我一定要买到 108色的画笔，您就会成为一个对自

己有过高的期待，对孩子也有过高压力的一个焦虑甚至抓狂的母亲。同理，如果

我们相信孩子是白纸，我们就非常关注他的每一笔的走向，我就会紧盯着孩子的

下一站，而我相信孩子是种子，我把我该做的做了，我常常去思考他离开我的时

候，他四十岁成为一个职场的人，在亲密关系当中该如何去跟人相处的时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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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好多的焦虑才可能放下来。

不同的儿童观，不同的选择方向，在生活当中您可能也会有不同的一种教

养方式，一种方式我把它叫做脚手架型的父母，一种方式叫做直升机型的父母，

直升机在孩子的上面盘旋，一举一动我都要了解，随时提供帮助。我保护你，我

也替你做很多事情，你得听我的，我为你负全责。那脚手架型的父母是怎么做的

呢？在该要支持的时候给予非常坚定的支持，而且目标很清晰。我想脚手架包括

这个房屋的设计者，他对于未来我这个房子盖成什么样，他心里是有数的。是十

层的高楼，还是一个小小平院呢？我对我的孩子是了解的，他的天赋优势在哪

里？然后在他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像脚手架一样提供支持，不断的信任、鼓励、

等待，允许过程的不完美。大楼修好之前都不怎么好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任

何高质量的脚手架都不会和大楼同时出现在竣工仪式上。脚手架一定要学会得体

的退场，适时的放手，特别在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这两种教养方式对孩子学

习内驱力的保护显然是不一样的，对吧？

所以在您的心目当中，孩子是什么？您是否认可这句话？这是我在儿童青少

年法律保护专家佟丽华老师的书上看到的。我当时非常受触动。做妈妈的其实听

到这句话都有点难过。“孩子是家庭的过客”，所有的爱可能都以拥有为一个目

标，唯有亲子之爱要以放手为目标。我们做父母的可以放心，就是我的孩子离开

了我，仍然可以过得很好。如果您慢慢地去梳理以上我说的这些观点，您会发现

我们讨论孩子的学习内驱力，其实也是他整个人生发展成长的内驱力。如果我们

给到孩子足够的空间，我们尊重他的自主性，尊重他的权利，不过多的去掌控和

干扰他的人生的时候。学习本来就是孩子天然的本能和热爱的事情，没有人不喜

欢学习，孩子们学走路、学爬、学跳绳、学骑车，那都是学习。

所以我们中国教育报的家庭教育周刊，我们请来各方的专家来讨论家庭教

育，其中曾经担任过中国家庭教育协会副会长的傅国亮老师，他提出一个非常有

价值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要总去思考怎么培养一个优秀儿童，我们先考虑怎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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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培养成正常儿童。各位今天也不妨可以全家一块讨论一下，咱们家的正常儿

童有哪十个指标？就是前面我说的，如果孩子除了学习不好什么都好，那么这个

“什么”到底可以包括哪些方面？我们在让孩子变得学习好之前，有没有考虑到

我的孩子是否是一个生活自立的、性格阳光的、有温暖人性的人，那他一定对这

个社会有用，这个是他的学习内驱力的土壤。

每个家长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正常儿童的指标。这本书我不是推荐大家买

书，我是想给大家讲这个故事。这个孩子叫阿花，他四岁的时候他妈妈的癌症复

发了，医生很难过的说，非常遗憾，你大概还有一年的存活期。所以我建议各位

家长也用这个残酷的问题问问自己，假如不幸降临到我家，医生也跟我说我还有

一年的存活期，我还能给我的孩子留下什么？那会儿你还会盯着他下个学期的考

试吗？还会担心他中考有没有考上高中吗？在这种时间节点上，你会不由自主的

去看到更长远的孩子的未来，对吧？这位妈妈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做了一件事，

就是这本书的名字，她教会了孩子做饭，因为她坚信会做饭的孩子走到哪里都能

活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孩子或许考不上清北，或许上不了 985、211，但他

有没有一个能养活自己的技能？他有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正常的跟人打交道的

基本能力？如果有，说一句让您伤心的话，就算咱们死了也能闭眼了。

所以学习这件事，它看似在学校发生，在课堂发生，在那个写字台上发生，

其实它是跟我们孩子这个人从父母那儿得到的刚才我提到的那些信息、那些观

念、那些儿童观有关系，我们当然希望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动机。最底层的动机就

是原始的、基本的，饿了要吃，困了要睡，再高一点点就是小红花的奖励了，你

如果做好了什么，咱们就去旅游，如果没有做好，你就没得玩什么的。这个其实

都是有限的，真正能够帮助到孩子的就是和他一起去发现，鼓励他找到自己的热

爱。这个是让孩子能够持续地走下去，而且不断地给他提供续航能力的真正的内

驱力。他感觉到我有价值。不管我学习好还是不好，我的生命是独一无二的，我

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改变这个世界的，然后慢慢的他的优势，他的天赋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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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特别当咱们孩子到了青春期，你一定要帮

孩子找到人生的意义，否则轻则厌学、网瘾、躺平，重则将来可能会变成酒精依

赖者、抑郁症患者，甚至吸毒。因为人和其他任何物种不一样，他一定要知道我

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我们回到学习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孩子已经出现了不爱学习，动力不足，

就好像一个植物的花已经蔫了，叶子已经耷拉下来了，那智慧的家长不是买来化

肥朝着那个花朵去喷，对吗？就像我们一个真正有种花经验的人，他会去检查花

盆够不够大，土有没有问题，水肥光是否适合这一种植物，而不会只在表面上下

功夫。

所以一个孩子爱不爱学习，会不会学习，跟他是否自我认可、是否开心、情

绪是否积极有关系，也跟你们家的那个情绪氛围、父母对他的评价也有关系。所

以你要注意观察，咱们孩子是抓紧每一分钟学习的那种孩子，虽然他也玩，看上

去学习的时间并不是那么长，但他学习质量很高，还是说每分钟都在学习，但是

不停地在应付，在追赶，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对吧？经常鼓励咱们的孩

子，也许他当下的成绩没有这么好，因为这是人性的需要，我们就顺应人性去养

育孩子，咱们现在都喜欢撸猫撸狗，没有逆着撸的对不对？那猫非咬你不可。什

么叫顺毛驴？顺应它的人性，常常让孩子感觉到我被看见了，我被肯定了，我被

欣赏了，这就是人性。如果孩子在学习这件事情上经常被批评、被指责，体会不

到学习的成就感和价值感，他一定会回避的，这也是人性，我们大人也一样，我

做得好的事情我就经常去做，越做越来劲，越做越好。我做不好的事经常被贬低

的我就尽量避免那种很难受的感受，对不对？

所以我们怎么去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内驱力呢？请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孩子是

否有心流体验。什么叫心流体验？它是一种全神贯注、高度专注，忘记时间和

空间，完全不知道时间已经过去，做事情又流畅又特别高效的那种很愉悦很兴

奋的状态。甭管他在什么事上，有可能就是玩骑自行车，你保护好，慢慢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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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迁移到学习上来，那可能孩子们状态也不一样。如果他正好把这个心理运用在

学习上，那对这样的孩子，你就多一点欣赏和信任，少打扰他。如果咱们孩子学

习成绩已经不错了，你就多鼓励他，孩子的成绩波动比较大，可能他的专注力需

要提高，孩子暂时学习不好，甚至会让你在开家长会的时候经常没有面子，那就

需要你调整你的期待值，去发现孩子其他的优点，全然地接纳他，等待他。孩子

有的时候也会开窍，有早有晚，等待他，把他的积极的心理品质，把他那种愉悦

感、掌控感，通过家务运动、好玩的事情，让这个孩子的情绪高起来，这些才是

真正的让我们孩子在学习这件事情上有力量的方法。这其中妈妈是特别重要的。

在学习的时候，如果咱们经常是这副嘴脸，孩子就会把学习的难度和学习的痛苦

感受锚定在一起。所以请各位去想想“安”这个神秘的汉字，他所组的词全部都

是非常美好的词。要让孩子爱学习，情绪稳定地投入学习，家里要有一个安静、

安详、安宁的妈妈。好，谢谢大家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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