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父母面对的87个教育难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父母面对的87个教育难题>>

13位ISBN编号：9787122041203

10位ISBN编号：7122041204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孙笑秋　主编

页数：24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父母面对的87个教育难题>>

前言

　　古今中外，人人都渴望成功，普天下的老师和家长都希望每一个孩子拥有幸福的未来。
一个6～12岁的孩子，今天在小学校园里读书，就是在为来来剑造幸福的人生打基础。
习惯的养成、自信心的建立、责任感的培养、交往能力的提高都是孩子们迎接人生各种挑战、克服困
难、争取成功、拥有幸福人生的条件。
　　由于每个孩子的情况不同，家庭情况不同，教育的方法也不同。
在一些老师、家长追梦的过程中，凭着自己的感觉摸索教育孩子的方法，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无形
中，孩子成了自己教育方法的试验品。
　　一些孩子之所以让老师、家长省心，是因为孩子在上学过程中学会了学习，学会了自理，知道了
责任，有了自信。
老师、家长从手把手地教，到让孩子自己去学、去做，从孩子无意识去学、去做，到孩子有意识去学
、去做，就是孩子成长的重要标志。
　　对于老师、家长来说，教育的大道理听得很多、看得也多，但对于一些具体细节上的成功做法可
能了解得还不够。
因此，我们——工作在一线的老师们，在工作之余，拿起笔，把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教育感悟、
真实的案例及家长询问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写了下来，它是年轻教师们热情工作、积极思考的成果，是
老教师们积累多年的教育经验的结晶。
我们把这些具体入微的、细节上成功的案例奉献给广大老师和家长，希望能给一线老师和家长们一些
启发，给孩子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成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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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令家长和老师头疼的问题，但这些问题要是不予纠正，可能就
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本书选取87个孩子易出现的不良行为，如不会预习、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总是记不住、爱玩、做作业
总图快、经常抄错、不会积累写作素材等问题，经教育专家的剖析，找出问题的根源，并提出一些纠
正方法。
采用故事形式讲述，内容浅显易懂。
相信您读完本书以后，可以掌握一些教育知识和教育技巧。
    本书适合小学生的家长及小学老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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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习上的难题　　1.如何帮助孩子尽快适应小学学习生活？
　　案例　　男孩子小亮，上小学一年级。
新生报名那天，他一分钟也坐不住，一会儿歪着坐，一会儿回头，一会儿又跪在了地上，一会儿从后
面爬到了前面。
放学时老师找到了小亮的奶奶，奶奶对老师说：“我们家的孩子从1岁起就有多动症，也吃了不少的
药，请老师多多谅解！
”　　开学第一周，老师高兴地发现他对感兴趣的事也能坐得住，半个小时没有问题；上课时，也能
举手发言；如果积极地鼓励他，他也能站得很好。
这一些表现说明他没有患多动症，为什么家长要说孩子有多动症呢？
　　小亮的妈妈找到老师说：“我们家的小亮是一个内心特别敏感的孩子，我是导游，长期在外，他
爸爸工作忙，主要是老人带孩子。
虽然孩子有点多动，但不严重，大夫说先不用吃药。
他到陌生的环境时，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表现出害怕、内敛，而是表现出躁动、不安，一会儿也待不住
。
一旦他适应了环境，适应了老师，就不会多动了。
他在家里特别听话，看书、画画坐一个小时也没问题。
”　　难题症结与分析　　（1）孩子这样的性格与家庭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　　小亮从小和爷爷奶
奶生活在一起，妈妈是导游长期在外，爸爸工作忙，早出晚归，一天也就只看孩子几眼。
小亮很少有机会和父母沟通。
全家在一起时，把他宠得像个“小皇帝”。
当孩子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发脾气时，父母就立即满足他，这就强化了小亮发脾气的行为。
　　（2）孩子自身性格的原因　　小亮是一个心理过度焦虑的孩子，他的内心承受力很弱，不能受
到一点挫折。
老人带大的孩子从小与人接触少，孩子的世界只有熟悉的老人；当遇到陌生人，他就会过度焦虑，表
现出多动、烦躁。
　　（3）父母的原因　　父母用病症来为孩子掩盖不足，而不帮助孩子树立信心，适应新的环境；
长期放纵，总想让新的环境适应孩子，使孩子的表现成了习惯。
　　破解方案　　（1）家长要正确地认识孩子的过度焦虑，培养孩子积极向上的品格　　心理学分
析过度焦虑的孩子往往敏感、多虑、缺乏自信心。
在生理上，出现睡眠不好、讲梦话、食欲不振、心跳加快、多汗、尿频、便秘等症状。
家长不应用孩子有病来避讳孩子身上的缺点，应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来鼓励孩子。
当孩子犯了错，要适度批评，该严厉时要严厉。
当孩子有了进步，适当用积极的话语鼓励，而不是用物质刺激。
　　（2）鼓励与惩罚要恰到好处　　家长可以给孩子设一个时间表，每天进行注意力集中训练。
每天评比，记录孩子专注做事的时间，每周总结，如果一周内都表现得很好，可以给予适当的鼓励。
特别注意鼓励可以是物质上的，不要太难得到，让孩子看不到希望；鼓励也不能太随意，每天都有，
孩子也不会去珍惜。
当孩子不能坚持，表现得不好时，不能随意迁就，改变评比的条件。
如果表现得不好，要有惩罚。
惩罚是为了使孩子进步，所以惩罚要适度，如周末不能到公园踏青，延迟买他喜欢的玩具等。
让孩子知道自己表现不好是要付出代价的。
　　（3）与老师及时沟通，配合学校教育，促进孩子进步　　作为一名小学生，一天当中的大部分
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学校的教育可以纠正孩子身上的缺点，其中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
家长应多与老师联系，可以当着孩子的面点评孩子的进步与错误，使孩子明辨是非，知道自己前进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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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多为孩子提供与人相处的机会　　孩子是家庭的成员，更是社会的一部分，家长应积极鼓
励孩子多结交好朋友，如：过新年了，让孩子为好朋友做贺卡，说上一句祝福的话，让孩子心中有他
人；家里的老人过生日了，让孩子用自己的零用钱为老人买一份小礼物，让孩子有孝心；坐车时主动
为老人让座，让孩子体验获得他人夸奖的快乐。
相信通过努力，孩子一定会克服心理上的焦虑情结，成为一个快乐的孩子。
　　2.高年级孩子不会预习怎么办？
　　案例　　在班级中小明的学习成绩中等，爸爸妈妈认为：男孩子大些才会进入学习状态，低年级
时没多大关系。
现在小明已经上了六年级，爸爸妈妈发现进入高年级，老师在教新课之前，总要先布置一些预习作业
。
小明认为预习就是读读课本，没什么难的，又想反正课本上的内容老师上课时也会讲。
因此，他每次预习课文时只看课后的生字，再读读课文，就请家长签字。
小明的爸爸妈妈也不太清楚预习的要求，当小明让签字时就稀里糊涂地签了字。
第二天老师检查学生预习情况时，小明对课文的主要内容都说不清。
因此上课时他听讲很盲目，没有针对性，学习变得很被动，语文成绩渐渐落后了。
小明很苦恼，爸爸妈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难题症结与分析　　学生到了高年级，语文课文篇幅开始比较长了，老师不会像中低年级时再逐
字逐句地分析，在上课之前，老师都会先布置一些预习作业，要求学生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在不理
解的地方作标记，上课时才能有针对性的听讲。
小明的爸爸妈妈认为男孩子大些才会进入学习状态，不了解孩子此阶段的学习要求，对预习的方法也
不太了解，缺乏与老师沟通，缺乏对孩子针对性的辅导，缺乏对孩子预习习惯的培养（自学往往是从
预习开始的），小明更没有意识到预习对于深入学习的重要性，也不知道预习的方法，还是像中低年
级时只限于念生字，读课文，缺乏对课文的深入了解。
　　破解方案　　小明要了解预习的重要性及预习方法。
尝到甜头之后，学习就会逐步越来越好。
小明的爸爸妈妈要及时与老师沟通，引导小明逐步培养预习的好习惯。
小明的爸爸妈妈首先要对预习方法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对小明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
　　（1）预习方法　　①读。
对读不懂和思不透之处，自己要提出疑问。
　　②划。
即划重点。
重点是新旧知识的连接点。
如数学新概念的建立，语文重点训练项目。
　　③批。
将自己的看法写在旁边，这些看法对不对，可以在听课中进行验证。
　　④写。
把自己不懂的问题简单整理出来。
　　⑤思。
下节课老师要讲什么，自己是否掌握，自己还有什么问题不懂需要上课时听老师讲。
　　⑥做。
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做几道题，以检验预习效果。
　　（2）预习时要注意　　①预习不必全面铺开，因为预习需要时间。
对个人优势的学科，可以减少预习时间；对个人劣势的学科，则必须增加预习时间。
　　②预习时必须因人而异，因时制宜。
时间多，则预习内容可以多点；时间少，则可以预习少一点。
　　3.孩子学习马马虎虎　　不认真怎么办？
　　案例　　贝贝是一名二年级的小学生，活泼聪明，思维敏捷，爸爸妈妈对他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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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的考试成绩总是不理想，每次都会因为马虎出错，本来都会做，可以得满分的，结果总要丢几
分。
　　每天的作业都要家长检查，而且总能查出错来。
一道题，在家里会做，在学校里做错；平时会做，考试做错；难题会做，简单题做错；同一张试卷里
同一个题目，前面计算结果写“85”，后面答案写“58”。
在学校写作业时，贝贝坐不到半个小时，便东张西望坐不住了。
一会儿跟其他人说说话，一会儿借口去卫生间，出去溜达一圈。
在家里，他更是匆匆忙忙地写完作业，不管对错，将笔一扔，便跑到电视机前或奔出门外。
满桌子的课本、练习本、铅笔、橡皮等学习用品往往由妈妈收拾整理，作业也由妈妈从头到尾检查，
发现错误再叫他改正。
而改错时，他常常一脸的不耐烦，直嚷：“怎么改？
”如批评他书写不认真，让他重写，则哭闹不止。
妈妈拗不过他，心想只要正确就行，书写好坏就不计较了。
　　难题症结与分析　　面对这样的结局，家长应冷静反思：自己是否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只对
可测量的能够标识孩子学习成绩的那些方面进行要求，而忽视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态度的养成
。
要知道态度决定一切，习惯成就未来。
自己是否觉得孩子尚小，想为他提供一切帮助，而没有把孩子当作学习的主人，没有使他意识到这些
工作是他分内的事儿。
结果，就养成了他做作业敷衍了事、有始无终的态度。
在他看来，“写完”作业便算万事大吉，无须对作业的质量负责。
“检查作业”、“整理书包”理所当然是妈妈的事。
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孩子责任意识、责任能力的缺失。
孩子对学习越来越不上心，而家长也会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
　　孩子学习和考试上的马虎，不外乎三种表现形式。
　　①日常听讲、作业马马虎虎，漏洞百出。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多与孩子的注意力分散、行为习惯和性格特点有关。
　　每个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表现各有不同，有的孩子喜欢边看电视边写作业，一心二用造成了做事
不专心；有的孩子总想着玩，写作业时着急，想赶紧把作业赶完，好腾出时间玩，从而造成学习马虎
；有的孩子在写作业时家里不能有一点声响，爸爸说一句话他要搭茬，妈妈说一件事他又要关心，注
意力一半在学习上，一半在其他事情上；还有的孩子写作业时需要家长陪在一边，家长一离开他就开
始玩，结果半个小时过去了，他却没作出一两道题来。
　　性格的不同是导致孩子学习马虎的重要因素。
例如：有的孩子天生就好动，没有一刻安静的时候，经常是今天丢一支铅笔，明天丢一块橡皮，后天
又忘带作业。
　　性格多数是天生的，但习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并非是与生俱来，而是要靠后天培养的。
不良的学习习惯是孩子学习马虎的常见原因。
　　②平常学习极少马虎，到了考试就马虎。
这往往都是孩子对考试的一种紧张心理的反应。
特别是小考小马虎或不马虎，一到大考就马虎。
这和家长、老师对孩子成绩的过分期望有关，也和孩子对自己的过分期望造成的紧张有关。
还有的时候是考试时间紧张，使得孩子看到会做的题就快做，造成马虎丢分，而稍难一点的题由于着
急也容易出错。
　　③大考不马虎，小考总出错。
这样的孩子往往都是因为对考试的重视程度不同，造成心理过度的放松。
在大考的日寸候，精神集中，往往能考出好成绩。
而在日常小考，就不认真对待，造成这样那样的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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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父母面对的87个教育难题（小学版）》讲述的87个故事，汇集了众多父母经常面对的教育难题
，也是小学老师日常教学生活中经常回答的疑问。
　　教育界领军人物、北京市杰出校长——孙笑秋，引领教学一线、经验丰富的小学老师，向您传授
最新教育理念，讲授实用教育方法，指点家庭教育迷津。
　　千万别让您心中的困惑阻碍孩子前进的脚步，学用书中介绍的方法，您将成为教育孩子的高手，
帮助每个孩子成为优等生。
　　《父母面对的87个教育难题（小学版）》适合小学生的家长及小学老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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