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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由孙三宝著：孩子的天赋父母不能决定，但父母的教育却能决定孩子
这一生。

最好的老师不是在课堂上教孩子读书认字，而是在教孩子如何去面对生活、认识生活、学会生活。
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胜过无数次照搬套路的模仿。

父母不可能时刻都在孩子身边，父母最终能给孩子什么？
做孩子最好的老师，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成功的品质，独立解决困难，自信面对挑战，远离恶习，
主动承担责任，热情地投入生活，友好地看待他人，这样为孩子铺下一条成功的路，赢在起跑点！

这本《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适合广大家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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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三宝，笔名：孙和，湖北省嘉鱼县人，现居北京。
阅历丰富、知识面广，思想与时俱进、写作手法独特，近年来以其原名，以及孙和、和月英等多个笔
名编写出版各类图书10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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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豆爸的故事：豆爸的教子经 说起豆丁的成长，豆爸常对人说：我有三条法则。
一是娇生不能惯养。
所以，我从来不迁就孩子。
因为我心里想的不是孩子现在可怜不可怜，我想到的是将来。
她将来大部分时间是不在父母身边过的，如果我们大人再为她准备一个“温室”，会使她变得娇弱不
堪，等她成年以后自己独立生活时就会很可怜。
 第二个法则是，用爱的责任惩罚孩子。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世界上的“堑”吃多了，却不一定都长智。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一些孩子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就没有承担应负的责任。
 在生活中。
孩子们难免会犯些错误，但有许多父母常常在事前提醒孩子，事情发生后又总是责骂孩子，并千方百
计地去补救。
结果是大人操碎了心，磨破了嘴皮，孩子却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一点感觉也没有，甚至还嫌大人烦。
所以，当豆丁做错事的时候，我就必须让他自作自受吃点苦头，让他自己承担错误的后果，让他吸取
教训非常有必要。
 第三个法则是，用爱的意志磨炼豆丁。
光说不练，不会成功。
做父母的不要一切都替孩子代劳，如果这样的话孩子是长不大的。
成功人士之所以出类拔萃，就是因为他们深知“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要让孩子们知道，喊出“我能行”的孩子不是在说教中长大的，而是在行动中成长起来的。
有些父母嘴上说让孩子锻炼，可事事都替孩子做，孩子渐渐地产生了依赖性，不愿意面对困难和挫折
，自身的潜力也就发挥不出来。
所以，在我们的家庭中，只要孩子们能做的事情，做父母的最好不要插手。
孩子喜欢自己动手做事，哪怕他们做不好也不要去干预。
因为在做事的过程中，能够使孩子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豆爸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自己也曾是父母的独生儿子，小时候也曾被父母娇惯了，也曾让父母十分头痛。
现在豆爸自己也做了大人，并且只有豆丁这一个孩子，豆爸不希望豆丁像自己一样不成器，所以不再
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去娇惯豆丁。
尽管豆丁和其他孩子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豆爸认为这是难以避免的，关键问题是不要过于
娇惯孩子，并让其懂得一些做人的道理。
 父母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在培养孩子的智力方面，父母们应该有正确的观念，才能有效地帮助孩
子正常发挥。
 一、“因材施教”，注重孩子智力发育的个体差异 每一个孩子生来都各不相同，孩子的先天禀赋更
是不同，因此，如何对待他们的可接受性也是不同的，要求和方法也应有所区别。
绝不可因邻居2岁的孩子会认字，而自己的孩子不会就急不可待。
教育应“因材施教”，及时发现孩子的天赋才能，及时强化培养，千万不能揠苗助长，恨铁不成钢。
正确地教育，尤其对儿童期的孩子来说，一定要根据他们的具体特点一步一步地尝试着施教。
 在正常情况下。
智力的发展有一般规律。
孩子大体上在同一时期得到类似水平的发展。
不同的孩子之间的发展有快有慢，有早有晚，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参差不齐的。
孩子能具有某种基本能力，是以其神经系统发展到相应程度和相应极限为前提的。
如果孩子的器官尚未发展和不可能发展到某种水平时，他必然在完成某项任务的过程中显示其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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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不能过于强求孩子的发展速度和水平。
 二、运动能力发展是孩子智力发育的重要方面 孩子运动能力的正常发展，一方面是检验神经系统发
育是否正常的重要指标，也是随之而来的心理发展的重要准备。
尽管有的孩子运动能力发育十分迟缓或因伤残引起运动能力的欠缺，以后仍显示出良好甚至杰出的智
慧能力，但一般而论，运动能力发育拖延对智力发展有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神经——肌肉运动向
脑提供的刺激作用是智力发展的源泉，是启动先天素质或遗传结构的动力因素。
 （一）在孩子期，与大脑发育最相关的是运动能力的发育，如单独坐稳、爬行、站立、行走和抓取物
品的动作。
1岁半的孩子如果成人牵着他的手，他可以走上楼梯。
2岁左右的孩子学会了双脚原地跳，学会了跑和攀登，并且很少跌跤。
他们的动作虽然仍不够灵活，但是活动的积极性却非常高。
看见一个小土堆，他要爬上去，看到一个小水坑，他要迈过去等；以后，孩子又陆续学会越过小障碍
，单独上下楼梯，双脚学小兔向前跳。
到了3岁时，还能学会单脚跳等比较复杂的动作。
这些动作的发展。
使孩子得到了解放。
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活动，大大开阔了视野，扩大了认知范围，促进了心理和智力的发展。
 （二）早期孩子的智力发展，手的运用技能也是非常重要的。
培养孩子用手的精细动作技能是智力发展的首要部分。
对孩子而言，探究物体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锻炼。
他们用手抓住一个物体，经过反复地抚摸和把弄，一方面增进对物体的了解；另一方面锻炼手的灵活
性和手指的敏感性。
而手的抓握动作是需要运动系统的良好调节、感官反应和动作协调的良好结合，及其准确地指挥活动
，才能精确地完成这种活动。
 这种活动本身不但可以促进大脑的进一步成熟，同时，也标定智力诸如思维的灵活性、敏捷度等特征
的发展。
 1岁半以后，孩子逐渐深入地拿着东西做各种动作，他不再只是敲敲打打、扔扔捡捡，他开始把物体
当“工具”来使用。
例如，端起碗来喝水，拿小匙吃饭，用小毛巾包娃娃，用积木搭高楼等。
2岁以后，开始学着自己穿脱衣服、系扣子、洗手、用筷子吃饭等。
可以说，这是人生开始使用“工具”的年龄。
这一年龄的孩子在学习使用物体的动作中，有时会出现倒退现象。
例如，已经学会熟练使用匙子，忽然有一段时间不好好用黜子吃饭，而把饭粒弄得到处都是。
这时不要怪孩子，这是表面倒退中的实际前进。
原因是孩子对熟悉的动作已失去新鲜感，对新的动作产生了兴趣。
他喜欢用手指去捡细小的东西，故意把饭粒撒在桌上，然后再用手捡起来。
孩子刚开始学习一种新动作时，往往是劲头十足，学会以后，很快又把精力转向别处。
 （三）玩具是锻炼手的灵活性的凭借和工具。
孩子在玩各种玩具的过程中，通过触摸感受，促进了其触觉和感知觉的发展；在玩各种操作性的玩具
过程中，促进了其动作的发展；在玩各种智力性的玩具过程中，又促进了孩子智力和创造力的发展等
。
因此，选择适宜的玩具是十分重要的。
具体地说，适合于12～18个月孩子的玩具是一些能拉着走的玩具和安装玩具（如盒子中装的积木、能
插取的积木、模型模具等）；对18～24个月孩子可增加一些铲子、小桶等玩沙土的玩具，装水玩具和
小的生活器具；到了24～36个月，合适的玩具是为从事模仿性游戏所需要的各种生活小器具，如医院
设施，打针、“药品”等；过家家的玩具，如餐具、炊具、卧具等。
选择多少玩具为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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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太多易使孩子养成散漫的个性，以及喜新厌旧和见异思迁的缺点；玩具太少，又会影响孩子心理
的正常发育。
大致上，孩子在周岁时以不超过10种玩具为原则，2岁时差不多20种，3～6岁间，维持在30种以内最为
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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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是最权威、科学、实用、专业、畅销的教子指南针！
 一名资深教育专家26载的工作心得，献给普天下殷切教子的父母！
 每位父母都要读！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由孙三宝著：36招教你读懂孩子，读懂未来！
 著名教育专家、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王一冰，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金太阳教育顾问刘珂，鼎力推荐！
 腾讯儿童频道、新浪读书、凤凰读书、天涯亲子鼎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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