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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懂孩子(破解中国家庭教育中的80个怎么办)》是知名家长教育专家萧斌臣与中、高考研究专家闰
浩东继家长教育畅销书《寻找失落的钥匙》之后叉一次联手合作推出的家长教育新作。
也是北京大学“家长教育与人才成长”课题丛书的开卷之作。

《读懂孩子(破解中国家庭教育中的80个怎么办)》不是一本闭门造车、高谈阔论的“学术”著作，两
位作者都是活跃在家长教育一线的专家，仅去年一年，他们就分别深入到全国数十个城市，面对几十
万家长做了数百场家长教育报告会、讲座和沙龙活动，并和其中的上千名家长保持着通信联系。
这部书稿中的80个话题以及涉及到的数百个案例大都直接来自于上述活动。

作者萧斌臣等一直坚持认为，由于时代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现在活跃在家长舞台上的这一代人正在经
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农耕时代代代相传的家教“法宝”现在已经失灵，而新的家教体系又尚未建立起来。
当代家长的文化水平虽然普遍高于上一代人，但社会对家长本身的教育依然严重缺位，“无证上岗”
导致很多家长在与孩子相处时常常处在茫然、无助、无奈、尴尬、焦虑的状态，一些家庭家长与子女
的交流非但不是一首和谐的亲情礼赞，反而演变成了一场场博弈甚至战争⋯⋯
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全新的教育理念、鲜活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的表述方式，引领家长破解难
题、穿越“误区”，走出“迷局”，进入家庭教育新境界。
并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孩子是一本书。
家长要想当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和终身老师，首先必须先读懂孩子。
只有读懂孩子，家长才能拿到打开孩子心灵之门的钥匙。
在这样一个文化互喻时代，孩子要像家长学习，家长更要向孩子学习。
文明的传承和创新超越相结合，我们民族的薪火才能代代相传。

全书共26万字，其中80个话题都是当代中国家庭教育中最热点和难点的话题。
既独立成篇，也相互关联。
读者从任何一处打开都能“开卷有益”，并在与作者睿智的交流与沟通中找到“豁然开朗”的愉悦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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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斌臣，湖北省洪湖市人，现居北京。
北京大学教育与人力资本研究所个性化教育研究员、“家长教育与人才成长”课题组执行组长，资深
传媒人、知名家长教育研究专家、个性化教育研究专家、报告文学作家，人生第一职业为中学教师，
后转行从事新闻采访、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
多年致力于对中国家长教育和个性化教育的研究。
其主要教育主张是：倡导家长与孩子平等沟通与时俱进，做“三宽”家长（即“宽容、宽厚、宽松”
），已经出版各类作品10余部其中教育题材的作品包括《求索》、《烛泪如歌》、《寻找失落的钥匙
》、《教育唯真》、《读懂孩子》等。
曾受邀在全国各地为20余万家长做家长教育讲座，深受各地家长的欢迎。
闫浩东，出生于内蒙古通辽，现居北京。
北京大学教育与人力资本研究所研究员、“家长教育与人才成长”课题组副组长，《中国教师报》教
育专家委员会特邀主讲专家，资深中、高考命题研究和指导专家。
曾任《北京高考报考指南》编委、《花季雨季》杂志教育版主编，策划、出版了《孩子上学早知道》
、《家有儿女贏在中考》、《家有儿女贏在高考》等多本备考书籍以及家长教育畅销书《寻找失落的
钥匙》等。
多年来一直从事中、高考规律研究和个性化教育研究。
多次参加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广播、新浪考试频道以及腾讯网的考试咨询活动。
先后在北京、上海、沈阳、哈尔滨、成都、昆明、西安、兰州等全国多个大中城市进行了数百场中、
高考报告会和家长教育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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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读懂孩子是中国家长的必修课
1.女儿会不会一开始就落在别人孩子后面啊？

2.男孩不到6周岁可以送他上学吗？

3.什么才是最合适的早期教育方法？

4.八岁的女儿为什么总爱说谎？

5.儿子为什么找警察叔叔告状？

6.为什么孩子还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7.怎么才能让儿子安静下来？

8.儿子才10岁就犟嘴，这怎么得了啊？

9.我坚持给孩子系鞋带也错了吗？

10.说儿子的诗是狗屁胡说，是不是伤害7儿子啊？

11.有提高孩子作文成绩的秘方吗？

12.六七岁的孩子居然搞贿选，这毛病是跟谁学的啊？

13.儿子数学不好，说是因为不喜欢数学老师，该怎么办？

14.儿子对学习没兴趣怎么办？

15.女儿和同学闹矛盾了家长管不管？

16.孩子做作业磨蹭怎么办？

17.孩子粗心大意的习惯总是改不掉怎么办？

18.孩子学习的时候家长应该做什么？

19.家长该不该给孩子当“大秘”？

20.儿子不接受他爸补课该怎么办？

21.孩子的梦想总在变，该怎么办？

22.孩子为什么要偷他爸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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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该不该给儿子买电脑？

24.教师节该不该给老师送礼？

25.怎样帮不会交朋友的孩子在同学中找朋友？

26.女儿班干部落选了家长该怎么管？

27.儿子总爱与“坏孩子”交朋友怎么办？

28.女儿看漫画书人迷该不该管？

29.家有偏科的孩子应该怎么办？

30.孩子总嫌我“唠叨”，但如果放弃“唠叨”，家长又怎么教育孩子呢？

31.怎样才能让儿子“急”起来？

32.这样的察言观色的孩子是聪明伶俐的表现吗？

33.如何让孩子由“苦学”变“乐学”？

34.父母离异了应该怎样减少对孩子的伤害？

35.家长对孩子说的每句话都必须算数吗？

36.能不能用物质刺激的方式激励孩子学习？

37.姐姐的“磨砺教育”为什么会失败？

38.怎样对小学的孩子进行与“性”相关的知识教育？

39.孩子上课总是“走神儿”该怎么办？

40.“小升初”择校，应该注意哪些基本原则？

41.小学升初中需要关注孩子的哪些变化，要做那哪些方面的对接？

42.怎样提前认识自己的孩子，帮助孩子做好中学阶段的学习规划？

43.儿子小学时一直很乖顺，怎么上中学不久就变成了“刺猬”？

44.儿子突然臭美了该不该管？

45.发现孩子总和老师闹别扭怎么办？

46.孩子很聪明就是不用功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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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孩子心理素质不好，胜则骄，败则馁，怎么办？

48.孩子一到考前就出状况，怎么办？

49.孩子逃学、辍学怎么办？

50.“饭碗教育”与“梦想教育”谁最有效？

51.如何看待孩子看似不着边际的“梦想”？

52.如何看待孩子“追星”？

53.如何看待青春期孩子的异性交友？

54.发现孩子收到“约会”信息，家长该怎么做？

55.确认孩子早恋了该怎么办？

56.发现孩子有不良嗜好怎么办？

57.发现孩子有话不愿对家长讲怎么办？

58.弦子因为染发被他爸逐出家门，我应该怎么办？

59.发现孩子迷恋网络游戏怎么办？

60.发现孩子看“黄书”、“黄碟”怎么办？

61.如何教育孩子正确认识社会中的阴暗面？

62.如何教育弦子正确面对现行的中者、高考体制？

63.如何引导孩子的攀比心？

64.如何学会恰当地表扬读中学的孩子？

65.富裕家庭应该怎样对孩子进行财富教育和成功教育？

66.如何培养孩子的勇敢精神？

67.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品格？

68.如何帮助孩子走出“自闭”的“螺丝壳”？

69.如何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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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如何培养孩子的爱心和社会贵任感？

71.如何培养孩子的“孝心”和“良心”？

72.文体特长生到底是成才“捷径”还是新“独木桥”？

73.如何为孩子设计补课方案？

74.中考过后怎样对待择校问题？

75.能否介绍一下近年高考的形势和与高考相关的基本知识？

76.中考、高考的考核目标有什么变化？

77.中考、高考题是怎么出来的？

78.如何让孩子在考试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失误？

79.大考前夕，家长应该提醒孩子做哪些事？
家长自己应该注意哪些事？

80.怎样为孩子制定人生发展规划？

附录：家庭教育：“三分散，七分等”——萧斌臣与家长通信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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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们不难想象，当这个孩子从他熟悉的县城来到陌生的西安之后的感受。
第一，没有亲情感。
虽然是来到了父母身边，但因为父母过去一直在外打工，孩子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孩子和父母并不亲。
这也是中国当代的社会病之一，一大批农村家长为了孩子的明天离乡背井去打工，在为孩子赚到了一
点学费的同时，他们其实已经“失去”了孩子。
按照儿童专家的理念，孩子从零到6岁，一定要父母亲自抚养，从六到十二岁，也最好跟着父母一起
生活，否则孩子不仅以后与父母不亲，而且会影响孩子健康人格的形成。
而这对于千千万万“漂”在异乡的农民工而言完全是一个悖论。
他们给了孩子一份守护，就会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耽误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而他们挣回了孩子这
份学费，又会提早失去孩子对他们的依恋⋯⋯就像从长安县来到西安的这个男孩，父母于他而言，像
隔壁的邻居，熟悉但却没有亲情。
第二，没有朋友。
像一颗经历了移栽的小树苗，水不是熟悉的水，土不是熟悉的土，不是短期内无法融入新的群体，在
男孩看来是长期难于融入。
城里孩子随身散发出的优越感无意间放大了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使他处处觉得别人看不起他，
不接纳他，走近他们很难。
第三，没有让人尊敬的核心竞争力。
在生活中我们也看到，确有从外地转入的孩子成功融入新群体的例子。
但这些孩子一般都有过人的核心竞争力：比如说，学习很好，成绩很棒；比如说，能歌善舞，能言善
辩；比如说，有特殊专长，会画画，会打球，会很多其他同学不会的东西⋯⋯而这个从长安县来的孩
子觉得自己基本上，是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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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懂孩子:破解中国家庭教育中的80个"怎么办"》：男孩不到6周岁可以送他上学吗？
八岁的女儿为什么总爱说谎？
儿子才10岁就犟嘴，这怎么得了啊？
说儿子的诗是狗屁胡说，是不是伤害了儿子啊？
女儿和同学闹矛盾了家长管不管？
如何看待孩子“追星”？
确认孩子早恋了该怎么办？
发现孩子迷恋网络怎么办？
文体特长生到底是成才“捷径”还是新“独木桥”？
怎样帮助孩子平安度过中、高考？
孩子是一本书读懂孩子，是中国家长的必修课，读懂孩子，拿到进入孩子心灵之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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