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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孩子在4岁前就已经获得了50％的智力，其余的20％是在4～7岁间获得的，剩余的30％则在7～17岁间
获得。
不仅智力如此，身体的发育和性格的形成，其大部分也均在7岁前完成。
    因此，孩子从出生到7岁前这一段时期，对家长来说是必须要密切关注和把握的教育培养黄金期。
    每个孩子出生时都具有巨大的潜能，聪明和愚笨只是环境的产物。
但人的潜能始终遵循着一条随年龄的增长而递减的规律：即开发得越早，开发的程度越高。
只要父母抓住孩子的7岁前，无论怎样的孩子，都能被培养成优秀的人才，甚至是令人赞叹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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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为什么说“7岁前是决定孩子一生的关键期”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曾对近千名儿童做过从出
生一直到成年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5岁前为智力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如果把17岁的智力水平看
作100％，那么孩子在4岁前就已经获得了50％的智力，其余的30％是在4～7岁间获得的，剩余的20％
则在7—17岁间获得。
因此，孩子从出生到7岁这一段时期，对家长来说，是必须要密切关注和把握的。
7岁前是孩子大脑发育的主要时期孩子的智力发展无疑是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而智力的发展则是
由其物质基础——大脑的发育而决定的。
因此，很多家长极其关注孩子的大脑发育问题——为孩子买各种补脑的营养品，买各种促进智力发展
的书籍、玩具。
但很多家长并不清楚究竟应该何时把握孩子的大脑发育，有些家长往往把对孩子的大脑开发放在入学
之后，这时的关注未免太晚了一些。
因为大脑的发育主要在7岁前这段时期，而发育的黄金期则更早，从孩子刚出生就已经开始了。
科学研究发现：小孩刚出生时，脑重量仅有370克，但到了3岁时，大脑的发育已经完成了70％～80％
；孩子到7岁时，脑重量就和成人的相差无几了。
这说明孩子大脑发育的关键期就在7岁前。
而脑部发育最快、最重要的时期，则是o～3岁期间，尤其是出生后的第一年，可谓关键中的关键。
孩子大脑构造的基础是由父母的基因奠定的，它给大脑神经细胞的分布提供了一个模板。
由于外部环境的刺激，从而使这些神经细胞连接起来，科学家把这种连接称为突触连接。
这些连接决定婴儿的大脑如何处理新的信息，为以后的学习、应付面临的挑战、社会交往和情感发展
奠定基础。
出生时，孩子脑细胞之间的突触数量只有成人的1/10。
随着丰富多彩的早期体验和经历，孩子脑内的突触连接会不断增加，到2～3岁时突触比出生时增加
约20倍，3岁时突触的连接是成人的2倍。
这也就意味着此时孩子大脑的代谢率最高，学习能力和智能发展最快，远远超过成人。
随后，过多的突触连接会降低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不用的细小连接在孩子21个月时开始废退，只有
那些有经验输入的区域，也就是使用过的突触才能存活下来。
换句话说，孩子所接受的外部刺激越丰富，脑细胞之间留下的突触数量就会越多。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曾对近千名儿童做过从出生一直到成年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5岁前为智
力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如果把17岁的智力水平看做100％，那么孩子在4岁前就已经获得了50％的智
力，其余的30％是在4～7岁间获得的，剩余的20％则在7～17岁问获得。
因此，孩子从出生到7岁这一段时期，对家长来说，是必须要密切关注和把握的。
因为脑部发育不同于免疫体、肠道、骨骼发育等方面的成长，是不可逆转的。
这意味着脑部发育只有一次，一旦错过了黄金期，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基本定格，以后再想弥补就非
常困难了。
一项18年的跟踪研究表明：在7岁前曾经接受过高质量教育的孩子，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能力和以后中
考、高考的成绩都比未受过早期教育者高。
因此，家长要想最大限度地开发孩子大脑的潜能，就一定要抓住7岁前这一时期。
要提供最丰富、充足的营养，以保证大脑的物质基础得到充分生长；并提供最完善的外部环境刺激，
以保证大脑内部的组织结构快速、健康地发育。
“天才们”在幼年时期往往都接受过与众不同的培养和教育，如果你能抓住孩子7岁前这段时期，进
行高质量的教育，那么，使你的孩子成为天才就不是梦想！
7岁前是孩子学习的关键期日本一位离职教师永田益夫先生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四岁半的儿子，一个
是三岁的女儿。
他非常爱他们，而且非常重视对他们的教育。
在孩子刚刚学习说话时，永田先生就开始利用收音机中的语言课程教孩子学习英语、西班牙语、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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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语、德语和法语。
这看上去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很多人批评他对孩子太过严苛。
这些人认为：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往他脑子里乱塞东西是一种虐待，会让孩子负担过重，将来会形
成一种狭隘的性格。
甚至还会让孩子的脑子因为负担过重而变傻。
但事实却是：这对兄妹不但没有变傻，而且还非常聪明。
五种语言运用自如，从来不会混淆不清。
而且他们也不觉得辛苦，反而觉得很有趣。
可为什么现实中，我们的孩子——一些小学生或中学生学起外语却感觉很吃力呢？
为什么我们这些大脑已经发育成熟，能够承受很多负担和压力的成人学一门外语却比登天还难呢?难道
我们的学习能力还不如幼儿吗?答案正是如此。
7岁前的幼儿，其头脑的吸收能力要比大人强得多。
大人根本不用担心“给得太多会累坏孩子”的问题，只要引起孩子的兴趣，让他学什么都不是一件难
事。
一名两岁半的男孩从刚满两岁时就能认出各种汽车的款型，短短两三个月之间，就能轻易地说出石阶
上四十多种厂牌汽车的名称，甚至对停车场盖着罩子的车也可以辨认出来。
而且他对国旗的认知程度也很高，总共能认出30个国家的国旗，甚至连法国、巴拿马、黎巴嫩等大人
都难以区分的国旗，他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
可见，幼儿的学习能力比青少年、成人要强得多，入学前的这段时期正是人生中最佳的学习时期。
此时的学习是最重要、最高效的，简单得不费吹灰之力。
如果错过这个阶段，学习将会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
1920年10月，在印度加尔各答西南方的一个小山村里，人们在狼窝里发现了两个由狼抚育长大的女孩
，其中大的有七八岁，被取名为卡玛拉；小的约两岁，被取名为阿玛拉。
后来她们被送到一个孤儿院去抚养，而阿玛拉于第二年死去，卡玛拉则一直活到1929年。
孤儿院的辛格牧师在他所写的《狼孩和野人》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这两个狼孩重新被教化的经过。
狼孩刚被发现时，生活习性与狼相同，用四肢行走，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怕火、光和水；等饿
了才找吃的，吃饱了就睡；不吃素食只吃肉；吃食物时不用手拿，而是放在地上用牙齿撕开吃；不会
讲话，每到午夜后便像狼似的引颈长嚎。
经过7年的教育，卡玛拉仅掌握了45个单词，勉强能说几句简单的话，开始朝人的生活习性迈进。
她死时估计已有16岁，但其智力仅相当于三四岁的孩子。
狼孩的故事说明：如果错过了孩子学习的最佳时期，将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
那么，科学是如何解释0～7岁的学习关键期的呢？
科学研究表明，孩子的大脑在突触连接后，马上会出现髓鞘形成，使连接的通道受到保护，信息不受
干扰地快速传递。
在婴儿成长的某个特定时期，由于某些神经元的成熟，容易伸出树突和轴突与有关的神经元联系形成
回路网络，做出特定的反应，从而学会某种技能。
由于髓鞘形成，能够经过多次复习而得到巩固，这个特定的时期就是这种技能学习的关键期或敏感时
期。
如果抓住这个时期教会孩子特定的技能，由于网络已经形成，因此这种技巧会越用越熟练。
由于每一种功能的神经元成熟时间不同，能产生突触连接和髓鞘形成的时间也不同，在能进行突触连
接和髓鞘形成时期，就是该项目的最佳学习时期，比如4～18个月是孩子运动学习的关键期；2～3岁是
孩子学习口头语言的最佳时期；4～5岁是孩子学习书面语言的关键期；而弹钢琴、拉小提琴则最好从3
岁之前就开始。
如果错过时机，导致神经元已经老化，不容易伸出突起与别的神经元发生联系，这时付出几倍的努力
也难以学会这种技能。
这时，学习不但成为一件困难的事，还有可能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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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游泳，越小的孩子学习游泳越容易，很多小孩子在游泳池里如鱼得水，而堂堂的彪形大汉费了好
大的力气也无法掌握游泳的要领。
因此，要想让孩子拥有更多的技能、更多的本领、更高的智慧，父母就要把握好7岁前这段重要的时
期。
7岁前是孩子性格塑造的关键期我们都知道，性格在人的一生中起着关键作用，有时，性格的优劣比
能力的强弱对人的生活、事业影响更大。
通常，开朗的性格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占有优势。
一个人性格开朗，在工作中就容易和领导、同事友好相处，在生活中也能与家人、朋友关系融洽；相
反，性格内向的人总是难以和人相处，即使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会因自己的胆小怕事，以及缺
乏良好的人际关系而阻碍事业上的发展。
其实，机会在每个人面前都是平等的，关键是你能否抓住与利用，开朗的人永远能走在前面，而内向
的人永远跟在后面，所以人的一生能否成就大事，可以说性格起着决定性作用。
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性格开朗、生活快乐、事业有成，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却不了解孩子的性格
早在幼年就已大致形成。
美国教育学家哈洛博士把刚出生的小猴放进隔离室。
隔离室四周用木板围成栅栏，里面只放哺乳瓶的奶嘴。
实验的第一步，就是观看在这里养了3个月的一只小猴，当它被放出来在普通小猴群中生活时，会有
怎样的情形发生。
起初，这只小猴感到彷徨无措，但不到一个星期，它就大胆、活泼地和同伴玩了起来。
然后，实验者又把隔离了6个月的一只小猴放入普通小猴群中。
这只小猴却完全不和其他小猴玩耍，只是蜷曲着身子，好像很害怕似的，缩在角落里，从不主动出来
。
最后，实验者又把一只被隔离了一年的小猴也放入普通小猴群中，这个小猴也完全不能和其他小猴相
处，甚至不能和其他同样被隔离过的猴子相处。
实验者把普通小猴放入被隔离的猴子群中，不久，普通的小猴竟然因为无法忍受孤独感而变得神经衰
弱。
这个实验说明小猴的成长需要适当的环境，只有正常的环境才能让它们形成正常的性格。
同时也说明小猴的性格在出生后6个月时就已经大致形成而很难改变了。
其实，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人类。
1980年英国伦敦精神病研究所教授卡斯比同伦敦国王学院的精神病学家们进行了一项别具一格的观察
实验：研究者以当地1000名3岁幼儿为研究对象，先是经过一番调查分析，然后将他们分为5种类型：
充满自信型、良好适应型、沉默寡言型、自我约束型和坐立不安型。
到2003年，当这些3岁孩子都长成了26岁的成人时，卡斯比教授再次与他们进行了面谈，并且对他们的
朋友和亲戚进行了走访。
这些3岁幼童的言行竟然准确地预示了他们成年后的性格，让卡斯比教授十分惊讶。
他对自己的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并在2005年发表了报告演说，这一报告在国际育儿学术界引起了巨大
轰动，为“3岁看大，7岁看老”的说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
同时，这个实验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一个人的性格在幼年时就已经形成了大致的雏形，长大后的
性格在总体上和幼年差别并不大。
当然，长大后性格发生改变的情况也是确实存在的，因为父母的教育和社会的环境会必然地作用于正
在成长中的孩子身上。
但7岁前的幼年时期则是最为关键的，因此卡斯比教授指出，父母和幼儿园老师务必认真关注孩子生
长环境中的一切因素，并认真对待孩子的所作所为。
7岁前是孩子语言发展的重要阶段科学家认为，孩子学习语言不是慢慢地一字一句地学习，而是存在
突然的“语言爆发期”现象。
比利时心理学家观察发现，一个两岁半的儿童通常具有二三百的词汇量，但到6岁时他已经能够使用
数千个单词了，而且这些词汇都是在没人教导的方式下孩子们自然吸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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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岁正是孩子语言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孩子从一出生其实就在语言的道路上探索着，他们通常要经历7个阶段才能掌握一门语言，并能自如
运用，而这7个阶段都在0～7岁之间。
到7岁时，儿童的语言表述就已经非常准确了，他们几乎完全了解并且能够使用母语的全部规则。
孩子刚出生到4个月时，只会发出啼哭声和无意义的咕咕声。
这时，家长通常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孩子的这些发声，并给予行为、动作和语言上的呼应。
慢慢地，孩子便懂得用声音和家长沟通，比如用哭声示意自己饿了、尿湿了、不舒服了、想妈妈抱了
，等等。
随后，孩子从无意识的状态过渡到了有意识的状态。
他们能用眼睛盯着家长所指的事物，如果此时家长总是及时地、清晰地说出事物的名称，孩子就会慢
慢记住。
6～8个月大的孩子可以注视图片，倾听父母对图片的解释。
9个月时，孩子不但会注视家长和事物，还会注意家长的反应。
而且对于“球”、“灯”、“狗”一类的词汇能够理解。
时常有妈妈会惊异地发现，自己刚1岁零几个月的宝宝居然一夜之间可以清楚地说出很多词语。
灵灵的妈妈最近就发现灵灵可以喊出“爷爷”、“奶奶”了，这个进步让全家人兴奋得不得了，尤其
是爷爷和奶奶，都乐得合不拢嘴了。
紧接着，妈妈又发现，灵灵会在接到别人递过来的东西时说“谢谢”，以前灵灵可是只会用手做动作
表示感谢的，而现在她居然可以清清楚楚地说“谢谢”了。
这个发现再次让全家人感到惊喜。
其实，有些孩子一周岁时就可以说出“爸爸”、“妈妈”、“狗”、“球”等简单的字词，有的孩子
甚至9个月左右就可以说出一个字的词汇了。
在9～18个月这一阶段，孩子会逐渐学会用一些简单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意思，对名词的掌握较好。
这一阶段，家长可以多教孩子一些名词和简单的动词，以扩充孩子的词汇量，促进孩子多说两个字的
词语。
孩子在18～24个月这个时期可以运用最简单的词组表达自己的意思，会简单地把动词和名词相结合了
。
他们这个阶段对词语的掌握已经很强了，只要大人能说出来，他们就会轻松地模仿。
这时家长应该把更多的引导放在语法的部分，避免说出一些语法不正确的话，以免孩子去模仿。
切忌不要对孩子说一些“幼儿话”或是“叠词”，这样不仅会妨碍孩子学习正确的语言，而且还可能
会让孩子产生娇气的心理。
2～3岁的孩子已经可以用短句进行表达了，并且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的完整句子。
3岁的洪泽见到妈妈化妆，走过去说：“妈妈变成大美女了，真是人见人爱呀！
”妈妈和爸爸听了之后都乐了。
2～3岁的孩子不仅说眼前看到的事物，也会说他想到的。
他们已经开始尝试使用“你”、“我”、“他”等代词，也能正确运用“好、坏”“多、少”等意义
相对的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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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7岁前,决定孩子一生的关键期》告诉您，孩子在7岁前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决定其将来成为什么样的
人！
7岁前是孩子学习、成长的关键期；7岁前更是性格塑造、语言发展的重要阶段。
 只要父母抓住孩子的7岁前，无论怎样的孩子，都能被培养成优秀的人才，甚至是令人赞叹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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