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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学习学研究认为，学生的学习是一个由预习、上课、作业、复习、考试五个环节构成的完整过程
，只重视其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是不够的，任何环节的缺失，都会影响学习的最终效果。
作为家长，要在这方面给予孩子正确的引导。
家长最好多给孩子提供一些思路或让孩子自己多复习，不要再给孩子额外的家庭作业，让孩子养成先
做作业后玩的习惯，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而不能贸然不结论：孩子太笨，孩子有多动症等。
父母要纠正操之过急的心态，学会调动孩子内在的动力。
因为只有真正培养起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让孩子成为自己学习的主人，他们才能拥有最持久最有
效的学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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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打破对孩子的设想实际上，做父母的只需在必要时为孩子把握好方向，让孩子自己在知识的海
洋中，体会乘风破浪的乐趣！
孩子是独立的个体有不少父母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他们每天都和昨天一样对待自己的
孩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孩子洗衣做饭，叮咛寒暖，不知不觉中孩子长大了，但父母仍把他（
或她）当做“小小孩”对待。
其实，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庭中的亲情与爱，从形式到内容，都应当有所发展和深化。
在感情上对不同年龄的孩子，也应当有不同的“爱”法。
孩子长大了，在家庭中不能只是被爱护照顾的对象，他们应当有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时有一份相应的
责任。
孩子大了不再愿意在父母的怀里撒娇，不再愿意接受父母过于亲昵的动作，也不喜欢听廉价的称赞。
当着外人做不切实际的夸奖，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因为他们自己已有一定的判断力。
孩子也是独立的个体。
那么，父母应该怎样做好呢？
随着孩子年岁的增长，作为家长应当主动地利用一些机会，对孩子提出新的要求，帮助他们成长，而
不是压抑他们的才智。
例如孩子过生日时，就可以对他说你又大一岁了，从明天起你要自己穿衣服、穿鞋了。
根据不同的年龄，每年都可以提出新的任务，孩子一般都会愉快地接受。
又如孩子上学了，告诉他，明天开始你是小学生了，自己的书包一定要自己整理，你能吗？
这种时候，孩子一般都会说：“能！
好！
”你就应该加以鼓励。
在最初的日子里，孩子需要指导帮助，告诉他怎么样做好这些事，但千万不要一见孩子做不好，就自
己代替他去完成，那样做只会使孩子刚萌芽的独立意识过早地夭折。
在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如进幼儿园、上小学、进中学、上大学、参加工作、走上社会、结婚成家
等，作为家长，对自己、对孩子，都有必要在心态上做适当的调整。
不能总把孩子当“小孩”。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要引导他们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打量周围的事物，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所遇到
的问题。
要给他们相应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对于孩子在将来的学习和生活中处理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是十分必
要的。
孩子上小学时，父母辅导孩子的学习也许还没有什么大问题，而当孩子上了初中、高中之后，父母到
那时恐怕也就爱莫能助了。
如果在孩子小的时候让他形成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将来孩子不管在学习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
能够独立地处理，而不用依赖父母。
这就是父母为什么从小就要培养孩子形成独立意识的关键所在。
孩子需要尊重心理学家认为，自尊是一种精神需要，维护自尊是人的本能与天性。
孩子的自尊心是与生俱来的，这是成长的动力，伤害孩子的自尊心，甚至会毁了他的一生。
孩子要与大人讲话，要想做自己的事，但又常常因为幼稚而做不好，这时有的父母就随意呵斥孩子，
尤其是当着生人和外人的面呵斥，结果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
家里有客人时，带孩子出去参加聚会之类的活动时，或在其他一些公众场合，孩子因年幼无知，难免
会做出一些失礼或其他不妥的行为。
这时，你最好不要当众呵斥制止，因为孩子都有很强的自尊心，呵斥会使他感到难堪，不知所措。
有的家长甚至大声责骂，这可能使孩子恼羞成怒而大哭大闹，弄得大人们也很尴尬而不可收拾。
孩子年幼无知，讲太多的道理他们难以理解，但孩子有天生的悟性，他们能从大人的表情与动作中读
懂你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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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与幼儿在一起时，尤其是在公众场合，宜多用体态语言，切不要大声嚷嚷。
比如，孩子想吃什么东西时，微笑着点点头，便是表示同意，摇头表示制止。
当孩子出于好奇而翻人家的抽屉时，你可以轻轻碰他一下，当孩子回头时，你以制止的眼神，加以微
微地摇头，孩子一般就会顺从地缩回手，马上停止自己的行为。
当他的吃相不佳时，可以皱皱眉头，表示不喜欢。
当孩子表现得好，做了值得肯定的事情，你应当拍拍他的肩膀，以表示鼓励与赞赏。
当遇到高兴的事时，适当亲吻孩子，以表示亲昵。
有人在休息而孩子大声喧哗时，可把食指放到嘴唇边，轻轻“嘘”一声，表示别出声，孩子也就应声
而止。
这样做既制止孩子的失礼行为，也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使他在以后类似的场合，表现得懂礼貌。
与此同时，也体现了做家长的个人修养。
孩子都有很强的自尊心。
美国心理学家亚马莫托，曾对孩子们“怕”什么做过一个调查。
调查表明，孩子最怕的是失面子，怕父母当着外人数落自己的短处，怕父母拿自己的短处与别的孩子
的长处比，怕失去信任，怕在课堂上出丑。
这些“怕”实质上就是怕自尊心受到伤害。
在中、小学生中，最怕的是被当众体罚。
遗憾的是，有些父母不懂得孩子的自尊心有多强，又有多宝贵，竞在不知不觉中予以伤害，甚至践踏
。
有的父母，把对孩子的关怀，扭曲为监视和强迫，剥夺了孩子应有的自由空间与时间，孩子对自己的
事情没有任何主动权，在同学中失去了面子，自尊心受到伤害。
目前许多独生子女家庭，在物质上对孩子关怀备至，在精神上却使孩子备受压抑，而家长们常常并不
知晓，反而以为自己处处在为孩子着想。
调查表明，多数父母都希望“自己说什么孩子都能听”。
可是他们却并不知道孩子在想些什么，也不想理解孩子的想法，一切都由父母说了算。
这种对孩子毫不尊重的做法，必然使孩子受到压抑，孩子的反感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尊重孩子的人格，也表现在尊重孩子自由活动的空间上。
有不少家长，因为过分的爱，产生过分的期待和愿望，他们在溺爱孩子的同时，对孩子干涉得也多，
要求得也多，以致把孩子自由活动的时间与权力剥夺了。
孩子小小年纪，没有了童年的天真烂漫和自由自在的快活。
过早地开始负载着沉重的压力。
尊重孩子的人格是让孩子尊重别人的最好教育。
父母若总是居高临下，以绝对权威的姿态对待孩子，他们因幼小而无奈，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结
果很可能以欺侮弱小来平衡自己。
一个人若从小品尝不到被尊重的感觉，长大了也不会懂得尊重别人，也不会去尊重社会的规范。
父母尊重孩子的人格才能使孩子的人格得到健康的发展。
让孩子拥有一个健康的人格对于孩子顺利学习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对孩子的期望值不宜太高每个父母脑海中都有一个想像中的“模范孩子”，并以此督促自己的孩子也
要这样去做。
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年龄还小，自律性有限，此外，他们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个性，不
可能什么都按照家长的意愿行事。
有的家长会因此焦虑不安，甚至大动肝火。
这样一来，反而使得孩子不知如何是好。
假如有的孩子表面上服从家长，按照家长说的去做，可只是做做样子给家长看，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内
容，又有何用呢？
这时家长有必要进行一些心理调整。
首先，需要父母做的是放弃过高的期望，制订一下切实可行的、适合孩子实际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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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命令孩子“集中精力学习一个小时”而孩子不容易做到的话，还不如把目标压缩一下，变成半小
时甚至于十五分钟。
这是从小事而言，从大的方面讲，有的父母给孩子定下一个目标，比如要求孩子在考试中必须要拿到
班级前五名或者是要求孩子考上某所重点中学，尽管孩子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还是完不成父母给他
规定的“任务”，父母于是对孩子大加责罚，使孩子产生自卑或是反叛心理。
其实成人也一样，当目标过高、与自己的距离过大时，往往产生畏缩心理。
而且一开始就会灰心丧气，觉得自己做不了。
即使勉勉强强去做了，也不会做好。
但是如果目标适中，稍加把劲就会达到目的的话，则会下决心试试看。
最终目标可以很高，可暂时目标不宜过高，应该是孩子易于接受的。
比如，现在孩子在班上排名大约是在前二十名，可给他制定下一次考试进入前十五名的目标，孩子有
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父母的愿望。
这样做能不断地给孩子成就感和自信心。
小的目标逐一实现，久而久之，孩子最终能够取得令父母也感到惊奇的进步。
不要犯拔苗助长的错误当今的社会家庭，独生子女占了绝大部分。
也因-为只有一根独苗，父母们都不惜倾其所有来浇灌，以期让其开花结果成才，一方面父母们的热望
给社会上各种培训班、补习班提供了温床；另一方面，这些培训班、补习班反过来又助长了父母们的
热情，结果形成了不适合孩子发展的社会学习环境。
调查表明，有多达97％的小学生在上课外补习班（补习学校功课）或者在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艺（如书
法、音乐、体育、钢琴等）。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上着各种各样的课外学习班。
在上补习班的小学生中，学习数学者最多，多达80％以上；学习语文者只有其半数左右。
这些孩子平均每星期要有两三天的时间在各种学习班里度过。
对于让孩子去参加课外补习班或者业余学习某种技艺，我们并没有什么异议。
只有希望父母们在决定是否让孩子参加学习班之前，要有一个成熟的想法，要认真衡量一下孩子的学
习能力、实际水平、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孩子的兴趣爱好等，然后做出一个切合实际的选择。
如果孩子根本不想去而家长非要强迫他去，那么最后的结果只会适得其反，有违初衷。
有一位母亲，她看到邻居家的孩子参加了舞蹈培训班，而邻居家的孩子也确实具有舞蹈方面的天赋，
于是她也让自己的孩子去参加舞蹈培训班。
但是她的孩子到了舞蹈培训班后却显得笨手笨脚的，根本就不是舞蹈的料，孩子本来就不怎么喜欢舞
蹈，在老师的要求下，被迫做一些体形训练，更是对舞蹈恨之入骨。
直到有一天，孩子从舞蹈班逃了回来，母亲才发现自己做了一件蠢事。
孩子在被逼无奈下，心中不免会产生一种受害者意识，有了这种意识将会大大影响学习成绩的提高。
家长不妨采用等待的方法，让孩子主动提出上学习班的要求，这样做不失为是一个良策。
即使有的孩子表现出一定的天赋，做父母的也要慎重考虑，做出恰当的选择。
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伤仲永》的文章。
唐朝时出了一位少年诗赋天才仲永。
本来仲永正值发展的大好时期，而他的父母因急于让其显示才能，博得赞誉，经常带着他出席酒宴吟
诗作赋。
仲永也确实博得了一些名声。
但是，小仲永的天赋也就此止步，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结果只是成为一个平平常常的诗人，一句绝
唱也没有流传下来。
有些孩子属于大器晚成，更应用长远的眼光去关爱孩子的成长，做家长的不应操之过急。
时下，素质教育喊得震天响，但是，一方面，许多家长仍然对应试教育情有独钟；另一方面，一些家
长则步入了素质教育的误区。
一提及素质教育，一些人想到的无非是练舞、学琴、唱歌、绘画等与艺术有关的课程。
实际上，这样的理解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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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是指人多彩多姿的特点和适应社会的综合能力。
素质教育主要以培养人的个体自主、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为目的，突出学习的趣味性、思维的创造性
、精神的愉悦性和心理的健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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