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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孩子这次考试成绩又滑坡了！
”——你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
是啊，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优秀的，永远朝“第一”的目标迈进，但问题是“第一”只
有一个，不可能所有的学生都能拿“第一”。
有关专家指出，现在许多中小学生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主要原因是他们承担的压力太大。
试想一下，从孩子懂事的时候开始，父母就对孩子施加了多少压力？
有的父母望子成龙心切，从上幼儿园开始便对孩子进行“定向培养”，由父母决定孩子的“兴趣爱好
”。
我们常常在街道能见到小小的孩子背着乐器穿行在人群中，很少看到这些孩子脸上有灿烂的表情。
为了让孩子考出好成绩，有些父母从小学开始便找家教为孩子“补课”，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无奈
地说：“我的周末全都用来补课了，周六数学，周日英语。
每到周末，我的头就疼！
”许多父母也认为这样做对孩子是不公平的，但是，谁又敢放松呢？
如果孩子的学习成绩上不去，孩子还会有美好的未来吗？
只是，这些父母是不是考虑过对孩子“施压”后的效果？
如果孩子对学习产生了一种惧怕的心理，如果这种学习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那么，要取得良好的学
习成绩恐怕是很难的。
其实，好孩子不是压出来的，而是夸出来的。
在孩子面前，父母应尽可能地多给他们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评价。
对孩子要纵向比较，不要横向比较，要相信孩子。
发现孩子的优点时，要及时鼓励，如：当你下班走进家门，看见女儿拎着拖鞋迎候你时，应当拍着女
儿的头说“有个女儿真好”；当妈妈生病打针时，如果儿子在身边说“妈妈不疼”，你应该说“有个
儿子就是不一样”。
当孩子取得哪怕是微小的进步都能得到你的肯定，当孩子感觉到他在你眼里是最棒的时候，他肯定会
产生一种自信，而这种自信才是孩子不断取得进步的最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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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孩子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不愉快。
这时，孩子可能会表现出自信心不足或情绪的低落。
父母如果能够在此时适时地给孩子以欣赏、鼓励和支持，对孩子来说，得到的不仅是一种安慰，更多
的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同时也会增强孩子对父母的感情及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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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真正了解你的孩子教育的前提是了解孩子你了解自己的孩子吗怎样成为孩子心中理想的父母你
的孩子属于哪种类型倾听孩子的心声体会孩子的尊严真诚地和孩子交流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做孩子
最信赖的好朋友留给孩子一份独立的心灵空间第二章 更新家庭教育理念，告别传统教育方式我们缺少
的正是“父亲教育”对棍棒教育说“不”掌握好爱孩子的分寸面对孩子，不要做“大声婆”惩罚的目
的不是让孩子痛苦约束孩子也要讲技巧与孩子的冲突要“冷处理”运用有益的暗示教育不要想当然地
怀疑孩子让孩子把话说完在孩子面前敢于承认错误多让孩子体验生活当孩子做错事时，让其承担而不
是责骂不妨让孩子吃些苦第三章 世上没有坏孩子：纠正问题孩子的技巧和孩子成长中的坏毛病过招让
胆怯的孩子变得坚强勇敢孩子“人来疯”怎么办孩子很自负，该如何引导面对孩子的挑衅，该怎么办
让孩子远离虚荣要注重孩子独立性的培养克服孩子做事拖拉的坏习惯让孩子远离小偷小摸的恶习戒除
孩子的电视瘾第四章 捕捉孩子的闪光点，天才就在你身边多发现孩子的闪光点从兴趣判断孩子的成才
取向尊重孩子的天性发掘孩子的天赋才能不要抹杀孩子提问题的积极性别否定孩子的成绩保护孩子的
好奇心多给孩子观察的机会给孩子一片“破坏”的天空第五章 关注心理健康，用欣赏的眼光照亮孩子
的心灵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因素用温和的建议给孩子的心灵松绑消除父母的“成
年人意识”不说伤害孩子的话别当众揭孩子的短不要对孩子随意发牢骚培养孩子阳光的性格让孩子大
胆说出心里话帮孩子克服不良情绪培养孩子的开放心理防止孩子的自卑心理化解孩子的焦躁情绪分床
睡，给孩子的心灵“断奶”第六章 用欣赏的方法培养孩子的优秀品质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竞争意识教
孩子学会与人分享避免孩子以自我为中心锻炼孩子的自主意识提高孩子抗挫折的能力锻炼孩子的忍耐
力培养孩子的意志力提升孩子的自我效能感第七章 父母必备的各种赞赏技巧每天夸孩子一句多角度赏
识让孩子充满自信对孩子的每一点进步都要肯定让孩子感到被重视赏识不等于简单的赞扬或奖励赏识
孩子的努力，而不是赞扬他的聪明别让你的赞赏太廉价该说“不”时就说“不”第八章 适当降低期望
值，提高孩子的综合能力孩子的能力培养胜于智力开发培养孩子的自主选择能力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
提高孩子的判断能力培养孩子的应变能力培养孩子的交往能力培养孩子的领导能力培养孩子的生存能
力第九章 赏识教育的理想结果是无为而治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教孩子学会自我保护让孩子勤于思考让
孩子勤于动手让孩子主动表达让孩子乐于记忆让孩子倾心想象让孩子善于创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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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真正了解你的孩子教育的前提是了解孩子有相当多的父母非常热心地塑造孩子．却并不用心真
正地了解孩子，只重视自己的预定计划而忽视了孩子的感受。
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孩，遵从妈妈的命令学习钢琴，历时一年，非常勉强。
最终妈妈无可奈何，只好选择放弃。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孩子却常常自己在那里弹，有个谱子就能弹，而且弹得还挺是那么回事。
妈妈大喜，抓紧时机对孩子说：“你还不把你的钢琴练习拣起来，这不是弹得挺好吗？
咱们继续上钢琴班吧。
”孩子连连摆手，从此又不弹琴了。
妈妈感到莫名其妙，却没去研究孩子为什么如此。
这使人想起另一则外国故事。
一位科学家用勺子给他的小狗喂鱼肝油，小狗挣扎着把勺子打翻在地，然后却跑过去舔这个勺子。
这位科学家说：“小狗给我上了一课。
它不是不喜欢吃鱼肝油，而是不喜欢我喂鱼肝油的方式。
”真不愧是科学家，他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学习的态度。
努力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
有的父母缺乏的正是这样学习的态度。
每当孩子不符合这类父母的要求的时候，他们总是责备孩子，给孩子施加压力，而很少想一想，自己
的要求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孩子的实际年龄。
这好比，每当父母给孩子定做的鞋子与孩子的小脚丫不合适时，父母总是责备孩子的脚长得不规范，
而不去想想鞋子的尺寸是否有问题。
这样做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鞋为本。
老师说孩子上课时爱动，父母就觉得孩子是“多动症”；老师说孩子对学习没兴趣，父母就批评孩子
“光知道玩”；老师说孩子成绩不好，父母就怀疑孩子“弱智”⋯⋯总而言之，全是孩子的错误，全
是孩子的责任。
按这种逻辑，上面故事中的小狗打翻盛鱼肝油的勺子，就是明显的“进食态度不好”、“缺乏纪律性
”、“不尊重主人”，而且“弱智”。
 如果走进孩子的心灵，努力了解他们，就可能会发现，不注意听讲的孩子，有时换一门课，换一个老
师，换一种教法，他会听得很专心，很有兴趣。
这就证明对他们的批评很可能不妥。
父母常常把孩子讨厌某种学习方式误以为是厌学，而且总是把厌学的责任推给孩子，这是不公正的。
有些老师的情况也并不比父母好多少。
有一个学生上课爱笑，老师觉得别扭，就批评他说：“你老笑什么！
”他还笑，老师气极了，狂风暴雨般地批评一顿，总算把他批评哭了，老师很满意。
实在不明白这位老师的用意，爱笑很可能是这孩子的一种个性，如果没有影响他听课的效果，你管他
干什么？
人们都说“笑比哭好”，这位老师实行的却是“哭比笑好”。
大概他脑子里有一个“注意听讲”的标准模式，在该模式里，学生是绷着脸的。
眼前这个孩子听讲时却面带笑容，与标准答案不合，就必须加以抨击。
至于孩子笑的原因、笑对他到底有没有坏处，老师却不去研究。
这很明显是热心塑造孩子而不热心了解孩子，只重视自己的判断而忽视孩子的感觉。
所以人们应该树立这样一种观点：当一个孩子与众不同的时候，宁可先把这看成是他的特点，而不要
轻易看成是缺点。
有一位小学四年级的老师让每个学生写一个小条，说一说在一个学期里，学校里发生的哪一件事给自
己留下的印象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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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生写道：“有一次我的小黄帽戴歪了，老师帮我扶正，给我印象最深。
”老师很惊讶。
这学生受到过老师的多次表扬，他在纸条里都没有提起，却偏偏提起了这样一件小事。
学生的感觉和老师的感觉有时候会不同。
如果这位老师不进行这样的调查，她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位学生的感觉。
 常常埋怨孩子不好好学习，这本是父母和老师应该研究的课题，可是当问起一些父母其孩子不好好学
习的原因时，却常常得到非常简单的回答：“懒呗！
”还有的竟会说：“谁知道他犯的什么神经病！
”这种不屑于研究问题的态度让人吃惊，而这时父母却很坦然，好像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孟子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确实如此，许多父母和老师“教导别人”的意识有时很强，而“了解别人”的意识又太弱，反思自
己的意识也太弱。
有人曾经说过：“要想当先生，先要当学生。
”许多父母的“先生”角色意识太强，而“学生”的角色意识太弱。
这就难免产生教育主观主义，也就是常说的“瞎指挥”。
要想科学地教育孩子，首先要了解孩子，正像医生首先作诊断而不是治疗一样。
当小狗打翻鱼肝油勺子时，那位科学家的结论是“小狗给我上了课”，而当孩子不按父母的指令行动
时，父母的第一反应是“再给他上一课！
”科学态度和非科学的态度区别就在这里。
不体察孩子的感觉，而只顾设计各种的方案来管束孩子，是多数家庭教育观念滞后的基本原因之一，
也是许多父母花很多工夫教育孩子却成绩平平的基本原因之一。
无论父母和自己的孩子每天待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有时仍会有许多互不了解的地方。
为了使你知道自己对孩子的了解程度，你可以回答以下问题。
假如你有好几个孩子，请把答案分别写在几张纸上，然后让他们分别给你评价。
这样不仅可以使你知道你之前对孩子的了解程度。
而且还可帮助你今后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孩子。
1谁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2他喜欢自己的房间漆成什么颜色？
3谁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
4最使他感到苦恼的是什么？
5他的最大忧虑是什么？
6在体育馆里。
他会喜欢看什么比赛？
7他最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
8家庭之外。
对他生活影响最大的是谁？
9在学校里他喜欢什么课程？
不喜欢什么课程？
10在他做过的事中，最令他感到自豪的是哪一件事？
11他对家庭的最大抱怨是什么？
12他最喜欢什么样的电视节目？
13他最喜欢做什么游戏？
14假如让他任意挑选世界上的东西，他会选什么(只能挑选一样)？
15他最喜欢哪位老师？
16什么事情会使他真正感到愤怒？
 17在学校里，他是否感到自己被其他孩子喜欢？
18他以后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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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今年最使他失望的是什么事？
20就年龄来说，他是否感到自己过于大或过于小？
21在你给孩子的所有礼物中，他最珍爱的礼物是什么？
22在假期里，他喜欢野营，去大城市观光，还是喜欢乘船旅行？
23他最不喜欢做的是什么家务事？
洗碗，打扫房间或倒垃圾？
24他最近读什么课外书？
25他最喜欢什么样的家庭场合？
26他最喜欢吃什么？
最不喜欢吃什么？
27在学校里他有什么绰号？
28他常在什么时候做家庭作业？
29他最爱什么动物？
猫、狗、鸟，还是鱼？
30他收藏物中什么东西是他最喜欢的？
上述题目的得分情况分别对应如下结果：答对1-14个题：说明你对孩子不很关心，应该多和孩子交谈
。
答对15-25个题：说明你对孩子比较了解，但需要进一步了解。
答对25个题以上：说明你很了解自己的孩子，应继续保持下去。
倾听孩子的心声倾听是父母教育孩子时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这是因为孩子的教育80％在于沟通，20
％在于教导，只要沟通到位，教育不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倾听正是亲子沟通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
要环节。
因此，要解决孩子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和孩子的沟通问题，父母必须要学会和掌握倾听的技巧。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父母恰恰忽视了倾听。
许多父母经常扮演着一个说教者的角色。
有时父母只顾自己唠叨，不爱听孩子说的话。
一次次拒绝和打断孩子说话。
次数多了孩子就不再愿意与父母对话。
当父母抱怨孩子不愿意沟通，孩子总把事情闷在心里时，有没有想过，孩子为什么不愿意沟通？
事实上，每个孩子都是愿意与父母沟通的，只是沟通之门往往被父母们在无意中关闭了。
请看下面这些经常发生的场景：场景一。
妈妈正在做饭，孩子回到家高兴地跑到妈妈身边：“妈妈，我们班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好玩的事！
”“没看我正忙着？
还不快去做作业！
别整天疯疯癫癫地光想着好玩。
”孩子一下子蔫了。
场景二。
爸爸在看电视，孩子走到身边说：“爸爸，我想跟您说件事。
”“行，什么事？
你说吧！
”爸爸答应了孩子的要求，但却没有认真倾听孩子的诉说。
孩子说的时候，爸爸虽然在哼哼呀呀地附和着，但眼睛却一直盯在电视上，根本不正眼瞧一眼孩子。
最后，孩子气呼呼地说：“不跟你说了！
”转身离去。
场景三。
班主任打电话找父母，说孩子在学校打架了。
孩子放学回到家，一肚子怒火的父母开口就说：“你这个浑小子，整天不干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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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干坏事！
”孩子嘟囔着：“我、我⋯⋯”似乎想说明打架的原因。
“我什么我，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孩子委屈得流下了泪⋯⋯从这几个场景中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不是孩子不愿意说，而是父母没有认
真听孩子说。
这样的做法，怎么能够全面地了解孩子？
怎么能够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呢？
不了解孩子而与孩子沟通能不费劲吗！
要想和孩子沟通，就必须学会倾听。
倾听是和孩子有效沟通、了解孩子的前提。
不会或者不知道倾听，也就不知道孩子究竟在想什么，连孩子想什么都不知道，何谈了解？
那么如何正确地应用倾听艺术，使自己在和孩子的沟通中收到良好的效果呢？
1.要有主动倾听的意识父母千万不能因为孩子小，就忽略他们的表述。
不要总是居高临下，而是要经常蹲下去，与孩子面对面，平等地互相倾听与诉说。
在倾听孩子谈话的过程中，不时地运用眼神或简短的语言表示出兴趣。
切忌表现出不耐烦，或说出让孩子扫兴的话语。
2.要允许孩子申辩、解释现实生活中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孩子犯错时。
父母凭着自己了解的情况武断地对孩子的行为做出评价和责备。
当孩子申辩、解释的时候，父母会气上加气，对孩子一声断喝：“住口，不用解释了！
”这种做法对孩子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孩子有时候犯了错，可能有一定的原因，应该让他申辩和解释。
老是用“你不用解释！
”来制止孩子，孩子渐渐就会放弃为自己辩解的权力，他会背着许多委屈，一个人默默承受，长久下
去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心理问题。
3.要善于运用倾听的净化作用倾听可以协助孩子及时排解情绪等方面的问题。
倾听是了解的开始，在心理学上，倾听更具有净化的作用。
当孩子遭遇挫折、困顿、失败和难过时，积极的倾听能够安抚和过滤孩子复杂而奔腾的情绪，帮助孩
子解决存在的问题，就像眼睛里进了一粒沙子很难过，但当眼泪将沙子带出来后，便会觉得舒服多了
。
请看以下的例子。
孩子：妈妈，我讨厌上学，因为全班的同学都欺侮我。
母亲：全班的同学都欺侮你？
孩子：对啊！
我跟艾莉借橡皮擦，她都不肯借给我。
母亲：你觉得很没面子。
孩子：玛莎和我赛跑输了，就说我偷跑，其实我根本没有偷跑。
母亲：嗯，还有呢？
孩子：老师叫我登记成绩，他们就说我是马屁精。
母亲：喔⋯⋯孩子：我的作文被老师贴在墙报上，特伦斯就说我是抄来的。
其实，我哪有抄。
母亲：那怎么办？
全班的小朋友都在欺侮你。
孩子：其实⋯⋯也没有啦⋯⋯不是全班啦⋯⋯母亲：有一半的同学在欺侮你。
孩子：也没有那么多啦！
母亲：至少有十个同学欺侮你吧！
孩子：哪有？
这次班上全数通过，我当选模范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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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哦⋯⋯孩子：其实就只那三个人啦！
因为他们嫉妒我的功课比他们好！
可是⋯⋯也还好啦！
上次他们还请我吃冰激凌，有一次我脚痛，特伦斯还帮我打午餐呢！
这位母亲没有大段的说教，只是用简短的回应，特别是用“嗯、喔、哦”等简单的回应，就帮助孩子
澄清了情绪和想法，解决了她认为“全班同学都欺侮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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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培养天才不能按照规矩来，生活中有那么多普通的孩子，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用一般的方法培养自己
的孩子。
　　——塞德兹假如缺陷儿童经过合适的教育可以达到正常儿童的标准，为什么正常儿童不能达到更
高的水平？
　　——蒙台梭利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编辑推荐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赞赏是天才腾飞的基石》：献给那些关爱孩子成长的父母们和那些正在长大的孩
子们。
一种简单易行，操作性极强的教育理念；一本凝聚了众多教育专家思想精华的力作；一千个家庭教育
成功的方法赞赏是天才腾飞的基石，激励孩子燃起自信之火，引导孩子走向卓越人生。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赞赏是天才腾飞的基石》从更新家庭教育理念、捕捉孩子的闪光点以及父母应该
具备的各种赞赏的技巧等多个层面入手，细致、深入地阐述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最新、最科学的教育
理念、方法，帮助家长有效地实施科学的家庭教育，从而成就孩子辉煌的一生。
陶行知先生指出：“教育孩子的全部秘密在于相信孩子和解放孩子。
”相信孩子和解放孩子，首要的是学会赏识孩子。
孩子都从内心深处渴求他人的尊重和赞美，经常赞美能对孩子产生巨大的作用。
那么，怎样去欣赏你的孩子呢？
可以用一个动作来表达，那就是：竖起大拇指！
大拇指一旦竖起来，随口而出的往往是“你真行”、“你真棒”。
当我们的大拇指肌肉一天比一天发达时，孩子们也就会一天比一天聪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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