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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0一6岁属于婴幼儿期。
宝宝诞生后度过的最初时光，是生命中最娇嫩、最脆弱、最需得到全方位的照顾与呵护的阶段。
养育涉及到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后者尤为重要。
　　儿童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包括4个方面：生理发展、智力发展、情感与交往能力的发展、道德品
行的发展。
作为家长，在孩子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在孩子成长的每一个方面，都应予以密切的关注，不妨常常问
自己3个问题：我希望孩子做到什么？
我能为孩子做些什么？
在养育过程尽可能避免什么？
　　本书作者正是从研究婴幼儿的心理出发，把多年来为父母咨询的內容集中整理成册。
作者将其专业方面深厚的积淀转为深入浅出的解答，以年龄顺序做章节，在书中每一个章节中先描述
出婴幼儿各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而后针对父母最关心、最常见、最头痛的问题，一一给出了科学性
的、有效性的、易操作性的和生动通俗的解答。
作者在每一个问答前精心设计的小题目富有童心，与实际内容呼应，相映成趣。
 　　此书适合学龄前儿童的父母、幼儿教师以及关心儿童心理成长的读者浏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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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O至1岁　“认生”——我不要见到新面孔　睡姿会造成我偏头吗　我可以不睡在妈妈的臂弯
里　“爱挣”不是较劲是运动　坐起来，看我的双手“解放”了　宝宝在用吭叽招呼你　看！
我能站起来了　锻炼，谁来助我一臂之力　挥舞手臂的快乐天使　爬，你看我怎样移动身体　他全然
不懂什么是“小雀雀”　　细心解析“夜哭郎”　宝宝“粘人”不是错　　脾气告诉我们什么　“踢
踏”——我在自娱自乐　　洗澡让我好紧张　周岁内，教育宝宝做什么第二章　1岁　让宝宝“粘”
却不失可爱　闹脾气——我要“独立”　换个角度看“拧”宝宝　“似哭不哭”的意义　莫为宅宝闹
而伤脑筋　病后娇气太难缠　理解孩子耍脾缷　出去玩，我要看看外而的世界　不是缺点是特点　管
教“爱出于”的孩子　宝宝睡前为何“无理取闹”　我会走，不要妈妈拉着手　宝宝开门“叫”，爸
爸开口笑　从嘴急说欲望和规矩　打着玩就能打吗　这里真新鲜，让我很好奇　学与不学不一样　“
畏惧不前”不是我的锗　帮助害羞的女儿“脱敏”　扯绝洗头，宝宝害怕什么　“演练’’吃饭有乐
趣　宝宝的优势在忭格　依恋是为了获得安全感　我的玩具不给你　放开点，约束太紧飞不高　游戏
不是这样的　“冷处理”对待小淘气　宝宝吮指“意味深长”第三章　2岁　羞涩宝宝称呼难　我不
认识新衣服　莫名的优越感弊大于利　“接过”女儿的烦恼　爸爸，我和你不认生　与女儿亲密有度
　谁也不能和我“分享”妈妈的爱　你永远搞不懂我和谁最亲　“离去”不是“失去”　病后入园难
，教你一点小技巧　规矩内化就是好习惯　另眼看待宝宝的淘气　体验人生第一次“离家”　不舍妈
妈的“替代物”　手紧未必是自私　“暗夺”胜于“明抢”　“代人受过”也委屈　“不”后面的意
义　⋯⋯第四章　3岁第五章　4岁第六章　5岁第七章　6岁附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父母在
儿童早期发展中的重大任务》（节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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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和宝宝不完整的“对话”中。
父母于浑然不知中已经开始影响宝宝 言语能力的发展了。
如果父母认为孩子还不能使用言语。
就不去主动和他 们“交谈”的话。
宝宝就不具备一个良好的言语环境。
语音刺激不够充足 。
不能引起宝宝的反应。
其应答性的反馈就会大大减少。
如果父母的心目 中有一个假设一宝宝是交谈的对象。
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询问的人。
是一个 需要我们耐心面对的人。
父母就会主动地说话。
并在虚拟“对答”中适当 地停顿片刻。
给宝宝留出反应的时问。
父母的行为意味着要和宝宝在言语 层面上建立起新的联系方式。
开辟一条情感表达的途径或者说培养一种对 话的习惯。
来替代宝宝那些原始的非言语方式的表达。
比如发脾气、摔打 玩具、哭闹不休、执拗不从等情绪化或简单行为。
父母应使用缓慢的语速 。
简短的词句。
清晰的语调。
加上多次重复和解释。
是对1岁宝宝进行言语 发展训练的基本方法。
 从乳儿到婴儿阶段。
依恋仍然是宝宝情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依 恋是指宝宝和抚养者之间形成的亲密而持久的情感纽带。
这种双向关系相 互影响并彼此接近。
周岁前主要体现在母婴之间。
2、3岁后父亲也将加入 进来。
这种具有血缘的亲密关系被称为亲子关系。
当熟悉的人出现在4、5 个月的宝宝面前时。
他（她）会立即显示出天真、快活的样子。
脸上和肢体 动作都会做出渴望亲近的表示。
这是乳儿对人有所指向的最初反应。
但其 对于具体的依恋对象尚无从选择。
 依恋是对于婴儿来说。
真正具有意义是在6个月至2岁。
他们要经过一 个特殊的情感过程。
心理学称为特殊的情感联结阶段。
依恋情感是儿奄早 期社会性和情绪发展的核心部分。
在这个阶段中。
宝宝的心理任务是与外 界建立基本的信任感。
而心理问题的发生往往与重要的客体丧失有关。
1岁 左右的宝宝已经能区分出谁是最亲近的人。
对母亲的依恋格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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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依恋安全感通常指向具体的抚养者。
宝宝依恋安全感的形成。
有赖于同抚 养者之间关系的性质和稳固的程度。
这是宝宝最初的社会关系。
依恋情感 的满足使宝宝体验到安全感。
他们会表现得安静、快活。
对外部世界饶有 兴趣并跃跃欲试。
反之则表现得焦躁不宁、孤僻发蔫、断断续续地哭闹。
 用哄劝等刻意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暂时有效。
但很快宝宝又沉浸在自己内心 不安的情绪体验之中。
与依恋相关的另一个方面是分离。
哪怕是短暂的分 离体验也会让宝宝情绪反应强烈（焦虑感所致）。
 短暂分离时宝宝哭闹不停。
这种场面往往令父母难以招架。
无所适丛 。
分离时的哭声是宝宝自然的情绪反应。
哭声是其呼唤母亲归来的信号。
 如果母亲能很快地重现在面前。
宝宝重又处于安全和舒适的感觉中。
哭应 该被视为积极的情绪反应。
但如果孩子的信号得不到“呼应”（妈妈没有马 上出现）。
焦急不宁的孩子就会越来越少地使用积极的“召唤式”。
而是选 择“阵发式”情绪反应。
他们可能闹一会儿、停一会儿。
一边观望、沉默 、静静地等待。
一边显现出委屈、可怜无助的样子。
一些适应性、灵活性 强的孩子在其他人的照看下。
会将注意力转移到现实环境中的事物上。
于 是便自行缓解了焦虑；而那些适应相对慢一些的孩子。
他们的感觉和注意 力仍然“滞留”在分离体验中。
执着地专注于与妈妈“不见不散”。
不易 接受其他人的哄逗。
不能转移注意力。
焦虑体验显得强烈而持久一些。
当 宝宝重新见到妈妈时。
一直被压抑的情绪就会猛烈地爆发出来。
“一发不 可收拾”。
此时妈妈不要急于哄劝宝宝止住哭声。
以自然停止为好。
哭是 一个发泄的过程。
有助于宝宝心情的恢复。
 家长关注孩子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孩子的行为和心理需求。
而懵 懵懂懂的孩子是我们爱抚、养育的“受体”。
其像是一面镜子。
折射出家 长有着怎样的育儿心态。
和孩子之问发生了什么?父母和孩子之间是怎样一 种关系?家庭中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借助什么力量
进行互动的?每个家庭 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互动模式肯定是不尽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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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岁宝宝主要发展的是独立活动能力。
当宝宝开始自由地行走。
手中可 以准确地玩弄和操纵物体。
能够进行简单的言语进行交际。
并初步理解周 围事物时。
父母们就会发现小家伙的嘴里时常会冒出“不”。
或者用摇头 、违拗来表示他（她）不愿意。
遇到这种情况。
父母们的第一感觉是原来乖 巧、温顺的宝宝不那么听话了。
他（她）开始“违抗”父母的意志。
对不对 都想尝试。
想随心所欲。
想当然地“我的事情我做主”。
尽管在父母的哄 骗或厉声阻止下。
宝宝还会顺从和妥协。
但自我意识的发展让家长日渐感 到小家伙越来越不容易“对付”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婴儿的独立性。
婴儿 早期萌发的独立性和依恋性是共存的。
只是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方面 分别有所表现而已。
纵观一个人的心理发展过程。
实际上就是在维持依恋 和选择独立两者之间的不间断地进退探索。
在不同时期维持着相对平衡状 态。
寻找着一种适合发展的可能性。
 宝宝们在独立意识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反抗举动是很常见的。
他（她） 们究竟“反抗”的是什么?是不是像父母们通常所理解的“长大了就不听话 了”呢?从心理学
的角度理解孩子的小脾气。
可能一会得出不一样的看法。
 尚未摆脱}昆沌的婴儿的违拗行为不完全是指向抚养人。
只因为父母是宝宝 最亲近的人。
关系亲密者难免“首当其冲”。
成为宝宝情绪的第一发泄对 象。
其实。
宝宝在说“不”的时候。
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其与本人内心 意愿之间的冲突。
一个人成长中存在着很多内部冲突。
解决的“突破口” 经常会以选择反抗其他人的方式呈现出来。
 P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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