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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了解孩子的心，才能给他最好的爱。
毫无疑问，每个父母都爱孩子。
为了让孩子变得更好，拥有更广阔的未来，我们怀揣着百分百的爱心，呕心沥血在付出。
可是，就因为不了解孩子的心，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孩子的“问题”。
而当我们纠结于孩子的所谓“问题”时，我们给予孩子的便是自以为是的爱，有时甚至是一种伤害。
“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
”这句话令许多父母为之惊心，可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20年教子与早教从业者的经历，让我更深地领会了这句话的奥义。
不管孩子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剥茧抽丝地剖析下去，我们总能发现，问题的根源都在父母身上。
在灵魂深处，我们与孩子是一体的。
父母身上携带的任何信息，都可能被孩子敏感地捕捉到，并对其产生影响。
既然如此，是否意味着其他人对孩子的影响就微不足道呢？
当然不是。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任何关系都无法与亲子关系比肩，因此，对孩子影响最深远的，永远是父母。
父母才是孩子心灵最好的“饲养员”。
父母的角色当好了，其他人对孩子的不良影响便可以被淡化，甚至消除，而孩子就可以从父母这里得
到滋养，成长得更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亲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带给了我们福音。
只要我们了解孩子的心，给他最好的爱，许多的担忧便会销声匿迹。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便可以走得气定神闲。
要想不做“问题”父母，给孩子更好的爱，我们就要掌握爱孩子的正确方法——将孩子视为成长的主
体，依循他自身发展的规律和需求，跟随他的视线和脚步，协助他、陪伴他慢慢前行。
当然这需要父母不断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式，和孩子一起成长。
另一个难以跨越的教养障碍源于父母急切的心态。
虽然“孩子的成长是急不得的”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由自主就陷入某种固有的模
式，恨不得一下子把孩子的“错误”纠正过来：孩子坐不住，常常左冲又突的，我要即刻给他按住，
让他变文静些。
孩子胆小、内向，这不行，会影响他将来的发展，要逼着他去闯荡世界。
孩子发脾气了，这个坏秉性得速速修理。
孩子太敏感，这还了得，以后怎么适应社会？
必须赶紧想办法，让他的神经变得坚强些⋯⋯我相信，很多父母，包括我自己，都有过这样的担忧与
经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养孩子就像养花，每一种花都有他与众不同的特性。
如果他是一株月季，我们就把他养成那株最美的月季，千万不要因为看到牡丹更富贵，就将牡丹富贵
的特性赋予他；等他貌似成了牡丹，又嫌他缺少兰花的恬静与高雅，结果，总在纠结中难以自拔。
懂孩子，让孩子成为孩子，协助他成长，才是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职责。
林怡育儿会所成立后，我们做的最多的工作，是帮助家长们读懂孩子的心，了解他们作为不同种类“
花种”的特性，以适合他们天性的方式协助他们成长。
事实证明，家长懂得顺应孩子的心理需求，爱孩子就更有章法，对宝贝们的成长有着非凡的意义。
看到孩子们的状态越来越好，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很多朋友问我：“林老师，为什么不来我们这里开会所呢？
”原因很简单，我只想把这个会所做得更精致，开多了，担心应接不暇，无法保证质量。
也有不少朋友通过各种方式联系我，提出各种问题，期待我去解答，但是，因为时间与精力有限，我
很难一一满足，只能尽力而为。
正因为这诸多的原因，促使我萌生了写作这本书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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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期待通过这本书，分享我的体会与经验教训，让朋友们从中获得一些助益。
希望我在这里扑扇扑扇翅膀，以我微薄之力扰动一下早教界的气流，引发朋友们更多的思考。
如果大家都试着贴近孩子的心，以正确的方式去爱我们的孩子，或许终有一天，真会引发早教界一场
前所未有的蝴蝶效应呢！
那是我非常期待的！
林怡2012 年5 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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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孩子虽小，他的世界却一点儿也不简单。

　　早教专家林怡凝结20年教子经验和110多个亲子教育案例，带父母走进小孩子行为背后的大心理：
　　为什么我家孩子屁股像长了钉子？

　　孩子太敏感，鼓励让孩子更“沮丧”？

　　孩子发泄情绪，多大程度算ok?
　　宝贝不乖的真相，让你明白孩子的心理特征；孩子的气质类型，帮父母找对教育方向；把握和孩
子说话的诀窍，拉近亲子关系；认清上一代的心理伤痕，让父母和孩子一起成长⋯⋯
　　懂孩子，才能爱得更有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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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怡，著名早教专家，亲子畅销书作家，林怡育儿网站、育儿会所创办人
　　一个超级爱孩子的人，本着“教育的目的是有一天可以不教”的理念，帮助父母学会理解孩子、
尊重孩子，用对方法去爱。
她创办的林怡育儿网站，现已成为父母们咨询育儿问题、交流育儿经验的平台，育儿博客粉丝逾65万
。

　　目前担任《宝贝一家亲》《宝贝“书”计划》等多家电视节目、亲子网站、亲子机构的专家顾问
，致力于早教研究与咨询工作，并为《妈咪宝贝》《心理育儿》《父母必读》等多家育儿杂志及报刊
撰写早教专栏。

　　曾出版畅销书：《林怡育儿体验与感悟》《0-3岁宝宝生长发育监测卡》《林怡说早教》《林怡教
你玩游戏》等，作品网站累积销量超过45万册，口碑好，深受父母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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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言 了解孩子的心，才能给他最好的爱
Part1 走进孩子的心 |
　孩子虽小，他的世界却不简单。

　他们幼小的心灵有哪些神奇的本能？
与家庭成员之间有着怎样特殊的联系？
他们语言的内涵有多丰富？
他们最需要什么？
最害怕什么？
⋯⋯了解孩子的心，是爱孩子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3 岁前的记忆去哪儿了？

　孩子越小，情绪感受力越强
　孩子天生都是心灵感应大师？

　宝宝“难带”，是在反抗爸妈？

　孩子心里有3 个小人儿
　孩子的儿语，你懂吗？

Part 2 孩子“不乖”的秘密 |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总有些行为让我们抓狂。
孩子这些看似“不乖”的行为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了解了这些秘密，我们就可以摒弃焦虑、对抗，从容面对，爱孩子更有章法。

　
　孩子“逆反期”，爸妈“头痛期”
　“三心二意”≠不专注
　舔着墙壁走，都是爸妈惹的祸
　我家宝贝是“磨娘精”？

　总是抱着大枕头的琳琳
　“一根筋”的琛琛，为何不转弯？

　脏话狠话, 恼人的“诅咒敏感期”
　打人也是爱？

　“捣蛋王”家里有个“大坏蛋”
　认生的孩子更聪明？

　爱你我就黏着你
　“妈妈，不要跟别人说话”
　天哪！
孩子的重口味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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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关注孩子的个性 |
　孩子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搞怪行为，这与他们的年龄相关，也和他们的个性有着直接的联系。
正因为孩子各个不同，这个世界才丰富多彩。
不同个性的孩子，要以不同的方式去教养。
也只有这样，我们对孩子的爱才不会被扭曲。

　孩子个性不一样，教养大不同
　谨慎型孩子：旁观是参与的前奏
　雷厉风行型孩子：行动才是硬道理
　敏感型孩子：不切实际的鼓舞让他更沮丧
　叛逆型孩子：道理越讲越歪
　涣散型孩子：3 分钟热度，未必一无是处
　暴躁型孩子：热情是动力，冲动是魔鬼
　合作型孩子：你好我好大家好
　执拗型孩子：执著固然好，变通也重要
　特立独行型孩子：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散漫型孩子：管他天崩地陷，我自岿然不动
　别强求改变孩子的性格
Part 4 爱孩子，要用对方法 |
　了解了孩子的个性，也熟知了他们常犯的“毛病”，是不是宝贝的成长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呢？
其实，养育孩子最大的挑战恰恰不在孩子身上，而在于我们自己。

　孩子的问题，都是爸妈的问题？

　妮妮画不完的画
　辰辰究竟在表达谁？

　你的宝贝被“催眠”了吗？

　爱孩子，怎么可以讨价还价？

　吓唬，让爱变了质
　感受缺失，孩子不是瓷娃娃
　给孩子多少关注才算够？

　到底该不该“打扰”孩子？

　给孩子一个宣泄的空间
Part 5 这样去听、说，孩子知道你爱他 |
　倾听孩子，让孩子自由说话，更让他的心有了自由的空间。

　表达不必拘泥方式，和孩子一起画画、打个滚、讲个故事吧，你会在其中感受他的快乐，他也会在
你的一颦一笑里享受被爱笼罩的温暖。

　放慢你的教养节奏，别再对孩子说“快一点”
　躺在草地上的轮滑老师
　好故事胜过大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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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沉默，让宝贝自己说
　共情，给孩子加满分
　幽默地对待孩子吧，快乐会播种
　灵活的变通，是爸妈的必修课
　暗示的魔法
　放大优点，才能正面管教
Part 6 好孩子来自好环境 |
　好环境是传递爱的温床。
环境的好坏不以物质多寡或档次高低为标准，也不以给予了孩子多少关注来衡量，而以“关系”好坏
为重心，以是否适合孩子为准绳。
爱孩子，就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让家为孩子遮风挡雨，成为呵护孩子心灵的港湾。

　爸爸和妈妈，在位却缺席？

　夫妻关系总是大于教育
　“妈妈和奶奶，我究竟该爱谁？
”
　“亲子嫉妒”让孩子受伤
　家境好不好，和孩子优不优秀没关系
后记
　妈妈信箱 0 ～ 6 岁孩子妈妈最关心的问题 |
　孩子被欺负怎么办？

　孩子一刻也停不下来怎么办？

　孩子老扔东西怎么办？

　孩子说谎怎么办？

　孩子“窝里横”怎么办？

　孩子特别迷恋电视怎么办？

　孩子在公共场所失去控制怎么办？

　孩子得不了第一就发脾气怎么办？

　孩子听不得批评怎么办？

　孩子看见别人吃东西就要，怎么办？

　孩子总是打人、推人怎么办？

　孩子不肯去幼儿园怎么办？

　孩子不喜欢读书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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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是个“破坏王”怎么办？

　孩子总拿别人东西怎么办？

　孩子总是捡垃圾，怎么办？

　孩子总不好好练琴怎么办？

　孩子有“自慰”行为怎么办？

　妈妈性情忧郁，会影响孩子吗？

　父母育儿观念差太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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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Part1  走进孩子的心孩子虽小，他的世界却不简单。
他们幼小的心灵有哪些神奇的本能？
与家庭成员之间有着怎样特殊的联系？
他们语言的内涵有多丰富？
他们最需要什么？
最害怕什么？
了解孩子的心，是爱孩子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3岁前的记忆去哪儿了？
谈到3岁前的记忆，我特别想提到曾经困扰我多年的一个梦。
这个梦可能让人感觉有些沉重，读起来不是那么轻松。
但是，这是我切身的体验，对我来说，它比其他的案例更有说服力。
于是，斟酌再三，我还是决定将这个梦与爸爸妈妈们分享。
从记事起，我就时常被一个噩梦所困扰。
奇怪的是，每次做这个梦，梦的细节总是惊人的一致，就像一个高质量的电影拷贝。
梦境真实而清晰，这使我感受到的恐惧更加深刻而真切。
这个梦总是从一个黑暗的管道开始。
管道不大不小，刚好能容下我的身子，但又卡不住我。
周边没有任何依托物或者可供抓握的东西，于是，带着极度的恐惧与无助感，我头朝下坠落⋯⋯坠落
⋯⋯我多么渴盼有什么东西挡我一下，让这种坠落停止。
但是，没有。
坠落带来的恐惧是那么的深切，以致我感觉那条黑暗的管道很深，深得没有尽头。
在坠落的同时，隐隐约约，我能听到一些含混的声音，这些声音增添了更多恐怖的意味。
接着，我看到一个如豆的光源，就如我小时候见到的煤油灯的小火苗，在我眼前摇曳。
这个黄色的光源显得有些浑浊，看得不是太真切，但是轮廓还算分明。
它也是我恐惧的源头之一。
我紧盯着这个光源，在极度恐惧中醒来。
醒来后，那种恐惧的感觉依然真实，仿佛一切还在进行中。
这个噩梦困扰了我很多年，总在我状态不太好、比较疲惫的时候袭来。
某天，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莫非这就是我出生时的记忆？
奇怪的是，当我如此去认知这个噩梦之后，它便奇迹般地遁去了。
很多年过去了，这个梦再也不曾搅扰我的睡眠。
而今，这个梦带给我的不再是恐惧，而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这个坠落的梦困扰我多年，也直接引发了我关于3岁前记忆的思考，更对我养育自己的孩子产生了很
多积极的意义。
这些年，我也接触到一些孩子，发现他们能够准确回忆起3岁前的经历。
不过，他们各自的表现可能不太一样。
会所有个小会员，在他1岁半的时候，有人为了逗他开心，即兴玩起了一个游戏——从地上捡起一片
枯树叶，在两只手里倒腾几下，然后藏在某只手的手心里，让小男孩来猜树叶在哪里。
小男孩看着人家玩这个游戏，似乎没有理解这个游戏的规则，也没有对游戏显现出特别的兴趣。
大家觉得无趣，也就不再这样逗他。
但是，时隔一年半，就在小男孩快3岁的时候，某一天，看到满地的落叶，小家伙居然从地上捡起一
片树叶，玩起了他1年多前看人玩过的“猜树叶”游戏。
更有趣的是，因为他的手太小，每次倒腾完，那片树叶总是露了一大截在外面。
可他一点儿都不在乎，完全沉浸在这个游戏里。
而且，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玩这个游戏，谁教他玩的，这个孩子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也觉得有点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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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妙。
可见，他对这个游戏的记忆是以画面的形式而不是语言的形式呈现的。
琛琛1岁半的时候，有一次跟着奶奶出去玩儿，曾看到一辆卡车翻到沟里。
过了很久之后，当我带他再到那个地方玩时，他竟然很兴奋地告诉我：“妈妈，我昨天在这里看到一
辆卡车翻沟里了。
”他混淆了时间，却清晰地记得那个场面。
如果没有故地重游，不是那个场所触发了他的记忆，也许他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这件事呢。
倘若他语言能力发展得不够好，即便他事后记忆被触发，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一切，我可能就会自
以为是地判定他把3岁前的记忆弄丢了。
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如果我们接他回家的路上问他学了什么，吃了什么，他
往往回答“不知道”。
于是，有的爸爸妈妈就会因此很焦虑，生怕孩子融入不了幼儿园的生活，或者学习能力有问题等等。
但是，如果不给孩子压力，当遇到某个恰当的场景时，孩子的记忆却很可能被触发，于是，他所谓“
不知道”的结论就会被他自己的表现所推翻——他可能突然念起在幼儿园学的某首儿歌，跳起老师教
会的某个舞蹈动作，甚至开始描述他在幼儿园的经历。
于是，他那些看似弄丢了的记忆经由某些画面触发，就会奇迹般地重现。
令人遗憾的是，因为我们很难回忆起3岁前发生的一切，很多人就误以为孩子3岁前的经历对他不会产
生影响，或者影响甚微。
因为这种认识，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不太注意我们的言行，结果就会无意间对孩子产生影响
，带给孩子很多负面的东西。
直到某一天，这些影响在孩子身上呈现出来，我们才想起要去解决问题，并把问题归咎于孩子自己。
殊不知，问题的根源在我们身上，与孩子无关。
我们对孩子的影响，从他一出生就已经开始了。
3岁前经历的一切不会白白浪费，它们会以某种方式在我们心灵深处刻下印痕，通过潜意识发挥作用
。
潜意识不辨好坏，对那些带有感情色彩的东西特别青睐。
因此，在孩子的童年，给他们一些美好的、温馨的、奇妙的记忆，就相当于给他的潜意识输入了正面
积极的养分，会对孩子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曾在博客上发了一篇《3岁前的记忆去了哪里？
》的文章。
出乎意料的是，这篇博文很快就引起强烈的反响，一天之内被点击将近15 000多次，并且不少人在这
篇博文后发表评论，声称他们清晰地记得3岁前的经历。
一位网友提到：“我一直记得一个场景：我穿着橙色的衣服，扶着椅子站在地上（应该还不会走路）
，阳光从大门口照进来，很温暖。
”另一位网友则写道：“用爱去温暖孩子的心灵，爱能带给彼此无尽的奇迹。
3岁的女儿，重遇一岁半时的早教老师，一眼就认出他了，并且直接喊出他的名字，信任地坐在他的
怀里，与他拥抱，就像一岁半时那样。
相信，这就是爱的力量！
”正如上述两位网友提到的那样，儿时那些温暖的回忆确实能带给我们爱的力量。
我自己，一直记得一个很温暖的场面：屋后，菜园子里。
大片金黄的油菜花在微风中摇曳，飘来阵阵淡淡的花香。
蜜蜂嗡嗡着，在花丛中飞舞。
而我，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留着当年流行的“西瓜皮”发型，拎着一个蓝色的塑料小手袋，满心欢
喜盯着大门，等待爷爷出现。
春日的阳光照在我身上，暖融融的，让我安心、喜悦。
那是我第一次准备去远行——跟着爷爷去十几里外的资江对岸看姑奶奶。
那时，我不到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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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年过去，这个温馨的场面始终历历在目。
每当想起这个场景，我的内心深处就有个声音响起：总有些场景值得重温，总有些未知令人期待。
成人后，当我沮丧、悲伤、失落的时候，这个场景就会在我情绪极度低落时乍现，给我爱的力量。
当然，一些负面的记忆未必都是不好的。
我们不可能，也无须给孩子一个十全十美的环境。
毕竟，他将来终究要面临一个不完美的世界。
如果完全没有面对挫折的经验，孩子长大后就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去自我调适。
况且，某些负面的记忆也会触发我们心灵深处的某些东西，最终转化成正面的能量。
很多艺术家的辉煌成就都得益于他们童年的创伤经历。
了解了3岁前记忆的去向与作用，我们就可以尽可能营造一个温暖而充满爱的环境，带给孩子更多快
乐而美好的早期记忆。
比如，在每周固定的时间，爸爸/妈妈可以牵着孩子的手去同一家店买他最喜欢吃的蛋糕；和孩子反复
玩儿同一个游戏，几分钟就行。
爸爸妈妈们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给孩子的记忆银行存储些温馨的片段。
当然，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孩子在3岁前有了一些创伤经历，我们也无须过于焦虑。
放下它，淡看它，让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宽厚的爱，他自然会从中获得疗愈。
孩子越小，情绪感受力越强一个才几个月的小婴儿坐在婴儿椅上。
他的妈妈坐在对面。
妈妈双手握着婴儿的小手，正在逗孩子玩儿，看起来十分愉悦。
小婴儿被妈妈逗得咯咯发笑，手舞足蹈。
突然妈妈沉静下来，一脸漠然。
小婴儿看着妈妈，继续叽里咕噜“说”着话，看妈妈没有反应，他一边笑，一边用小手拍打妈妈。
妈妈依然一脸漠然。
小婴儿再度尝试，想要吸引妈妈的注意，可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于是，他沮丧地哭了起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心理学实验。
这个实验表明，即便是几个月的婴儿，他们对妈妈的情绪也有着强烈的感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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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完稿了，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不清楚这本书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响。
因为不同的人，对同一个观点的理解常常有偏差，有时候甚至南辕北辙。
所以我在写每一篇文章时都试图考虑得更全面些，以免带来歧义，但是仍然可能会有考虑得不周全的
地方。
因此，我非常期待读者朋友抱着参考的目的去读，千万记住没有任何一本育儿书能让您“照方子抓药
，根治百病”。
这段时间，我一边写书，一边抽时间在微博回复问题。
回复的问题越多，我就越困惑。
我发现一些家长不看我给其他人的回复，雷同的问题一提再提，或者虽然看了我以往的回复，但根本
就不想尝试在这些基础上去变通。
我想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大家只关心自己的问题，也不想去作更多的探究，抱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态度在寻求帮助。
二是我们习惯了遇到问题寻求标准答案，缺乏变通的技巧。
可实际上，很多问题是有共性的。
学会根据自己孩子的情况去变通，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在这样一个快餐文化盛行的社会，大家都难得沉下心来阅读专业图书。
所以我很想让我这本书故事性、趣味性强一些，使读者读来更轻松、更富有趣味。
具体效果有待检验，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习惯了快餐文化的我们都喜欢直奔主题，遇到了问题，最好直接告诉我处理问题的办法是123；孩子几
个月，告诉我怎么样教育就OK，我照着这个步骤回家一试，灵了，万事大吉，不灵则视为“庸医”
。
一切都简简单单，可操作性强。
殊不知，孩子的个体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怎么会有一种解决所有家长的问题的方法？
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我们自己在懂孩子的基础上变通出来的。
因此，这本书，我特意写了一章“关注孩子的个性”。
我很想以我的经验教训警醒大家：个体差异永远是存在的，有时候，这种差异之大甚至出乎我们的想
象。
养育孩子，从来就没有哪种方法可以让你照着一成不变地去实施。
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如果机械地去操作，就一定存在问题，甚至反而可能带给孩子不良影响
，不如跟着感觉走的好。
养育孩子不像生产产品，只要管理好生产线，出好产品的概率就大大提升。
明白这点，这本书才能对您起到作用。
孩子有他生理的生命，也有他心理的、灵性的生命，他们永远都在成长。
对于一个永远都在成长的孩子而言，方法也必须是活的，需要跟随孩子的成长而变化。
很多家长在咨询我时，常常会说：“这个方法我用过了，但是已经不灵了。
”不灵就对了，说明孩子又成长了。
但是这个方法不灵，未必就不能用了。
我们依然可以变通了，换一种方式去用，一样有效。
爱孩子，有法可依。
但是，法为器，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去用，产生的效用一定各个不同。
武侠书里的练武之人都期待得到一本武林秘籍，以为从此便功力大进。
然而，无论是《葵花宝典》还是《九阴真经》，一本武林秘籍招式并不多，融会贯通了，才懂得变化
，才能见招拆招，以不变应万变。
不同的人练同样的功夫，有的人把握一二，有的人把握八九，功力自然也就悬殊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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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招只是入门，从有招到变招，再归于无招，才能出神入化。
爱孩子，要有方法，用对方法。
但是，只有以孩子为出发点，摆脱惯常的思维定势，才能顺应他的需求去变通，让同一个方法变幻出
不同的套路，为孩子欣然接受。
当我们彻底摒弃自我中心，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感受他的感受，以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变通时，才
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顺应孩子发展的需求，举一反三，进入无招胜有招的境界。
另一个令我忐忑的是，做这一行久了，我越来越觉得，教育孩子这件事，很多时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道不得，或者道出来就变了味道。
养育一个好孩子，很多时候靠悟，并不可教。
与孩子相处的时候，看到孩子的某个行为，某种现象，只要你懂孩子，你很自然就知道该如何处理。
可是要说出来，让它成为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很难。
也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陷入困境，有头大的感觉。
我原本想在这本书里写一篇家长平和淡定对孩子产生的影响的文章，但最后还是去掉了。
大家都知道平和淡定的好处，可就是很难做到。
养育孩子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
修炼初期，我们“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看到孩子有某个问题，盯着的就只是那个问题，一心想的
都是如何去改造孩子。
修炼中期，我们“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这个阶段，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孩子行为背后的积极意义，而不仅仅是纠结于孩子的某个行为是否有问
题。
我们会明白，原来孩子的每个行为都有其积极意义。
进入这个阶段，我们的焦虑少多了，但还是不断有焦虑的时候。
继续修炼到某个高度，我们才会归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境界。
此时，再看孩子的某个行为，我们会由衷而欣慰地感叹：这才是孩子呀！
孩子就该这样！
到这个阶段，我们不会再纠结于去改造孩子，而是全然地接纳孩子、理解孩子，我们自己也变得淡定
、平和、内心强大。
养孩子便如顺水行舟，轻轻松松。
就算偶尔遇到某些问题，我们也不会停留在表面，而是会试着读懂孩子内在的需求，站在他的角度去
考虑问题。
此时，我们会发现，爱孩子，其实很简单，我们根本就无须费尽心力去寻求应对的方法。
方法就在那里，自自然然，如同水，放入不同的容器，就呈现不同的形状。
这种变化不是刻意的，只要顺应容器的造型，自然融入就好。
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还有很多话想说。
孩子们总在给我灵感，给我智慧，给我深深的感动与震撼。
跟孩子们在一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他们时时都会带给你惊喜。
因了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也许，不久的将来，我还会再度产生写作的冲动吧。
最后，感谢这本书的编辑王雪颖女士，感谢李涛先生、田明女士及林怡育儿会所的所有老师们。
感谢的理由各不相同，大家自能知悉，这里不再赘述，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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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养育孩子需要带有一颗童心。
父母都能感觉孩子，但没有童心可能难以理解孩子。
读读林怡《别以为你会爱孩子》，跟随她用童心去理解孩子，走进孩子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
——心理专家 著名家庭治疗师李子勋每位父母都会在育儿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扰。
读读这本书，你会拥有强大的信心，提醒自己孩子需要什么，你又能为孩子做些什么。
一个个故事里透露着尊重、理解和对孩子深深的爱，让人感动不已。
——育儿专家 前《妈咪宝贝》主编赵京文这本书从纠正了我倚老卖老的教子观，缓解了我和儿子之间
的很多矛盾，也让我从另一个角度真正愿意用心了解我的孩子。
和他接触多一些，发现儿子带给我的不仅是不同阶段的惊喜，还有自己引导他成长的喜悦。
感谢~~ ——一位3岁孩子的妈妈  李芝平

Page 1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别以为你会爱孩子>>

编辑推荐

《别以为你会爱孩子:林怡的智慧教养经》编辑推荐：包含林怡20年的教子经验和110多个亲子案例，
帮妈妈们理解孩子的个性和成长规律，更为她们解除育儿的不安和忧虑。
疲倦时读一读，就可以重获信心和力量。
早教专家林怡潜心20年经验力作，帮千万父母走出育儿焦虑，了解孩子恼人行为背后的原因。
著名心理专家李子勋感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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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养孩子就像养花，每一种花都有他与众不同的特性。
如果他是一株月季，我们就把他养成那株最美的月季，千万不要因为看到牡丹更富贵，就将牡丹富贵
的特性赋予他，等他貌似成了牡丹，又嫌他缺少兰花的恬静与高雅，结果，总在纠结中。
懂孩子，让孩子成为孩子，协助他成长，才是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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