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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夸奖如阳光”这是美国的一句名言。
相信孩子，解放孩子，首先就要学会夸奖孩子，所以你母要用“夸奖”的方法培养出孩子的“乐”的
兴趣来。
在本书里，我们在广义上使用“夸奖”一词，其意思包括“鼓舞”、“鼓励”，也就是“表扬”、“
赞扬”、“理解”、“支持”⋯⋯夸奖是成功的催化剂，是最有效、最轻松的教子秘诀。
掌握好夸奖这个法宝，就抓住了孩子成功的关键！
    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是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在学习的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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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学习情绪的低落。
父母如果能够在此时适时地给予孩子欣赏、鼓励和支持，对孩子来说不仅是一种力量，更多的是战胜
一切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同时也增加了孩子对父母的感情及信赖。
　　本书以下9大重点让你的孩子更加成功　　欣赏你的孩子，其产天才就在你身边；　　正面教育
才是对孩子是最好的教育；　　父母赞赏孩子必备的10种技巧；　　错误的表扬将会适得其反；　　
父母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允许孩子犯错误；　　责备只能给孩子带来身心的伤害；　　在批评中表扬，
在表扬中批评；　　父母也要经常自我反思；　　让孩子先成长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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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为自己的孩子感到自豪  发现孩子的潜力和优势  不妨换一个角度看孩子  多给孩子希望就会收获希
望  被表扬的孩子懂得关爱他人  赞美可激发孩子的创造力第二篇  正面教育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鼓
励孩子勇敢地去表达  跌倒了，让孩子自己爬起来  用小目标鼓舞孩子　鼓励孩子大胆尝试　鼓励孩子
克服紧张的心理　激励孩子战胜失败的勇气　经常鼓励孩子冒险的行为　鼓励孩子独立解决问题　鼓
励孩子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　欣赏孩子的新奇发现　鼓励孩子与人交往第三篇  父母赞赏孩子必备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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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  有针对性地表扬孩子  孩子更愿意去做受到表扬的事  表扬孩子应该发自内心的真诚  及时赞扬孩子
哪怕—丁点儿的进步  表扬孩子要恰当第四篇　错误的表扬将会适得其反 　夸孩子聪明不如夸孩子勤
奋　不要夸奖孩子漂亮的外貌　这样“鼓励”，孩子更自卑　不要以为所有的表扬都是正确的　表扬
过多也会起反作用　别让孩子受了表扬的“伤”　不要不切实际地表扬孩子　表扬孩子切忌敷衍了事
　不要将物质奖励变成交易第五篇　父母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允许孩子犯错误  犯错，是孩子成长的必
修课  允许孩子失败，才能看到他的成长  要宽容孩子的错误  孩子犯错。
有比指责更好的办法  给孩子一个解释错误的机会  放手。
让孩子自己来吧  允许孩子发发小脾气  允许孩子偶尔“出格”  正确面对孩子的缺点  引导孩子自己支
配零花钱　不要扮演孩子的监工第六篇  责备只能给孩子带来身心的伤害　责备会造成孩子心理障碍
　盲目比较，会让孩子自暴自弃　一味的否定会挫伤孩子的积极性　孩子再小，也有自尊心　嘲讽的
话语寒了孩子的心　不要威胁恐吓孩子　不要让孩子在粗暴的命令中成长　埋怨孩子只会加重孩子的
心理负担　淘气也是优点，不可一味斥责　蛮横无理的批评不能让孩子心服口服第七篇　在批评中表
扬，在表扬中批评　把对孩子的批评变成“表扬”　对孩子使用有爱意的惩罚　如何让孩子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　“欲擒故纵”让孩子自觉养成好习惯　给孩子发“工资”，纠正他大手大脚的毛病　吃得
亏才打得拢堆。
教孩子懂得无私、礼让　先肯定，再批评效果好　批评中的“三明治”效应第八篇　父母也要经常自
我反思  不必强求孩子成为最优秀的  放下家长身份。
平等对待孩子  信任孩子，做孩子的好朋友  孩子需要父母的倾听  想让孩子尊重你。
你先尊重孩子  做孩子人生成长的好榜样  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污染孩子  父母要勇于向孩子道歉  不要把
自己的兴趣强加给孩子  不将过高期望强加给孩子  给孩子指导而不是盲目地批评  小心把你的不诚实“
传染”给孩子第九篇  让孩子先成长再成功　理解孩子成长路上的“坏脾气”　和孩子一起玩耍　与
孩子共同成长　培养孩子学习的积极性　不要有求必应，让孩子独立成长　快乐比成功重要，还孩子
一个快乐的童年　自信是成长路上的第一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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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欣赏你的孩子，其实于才就在你身边　　每个孩子都是潜在的天才　　郑渊洁说“父母
生育的孩子，只有两种。
一种是天才，另一种是普通人。
父母对孩子实施教育，实质上是转基因教育。
要么将天才转变为普通人，要么将普通人转变为天才。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加德纳说：“每一个孩子都有其不同的智能强项，而每一种智能强项的充分培育
和发展都能导向成功。
”这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有成为天才的天赋，或者说每个孩子都是一个潜在的天才儿童，而决定他能
否成为真正天才的条件是他所受的教育方式是欣赏鼓励，还是批判指责。
　　爱因斯坦是众所周知的天才发明家，然而这样一位有着卓越成就的科学家，他童年时却是以愚笨
和智商低而闻名。
　　爱因斯坦从小就不活泼，三岁时还不会讲话，父母对此虽然很担心，有一天，他的母亲正坐在钢
琴旁，为小爱因斯坦弹奏优美动听的乐曲，她发现小爱因斯坦歪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美妙的音
乐，大大的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
　　年轻的母亲非常高兴，虽然小爱因斯坦还不会说话，但她相信他不是哑巴，也不愚笨。
从此以后，她都会为爱因斯坦弹奏动听的乐曲，爱因斯坦也对音乐人了迷。
在母亲的陪伴下，他学会了拉小提琴。
　　爱因斯坦直到九岁说话还不流畅，而且学习成绩平平，举止又缓慢，老师和同学都不喜欢他，他
也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对于这个沉静的孩子，父亲总是拿个小罗盘来给儿子解闷。
就是这个小小的罗盘，唤起了这位未来的科学巨匠的好奇心。
　　正是因为爱因斯坦的父母总是默默地陪伴他，支持他，从不像有些人那样嫌弃自己的儿子愚笨，
成就了一代科学巨匠。
如果爱因斯坦的父母也和有些人那样否定自己的孩子，也许就不会有现在这个伟大的发明家了。
　　许多孩子可能在学校或考试中表现并不出色，但他们在其他方面拥有过人的才能，然而，这些才
能很容易被扼杀。
有人曾经说过，五百个潜在天才，也许最后只有一个能表现出来，而其余的499个则被扼杀了。
　　中国的教育体制，只有高分数的学生才能赢得更多的机会，比如上重点高中、名牌大学，使得很
多父母和老师总是用分数的高低来衡量孩子的聪明才智，一旦成绩单上的分数不理想，就会奉上否定
的眼神，以至扼杀了孩子的未来。
其实，并不是孩子不能考高分，而是做老师的和做父母的教育方式错了。
　　也许换个方式效果会更好，比如你的孩子每次都考不及格，有一次考了65分，你可以说：“我记
得你上次考了55分，这次进步了10分，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能保持这个速度，那我相信要不了多久
，你就能超过班里的很多同学了。
”再如，你的孩子每次都考得很好，有一次却只考了70分，你也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不妨先弄
清原因，如果是因为题目过难，班里成绩最好的孩子才考了75分，你可以说：“这么难的题目，还考
了70分，真是不简单；如果平时加强练习，下次老师再出这么难的题目，也许能考80多分，超过这次
的第一名。
”如果是由于他一时疏忽，你则可以说：“你看因为少了一个小数点，就丢了3分，真是太可惜了。
我算了一下，有20分都是这样被扣掉的，下次考试的时候，如果做完题能再仔细检查一遍，我相信进
入班级前三名不成问题。
”　　当然，也许你的孩子也像爱因斯坦一样成绩平平，甚至更差，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简直一无是
处，但是作为父母，一定不要像有些人那样去否定孩子。
你要善于发现孩子身上别人发现不了的闪光点，比如你的孩子一碰到背课文就发憷，但却能流利快速
地背诵长篇的流行歌词⋯⋯不管怎样，千万不要否定自己的孩子，也不要为孩子的“不务正业”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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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
　　作为父母，应当善于从孩子的“不务正业”中看到他的创造性、想象力和求知欲，并给予孩子适
当的赏识和鼓励，让孩子在你的鼓励和引导中获得知识，掌握做事的方法，进而树立更为远大的理想
。
注意发现孩子的独特天赋，并予以支持和科学的训练．就一定能使他在某一方面成为骄人的天才！
　　英国牛津大学天才儿童研究中心讲师贝纳德特?泰南说过：“每个孩子都有特殊才能。
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真的能够超越他人。
”所以，家长应当细心观察孩子除学习成绩外的表现，因为那可能预示着孩子在某一方面是个“天才
”。
　　夸奖，激起孩子内心深处的自信　　美国作家爱默生曾说：“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
”有自信，才会有成功。
要想让孩子在未来取得成功，就要注重对孩子自信心的培养。
　　事实证明，夸奖是提升孩子自信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日本的一项研究表明，经常受到家长夸奖和很少受家长夸奖的孩子，前者成才率比后者高了5倍！
中国著名的童话作家郑渊洁也曾说过，对孩子要“往死里夸”！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家长并不会经常夸赞自己的孩子，甚至不夸奖。
这样的否定往往会令孩子觉得失望，信心大减，甚至走上另外的路。
而孩子在受到大人的夸奖时，会感到心情愉悦，他们从中懂得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这样，比家长直接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要有效得多。
　　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她第一次参加家长会时，幼儿园的老师对她说：“你的孩子可能有多动症，
在板凳上连三分钟也坐不了。
你最好带他上医院去看看。
”回家的路上，孩子问母亲：“老师说了些什么？
”　　她摸摸儿子的头，微笑着告诉儿子：“老师赞扬了你，说你原来在板凳上坐不了一分钟，现在
能坐三分钟了。
其他的妈妈都非常羡慕妈妈，因为全班只有我的宝宝进步了。
”　　第二次是儿子上小学时，老师说：“这次数学考试，你儿子考了10分。
我们怀疑他智力上有障碍，你最好带他去医院查查。
”回家的路上，她流下了眼泪，然而回到家，她对儿子说：“老师对你很有信心，老师说你并不是一
个坏孩子，只要能细心些，一定会赶上你的同桌。
”　　说完，她发现儿子暗淡的眼神一下子明亮了起来，沮丧的脸也舒展开来。
第二天上学，儿子去的比平时都早。
　　第三次是儿子初中的家长会，这次，妈妈直到结束都没有听到老师点她儿子的名字。
临走的时候，她去问老师，老师告诉她说：“按你儿子现在的成绩，考重点高中有点危险。
”但她昕到这句话非常惊喜，对于儿子来说，这是一个多大的进步啊！
　　于是她怀着高兴的心情走出了校门，发现儿子在等她，她扶着儿子的肩膀，笑着告诉他说：“班
主任对你非常满意，她说了，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点高中。
”儿子听了很高兴，信心大增，后来他果然考上了重点高中。
　　妈妈经常夸赞自己的儿子，直到高考结束后，儿子被清华大学第一批录取了。
那天，他哭着对妈妈说：“妈妈，我一直知道我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是您的赞扬让我重拾了信心⋯
⋯”　　父母应该从孩子的不足中看到优点，经常地鼓励和赞扬孩子，才能让孩子信心大增，充分认
识并发挥自己的优势。
苏霍姆林斯基也曾说过：“要像对待荷叶上的露珠一样，小心翼翼地保护学生幼小的心灵。
”　　经常赞扬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夸得不准，夸得不好，孩子会感到受了欺骗，起不到
激励作用。
如果夸错了，后果就更严重了，孩子会把错的当成对的，对他的成长起到不好的影响，即使以后想帮
他改过来都很难，因为他心中的是非标准，已经因为家长的错夸而混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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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著名教育家史宾塞曾说过：“对孩子的一次喝彩。
胜过百次训斥，喝彩和鼓励，可以让自卑的孩子走出泥沼。
”当孩子遇到了挫折，甚至遭遇轻视，做父母的都要坚持赞扬孩子。
让孩子在你的夸奖中找回自信，去积极争取成功。
　　为自己的孩子感到自豪　　父母的评价，对孩子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虽然每个孩子都有着不同的相貌和个性，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渴望父母因他而自豪，渴望听到喝
彩！
孩子们都是这样，如果你为他喝彩，为他自豪，他就会回报你一个又一个的惊喜；但是如果你说他不
如别人，他也会用行动告诉你他真的很笨。
所以当和别人说起自己的孩子时，不管孩子是否在场，都不要忘了为自己的孩子身上哪怕一个小小的
优点和长处自豪。
　　有这么一则笑话：有一天，小汤姆在屋里和一只大狼狗玩得起劲，沙发、地毯还有墙上的油画都
被弄得乱七八糟。
他父亲大汤姆从外面回来，看到这一切后，顿时怒不可遏，指着小汤姆的鼻子大叫道：“你的功课做
好了吗？
克林顿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全年级学习第一！
”　　父亲的训斥让小汤姆从蒙头蒙脑的玩兴中回过神来，他脱口而出：“爸爸，克林顿像你这么大
的时候已经当美国总统了。
”看看，孩子经懂得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因为孩子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他的言行都是从周
围的人身上学来的，其中最多的当然就是父母了。
　　虽然这只是一则笑话，但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事时有发生，父母总是喜欢和别人比自己的孩子
，总是只看到孩子的不足，无止境地要求孩子。
其实，对待孩子应当实事求是，不要刻意为孩子的将来安排，要为自己的孩子感到自豪。
　　据说林肯的母亲就是、位懂得为自己的孩子自豪的人，她和一位传记作家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作家问：“您有一个伟大的儿子，您一定为自豪。
”这位母亲朴实地回答说：“是的，但我更自豪的是我另外一个儿子，”说着，她指了指从农场里走
出来的一个憨憨的壮汉说，“他的朴实和能干胜过他的哥哥（林肯）。
”　　可见林肯的母亲为儿子感到自豪的标准其实很简单，我们对待孩子也应当这样。
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孩子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而孩子接受教育的目的，也是为了寻找最真实
的自己。
　　所以，不要总是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应该在乎的是你的孩子今天比昨天棒，而明天比今天更
棒！
为自己的孩子感到自豪，是开启孩子心灵宝藏的一把金钥匙。
　　有一次，肖冬的爸爸邀请了几位朋友来家里吃饭，几杯酒下肚，几个人开始谈论起各家的儿女。
他们都在夸奖别人的孩子，却没有一个人夸奖自己的孩子。
这时，肖冬的爸爸非常高兴地说：　　“你们都别互相吹捧了，我还就觉得我们家肖冬好。
我这儿子真是既聪明又听话，还懂得关心别人。
就前几天，我干活累了，他还帮我捶肩揉背呢。
儿子的小手捶在我的肩膀上，别提有多舒服了！
”爸爸的话里无不透着自豪。
　　肖冬爸爸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几个朋友都用羡慕的眼神看着他，其中有一个朋友说：“肖冬真是
个好孩子，我们真羡慕你！
”肖冬爸爸听了后对他的朋友说：“其实你们的孩子也都很好，只是你们光挑他们的毛病，却忽略了
孩子的优点。
”　　当时肖冬就待在自己的房间，他听到了爸爸和朋友们的谈话，心里非常高兴，暗暗下定决心，
以后一定要加倍努力学习，不辜负爸爸对自己的赞赏！
　　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如果能及早地发现孩子的长处，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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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更加自信，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让孩子知道了自己的优点所在，并将之发扬。
父母这种毫不掩饰的自豪感，有时比一万句表扬更能激发孩子的上进心。
　　对孩子来说，父母的自豪意味着对他的肯定，意味着为他喝彩！
而他也会因为这份自豪而变得更自信，更有前进的动力；他的生活也会因此更多彩。
从而赢得更广阔的发展舞台。
　　发现孩子的潜力和优势　　俗话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
做父母的，更是应该善于发现孩子的优势和潜能。
每个孩子都是潜在的天才，他们在某个方面都有其特有的天赋。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他们对大人的评价总是很敏感，所以做父母的应当发现孩子的潜能和优势，
哪怕只是小小的一点，也应当对孩子给予赞扬和鼓励。
在发现了孩子的潜在优势后，应当加以正确的引导，让他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做父母的都对自己的孩子抱以“望子成龙”的寄望，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家长总是逼自己的孩子做他不愿意做的事，结果自然是事倍功半。
只有心中有爱，才能让我们发现孩子的潜在的优势，并将其发扬。
　　杨乐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他是班上出了名的“野小子”，经常会在班上制造一些麻烦。
有一天上午，老师刚刚走进教室，就听到孩子们接二连三地说杨乐的种种不是。
这个说杨乐刚才打人，那个说杨乐拿他的东西。
再看看杨乐，正满不在乎地冲着大伙嚷嚷。
　　老师见此情境，让大家先安静下来，然后说：“虽然老师和小明友一样，不喜欢杨乐身上的缺点
，我想杨乐也应该知道自己错了。
那么现在，大家能不能想想他有没有什么优点呢？
”　　孩子们陷入了思考中，一阵沉寂过后，大家争先恐后地说起了杨乐的优点。
有人说：“他每天来得最早”，也有人说“他爱劳动，经常抢着干活”⋯⋯总之，这些细小的地方都
让孩子们发现了。
最后，老师当着全班小朋友的面对杨乐说：“老师很高兴，我们希望杨乐能努力让自己身上的优点越
来越多，缺点越来越少。
杨乐你说好不好？
”　　杨乐本来以为他一定会被老师批评，没想到老师还表扬了他，他羞愧地低着头说：“我知道错
了！
我要让自已的优点越来越多，缺点越来越少。
”于是老师不失时机地笑着补充说：“老师又发现了杨乐的一个优点，那就是敢于承认错误。
”说完后教室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而杨乐从此以后再也不淘气了，成了一个有很多优点的乖孩
子。
　　这真是一位好老师，她能从杨乐那么多的缺点外发现他的优点，并真诚地赞扬和鼓励他，引导他
改正了缺点，并将优点发扬。
其实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应当善于发现孩子的优势，让孩子在自信中成长。
　　面对那些所谓的“坏”孩子，更需要竭力去找出他们的闪光点，哪怕是沙里淘金，哪怕是微不足
道，都需要出自真心地去赞扬、鼓励和引导。
　　有一个学习不太好的孩子，上课的时候很爱举手。
有时甚至老师的问题还没提完，他的手就举起来了。
但是每次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又回答不上来。
于是课后老师找他谈活，温和地问他说：“你不会，为什么还要举手呢？
”　　这个孩子坦诚地说：“同学们都笑我，说我成绩不好，说我笨。
我不服气，所以老师提问我就举手，想表现表现。
可是，我真的不会。
”　　看到孩子这么诚实，老师觉得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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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亲切地对这个孩子说：“以后老师再提问的时候，遇到你真的会回答的问题，就举左手；如
果不会，就举右手。
记住了吗？
别举错了。
”　　孩子听了后点点头，回答说：“记住了。
”　　此后老师留了个心眼，再上课提问的时候，任凭男孩的右手举得再高，老师也视而不见；但他
一举左手，就马上叫他回答。
孩子懂的问题果然回答得不错，老师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这个孩子，而同学们也对他刮目相看。
从此，这位学生的学习大有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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