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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常言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意思是说三岁时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一个孩子长大后的情况，七岁时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一个孩子一生的
状况。
这句话只是流行于民间的俗语，却在现代社会找到了科学依据。
脑科学和生命科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儿童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是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儿童的脑
部具有天才般的学习和吸收能力。
另外，从生理学角度讲，人类智力的发展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递减规律的。
胎儿的神经细胞从第3个月开始迅速增长，每分钟超过25万个。
人类新生儿是在脑发育未成熟的状态下出生的，出生后还要继续生长发育，完善大脑的功能。
到l岁时脑的重量已达到成人的1／2。
0－3岁是人的一生中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应该发展完成脑的基本功能，错过了就可能终
生难以弥补。
因此，一个人的婴儿时期是他的智力发展的最关键时期。
给婴儿提供适当的环境，将对他一生才能的发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简单地说，早期教育应该从孩子出生后就开始，父母应该抓住孩子大脑发育最关键的时期，给孩子储
存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
在关键期，我们要给予孩子符合大脑发育特点的各种刺激及教育机会，让孩子的各种能力，包括视觉
、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的感觉、知觉以及动作功能和语言功能都在相应的阶段得到及时的发展
。
另外，我们还要让孩子多听听音乐，多看看动植物，到大自然中去观察千姿百态的各种现象。
通过他们的感知觉器官，将听到的、见到的、感知到的大量信息抢先注入大脑里，使大脑成为储存信
息的大仓库。
学龄前的孩子应该多去“玩”和“练”，让孩子们在“玩”和“练”的过程中，去观察世界，去动手
体验生活，促进想象力的发展，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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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应从零岁开始。
孩子的成长关键期是由出生后一个接一个的敏感期组成的。
孩子出生后的0～4个月内是孩子的听力敏感期，这一时期训练孩子的听力将有利于孩子的耳聪目明；
孩子出生后的0～6个月是孩子的视觉敏感期，这一时期训练孩子的视觉，将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观察力
和注意力；孩子出生后的4～8个月是孩子味觉发展的敏感期，这一时期训练孩子的味蕾将会提高孩子
的味觉敏感度；孩子出生后的1～10个月是孩子动手的敏感期，这个时期训练孩子的动手能力，将有利
于提高孩子的手眼协调性；孩子1岁大左右，是说话的敏感期，在这个阶段父母多与孩子交流，将有
利于提高孩子的语言能力；孩子在2～3岁之间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敏感期，在这个时期让孩子养成良好
习惯，将会使他们受益一生⋯⋯如果错过了关键期，孩子再学习这些技能，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
    书中融合了著名教育专家的教育理念，辅以切实可行的训练方案，以期为天下父母奉献一本科学实
用的育儿宝典。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抓住孩子成长的8大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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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大关键期 感官发育关键期第1节（0～4个月） 听觉敏感期典型案例1：聪聪的听力有问题吗聪聪是
一个健康、活泼又可爱的小宝贝。
妈妈之所以为他取名叫聪聪，是因为在他出生后第10天，医生为他做听力测试，结果没通过。
当时聪聪的爸爸妈妈都十分担心，他们生怕自己的孩子以后会成为聋哑儿，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只
好为自己的宝贝取名叫聪聪，希望孩子能够健健康康成长。
在后来的复查中，聪聪终于通过了听力测试，全家人为此高兴得不得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
地。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聪聪出生后第10天，妈妈带他去医院做听力测试，结果医生说聪聪的双耳都没
有通过听力测试。
眼看着别的小宝宝都顺利地通过测试，聪聪的爸爸妈妈心如刀绞，这么小的孩子万一什么都听不见，
将来可怎么办呢？
不过医生说，一个月之后还要进行第二次复查，第一次的测试结果不能说明孩子一定有听力障碍。
第一次听力测试没有通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医生告诉聪聪的父母不要过于担心，只要耐心等待下一
次测试就可以了。
可是聪聪的妈妈还是很担心，她担心如果第二次听力测试仍然通不过怎么办？
如果孩子的听力真的有问题，将来还会影响到孩子的说话及语言能力，这不仅会给孩子带来终生的痛
苦，而且会加重家庭的负担。
聪聪的妈妈越想越害怕，她查找了很多资料，但大部分都说没事。
正像医生所说，孩子初次听力测试通不过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能据此断定孩子的听力有问题。
比如，孩子出生时，有可能是羊水进到耳朵里了，过一段时间后自己就会好；又如孩子对外界的刺激
反应不敏感；还有的孩子听觉发育较为迟缓等等，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孩子初次听力测试通不过。
聪聪的妈妈得知这些后，稍稍放心了一些。
半个月后的一天，聪聪的妈妈正拍着聪聪哄他睡觉，聪聪的爸爸在给小闹钟换电池，换完电池后，又
为小闹钟校对时间，一不小心扭动了定铃的按钮，小闹钟“滴铃铃⋯⋯滴铃铃”地响了起来。
此时，聪聪的妈妈惊奇地发现小聪聪竟然吓得猛一下高举双手，然后睁开眼睛哇哇大哭起来。
刚进入睡眠状态的聪聪显然是被闹钟的铃声吵醒了，聪聪的爸爸也被聪聪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聪聪的爸爸先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转而夫妻二人又兴奋地惊呼：“聪聪能听见了，聪聪能听见
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聪聪的妈妈留意到聪聪对声音还是很敏感的。
有时她还用玩具在聪聪左耳和右耳边分别测试，结果聪聪对声音的反应是一致的。
后来聪聪的妈妈带他去医院复查，医生说聪聪的听力正常——聪聪最终通过了听力测试。
现在聪聪已经6个月大了，他的听力完全正常，与其他同龄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
典型案例2：听到摇铃停止哭闹的小珊珊珊珊2个月大了，可是醒着的时候还是会不停地哭闹。
起初妈妈以为珊珊可能是饿了，于是不停地给珊珊喂奶，可是刚过一会儿珊珊又哭闹起来，妈妈只好
再次给孩子喂奶，这次珊珊只吃了两口，又哭闹起来。
妈妈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抱起珊珊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这似乎有些奏效，珊珊停止了哭闹。
但没过多久，珊珊还是哭闹不止。
妈妈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好坐在床边叹息起来。
这时候，珊珊的爸爸下班回来了。
他听到了宝贝女儿的哭声，又看到了坐在床边叹息的妻子，心里明白了怎么回事。
他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漂亮的小摇铃，在珊珊的耳边起劲地摇了起来⋯⋯珊珊从没有听过这
么悦耳的声音，停止了哭闹，还睁开了泪汪汪的小眼睛，专注地寻找着发声的小摇铃。
爸爸在旁边变着法地为珊珊摇晃着小摇铃，小摇铃发出不同的响声，珊珊聚精会神地听着、看着，不
一会儿竟然睡着了，珊珊的妈妈可松了一口气。
此后，只要珊珊一哭闹不止，妈妈就会拿出小摇铃在她身边不停地摇晃，珊珊听到铃声就不再哭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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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有时候珊珊听到电视里的歌声或者小闹钟里的音乐也会停止哭闹，妈妈就有意识地为珊珊
播放一些音乐，珊珊哭闹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专家指导：新生儿听力测试婴儿在出生后的前几个月，听力已经发育得很好，能够听到一些声音。
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他们从一出生即有声音的定向能力。
如果在距婴儿右耳旁10～15厘米处放一个音乐盒，他的头就会转向右方，有时还会用眼寻找发出声音
的物品。
等到婴儿的头恢复到正前方，再在其左耳旁发出声音，他的头和眼又会转向左方。
新生儿喜欢听人说话，尤其喜欢听自己母亲的声音，听到母亲的声音时会将头和眼转向说话的母亲一
边。
他们还喜欢听高调的声音，因此，父母和新生儿谈话时应提高音调。
科学实验发现：新生儿期已能建立听的条件反射。
例如，刚出生1天的小宝宝，用铃声和嗡嗡声做刺激，当右侧铃声响时给小儿吸吮糖水，嗡嗡声响时
不给糖水。
他们就能学会当铃声响时头转向右，而嗡嗡声响时头不转向右边。
这个实验说明，刚出生的婴儿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听力。
当然也有的婴儿听力发育较迟，刚出生时似乎对声音一点儿也不敏感，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一般情况
下父母不必为此着急，可以先询问医生，根据医生的建议再做相应的观察。
 新生儿听力测试的必要性我国大部分地区，都要对新生儿进行听力测试，目的是及早发现先天性的听
力障碍，从而对其进行有效地干预治疗。
 听力障碍是常见的出生缺陷。
国外的研究表明，正常新生儿中，双侧听力障碍的发生率约为0.3％，其中，重度至极重度听力障碍的
发生率为0.1％。
国内类似的统计数据不多，有报道称正常新生儿听力障碍发生率为0.3％，其中中重度以上者0.05％。
正常的听力是进行语言学习的前提。
听力正常的婴儿一般在4～9个月，最迟不超过11个月牙牙学语，这是语言发育的重要阶段性标志。
而严重听力障碍的儿童由于缺乏语言刺激和感知环境，不能在11个月前进入牙牙学语期，在语言发育
最重要和最关键的2～3岁内不能建立正常的语言学习，最终重者导致聋哑，轻者也会导致语言障碍、
社会适应能力低下、注意力缺陷和学习困难等问题。
如果能在新生儿期或婴儿早期及时发现听力障碍的儿童，可使用助听器等人工方式帮助其建立必要的
语言刺激环境，则可使语言发育不受或少受损害。
由此可见，早期发现听力障碍在预防聋哑和语言发育障碍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用传统的高危家庭登录管理的办法只能发现约50％的先天性听力障碍儿童；通过常规体检和父
母识别几乎不能在第一年内发现听力障碍患儿。
唯有新生儿听力筛查才是早期发现听力障碍的有效方法，可见对新生儿进行听力筛查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新生儿听力测试没有通过是什么原因新生儿听力测试分几次进行，大部分婴儿第一次测试都能通过。
第一次筛查没通过并不意味着永久的听力损失，有很多因素导致第一次筛查不通过，所以家长对此不
必过于担心：第一次筛查没通过的常见原因有：1.羊水仍然残留在新生儿的耳道内，阻碍了刺激声传
入耳内；2.中耳功能异常（中耳感染）；3.环境噪声过大或新生儿哭闹等。
未通过初次筛查的新生儿应在出生后第42天左右接受听力复查；复查仍未通过者，在3个月左右进行听
力诊断性检查。
确诊为听力损伤的患儿应及时到医院进行相应的医学干预。
训练方案：新生儿听觉调练新生儿除了应给予丰富的视觉刺激外，还应接受丰富的听觉刺激。
婴儿刚出生时，视觉和听觉“各司其职”，对外界的刺激还不能做出一致的反应。
对婴儿进行视觉和听觉的训练，目的就是让婴儿感知觉之间“互通”，从而促进婴儿感知觉之间的协
调发展。
为了训练宝宝的听觉能力发展，可以利用各种音响玩具来刺激宝宝的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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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婴儿听觉的音响玩具品种很多，如各种音乐盒、哗铃棒、摇铃、拨浪鼓、各种形状的吹塑或捏响
玩具、能按响的电子琴及各种能发出声响的悬挂玩具等。
在宝宝清醒时，家长可在宝宝耳边轻轻摇动玩具，发出响声，引导宝宝转头寻找声源。
除了用音响玩具外，大人还可以拍拍手、学各种动物的叫声来逗引婴儿，使他作出向声源方向转头的
反应。
当宝宝学会听声转头时。
还可用音响玩具训练宝宝俯卧抬头。
让宝宝趴在床上，大人用音响玩具在孩子头顶的上方逗引，使宝宝抬起头看，每天可训练1～2次。
这种训练对宝宝抬头、动手能力、坐和爬都有积极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听觉训练时声音刺激要柔和、动听，声音不要连续很长，否则婴儿会失去兴趣，停止
反应。
在给予声音刺激时要防止有其他声音的干扰。
除了用玩具训练婴儿的听觉外，平时在婴儿清醒时，妈妈要用亲切的语调和婴儿说话，逗婴儿发音，
以促进婴儿听觉和语言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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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抓住孩子成长的8大关键期(0-3岁教育方案)》由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常言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早期教育应该从孩子出生后就开始，父母应该抓住孩子大脑发育最关键的时期，给孩子储存一生享用
不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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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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