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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家庭教育专家胡玉顺教授在多年进行家庭教育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具有较强指导意义
的家庭教育专著，为广大家长教育子女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和方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做智慧型父母>>

作者简介

胡玉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央教科所学校教育研究部研究员、北京市家庭教
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家庭教育学专业委员理事、北京市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中心专家组成员、科研
课题实验学校客座教授、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交流》栏目发言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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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身为父母，首先要做一个智慧型的人让孩子敢对父母说话富于智慧地做好孩子人生的基础教育不
必过于迷信“著名幼儿园”孩子喜欢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做“教育妈妈”而不只做“喂奶妈妈”好话要
好说，让孩子感受到爱尊重孩子的智慧，节制孩子的欲望对孩子的良好行为要及时制止并妥当地管教
儿童消费切莫追波逐流孩子天生不挑食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关键是帮助孩子“会玩”别让孩子患上“
智力厌食症”一定要关注孩子的感受抽出点时间陪孩子，满足孩子的情感需要不要把挫折教育搞成精
神虐待警惕“关怀强迫症”父母的平和心态有助于儿童心智发育孩子成为的关键要素：活动为什么“
父母是能人”可“儿女不成器”良好的“身教”重于千言万语尊重孩子的权利就是尊重祖国的法律孩
子放假，父母怎么办万万不可把父母爱残忍化母亲教子，最忌的是唠叨字条交流：无志的影响悲剧提
醒父母亲：“用心”去了解孩子关注孩子的心理需要，学会与孩子交谈不要扼杀孩子兴趣萌芽不要做
“退隐母亲”母亲，对孩子应尽哪些责任妈妈，我理解你的爱失去理智的母爱成为溺爱父亲的作用母
亲无法替代父亲的强权不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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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离不开父母的关怀。
而父母对孩子的过度关怀就要导致“关怀强迫症”，即总是爱向孩子提供他们不需要的关怀，从而使
孩子不能独立，而当孩子依赖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感到满足，感到自己有价值。
有一些父母就是在向孩子提供过多关怀和帮助当中得到满足。
这样做在客观上又剥夺了孩子获得生活经验的条件和机会，从而使孩子不能独立。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父母带孩子学钢琴时，总是父母把笔记本、乐谱等学习用品一样样拿出来，孩
子则一动不动，似乎只要不是弹琴键，其他事一概与我无关。
有个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很　　好，但和父母亲之间却是爱恨交加，孩子对父亲不满，因为父亲对孩子
管得太多，没有了自由；父亲对孩子也不满，认为：“为了孩子学钢琴，我在这里陪了8年，连公职
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　　二三十年前的父母教育孩子大多数是“棍棒教育”，父母忙于工作，顾不过来。
只要孩子惹了祸，或老师告了状，绝大多数父母都是打孩子一顿，几乎没有孩子没有挨过打。
现在的情　　况正好反过来了，孩子是独生子女，父母把孩子当成心肝宝贝，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
到了过度的程度。
有的孩子从小就没有做过任何家务事，自理能力很差，上学后各方面能力都很差，很难适应学校集体
生活；有的孩子还产生了性格缺陷，很难与人沟通；有的孩子逆反心理很强。
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是很难适应社会的。
　　有一个小女孩原来是一个活泼、开朗、懂事的孩子，6岁时，父母省吃俭用给她买了一架钢琴，
并用了四分之一的工资为她请了钢琴教师，由父亲带着每周去教师家里练琴。
从此以后，孩子的耳边经常传来父亲急躁的吼叫和怒骂，上课时教师也难得满意一次，家庭气氛也明
显变坏了，学琴成了孩子无法摆脱的痛苦。
然而，懂事的孩子理解父母是“为自己好”，也懂得　　必须忍受的道理。
孩子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和家庭的氛围中长大了，变得孤僻、寡言、胆小怕事、不愿学习、害怕
困难，回到家里很少与父母说话。
变得连父母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另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男生，每天早晨像机器人一样穿衣服，母亲把衣服右袖子展开，孩子伸
出右胳臂，把左袖子展开，孩子伸出左胳臂，然后抬起头，母亲系好钮扣。
　　父母过度关怀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暴露出来。
媒体经常有报道，孩子与父母发生冲突的，孩子因一点小事就离家出走的，甚至因父母没有满足自己
的要求　　而自杀的，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还惨无人道地杀害亲生父母。
究其原因，与父母的过度关心不无关系。
　　　　书摘1　　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离不开父母的关怀。
而父母对孩子的过度关怀就要导致“关怀强迫症”，即总是爱向孩子提供他们不需要的关怀，从而使
孩子不能独立，而当孩子依赖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感到满足，感到自己有价值。
有一些父母就是在向孩子提供过多关怀和帮助当中得到满足。
这样做在客观上又剥夺了孩子获得生活经验的条件和机会，从而使孩子不能独立。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父母带孩子学钢琴时，总是父母把笔记本、乐谱等学习用品一样样拿出来，孩
子则一动不动，似乎只要不是弹琴键，其他事一概与我无关。
有个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很　　好，但和父母亲之间却是爱恨交加，孩子对父亲不满，因为父亲对孩子
管得太多，没有了自由；父亲对孩子也不满，认为：“为了孩子学钢琴，我在这里陪了8年，连公职
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　　二三十年前的父母教育孩子大多数是“棍棒教育”，父母忙于工作，顾不过来。
只要孩子惹了祸，或老师告了状，绝大多数父母都是打孩子一顿，几乎没有孩子没有挨过打。
现在的情　　况正好反过来了，孩子是独生子女，父母把孩子当成心肝宝贝，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
到了过度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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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孩子从小就没有做过任何家务事，自理能力很差，上学后各方面能力都很差，很难适应学校集体
生活；有的孩子还产生了性格缺陷，很难与人沟通；有的孩子逆反心理很强。
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是很难适应社会的。
　　有一个小女孩原来是一个活泼、开朗、懂事的孩子，6岁时，父母省吃俭用给她买了一架钢琴，
并用了四分之一的工资为她请了钢琴教师，由父亲带着每周去教师家里练琴。
从此以后，孩子的耳边经常传来父亲急躁的吼叫和怒骂，上课时教师也难得满意一次，家庭气氛也明
显变坏了，学琴成了孩子无法摆脱的痛苦。
然而，懂事的孩子理解父母是“为自己好”，也懂得　　必须忍受的道理。
孩子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和家庭的氛围中长大了，变得孤僻、寡言、胆小怕事、不愿学习、害怕
困难，回到家里很少与父母说话。
变得连父母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另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男生，每天早晨像机器人一样穿衣服，母亲把衣服右袖子展开，孩子伸
出右胳臂，把左袖子展开，孩子伸出左胳臂，然后抬起头，母亲系好钮扣。
　　父母过度关怀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暴露出来。
媒体经常有报道，孩子与父母发生冲突的，孩子因一点小事就离家出走的，甚至因父母没有满足自己
的要求。
　　孩子成长的关键要素：活动　　一代父母亲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了，也愿意投入精力对
孩子进行早期的启蒙教育。
但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父母亲忽视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运动。
孩子由于运动不足，以致影响了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
　　在一次教育咨询活动中，某小学一年级学生小胖的妈妈诉说自己的孩子好吃、贪玩、睡懒觉，就
是不爱学习，各门功课分数不高，体育也达不了标。
孩子目前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　　这位母亲的早期养育方法不得当。
小胖一出生，就是大家庭的独苗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姑姑都喜欢得不行。
好吃的有营养的全往他嘴里塞，怕他哭闹，大伙轮流抱着不松手。
小胖妈妈曾很自豪地说：“我儿子两岁前就没有落过地。
"也就是说，小胖在两岁前没有自由活动过。
正是大人的不当疼爱造成了小胖今天的问题。
　　从孩子的成长看，哭既是表达吃喝拉撒睡及情感的方式，也是一种身体器官的运动。
通过哭增加肺活量，同时四肢蹬踹锻炼了胳膊腿的骨骼和肌肉。
孩子从翻身、爬行直至学走路，这　　些都是他们身体发育必不可少的步骤。
例如：孩子从房子中央爬向墙角，他的眼睛要注视前方，大脑要向四肢传递爬的指令，手腿脑眼协调
动作，才能完成爬行的过程。
而小胖一天到晚被　　大人抱在怀里，失去了运动的机会，各种感官和运动器官得不到正常的活动，
怎么能健康的发育呢?而且，在婴幼儿时期缺少运动的孩子，四肢和各种感官的动作协调性差，导致他
上学后　　运动和体能素质偏低，注意力不集中，手脑配合出现障碍，直接影响了学习效果。
孩子早期运动不足易引起学龄儿童学习困难及其他发育障碍。
　　另外，运动不仅对孩子身体各方面的器官、机能发育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孩子的人生都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运动给孩子带来快乐人生。
例如：孩子通过扔东西、摇玩具、爬、做操等，会感到很快乐，这种运动和快乐的体验，不断刺激他
的小脑。
人的小脑是刺激运动器官的中枢，也是调节情绪的中枢。
早期运动对小脑的刺激，有利于培养孩子活泼、开朗的情绪和性格。
　　孩子在运动中体验到快乐，就更乐于主动积极地活动。
小孩子会爬后，就愿意到处爬着寻找东西；再长大一些，他就会通过运动去发现、探索，这种探索和
兴趣，对孩子长大后的学习是有帮助的。
对这个过程许多父母没有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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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往往怕孩子摔了，阻止他们爬，抱着孩子不让他下地走路，结果孩子天生主动积极的行为受到压
抑，逐渐变成不想再自己行动了，变成被动性格。
也有的孩子在父母的限制下，逐渐变成暴躁、逆反的性格。
这些对他们今后的人生成长不利。
　　再有，每一个孩子从学爬行、走路，到跑跳、翻跟头，是其身体各部位器官机能发育的完整过程
，但这往往被那些宠爱独苗的父母忽略了。
这些基本的运动能力是孩子身体成长的基础，而且是识字、算术代替不了的。
有一个德智体发展都很出色的高中生，父母在谈对孩子的早期教育问题时说：“其实我们不懂什么早
期教育，也没有专门教他什么知识。
说实话，就是从小让他自由自在地玩和运动。
那时候，居住的地方很狭窄，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儿童玩具。
孩子的父亲买来一块地毯，放在家中仅有的两平方米的空地上，让一岁多的孩子随意爬行、翻滚、蹦
跳、还抓住他的小脚，让他学倒立。
或许就是在这种宽松自在、放开手脚活动的环境里，孩子的四肢、大脑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发展。
　　目前，家庭中出现孩子运动不足的现象，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父母怕发生安全问题。
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我们提醒父母要选择适合孩子各种年龄的不同运动项目，同时注意卫生和安全。
但是，不能因强调安全不让孩子运动，为了不要像小胖妈妈那样后悔一辈子，为父做母者千万不要忽
视孩子成长的关键因素：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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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胡玉顺老师的《做智慧型父母——帮助孩子健康成长的130个建议》一书即将出版，我由
衷地高兴。
我首先向她表示诚挚的祝贺!　　胡玉顺老师是我的同行，又是多年的老朋友，她要我给她的书写个序
言。
一般出书的都要请个名人提个辞或撰写序言，我不是不想帮她的忙，只是想：我不是名人，怕“分量
”不够重。
但考虑到，我毕竟是个家庭教育理论研究者，这是个机会，可以借此叙叙旧，叙谈一下我们相识和为
共同的事业并肩奋斗的经历；与此同时，也表示一下我的心怀。
　　我与胡玉顺老师相识，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算起来也有二十多年了。
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与此同时，大批独生子女在我国出现，家长们由过去
对子女“数量”的追求逐步转变为追求“质量”，迫切希望能对家庭教育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
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出于社会责任感，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我
国的家庭教育事业。
在共同参与家庭教育研究和普及的过程中，共同的追求和信念促使我们相识。
　　1986年，我首先在高等学校开设了家庭教育学课程，受到了学生们空前的欢迎。
不久，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家庭教育学》。
我鼓励胡玉顺老师也给他们大学的学生开设家庭教育学课程，她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在首都师范大
学的历史上第一次开了课，并一炮打响，受到学生极为热烈的欢迎。
她这一开课，一发而不可收，就一直坚持了下来，达十多年之久，成为他们学校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
每次在家庭教育研究会见面时，她都非常兴奋地向我介绍她给学生上课的情景和激动的心情，让我这
个老朋友分享她成功的愉悦。
应当说，胡玉顺老师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为发展我国的家庭教育事业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胡玉顺老师是家庭教育事业的热心人，也是家庭教育的有心人。
她在我国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投入了全部的时间、精力和感情，十数年如一日，克服种种困
难，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教学和提高普及工作。
她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当前，有关家庭教育方面的书是出版了不少，显得很繁荣，这些出版物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
的，家长读了还会受益。
但是，我不能不坦率地说，目前市场上的家庭教育类图书是很混乱的，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什么样的书都登台亮相，　“家庭教育专家”满天飞。
有些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用书，家长看了，当时会很激动，似乎是获得了培养孩子成才的“法宝”。
可是，在教育孩子的实践中，那些所谓的“法宝”并不灵验。
因为很多书不是引导家长朝着科学的方向来培育孩子，而是有意迎合一些家长不正常的心态，讨好家
长，内容是与科学理论、与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相违背的；有的把培养个别孩子的做法当做“普遍规
律”、“灵丹妙药”，大张旗鼓地推销；有些介绍国外家长做法的经验，又不大适合中国的国情。
一些大众传媒也不分青红皂白，不遗余力地“热炒热作”，把一些根本经不住推敲的家庭教育用书　
　捧上了天，引导不大熟悉家庭教育理论的家长在不经意中走向误区，使家长大失所望。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对这种情形，许多有良心的专家、学者十分担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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