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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位12岁的男孩向父母要求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出游，母亲因为他年龄小担心安全问题不同意，
懊恼之中的男孩竟冲进厨房，拿起菜刀剁下了自己的4根指头。
　　一位16岁的男孩因为妈妈拒绝给他买一双旅游鞋，男孩从楼上跳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一位正读初一的女孩平时学习很认真。
由于一次考试成绩下降后还在玩电脑游戏，父亲严厉地批评她不该浪费时间，但万万没有想到她竟赌
气喝下了半瓶农药。
　　一位品学兼优的女孩，因为某次单元考成绩不理想，被她那望女成凤心切的父母轻轻说了几句，
便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从5楼的家里纵身一跃⋯⋯　　触目惊心的恶性事件背后，把孩子的心理
健康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
　　心理健康是孩子成长的先决条件！
心理学家胡长兰德曾指出：在一切不利的影响中，最能使人短命死亡的，莫过于不良的情绪和恶劣的
心境。
现在很多父母都认为孩子不生病，体格发育好，聪明伶俐就是健康，其实这是不全面的。
生理健康并不等同于健康。
新的健康观认为，没有生病只是健康的一个基本方面，主要是肌体的正常状态，同时还包括心理健康
和对社会、自然环境适应上的合谐。
一个健康的孩子，不仅仅是没有身体上的缺陷和疾病，还要有健全的心理状态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因此，对孩子的呵护，要从呵护孩子的心灵开始。
　　据了解，2020年以前全球孩子精神障碍会增长50％，成为最主要的5个致病、致死和致残原因。
在我国，孩子的精神卫生状况也令人堪忧。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曾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称，在我国17岁以下的
孩子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
越来越多的孩子患有心理、精神问题，人际关系不和谐、情绪不稳定性和学习不适应、焦虑不安、恐
怖、神经衰弱、强迫症状和抑郁情绪⋯⋯　　科学研究和教育实践表明，心理健康与否对孩子的身心
健康、思想品德、智力和学习有很大的影响。
孩童时期是培养健康心理的黄金时代，各种习惯和行为模式，都在这时奠定基础，如果有一个好的开
始，将来可使孩子的品德智力得到健康的发展；如果抱着“树小歪不怕，树大自然直，等孩子长大了
，懂事了就好”的心态，那么，孩子成人后就很难有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
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是孩子成材的基础，缺一不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人无不具有健康的心理。
为此，父母千万不可忽视孩子的心理健康。
　　如何引导孩子健康而顺利地度过人生最宝贵的时期，为子女一生的发展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这
是每一个父母的重大责任。
本书即从孩子的性格塑造、情绪障碍、怪僻行为、学习困惑、人际冲突、怀春心理、心灵自助等多个
方面，来帮助父母呵护孩子的心理健康，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素质，解决孩子的成长烦恼！
　　这是一本走进孩子内心世界的枕边书，同时更是一本着力于孩子教育的神奇之书。
它给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份行动指南，也为父母们望子成材的希望揭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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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出会生活懂生命的孩子》即从孩子的性格塑造、情绪障碍、怪癖行为、学习困惑、人际冲突
、怀春心理、心灵自助等多个方面，来帮助父母呵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素质，解决孩子的成长烦恼！
　　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一个健康的孩子，不仅仅是没有身体上的缺陷和疾病，还要有健
全的心理状态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因此，对孩子的呵护，要从呵护孩子的心灵开始。
　　如何引导孩子健康而顺利地度过人生最宝贵的时期。
为子女一生的发展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这是每一个父母的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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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溺爱不成才　　点到为智　　西方有这样一种说法：“有十分幸福童年的人常有不幸的成年。
”从小被过份溺爱。
很少遭受挫折的孩子长大后，会因不适应激烈竞争和复杂多变的社会而深感痛苦。
　　天下的父母都爱孩子，却未必会爱孩子。
不少父母认为，如今条件好多了，孩子又是独根独苗，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吃苦受累。
因此，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我们的童年过得很艰辛，再不能让孩子经受我们的那些磨难了
。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父母全面的保护，千般呵护，百般溺爱，真可
谓是“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舍不得让孩子受半点委屈，舍不得让孩子受一点挫折。
他们尽力把孩子的生活道路铺得平平顺顺的，似乎这样就能保证孩子幸福健康地成长。
但是事实上，这种幸福观很容易导致孩子的灾难。
　　当今做父母的大都知道溺爱孩子有害，但却分不清什么是溺爱，更不了解自己家里有没有溺爱。
溺爱，是一种失去理智、直接摧残孩子身心健康的爱。
邓颖超曾经说过：“母亲的心总是仁慈的，但是仁慈的心要用得好，如果用不好的话，结果就会适得
其反。
”全国少工委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联合向16350名小学生进行过问卷调查，在回答“遇到困难时怎
么办”时，97％的孩子选择“找父母和老师”而不是自己解决问题，这正是过分“甜蜜”的幼儿教育
下的“涩果”。
过分的关心溺爱，实际上是剥夺了孩子遭受适当挫折、困难和学习爱护别人的权利。
西方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有十分幸福童年的人常有不幸的成年。
”很少遭受挫折的孩子长大后，会因不适应激烈竞争和复杂多变的社会而深感痛苦。
　　人生下来就有两种需求：一是物质需求，二是精神需求。
不少父母，对孩子的物质需求可以无限满足，对孩子的精神需求却很漠然。
结果造成孩子心灵世界的荒芜，甚至形成人格方面的缺失，走上社会后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如果长期生活在一种“特别幸福”的“空间”里，还会造成“健康心理过剩症”
。
这会使人对幸福的感觉明显降低，而且还特别害怕困难，不愿接触人世间的挫折与困境，甚至会将一
些平常的事也误认为是痛苦而神经过敏。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挫折与困境是生活中客观存在的，谁也没有办法回避它。
今天，父母也许有能力帮孩子一把，那么将来呢？
能让羽毛已丰的孩子永远不离开自己的翼护吗？
一个人的习惯行为往往是在幼年时期形成的，一个从小就畏惧挫折与困境的人、很难设想他能克服生
活中的什么磨难。
因此，我们父母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培养孩子战胜挫折与困境的意志和能力，远比亲自为他们解决一
些困难意义重大得多。
当我们对众多成功人士进行考察时发现，那些大公司经理、政府高级官员以及每一行业的知名人士大
都来自清贫的家庭、破碎的家庭、偏僻的乡村。
他们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知名人士和领导人物，与他们都经历过艰难困苦，具有很强的挫折承受能力是
分不开的。
　　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遇到的挫折与困难一般包括学习、兴趣爱好的选择、自尊和人际
关系等方面。
比如，在学习上成绩不理想，没能上理想的学校；在兴趣和爱好的选择上，与父母的意见冲突，自己
的个性得不到施展；在自尊上，自己常常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信任，经常受到轻视，忍受委屈，没有
被评上“三好学生”，没有被选上班干部；在人际关系方面，结交不到与自己讲知心话的朋友等。
孩子遇到挫折与困难并非坏事，但陷于挫折与困难而不能自拔，势必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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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可能会因此而丧失自信心、焦虑、自卑等。
　　那么，作为父母，如何培养孩子承受困难并战胜挫折的意志呢？
　　首先，教育孩子认识挫折与困难。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适当经受一些挫折与困难是有益的，挫折与困难能激励孩子增强韧性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一旦孩子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与困难，父母应接纳孩子的倾诉和宣泄，让他们说出
心中的委屈和痛苦，通过释放达到心理平衡。
要让孩子知道，生活中荣誉和挫折常常是并生的。
生活中会常有不如意的事情，如果连一点小小的挫折与困难都受不了，如何面对以后漫漫人生中会发
生的更大的挫折和坎坷？
　　其次，父母在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中，不要无条件地满足他们的需求，要鼓励孩子自己克服挫折与
困难，以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的事情。
　　最后，为了培养、锻炼孩子的意志，应该有意识地给他们“造成”一些困难，“设置”一些障碍
，比如：孩子会走路了，就多让孩子自己走；孩子摔倒了，就让他自己爬起来；让孩子去暗的房间去
拿东西；故意延迟接孩子的时间，让孩子学会等待，等等。
让他们碰一碰钉子，尝一尝苦头，经受一下艰难的磨炼及痛苦的洗礼，然后享受成功的欢乐。
德国著名作家茨威格指出：“世界上最光辉、最宏伟的事业就是使个人站立起来！
”　　心灵自助汤　　孩子最喜欢模仿也最容易接受暗示。
父母的言行举止将对孩子产生深刻而直接的影响。
要使孩子对挫折与困难有较强的承受能力，父母自己要冷静，要客观积极对待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即
便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也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消极沮丧的样子，而是要以坦然的态度来对待。
父母这种坦然的态度，会给孩子很好的暗示，使孩子自然而然的学会怎样坦然面对挫折与困难，怎样
勇敢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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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出会生活懂生命的孩子》是一本走进孩子内心世界的枕边书，同时更是一本着力于孩子教育
的神奇之书。
它给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份行动指南，也为父母们望子成材的希望揭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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