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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孩子的前提是了解孩子，了解孩子的前提是尊重孩子，尊重孩子的前提是赏识孩子，赏识孩
子的前提是积极教育孩子。
目前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也罢，一大批社会家长也罢。
在对待孩子的教育上采取的教育态度、教育方法，都是不符合孩子身心健康的教育手段。
他们不是打骂、指责，就是埋怨、恨死。
使得一些孩子在学校，在家庭都有恐惧感，害怕感。
导致不愿与父母沟通，不愿与老师交谈，整天在这样的一种教育模式下，渡过每一天，享受每一天。
　　积极教育的态度就是要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我们的家长看到一个事实：每个孩子都是精英，那
就是只有把你的孩子当作精英，你才会以精英的模式去培养和教育他们，而他们也才能成为真正的精
英！
本书从孩子的教育问题入手，教给你们怎样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你相信你的孩子是精英，并且
将孩子当作精英来训练和培养，相信会给众多家长带来许多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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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孩子的教育问题入手，教给广大家长怎样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你相信孩子是精英，并且
将孩子当作精英来训练和培养，相信会给众多家长带来许多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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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青年教育家协会理事长，全国中小学整体改革委会会员，全国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南昌市第
十一、十二、十三届人大代表、教科文卫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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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发掘孩子的精英潜力　　了解孩子的心理　　一直以来，很多家长都认为孩子的心灵是
一个没有杂质的净地，没有谎言，没有欺骗，一切直来直去，他们的行为都是基于想满足自己某种单
纯的需要所致。
但是，一个个关于群体心理的调查令人揪心：两成孩子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所以，家长的这种感觉很多时候都是一种错误的开始。
事实上，孩子的心理并不是家长所想象的那样。
要了解孩子的心理，就要深入孩子的内心世界，并且去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素质。
这样，才能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小王子》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画了一幅画，在大人们看来，这实在是一幅普通不过的图
画，画是一顶美丽的礼帽。
可是，这顶看上去很普通的帽子，并不是孩子构图的初衷。
孩子对这幅画的解释简直不可思议。
在孩子眼中，画的根本就不是帽子。
从它的外形上看，这是一条匍匐在地的巨蟒，一条蟒蛇看上去已经够吓人了，更可怕的是在它的肚子
里还有一头大象，这是一头被巨蟒吞噬的大象⋯⋯孩子们的构思如此奇特，很多时候孩子的想法是大
人无法预料和理解的。
对于这样的解释，我们在惊叹孩子丰富奇特的想象力的同时，更应该想到的是如何了解孩子，理解孩
子，直至走进孩子的心灵。
　　了解孩子的确是有难度的。
有一位老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例子：　　在一次作文课上，他别出心裁地利用班级的投影仪，给大家
上了一堂课“照镜子”的游戏作文课。
他让孩子们走上讲台，站在投影仪前，任意摆出各种造型，展示各种身姿，他们的影像就投射到大屏
幕上了。
老师之所以举行这样的游戏活动，也是受了少数调皮孩子的启发。
因为，老师发现以前一下课，总会有不少同学在老师未将投影仪关闭之前，跑到投影仪前摆弄一两个
动作，以此取乐。
于是，他便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就这样的行动开展一次活动呢？
同时，这样的活动结合到作文教学中来，既能满足孩子们猎奇的兴趣，同时，又能引导孩子作文时，
怎样抓住人物的动作、举止、表现，训练孩子的作文能力。
这位老师本以为，这种设计是很新颖的，但活动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完美。
只有几个胆子大的孩子上台摆弄动作，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接下来的时间里，便不再有同学愿意上台表演了。
这位老师只好鼓励孩子们说：“讲台就好比T型台，展示一下精彩的自己，当一次模特，何乐而不为
之呢？
⋯⋯”在这位老师的鼓励下，有一两个同学勉强上场了，不过，仍然显得很腼腆。
后来，在这个老师批改孩子们的作文时发现，有一位同学，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为老师解开了谜
底。
那个孩子这样写道：“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上去展示自己吗？
因为我⋯⋯”　　原来这个孩子因为皮肤黑、个子矮，而不愿意在公众场合露脸。
这个孩子除了胆怯、缺乏勇气之外，他的心里还存在着深层次的心理障碍，在自我悦纳上，缺乏健康
认识。
当然，一些孩子更是因为羞涩与腼腆而没有上台，这与他们的心理特点不无关系。
　　对孩子的了解，其实，并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上。
很多时候家长以为孩子喜欢“抛头露面”，却不知道其实这只是少数“爱出风头”的孩子的行为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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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孩子，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呵护和关心。
比如，孩子在家做作业不专心，就狂妄乱下定语，指责孩子，这种做法是危险的。
你得学会问明情况再说，多和孩子交流一下。
或许你会发现很多你不知道的原因，比如，可能是因为孩子昨晚没睡好觉，也可能是因为孩子的身体
不舒服。
　　这类事情还有很多，如果家长多一点耐心，那么，教育的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你对孩子的看法
也会有所改变。
多一种诠释，就会多一份对孩子的信任和理解，就会多了一份宽容，唯有如此，孩子才会有可能多了
一次成功的机会。
　　家长不妨反省一下，自己真的了解孩子了吗？
孩子的世界和大人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对事物的理解只有“是”与“非”，对人的评价也只有“好”
与“坏”⋯⋯很多大人眼里无所谓的事，在孩子看来，是那样的美好。
　　孩子的心理与他们的年龄是分不开的，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具有不同的心理。
　　一、幼儿期　　1.好奇心理　　幼儿期的孩子表现出对周围事物的好奇。
他们时常因为父母的话语、周围人群的笑声，而把眼睛张开，四处张望。
并且对一些从未接触过的事物表示出强烈的求知欲。
　　这是一种很平常的表现，这个时候的家长不要对孩子的这种行为大惊小怪，否则会影响孩子的好
奇心，使得孩子对周围的～切失去了探索的愿望。
　　2.反抗心理　　幼儿期的孩子反抗心理的表现为反抗外来的一切。
家长给他洗澡，他表现出极不情愿的样子，一会儿跑这里，一会儿跑那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表
现出不配合的情绪。
　　对于这种情况，很多家长有时候会很生气，认为孩子在和自己作对，不听话。
但是，为了不让孩子发脾气，很多家长选择迁就孩子。
这种做法，事实上是不可取的。
这个时候，家长应该表达出自己的立场，然后给孩子讲道理。
主动掌控孩子的心理，这样，孩子的反抗和抵触情绪就会慢慢降低了。
　　二、学龄期　　1.表现心理　　语言能力的快速发展，使得孩子会特别喜欢说话，这个时期的孩
子就喜欢在大人面前表现出他们的种种长处和优点。
然后喜欢在同龄人面前夸耀自己的新玩具或者自己取得的好成绩。
　　这个时候家长不应该表现出不在意或者是阻止孩子进行言论的动作，这个时候的孩子是需要别人
倾听和称赞的。
不要担心孩子因此会养成什么不良的习惯，其实这只是孩子童真的一个表现，那只是小小的表现心理
。
　　2.恐惧心理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当对一些事物产生了意识之后，便会开始产生一些恐惧心理
，这些心理分别来自他们思想中的对鬼怪或黑暗的恐惧。
而且很多时候、这些恐惧会表现在他们的一些日常行动上。
　　对于孩子的恐惧心理，家长不能只说孩子瞎说，因为，那样并不能做到从根本上解除孩子的恐惧
心理。
而是应该耐心地用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从根本上解决孩子的疑虑。
　　3.冒险心理　　冒险心理本身是一种很好的品质，但是因为孩子的盲目冒险会让很多家长担心不
已。
比如，这个时期的孩子喜欢玩滑板、喜欢爬树。
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很简单的游戏，但是在家长看来却是提心吊胆的。
　　这个时候的家长若是采用很激进的手法，譬如打骂孩子，那么一定会和孩子不欢而散，而孩子的
冒险行为势必还会一直进行下去。
这个时候的家长，首先要做的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孩子的心理，然后给孩子分析事情的利弊，
最后再交给孩子一些自律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起到了真正帮助孩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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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竞争心理　　孩子都有竞争的天性，总希望什么事情都和别人比一比。
每次考试后，总喜欢看看别人的成绩如何，当别人的成绩高时，会懊恼不已，而当看见别人的成绩不
如自己时，会偷乐一阵子。
这就是孩子竞争心理的一个表现。
哪怕在游戏时，也会为一个扮演的角色而争执半天，这就是孩子，他总想告诉对方自己很棒！
　　客观来说，这种心理对孩子的成长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孩子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发现自己的进步，也才会努力去进步。
而家长所要做的就是让孩子做“最棒”的，多给他鼓励，多给他机会，了却他的心愿。
然后正确引导孩子应该正确的竞争，并且巧妙地运用孩子的竞争心理来鼓励孩子做一些生活中孩子力
所能及的事情。
　　三、青春期　　1.探索心理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探索心理越来越强，他们喜欢把一切想
知道的事情弄清楚。
他的开始渴望了解异性，渴望知道一切生理奥秘，带着懵懂的心态，走过青春期的日子。
　　这个时期的家长应该让孩子对自己以及一些生理知识有适当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使他们不对这
方面感到好奇，也不对这些奥秘有所探索。
正确的教育能使他们探索的方向不产生偏差。
　　2.叛逆心理　　孩子在青春期时，会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不需要家长的束缚和老师的管教，
于是总喜欢“对着干”！
比如，让他不要看电视，他偏偏不听，哪怕他不想看电视了，他也不会就把电视关掉。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对于孩子的叛逆心理，家长不能急于想立刻就把孩子管教好，管教孩子是需要耐心的。
这就得学会和孩子沟通，让孩子拥有正确的价值观。
比如可以采用诱导的方法，让孩子知道这样做是不合理的，这样孩子就可以接受你的做法，也就不会
再采取一些反抗的方式。
　　总之，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具有不同的心理状态，所以，家长应该抓住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特点来对
孩子进行教育，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使孩子保持一颗平常、健康的心灵，快乐地生活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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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出中国式教育的误区，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
　　积极教育的态度就是要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我们的家长看到一个事实：每个孩子都是精英，只
有把你的孩子当作精英，你才会以精英的模式去培养和教育他们，而他们也才能成为真正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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