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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敏感期，最早是由意大利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女士提出来的。
所谓敏感期，就是孩子在O～6岁这个年龄段，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突然对某种特定的事情或事
物非常感兴趣，甚至表现出一种狂热的状态，这种状态直到满足他内心的需求或敏感度下降或被人为
地阻止而停止。
    教育研究与实践证明，如果孩子能顺利地度过敏感期，他的心智发展就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但是，很多父母却根本不知道孩子有所谓的敏感期，甚至连幼儿园的老师也不知道，这不能不说是一
种教育遗憾。
    那么，敏感期孩子都有哪些表现呢?    孩子刚出生时，对明暗相间的地方感兴趣，却不喜欢彩色气球
；他不断地吃手，会抓东西时，什么都往嘴里放，父母拦也拦不住。
两岁左右的孩子会突然变得爱骂人，甚至是说脏话。
两三岁的孩子愿意做某件事时，会乐此不疲地重复做，如果事情不合他的心意，他就会要求重来，喜
欢关注非常细小的事物，如头发丝、纸屑等。
三四岁的孩子表现出叛逆的一面，爱跟父母“作对”；突然变得爱咬人，甚至是打人；喜欢捏软软的
东西，如香蕉等；喜欢玩水，玩沙；喜欢插孔，找洞洞；喜欢捉迷藏，而且你找到他，他才会高兴；
不停地问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喜欢观察别人撒尿、洗澡，对身体非常感兴趣；想跟父母、老师结婚，
会“爱”上同龄的小朋友；男孩把自己当做大英雄，女孩把自己当成小公主。
四五岁的孩子会到处乱涂乱画；听到音乐后就会扭动身体；喜欢问一连串的“为什么”⋯⋯’    这一
切，在很多父母看来，就是莫名其妙，就是无理取闹、任性妄为和不听话⋯⋯于是父母就去限制孩子
，甚至打压孩子。
而事实上，这些情形都是孩子在不同敏感期的正常表现，几乎每个孩子都会有这些情形出现，无论是
中国的孩子，还是外国的孩子，无论是现在的孩子，还是100年前的孩子。
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只是我们忘记了，或者也同样被父母忽视了。
但这都不足以成为我们忽略孩子敏感期的理由。
我们更不应该因此而打骂孩子，或采取其他“果断”的措施去“教育”孩子，这样做只会过早地结束
孩子的敏感期，给他造成心理伤痕，甚至严重影响孩子心智的发展。
还需要提醒父母的是，孩子的敏感期有很多，每个敏感期出现的时间也不是固定的，而且处于同一个
敏感期中的孩子的表现也不是完全相同的。
    不可否认，敏感期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想当然地教育孩子，不要错过孩子的敏感期，而是要善于捕捉他的敏感期，并顺
应他的敏感期，给他足够的爱与自由，让他健康快乐地按照客观规律成长。
教育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为孩子做了什么，而是我们不为他做什么，其实就是欣赏他，等待他自动自
发地成长。
否则，我们就可能会毁掉孩子的一生，断送他本应该拥有的美好人生。
    尽管如此，很多父母依然不知道孩子敏感期的种种表现，不知道如何去发现孩子的敏感期，也不知
道怎样帮助孩子顺利地度过敏感期。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本书帮助父母抓住孩子的敏感期，实施正确的家庭教育。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全面解读了孩子会出现的视觉敏感期、语言敏感期、听觉敏感期、口的敏感期
、手的敏感期、行走敏感期、渴望爱的敏感期、秩序敏感期、审美敏感期、关注细小事物敏感期、空
间敏感期、模仿敏感期、自我意识敏感期、执拗敏感期、追求完美敏感期、人际关系敏感期、色彩敏
感期、性别和出生敏感期、婚姻敏感期、身份确认敏感期、情感表达敏感期、绘画敏感期、音乐敏感
期、书写与阅读敏感期、社会规范敏感期、数学敏感期、文化敏感期等敏感期的100个细节，在最大程
度上向父母展示孩子在各个敏感期的表现，并提供了应对孩子敏感期的科学、有效的实用方法。
    这是一部能够揭示孩子成长奥秘的家庭教育渎本，一定能让父母、孩子都受益。
最后，祝愿所有的孩子都能在父母的正确引导下顺利度过敏感期，为一生的成长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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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全面解读了孩子会出现的“视觉敏感期、语言敏感期、听觉敏感期、口的敏
感期、手的敏感期、行走敏感期、渴望爱的敏感期、秩序敏感期、审美敏感期、关注细小事物敏感期
、空间敏感期、模仿敏感期、自我意识敏感期、执拗敏感期、追求完美敏感期、人际关系敏感期、色
彩敏感期、性别和出生敏感期、婚姻敏感期、身份确认敏感期、情感表达敏感期、绘画敏感期、音乐
敏感期、书写与阅读敏感期、社会规范敏感期、数学敏感期、文化敏感期”等敏感期的100个细节，在
最大程度上向父母展示孩子在各个敏感期的表现，并提供了应对孩子敏感期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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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鹏程，资深家庭教育研究者，家庭教育畅销书作者，传统文化爱好者。
曾在某著名国际学校做过多年一线教师，多次被评为“学生最喜爱的教师”、“优秀青年教师”等。
今倡导“成功源自家庭，教育改变命运”的教育理念，以“用爱诠释教育，以心传播智慧”为己任，
专注于家庭教育和青少年问题的研究与写作。
对家庭教育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善于从根本处解决当今家庭教育的各种问题。
出版过家庭教育著作多部，其中《36种好方法让孩子从优秀到卓越》、《80后小爸小妈的教子枕边书
》、《你会爱孩子吗？
》、《好妈妈不吼不叫教育男孩100招》、《好妈妈不宠不娇教育女孩100招》、《别以爱的名义伤害
孩子》、《最彻底的家庭教育方法：里的教育智慧》等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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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绪论　用爱与智慧捕捉孩子的敏感期
 一、孩子的敏感期千万不能错过
 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客观规律，认识生机勃勃的敏感性
 敏感期是孩子成长的推动力，一定要抓住这个关键期
 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有着难以解释的神奇与奥秘
 了解蒙台梭利归纳总结的“孩子九大敏感期”
 二、帮孩子度过敏感期的几个关键
 敏感期出现的时间并不固定，要注意观察孩子的言行举止
 在敏感期内，尊重孩子的发展，给他充分的自由
 用爱与智慧和孩子做心灵沟通，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爱
 给孩子布置丰富的学习环境，对他适时协助而不是干涉
 耐心等待孩子的成长，让他顺利度过敏感期
第一章　0～2.5岁，敏感期开启孩子的一生
 一、视觉敏感期
 1.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解读孩子的视觉敏感期
 2.刚出生的孩子会对明暗相间的地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会盯着看
 ——对于刚出生的孩子来说，黑白相间的地方比彩色气球更有吸引力，我们
 要有意识地激发孩子的视觉感知能力
 3.非常喜欢CD光盘、大头娃娃、镜子等各种形状的视觉道具
 ——这些东西能有效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我们可以用这些视觉道具组成孩子的视觉环境
 二、语言敏感期
 4.解读孩子的语言敏感期，了解语言能力的发展历程
 5.喜欢模仿一个词，或一应一答，不断地重复
 ——这不是孩子淘气，不要阻止，要引导孩子模仿更优美、更精确的语言
 6.发现所有的事物、人都有称呼，开始将自己的认知与语言匹配起来
 ——认同孩子，表扬他，引导他多练习；如果匹配不正确，还要纠正他
 7.对句子表达的意思感兴趣，并重复或模仿他人的话
 ——这是孩子语言的“高级”重复阶段，不必惊讶，与孩子一起做句子表达的游戏
 8.发现语言具有一种力量，开始学说“粗话”
 ——并非孩子学坏了，我们要学会冷处理，当然也要反省一下自己
 9.悄悄话——孩子语言敏感期的特殊表现
 ——孩子用无声的悄悄话感受语言魅力，配合孩子，与孩子一起想象
 10.接电话时一口气说完“请问你找谁？
好的，再见！
”
 ——孩子发现声音能从机器里出来，兴奋不已，引导孩子与电话那边的人进行语言沟通
 11.口吃——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发展的正常表现
 ——别着急，别批评，要和蔼地让孩子慢点说，耐心引导孩子表达
 三、听觉敏感期
 12.解读孩子的听觉敏感期，认识孩子听觉的发展历程
 13.不喜欢静悄悄，喜欢待在有声音的环境中
 ——给孩子能发声的玩具，在孩子耳边摇晃小铃铛，训练孩子的听觉
 14.孩子的“声音世界”与成人不同，他也会对噪声敏感
 ——故意给孩子制造点“噪声”，在“噪声”中提升孩子的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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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孩子喜欢妈妈用 “妈妈腔”跟自己说话
 ——发音清晰、语速略慢、适度重复、语句简短、内容具体的“妈妈腔”并不幼稚
 四、口的敏感期
 16.解读孩子口的敏感期，认识口肩负的重要使命——感知世界
 17.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用口来实现味觉、触觉认知
 ——满足孩子，给他啃的东西，允许孩子用口去认识世界
 18.孩子会吃手，会练习牙齿、使用舌头，那是他的“工作”
 ——不要大惊小怪，不要阻止，允许孩子去吃手
 19.咬人——冷不丁地咬人一口
 ——孩子咬人并没有恶意，而是在探索，把他抱开就好了，不要惩罚他
 五、手的敏感期
 20.解读孩子手的敏感期，了解手部的发育历程
 21.打妈妈、奶奶的脸和头，狠狠地拽妈妈的头发等
 ——孩子并非 “爱打人”，只是以此引人注意，不要给他贴“暴力”的标签
 22.抓、扔、捏——喜欢抓软东西、扔东西，用两只手捏东西
 ——给孩子一些安慰物，让孩子尽情地“舞动”双手，体验手的功能
 23.非常喜欢用手玩水、玩沙
 ——玩水、玩沙对儿童有强烈的吸引力，要允许他玩
 六、行走敏感期
 24.解读孩子的行走敏感期，认识孩子学步的四个阶段
 25.对带“坡”的地方非常感兴趣，不知疲倦地行走
 ——孩子在探索腿脚的功能，给孩子提供良好的供腿脚感知的环境或材料
 26.哪里不平走哪里，哪里脏乱走哪里
 ——即使孩子弄脏了衣服、鞋子，我们也应该欣赏孩子
 七、渴望爱的敏感期
 27.每个孩子都渴望得到父母的爱，解读孩子渴望爱的敏感期
 28.孩子是非常敏感的，他能感知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
 ——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让他感受到这种爱
 29.孩子喜欢我们对他的“爱”的感觉，并非语言本身
 ——对孩子“说出”你的爱，与孩子进行“爱”的对话
 30.孩子做出破坏性的行为也是在表达一种爱
 ——在给孩子爱的同时，也要教孩子学会正确地表达爱
第二章　2.5～3岁，和孩子一起感受神奇的敏感期
 一、秩序敏感期
 31.秩序是生命的需要，解读孩子的秩序敏感期
 32.孩子非常喜欢给物品找“主人”，不允许别人使用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孩子的秩序敏感期来了，要满足孩子的要求，保护孩子的秩序
 33.孩子乐于将所有的东西“归位”，否则就会焦虑不安、又哭又闹
 ——孩子需要并保护有秩序的环境，利用秩序教孩子学会自理，培养规则意识
 34.不符合孩子心意的事情、顺序不对的事情就得“重来”
 ——不是孩子任性，也不是孩子固执，不要强行打破孩子内心的这种秩序
 35.喜欢做的事情就重复做，比如垒高、开关灯、藏东西等游戏
 ——这是孩子的成长方式，多陪孩子玩这种在他眼中有意思的游戏
 二、审美敏感期
 36.孩子重视事物的完整性，解读孩子的审美敏感期
 37.要求食物、饭菜或用具必须完整，否则就不吃、不用
 ——那些不完整或不完美的事物会让孩子感到痛苦，要尽量给孩子完整、完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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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注细小事物敏感期
 38.孩子的视野与成人不同，解读他关注细小事物的敏感期
 39.在心理上，孩子感觉自己弱小，才会关注跟自己一样弱小、细小的事物
 ——不要只关注表面，要了解孩子关注细小事物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
 40.孩子观察细小的东西，那其实是他的“工作”
 ——对于孩子的“工作”，我们不要打扰，培养他的专注力
 41.在室内，孩子关注小线头、头发丝、纸屑，等等
 ——不要惊慌，不要担心，耐心“欣赏”孩子这些可爱的举动
 42.在室外，孩子关注蚂蚁、小花瓣、小石子，等等
 ——不要制止孩子，否则他会因这种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受到伤害
 43.孩子非常喜欢大自然，那里是他关注细小事物的最佳场所
 ——带孩子亲近自然，引导他观察自然，提升他的观察能力
 四、空间敏感期
 44.解读孩子的空间敏感期，与他一起享受探索的乐趣
 45.先是爬、抓、移动物体，然后再爬高、旋转、扔东西等
 ——不要无奈，不要呵斥孩子，在他背后默默欣赏这一切，让他尽情地探索空间
 46.插孔，对带孔的东西感兴趣，喜欢插拔吸管、钥匙等
 ——孩子不是在“捣乱”，而是在探索空间，所以要支持孩子的行为
 47.对“捉迷藏”非常感兴趣，喜欢藏在床底下、桌子下、大衣柜、壁橱里等
 ——孩子在享受空间探索带给自己的乐趣，满足孩子的探索需求
 48.把物体摞起来，垒高，推倒，再垒高，从而建立对三维空间的感觉
 ——支持孩子的垒高行为，多给他提供类似的机会
 49.喜欢玩“你扔我捡”、搭积木等游戏
 ——引导孩子玩一些具有空间感的游戏，让他充分感知空间
 五、模仿敏感期
 50.模仿是一种学习工具，解读孩子的模仿敏感期
 51.模仿别人的一举一动，不管好的坏的，一概模仿
 ——鼓励孩子的良好模仿行为，漠视他的不良模仿，有意识地引导他模仿
 六、自我意识敏感期
 52.善于体察孩子的细微变化，解读孩子的自我意识敏感期
 53.不管对孩子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一概说“不”
 ——说“不”证明他与别人是分离的，也是他证明“自我”存在的方法，这是孩子自我意识的正常表
现，要合理引导
 54.孩子会明确地表示 “这是我的”
 ——不要误解孩子的行为，善待孩子的“自私”，不强迫孩子去分享
 55.孩子占有欲强，从别人那里“偷”东西，并可能撒谎
 ——不要以为孩子的道德品质出现了问题，如对此“严加管教”，可能会适得其反
第三章　3～4岁，让孩子在敏感期里自由成长
 一、执拗敏感期
 56.孩子开始叛逆，解读孩子的执拗敏感期
 57.不让他玩他偏玩，不让他吃他偏吃，让他读2他偏读3，等等
 ——这时我们不要气愤，不要失去理智，要理解孩子的倔强与固执，否则就
 会“两败俱伤”。
  
58.不愿意洗手，对洗手非常排斥，给他讲道理他也不听
 ——孩子并非故意“刁难”，给他讲道理、乞求他合作是无效的，要了解他的心理，掌握“对付”他
的小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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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打小朋友屁股、打布娃娃，故意摔坏自己的玩具等
 —— 这说明孩子心理已经受到伤害，我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对孩子进行“暴力教育”，
他也就学会了暴力
 二、追求完美敏感期
 60.追求完美是孩子的天性，解读孩子追求完美的敏感期
 61.对自我产生审美要求，女孩对衣着服饰产生浓厚兴趣
 —— 理解并支持孩子的“臭美”行为，不要让孩子产生错误的审美观
 62.对事物、环境比较挑剔，对自己做事的要求比较高
 ——允许孩子“任性”，他已从审美发展到追求完美，尝试给他“制造”一个“参照物”
 三、人际关系敏感期
 63.尝试与周围的人建立关系，解读孩子的人际关系敏感期
 64.孩子喜欢支配物品、交换物品，虽然可能是“不等价交换”
——孩子正在拉开他人际关系的大幕，此时孩子对物品的价值还没有概念，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是
吃亏什么是占便宜，家长顺其自然就好，不必以成人的眼光去干预孩子的行为
 65.孩子只是因为喜欢某件东西，就与小朋友争抢，抢不过来可能就会打起来
 ——孩子之间的事情，不由我们干涉，不要教唆孩子以牙还牙，鼓励他自己解决矛盾，要给他精神上
的支持
 四、色彩敏感期
 66.善于捕捉和凝视鲜亮色彩，解读孩子的色彩敏感期
 67.对色彩产生感觉和认识，并尝试寻找不同的颜色
 —— 在生活中给孩子更多的色彩认知机会，引导孩子使用多种颜色绘图
 68.喜欢涂色笔、涂色书，热衷于涂色
 ——给孩子营造一个欢快、明朗的色彩环境，但别期望他成为艺术家
第四章　4～5岁，与敏感期里的孩子一路同行
 一、性别和出生敏感期
 69.孩子好奇是正常的，解读孩子性别与出生敏感期
70.通过观察，孩子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与成人身体不一样，男性身体与女性身体不一样，对异性身体，
尤其是私处比较好奇
 ——这是孩子性心理发展的正常表现，不需要阻止，要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
 71.几乎每个孩子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是从哪里来的？
”
 ——不要回避，更不要说孩子是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要认真告诉他来自哪里
 二、婚姻敏感期
 72.孩子要“结婚”，解读孩子的婚姻敏感期
 73.要和父母结婚，和幼儿园的老师及周围的成人结婚
 ——不要嘲笑孩子，否则可能会严重影响孩子未来的爱情观与婚姻观，及时
 让孩子建立正确的婚姻观
 74.“爱”上小伙伴：孩子会选择同龄的异性小朋友作为“结婚”对象
 ——孩子以游戏的方式对待婚姻，父母则要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三、身份确认敏感期
 75.解读孩子的身份确认敏感期，用爱帮他构建自我
 76.男孩崇拜偶像，扮演奥特曼、孙悟空，等等
 —— 孩子在模仿偶像的同时也是在塑造自我，让他尽情去模仿，并借此培养他的好习惯
 77.女孩喜欢白雪公主，扮演白雪公主，等等
 —— 那是孩子在进行身份确认，积累人格特征，给她做梦的权利
 四、情感表达敏感期
 78.让他心中充满爱，解读孩子的情感表达敏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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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特别喜欢黏着妈妈或爸爸，对妈妈的态度、情绪非常敏感，非常依恋
 ——孩子并不是脆弱，而是开始表达情感，关注父母是否爱他，要给他表达情感的自由
 80.对委屈特别敏感，用哭泣来表达内心的委屈
 ——不要否定孩子的情绪，要理解、关爱孩子，驱除他内心的委屈
 五、绘画敏感期
 81.陪他走进涂鸦的世界，解读孩子的绘画敏感期
 82.喜欢画画，先是“乱画”，然后才是“会画”
 ——面对“乱画”的孩子，父母要学会等待，也要给孩子充分的绘画自由
 六、音乐敏感期
 83.让音乐伴随孩子成长，解读孩子的音乐敏感期
 84.孩子一听到音乐，就会和着乐曲扭屁股
 —— 每个孩子都有音乐天赋，要给他创造良好的音乐环境，但不强迫他学习某种乐器
 七、书写与阅读敏感期
 85.从“天书”到“看书”，解读孩子的书写与阅读敏感期
 86.对文字符号产生兴趣，但写得很不规范
 ——鼓励孩子大胆涂画，因为那就是写字；如果嘲笑指责孩子，他就会放弃书写
 87.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墙面上、地板上⋯⋯到处都会留下他的“墨宝”
 ——给孩子肯定，而不是批评，赏识孩子，孩子才会有书写热情
 88.喜欢阅读，喜欢认字，而且对阅读乐此不疲
 ——早点让孩子接触书籍，孩子的阅读敏感期就会早日到来
 89.孩子如果没机会接触启蒙经典，他就会背电视广告
——孩子总是要阅读的，他对选择的读物没有认知，不会感觉经典难读，所以可以给孩子提供阅读传
统启蒙经典读物的机会
第五章　5～6岁，建立规则，在文化浸润中长大
 一、社会规范敏感期
 90.读懂孩子的行为，解读孩子的社会规范敏感期
 91.学妈妈的样子扫地、擦桌子、切菜、做饭等，表达出“我要做”的意愿
 ——不要怕孩子做不好，不要怕他伤着自己，给他去做这些事的机会
 92.如果有人说话不算话，或不遵守规则，孩子就会非常痛苦
 ——不强迫孩子做违背他自身规则的事情，尊重孩子的规则意识
 93.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基本权利，注重并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求公平、平等
 ——这是孩子成长的标志之一，要尊重孩子的权利，正确看待他的成长心理
 二、数学敏感期
 94.开发孩子的数学潜质，解读孩子的数学敏感期
 95.迷恋加减法，探索数字间的关系；对分类和组合非常感兴趣
 ——引导孩子，满足孩子理解“数”的需求，提高孩子的数学能力
 三、文化敏感期
 96.让他领略经典文化， 解读孩子的文化敏感期
 97.有探究事物奥秘的强烈需求，喜欢问“为什么”
 ——不要烦躁，耐心回答孩子的“为什么”，与孩子一起探索“为什么”
 98.让孩子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内涵与意义
 ——让孩子从小就了解中国经典文化，当然，我们自己应该先了解并认同
 99.让孩子感知和体悟西方经典文化的魅力与价值
 ——让孩子接触西方经典艺术与适合他阅读的西方文化名著
 100.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心声，并用笔把它们写出来
 ——这是孩子阅读与语言表达的延伸，欣赏他的“作品”，让写作充实他的
 文化敏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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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自然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神奇，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都遵循着奇妙的客观规律。
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曾经说：“当一个新的生命降生时，它自身就包含着一种神秘的本能，这个本
能将指导它如何活动、形成什么样的特性及怎样适应环境。
”这句话很明白地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生物都具有生机勃勃的敏感性。
    所谓生物敏感性，就是指生物对环境的敏感程度。
每个生物都具有也可以被称之为“本能”的敏感性，这种本能是通过某种特定的活动进行刺激而被激
发出来的。
蒙台梭利认为， 生物在其初期发育阶段都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它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灵光乍现的秉
性，这种灵光乍现一般只在获得某种特性时才闪现出来。
    荷兰科学家德弗利斯首先从昆虫身上发现了这种敏感性，他是从对蝴蝶的观察过程中得到这个惊人
的结论的。
    德弗利斯曾经认真观察过一种蝴蝶，他发现这种蝴蝶的幼虫在刚出生的时候，只能依靠吃树梢的嫩
芽为生。
可是，雌蝴蝶一般都会将卵产在树枝与树干连接的隐蔽位置，因为那里非常安全。
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破卵而出的幼虫需要从树枝与树干的连接处爬到树梢，它才可能吃到所需
要的嫩芽。
    德弗利斯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幼虫都能准确地找到这些嫩芽，并没有在中途迷路，也没有被树
枝两边的大叶子所吸引。
原来，这种蝴蝶的幼虫有一种本能，那就是对光线的敏感性。
嫩芽生长在树梢，那里往往是光线最强烈的地方，刚出生的幼虫就会本能地顺着光线的方向朝树梢爬
过去，最终得到它需要的美味。
    不过，随着幼虫慢慢长大，它开始能吃各种粗糙的食物了，那些树枝两侧的大叶子也就成了它的日
常美食。
这时它对光的敏感便消失了，那树梢上闪耀的光线对它似乎丧失了吸引力。
又一段时间过后，它从原先不停地吃，变成了不断地做茧，然后它便在茧中等待，直到最终破茧而出
、舒展双翅那刻的到来。
    这种蝴蝶的幼虫所经历的那段光的敏感期，就是它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必然。
正是有了这个敏感期，幼虫才可能存活下来，才可能成长并继续繁衍后代。
这就足以证明敏感期对生物的重要性。
    其实，我们的孩子也是一个神奇的生命个体，初生的婴儿对世界一无所知，但他却能很快适应这个
纷繁复杂的世界，甚至能够在没有任何老师的教导之下，毫不费力地掌握语言等一些在我们成人看来
很难学的技能。
显然，孩子这种生命的“本能”，将会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生物敏感性的不可思议，体会到生长规
律对万事万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所以，我们要尊重万事万物的客观规律，同样也要尊重孩子内在的生机勃勃的敏感性，这样我们才
可能为他创造一个最合适的成长环境，让他拥有美好的未来。
    P2-3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抓住儿童敏感期-你的教育就对了>>

编辑推荐

《抓住儿童敏感期,你的教育就对了》编辑推荐：敏感期是孩子特定能力和行为发展的最佳时期。
100个细节，全面解读敏感期的典型表现。
在敏感期内，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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