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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写给幼儿家长的育儿指导书，对幼儿教师也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作者聚焦于幼儿在成长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四大类问题行为——社会性发展方面、情绪情感方面、
学习方面和生活习惯方面，如攻击、吮吸手指、怕上幼儿园、尿裤尿床等，共计30种。
作者通过定义和行为表现的描述来帮助家长识别孩子是否存在某种问题行为，通过众多案例全面地探
析了问题行为产生的原因，指出家长们常见的错误态度和应对措施，并给出了非常具体且专业的教育
和应对建议。
每一种问题行为的写作都包括“案例”、“分析”、“错误应对”和“锦囊妙计”四个部分。
    全书最后一部分还介绍了行为矫正的原理和方法，有助于家长理解教育方法和技术背后的理论支持
，从而增强家长触类旁通的教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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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家育儿网站的专家顾问。
曾主编《幼儿园教育活动》、《独生子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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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偷窃在父母眼中，孩子总是纯洁天真的，“偷窃”应该是品德败坏的“混混”做的事情，跟自己
的孩子毫无关系。
可是，幼儿园里常见一些小朋友拿了不是自己的画笔、橡皮，并把它们放到自己的书包里；或者未经
允许，就把别的小朋友带来幼儿园玩的玩具拿走。
当老师向家长反映这些事情的时候，做父母的往往表现出惊讶甚至愤怒：“从哪儿学的小偷行为！
我们可没有教过！
”偷窃在法律上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秘密窃取行为。
有时候，幼儿“偷拿”其他小朋友的东西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偷窃。
首先，他们可能并不是想占为己有，有可能只是喜欢某支画笔的颜色或某块橡皮的味道；其次，如果
有的小朋友当着别人的面把东西给拿走了，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你的”、“我的”，只
是觉得这个东西好玩。
当发现幼儿有这种表现时，家长不能笼统地下结论说孩子的品德有问题，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弄清楚幼儿偷拿别的小朋友东西的真实原因，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然后根据具体的原因来进行引导，使孩子改掉“偷窃”的习惯。
以下通过介绍一些具体的案例，帮助有“偷窃”行为的儿童走出误区。
（1）因需要得不到满足而引发的“无意偷窃”行为案例李女士是一位大学老师，她有一个非常聪明
听话的女儿灵灵。
有一次李女士带着4岁的灵灵去逛超市，当母女俩推着购物车到付款台时，李女士发现灵灵的两个上
衣口袋被塞得鼓鼓囊囊的，用手一摸，竟然掏出来许多女儿喜欢吃的棒棒糖，这令李女士非常吃惊，
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会干出这种事情来，李女士顿时感到自己对女儿教育的失败，
竟然培养出一个“小偷”来。
分析2—7岁的儿童正处在“自我中心”阶段。
这时的儿童常常认为世界跟自己是一体的。
他们还分不清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什么东西是“别人的”，所以只要是喜欢的，他们就会顺理成
章地将喜欢的东西占为己有。
年龄越小，这种现象越普遍。
在他们的眼中，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能阻止他们拥有它，但幼儿的这种“偷”和成人观念中的偷
有着本质的区别。
所以，在上述事例中，灵灵分不清棒棒糖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因为想吃，所以就拿了，原因很简单
，并没有别的目的，所以，李女士不必对女儿这种“偷拿”行为小题大做，只要抓住这次机会，适时
培养孩子的物品归属观念，使孩子知道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的区别就行了，然后再耐心地向孩子
解释，别人的东西不管多么喜欢都不能不问自取，使女儿形成良好的物品所有权观念。
错误应对◆打骂幼儿，急于给孩子贴上“偷窃”的标签。
有些家长一旦发现幼儿有“偷窃”行为就大惊小怪，以为孩子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更有些家长
不问青红皂白，先把幼儿打骂一顿，再将“偷窃”的标签牢牢贴在孩子身上，以期能够震慑住孩子，
使其不再“偷窃”。
◆袒护，对幼儿的“偷窃”行为视而不见。
有些家长在发现幼儿有“偷窃”行为时，或出于面子的考虑，或由于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于是干脆
认为这种“偷窃”行为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暂时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自然而然消失，因而对幼
儿的“偷窃”行为采取袒护、视而不见的应对策略。
◆让孩子当众认错。
有些家长在发现自己的孩子有“偷窃”行为时，态度比较明确，能够向孩子讲明这种行为的害处，并
要求孩子归还所拿物品，但在归还方式上却要求孩子当众认错，家长以为这样的方式可以给孩子留下
更深刻的教育印象。
事实上，对于一些比较敏感、自尊心较强的孩子来说，当众认错非但起不到教育的目的，还可能使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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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觉得受到了羞辱，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从而产生自卑的心理。
锦囊妙计◆对于年幼的儿童，家长不应使用打骂的方法。
家长应以冷静和蔼的态度，不带威胁色彩地与儿童交谈、问明东西的来源，告诉儿童他想要的东西，
那是属于别人的，并带儿童把“偷”来的东西当面还给别人。
这样，既不伤害儿童的自尊心，又使儿童逐步认识到东西有“他的”和“我的”之分。
◆在家中建立物品归属的规则。
孩子在家时就应该明白哪些东西是爸爸妈妈的，哪些东西是自己的。
不要因为是在家，就纵容孩子爱喝哪个杯子的水就喝哪个杯子的水，爱翻谁的抽屉就翻谁的抽屉。
◆满足孩子合理的要求。
当孩子向家长提出合理的要求时，成人一定不要表面答应孩子，实际却没有采取行动来满足孩子的要
求。
如果孩子的要求一时满足不了，要向孩子说明情况，千万不能哄骗孩子。
当孩子的要求是不正当的需要时，不管怎样家长都不要去满足他，而是要耐心地向他解释，克制住他
的情绪，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培养孩子对“偷窃”行为的厌恶感。
给孩子看一些专题片，教育孩子只要有偷窃的行为就会受人指责，没有好的下场，强化孩子的自尊心
。
◆帮助孩子形成物权所有的观念。
让孩子分清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什么东西是别人的，当想要玩别的小朋友的玩具时，应该先征求小朋
友的意见，别人同意以后再拿过来玩，而且用完以后要及时地返还给小朋友。
◆家长做好榜样。
家长首先要严于律己，不贪小便宜，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如果发现孩子把别人的东西拿回家，应耐心说服，让他及时归还，并告诉孩子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应该
拿。
但家长千万不能当着孩子的面，津津乐道地谈论自己在外面占了什么什么小便宜，这样孩子就会潜移
默化地学到家长的这些坏举动，从而形成了“偷窃”的意识，进而引发了“偷窃”的行为。
（2）因外界压力而引发的“有意偷窃”行为案例1佳佳今年6岁，在林女士眼中一向是一个乖巧聪明的
小男孩。
有一天，林女士发现自己钱包里的钱少了50元，以为自己不小心掉了。
次日下午，当她推门进卧室时，正好看见佳佳正从自己的钱包里往外拿钱，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她抓
住佳佳狠揍了一顿，吓得佳佳一直求饶，甚至惊动了周围的邻居。
冷静下来后，林女士问了佳佳偷拿钱的原因，原来小区里比佳佳大的孩子威胁佳佳定期给他们钱，不
给钱或是告诉大人就得挨打，佳佳不敢告诉老师和妈妈，只能从妈妈钱包里拿钱了。
案例2曹先生无意之中发现儿子偷拿了自己的钱，每次不是5块就是10块，数目不大。
有一次曹先生正好碰见儿子偷拿钱，于是抓住机会，对儿子进行说服教育，问儿子拿了钱都去干什么
了。
儿子乖乖地告诉了爸爸，拿钱是为了买零食分给其他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们都嫌自己小气，从来不给
他们买零食吃。
分析当物质条件很容易就得到满足时，学前期的儿童很少知道钱的作用。
但是，当迫于外界的压力时，他们却学会了偷钱。
所以，即使是他们偷偷拿到了钱，也未必明白钱有什么用。
我们看到案例1中的佳佳偷拿妈妈的钱，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如果不给那些大孩子钱的话，自己就要
挨打；另一方面，佳佳知道偷拿妈妈的钱是不对的，但面对比自己大得多的强势孩子时，佳佳只得屈
服。
如果林女士一直没有发现的话，受敲诈对佳佳来说也是一种苦恼，既不敢跟老师和妈妈说，还得受自
己良心的谴责，整天提心吊胆地活在矛盾之中，这样不利于孩子良好性格的培养，而且容易使孩子变
得内向、孤僻，甚至形成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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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期的孩子还小，他们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自信，当遇到外界威胁时，他们根本不知道也很少会
主动寻求家长的帮助，不敢反抗，大都会妥协。
所以，家长要善于观察孩子的言行举止，及时洞察孩子不对劲的情况，善于跟孩子沟通，帮助孩子用
正确的方式解决问题。
案例2是孩子间的一种攀比行为，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孩子的消费水平往往和家里的收入成正比，因
此家长一定要严格控制给孩子的零用钱，养成孩子良好的消费习惯，使他们懂得钱来之不易，一定要
珍惜，不要因为其他小朋友的几句嘲讽就做出如“偷窃”等不良行为。
这就要求家长要适时、合理地引导孩子，转变孩子的思想，培养其健康的消费观念。
错误应对◆对孩子的行为不管不顾，孩子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顺其自然。
认为孩子还小，拿了钱以后也不会花，过低地估计孩子的接受能力。
◆有些爱占便宜的家长，怂恿自己的孩子去占别的小朋友的便宜，培养孩子贪心的心理，走到哪里都
爱占便宜。
◆时时处处都要求自己的孩子比别的孩子强，不管是在学习还是生活方面，以为零用钱给得多就代表
着家里富裕，不会正确引导孩子消费。
◆帮助孩子寻找敲诈者出气，不让自己的孩子受到欺负，至于自己的孩子去不去欺负别的孩子就不管
了。
◆把孩子送到幼儿园里，教育孩子的事情就是老师的事情了，自己不去操心孩子的教育问题，教育不
好就拿老师来问罪。
锦囊妙计◆做好家—园的沟通工作。
家长要定期和幼儿园取得联系，和幼儿园老师进行沟通，了解孩子在幼儿园中的生活、学习、游戏的
环境是否有利于孩子成长，了解孩子在幼儿园中的表现，是否有异于平常的一些举动。
适当给幼儿园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让孩子在一个和谐、宽松、没有压力的环境中自由成长。
◆适时与孩子沟通，及时关注群体的存在。
在幼儿园中，每个孩子都有和自己要好的、在一起做游戏的小伙伴，家长要经常与孩子沟通，问问他
在幼儿园中和谁玩，都玩了些什么，一旦发现那种以某种利益聚在一起的小朋友，要及时通知老师给
予制止，甚至要通知和联合其他孩子的家长一起处理。
◆培养孩子克制过分需求的能力。
家长要教育孩子，使他们明白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一切东西，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从根本上讲，家长要让孩子从小养成节俭环保的习惯，不要放纵物欲。
◆不要轻易地放过“第一次”。
发现孩子第一次拿别人或家里的钱、东西时，家长不必打骂孩子，但不能不管。
家长要耐心地告诉他：别人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应去拿，拿别人的东西是错误的，是会被别人说、
被人看不起的。
◆让孩子多参加有益的活动。
引导孩子积极参加游戏、体育、音乐、美工等活动，让他们把兴趣和精力放到有益的活动上去，收到
以正除邪的效果。
丰富多彩的幼儿园生活及家庭生活会吸引孩子放弃不良行为，而加入有趣的、健康的集体生活和家庭
生活的行列。
◆培养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
从小就要给孩子上安全课，教会孩子认识身边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坏人坏事、触电失火等情况—
—以及如何应对。
但是，不要让孩子形成消极的价值观，以为家门以外的人都存有坏心。
◆消除“偷窃”行为的诱发因素。
在家庭中，家长把钱管理好，不要随手乱放，一般的孩子就不会养成顺手“拿”钱的坏习惯。
（3）因不懂交流而引发的偷窃行为案例小强是一个患有多动症的孩子，在生活和学习上和其他的小
朋友都有差异，如果让他看见一面镜子，他就会一直对着镜子扮鬼脸，而且发出一系列恐怖的声音。
在学校上课时，他会不断地摇晃桌子和椅子，严重时会冲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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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妈妈忽然看见小强从自己的钱包里往外拿钱，妈妈当场制止了小强的这种行为，并且对小强
进行了情感教育，告诉他自己对他的期望，他有什么要求可以向妈妈提，不能私自“拿”妈妈的钱。
小强说拿钱的原因是班上组织为灾区捐款。
妈妈听后表扬了小强有爱心，但是教育他不能不跟妈妈说就私自拿妈妈的钱，只要是正当的理由，妈
妈会理解的。
分析由于小强是一个患有多动症的孩子，家长对他的要求自然不会像其他的家长对孩子那样严格。
在大多情况下，家长还是会宽容对待自己存在特殊问题的孩子的，毕竟自己的孩子有异于其他的小朋
友，但是家长也绝对不能放纵孩子。
首先要搞清楚小强拿钱的原因，为什么要拿钱，拿了钱之后去干什么。
也许有的孩子是出于一时的好奇去拿的，并没有乱花；有的孩子是为了引起家长的注意才去拿的，拿
了之后父母才会关注自己；也不排除有的特殊儿童为了和别的小朋友进行攀比的情况。
所以，家长要找出孩子拿钱的真正原因，合理地进行教育，严重者还可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让专家
引导孩子走出误区。
错误应对◆对孩子采取消极的态度，反正孩子已经是特殊儿童了，还去管他干吗，即使是管了也不会
听的，还去费那口舌干吗。
◆把孩子关在家里，只要外人不知道、不丢脸就行。
◆家长持有侥幸心理，也许孩子只是玩玩而已，下次孩子就不会拿了，家长没有抓住机会对孩子进行
教育。
锦囊妙计◆更新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
家长不要以为孩子拿别人的东西或者“偷”家里的钱就是品德有问题，就应该进行训斥，也许还有其
他原因，如拿钱是为了帮助家庭有困难的孩子等。
◆对孩子有信任的态度。
要相信孩子不会撒谎，如果毫无根据地乱怀疑，只会伤害孩子脆弱的心灵，使孩子更加孤独和无助。
◆给予特殊儿童更多的关注。
家长要定期与孩子进行沟通，了解孩子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必要时给孩子找一个特教助理，可以随
时陪同孩子。
◆对特殊儿童采取奖惩的方法。
对于说服教育以后改正的孩子，家长要给予满足其适当要求的奖励，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孩子给予适
当的惩罚，让他们知道那样做不对。
◆求助心理医生。
对于屡次沟通教育都毫无起色的特殊儿童，家长可以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让专家对孩子进行合理的
引导，家长要学会用一些科学的方法适当鼓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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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幼儿问题行为的识别与应对(家长篇)》是写给幼儿家长的育儿指导书，对幼儿教师也有一定的参考
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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