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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父母必须从单一、枯燥的说教，向与孩子相互沟适、平等交流转变；从重智育轻德育的现状，向注重
提高孩子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转变一方面。
父母要创建一个有利于孩；手健康成长的良好家庭环境，培养孩子好性格好习惯，让孩子感受到爱，
身心健康地成长；另一方面，父母要解放思想，给孩子自由的成长空间，让孩子的心灵和梦想自由地
翱翔，只有两者兼顾，孩子才能更健康地成长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关爱孩子>>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爸爸妈妈要和孩子一起长大　把欢乐带回家  　爱他就去拥抱他　去和孩子一起做游戏　向孩
子袒露真实的自己　让孩子懂得爱、珍惜爱、学会爱  　播下善良的种子　用爱和理解打开孩子的心
灵　陪伴孩子的时间永远都不要嫌多  第二章  如何与孩子进行巧妙的沟通　和孩子交流时要弯下腰来
　营造民主对话的家庭气氛　父母愿意倾听，孩子才愿意倾诉　用心听，但不急于判断　倾听孩子对
世界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梦想　具有童心的父母最可爱　反叛与对抗是孩子成长的必然阶段　当心对孩
子的语言伤害　与孩子一起分享你的喜怒哀乐  　孩子的命运、成长方向取决于他的家庭环境第三章  
不怕犯错，就怕不改　要敢于接受孩子的“出格”　嫉妒心理会影响孩子人格的发展  　脾气越大，
调节能力越小　对待叛逆，堵不如疏　用自信来改变孩子的厌学　虚荣是一切污点之源　从发脾气到
牛脾气　别让孩子养成输不起的心态　用合理的规则让孩子学会自控　让孩子自觉走向正途第四章  
孩子的情商不容忽视　孩子择友问题是对父母的考验与挑战　培养孩子与人合作的能力　分享不是失
去而是互利　孩子的礼貌待客和文明做客　维护好孩子和老师的关系　让孩子学会正确处理冲突　从
自我为中心到角色转换　鼓励孩子去人际交往第五章让孩子的心灵软着陆　心灵的成长比身体的成长
更为重要　父母的成就在于发现和探究孩子成长的规律　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消除让孩子自卑的消
极情感　不要把孩子封闭于狭小的环境中　教育的奥秘在于坚信孩子“行”　从对动物的态度，学会
对人生的态度　陪孩子走进大自然第六章  孩子的自信是父母给予的　善言结善果，恶言结恶果　去
做你和孩子都想去做的事情　巧用激将计　在温和的探讨中点拨孩子　尊重孩子的努力　让孩子喜欢
并接受自己　及时称赞孩子做对的事情　给予孩子足够的尊重和信任　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第七章  
有一种成长叫做挫折　让孩子体验错误行为的自然后果　遭遇挫折更能使孩子清醒　给孩子一个体验
失败的机会　消弭孩子面对记忆力弱时的挫败感　让孩子知道自己也拥有很多让别人羡慕的地方  　
让孩子知道，任性的行为是不受欢迎的　让你的孩子正确地认识挫折　让孩子自己把握与异性交往的
分寸　正确对待孩子的追星行为　早恋面前做开明的父母第八章  想要孩子宽容，先要宽容孩子　允
许孩子以更多元的方式发泄　高压只会让孩子选择逃避　耐心对待孩子的问题　允许孩子争辩　原谅
孩子的错误和不完善　对感受要宽容，对行为要严格　允许孩子直接对父母表达自己的情绪和不满　
要用一颗宽容的心去对待孩子　最好的教育不是耳提面命第九章　培养孩子责任心的方法　要孩子知
道，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培养孩子的责任心　让孩子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　在家庭中培养孩子最
基本的责任感　让孩子在家务劳动中体会到责任　“富”孩子也要早当家　扮成弱者让孩子学会关爱
　给孩子独立的机会　独立，让孩子活得更精彩　让孩子学会自己去生活　别给孩子太多的呵护第十
章  爱他，就给他自由　尊重孩子隐私，释放自由空间  　如果没有秘密，那么孩子永远不能长大　放
开手看着孩子进行每一次新的尝试　要有意识地给孩子留出一块自由自在的私人空间  　给孩子表达
的时间和空间　孩子，你自己来作决定吧　打开孩子身上的枷锁　让孩子相信自己一定行　寻找机会
让孩子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　为孩子的每一个成功而喝彩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关爱孩子>>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爸爸妈妈要和孩子一起长大把欢乐带回家野蛮产生野蛮，仁爱产生仁爱，这就是真理。
待儿童没有同情，他就变得没有同情心；而以应有的友情对待他们，就是培养他们友情的最好手段。
——斯宾塞家庭就是一个组织，每个成员都是构成这个组织的个体，如果每个人都带一些快乐回家，
家里自然就充满笑声。
相反，如果每个人都携不快回家，那么家庭中肯定会是乌云密布、雷电交加。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让人们回家时“报喜不报忧”，家庭中的成员应互相分享快乐，也应互相分担忧
愁，这是家庭之所以被称为家庭的原因之一。
但分担的意义是通过沟通来达到的，而不是整天板着脸，将心中的怨恨毫无理由地扔给其他人，或是
总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
汤姆斯一家已连续10次获得“温馨家庭”的光荣称号，为此，美国《联合早报》的记者决定去采访他
们一家，试图揭开汤姆斯一家多次获奖的秘密。
当记者准备敲响汤姆斯家的大门时，突然发现门上刻着一行醒目的大字： “进门前，请丢掉烦恼；进
门后，带快乐回家。
”记者凝视着这一行字，细细品味一番后，便转身离开了，因为答案早已在他心中了。
作为父母应该为孩子营造一种快乐的家庭氛围，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责任。
营造这样的气氛不一定非要有太多的钱，也不要求父母有多高的学历，它完全是个人可以主宰的。
下面是一份关于家庭气氛对孩子是否适宜的经验，父母可以对照着看一下。
家庭氛围与下述的情况符合得越多，就与孩子生活的理想气氛越接近。
 第一，一家人中不管谁说话，其他人都会认真地倾听；第二，家庭成员当天去哪里和回家的时间，一
家人大致彼此知道；第三，父母不在孩子面前争吵；第四，孩子对父母有礼貌；第五，无论谁生病，
全家都关心；第六，孩子大致知道父母的工作内容和家庭的收入情况；第七，父母常常为自己的孩子
感到骄傲；第八，全家人经常在一起玩扑克之类的游戏，或者一起参加体育活动；第九，父母大致了
解孩子的朋友，以及他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情况和与教师、同学的关系等情况；第十，家里没有“到
那边去”、“吵死人了”、“去问你妈(爸)”等简单话语；第十一，家中每人都习惯用日常的问候语
，如“我走了”、“我回来了”、“再见”等；第十二，孩子对父母的职业及人格表示认同，并尊重
自己的父母；第十三，家人没有那种电视机开着没人看的习惯，也没有一家人没完没了地坐在电视机
前的习惯；第十四，家里准备装修房子或是买大件的生活用品时，全家人在一起讨论，每个人都可以
发表自己的意见；第十五，当关系亲密的朋友来家做客的时候，全家人都能聚在一起表示欢迎。
父母如果想为孩子营造一种快乐的家庭氛围，需要做到以下5点。
第一，理智。
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碰到让自己感到不愉快的事情时要克制自己的冲动，不要任其发泄。
如果实在不能保持常态，可以自己单独待一会儿，待能够冷静地表达自己遇到的问题时再来解决这个
问题。
第二，平等。
家庭是一个整体，家中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有知情权。
中国的父母大都喜欢把爱埋在心里，喜欢含蓄，但是如果我们不说出来，又怎么能让孩子理解和体会
到呢？
因此父母不能把爱只埋在心里，应该把它放在嘴上。
如果有工作上的快乐或烦恼时，建议父母讲给孩子听，不要认为孩子太小，理解不了，或是怕孩子伤
心而不想让他知道。
父母这样做是出于对孩子的爱与保护，结果却事与愿违，孩子会始终觉得自己游离于家庭之外，家里
的事都不知道，会有一种孤独感。
因此，父母应该保证家庭成员之间的真正平等的关系，不因年龄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区别对待，家
庭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第三，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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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之间要互相激励，各自设立一些目标，当其中一个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时，其他成员要给予
祝贺和鼓励，全家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气氛。
第四，开放。
家庭成员之间可以很开放地谈自己的想法，父母尤其要鼓励孩子发表自己的意见，说错了也没有关系
。
只有这样，家庭成员之间才不至于积下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一个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其他的人才
能够很好地理解他，真正达到一种默契，成为心心相印的一家人。
第五，带快乐回家。
父母如果在外边受到了苛责，不能把对别人的怨气和自己的委屈全都发泄在家人身上，比如，无端指
责女儿乱翻东西，儿子弄坏了电视。
正确的做法是心平气和地告诉家人自己在工作中出错了，受到了上司的批评，请家人帮自己出主意。
这样，家人就能够体谅我们的心情，千方百计地开导我们，让家中很快充满了快乐、幸福的笑声。
　　爱他就去拥抱他拥抱可以让人更年轻、更有活力，并能让家人之间更亲密。
常常拥抱你的孩子，能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让他们变得更坚强。
——赫洛德·傅斯有调查表明，有70％的孩子喜欢父母的拥抱，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认为人的一生都需
要父母的拥抱。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皮肤饥饿感”，在父母和孩子的众多接触中，抱着孩子与搂着
孩子的肩膀最能使孩子产生强烈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父亲宽广的肩膀是孩子力量的源泉，母亲韫柔的怀抱是孩子心灵停泊的港湾。
 当孩子还是一个婴儿时，父母整天将孩子抱在怀中，当孩子蹒跚学步时，父母不时抱起他以赞赏他每
一天的进步。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父母的臂膀就不再属于孩子了。
有些孩子为了得到父母的拥抱，会腻在父母面前反复地纠缠，他会用一切办法希望“投进妈妈的怀抱
”。
拥抱孩子不需要特殊的方法，从什么时候开始都是恰当的，关键是要行动，要伸出我们的臂膀。
拥抱孩子是一种良好的亲子沟通方式。
研究显示，婴儿期缺乏拥抱，孩子爱哭、易生病、情绪易烦躁；就算渐渐长大成人后，他们仍然需要
这种身体的“支持”。
拥抱孩子是告诉他们，无论什么时候，不管孩子犯了多大的错误，父母对孩子的爱都不会变。
在不少家庭中，孩子的一天始于父母的唠叨指责之中：“你怎么搞的，这么慢吞吞的。
”“你怎么只吃这么一点？
”“你到底是缺了哪条筋，丢三落四的。
”⋯⋯这些情绪化十足的负面言语，只会让孩子不舒服，从而影响他一天的情绪。
傍晚回家了。
见到孩子，很多父母会边干家务边机械地问：“今天在幼儿园(学校)过得好不好？
”孩子的回答也一样的干脆：“好！
”他实际上是拒绝了你的询问，因为他觉得你并不重视他。
其实，即使孩子做错了事，或是任性、发脾气，也不妨先给他一个拥抱，让孩子在你的拥抱中稳定下
来，然后再说一些你想说的话，“刚才你的书还在沙发上，装上了吗？
”“我们一起抓紧时间，这样就不会迟到了。
”⋯⋯这时哪怕你在唠叨，孩子也乐意接受。
美好而快乐的一天便由此开始。
拥抱是一种力量，它是父母借着身体的接触来告诉孩子，我们永远爱你。
这种爱将变成孩子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只要你行动了，你就会惊喜地发现，原来拥抱是不需要学习的世界通用语言。
什么时候孩子更渴望拥抱呢？
早晨第一次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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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手头有多忙，请放下手里的一大沓报纸或水淋淋的青菜或正在移动的鼠标，给孩子一个热烈的
拥抱，这会让孩子有“家”的感觉，他会觉得你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他的身上，从而乐意与你分享他的
快乐和烦恼。
“你看起来很高兴，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
”这是拥抱孩子后常说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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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爱孩子》观点：拉紧孩子的左手，是父母的责任，也是为了让孩子在成长中少走弯路，放开孩子
的右手，同样是父母的重要职责，让孩子活出自己的精彩。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关爱孩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