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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Q和IQ，对于孩子的一生，两者缺一不可；情商教育和智商教育完美结合，有计划地因材施教，才
能培养出精英的孩子。
    只拥有高情商的孩子不一定成功，只拥有高智商的孩子也不一定成功，但是如果同时拥有高情商和
高智商，孩子的人生一定会成功。
    在13岁以前，孩子的情商和智商可以通过教育、食物、运动以及营造富有启发性的环境来获得快速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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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情商与智商有什么不同第一章 情商EQ，父母不得不知的秘密情商教育是一个近几年才提出来
的相对智商而言的心理学概念。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古尔曼认为：“情商是决定人生成功与否的关键。
”而孩子的情商培养，很.大程度上和父母息息相关。
呼吁关心孩子教育的父母们：请用你们的手为培养孩子的情商助一把力！
解开情商的神秘面纱亲爱的父母们，你了解“情商”吗？
你知道“情商”的培养对孩子的一生来说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吗？
你也许听过情商这个名词，但是不了解其真意；你也许知道一些情商的内涵，但是不清楚情商对于为
人父母者在教育子女上有何作用和价值。
如果此刻你碰到一些来自教育孩子的困扰，那你就必须来学习情商教育。
“情商”(英文emotional quotient，简称EQ)，又称“情感智力”，由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戈
尔曼的《情感智力》一书最先提出，并且很快风靡全球。
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常常遇到这些问题，比如：孩子因考试失利而焦虑；孩子因为得不到
不必要的零食而闹情绪；孩子早恋时开始与父母疏远等。
父母对这些是不是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来处理？
先问家长们几个问题：你的孩子心态如何？
 心理控制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如何？
孩子面对人生挫折和困难时是否有足够的韧性和弹性？
孩子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吗？
孩子自我内省的能力够不够敏锐？
孩子人际关系、与人合作的意愿如何？
⋯⋯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EQ教育中找到。
EQ这个名词看似很新鲜，但其内容却是过去我们所知道的了解自我、人际沟通、情绪管理、同理心等
能力。
换言之，正是我们中国人为人处世的能力。
3～12岁是孩子情商培养的最佳时期，错过这个时期，对于孩子一生的情商发展有不利影响。
现在不少孩子在家庭和学校中表现出了情商方面的种种问题，例如：性情孤僻，不合群，不愿与其他
的孩子相处；娇生惯养，自私，事事不让人；随便打人，骂人，说脏话，不懂得团结友爱；注意力不
集中，自控能力极差；情感淡漠，责任心差；看到别的小朋友做了错事，不是劝告、帮助，而是去告
状：见别的小朋友跌倒就哈哈大笑，没有同情心，不懂得帮助别人；绘画时反复涂画，又反复用橡皮
擦，缺乏自信；看到老师批评别人，表现出幸灾乐祸和解恨的情绪；当出现这些问题时，有的家长束
手无策，有的家长简单地以批评、惩罚和管束来解决，不懂得以科学的眼光来识别，以科学的方法来
教育和诱导。
对于成年人而言，EQ能力基本成形，不是不能改变，而是不容易改变。
但对孩子而言，从小慢慢地培养，却是大有可为。
目前，虽然我们很难去测量孩子完整的EQ，但是许多有识之士对于孩子的人格特质、自我观照智力、
社会智力、人际智力等方面的关注，都可以说明一件事：父母们！
多重视孩子除了功课成绩以外的能力吧！
 为什么EQ是决定孩子一生的关键 现在很多家长为了孩子不惜拼命工作，但在他们的教育观念里，却
认为只要给孩子吃好、穿好就可以了。
家长一旦忽视了情感的沟通与教育，就很难不让孩子产生孤独感，逐渐变得叛逆，甚至犯罪。
而且现在的家庭几代人都同时宠爱一个孩子，造成孩子心中至高无上的优越感，也使他在与朋友、同
学的交往中颐指气使，导致没有要好的朋友，从而陷入孤独。
里里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企业老总，事业有成；母亲是电子工程师。
夫妻俩从小重视培养孩子的智商，却忽略情商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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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里里虽然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但是性格狂躁易怒，也没有任何朋友。
由于一直跟父母生活，他的问题似乎也就不是什么问题，可是走进大学集体宿舍，里里的性情依然如
故：随意拿别人的床单擦自己的皮鞋；到自己的上铺取东西，不脱鞋就踩下铺的床单。
一天，同学实在看不下去说了他几句，他竟然大发雷霆拿起桌上的水果刀就扎进了同学的肚子，虽然
及时抢救没有造成生命危险，可是里里却受到了勒令退学的严惩。
其实像这样的“问题孩子”还有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也难怪现在很多家长都反映孩子越来越难管教了。
为什么现在的“问题孩子”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父母们对孩子情商教育的疏忽和落后！
不久前的新浪新闻中有这样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位下岗母亲合辛茹苦让孩子读书，高考时这个孩子以
六百多分的高分被北京一所知名大学录取；母亲高兴坏了，好不容易凑到了孩子的学费。
可是孩子到学校后就忘了母亲，每次母亲打电话、发信息给他，他都会以“忙”为借口，或廖廖数语
，或置之不理。
母亲担心孩子在学校可能不太适应，就四处向亲戚借钱。
之后，千里迢迢赶到北京。
可孩子见到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来了？
你来干嘛？
”他甚至怕同学看到自己“寒酸”的母亲，硬把母亲推到车站。
妈妈在车上隔着车窗对孩子说：“孩子，以后你一定要记得给妈打电话，你打一次，妈给你100块钱！
”这个孩子就是当代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
我们可以质疑，这样的“人才”即使他能出国留学，能考上了研究生、博士，但是情商如此之低，连
最基本的做人准则都不明白，到社会上会有所作为吗？
！
所以，老师、家长都要在小时候密切注意对孩子的情感、情绪及心理教育。
80％～90％的孩子智力都是不相上下的，但是现在学校的教育模式都是发展智力的“知’’觉教育，
经常以分数的高低来衡量孩子的好与坏，缺少了感恩教育等综合素质的“感”觉教育。
EQ教育，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每一个父母都要有以身作则的教育观念。
父母首先应该做到正直，不说谎。
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父母平均要在孩子成年之前，向他们撒3000个谎言。
比如：“圣诞节会有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你是被妈妈捡来的”，“看电视时间太长会使眼睛长
成正方形”等。
是故意也好，是为了回避尴尬的局面也好，这些谎言父母都会随口而出。
如果大家以为，这些谎言根本没什么，都是善意的谎言，应该对孩子没什么影响。
那我们来做个假设，如果你问孩子昨天的家庭作业为什么没有做，孩子的回答是：作业被大灰狼叼走
了。
你有何感想呢？
不要以为你的孩子什么都不懂，在他逐渐长大以后，孩子会认为你是个骗子，以致逐渐对你失去信任
感。
而且更严重的是，你会让孩子以为说谎并不坏。
 其次，家长应该是孩子“坚守诺言”的榜样。
一位平时工作繁忙的父亲，去纽约拜会朋友，那几天，也正好赶上女儿学校放假。
他已经安排周末去陪女儿游览纽约。
可是在这期问，他最好的朋友邀请他周五晚上到美国富人集聚的长岛鱿鱼湾赏夜景。
他思索了一下，并婉言谢绝：“因为我已经跟女儿有约在先，所以决不可以让她失望。
”后来，他女儿说，自己一生中最尊敬的人就是父亲，因为父亲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候，没有食言。
请你回想一下，是否有曾经答应过孩子之后，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搪塞，最后没有遵守诺言的事？
比如“如果这次考了90分，爸爸就带你去旅行”，或者“十天后给你买那本课外书”等，最后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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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
如果此类的事情经常反复发生，那么孩子就会逐渐对父母失去信任感。
言行不一会让父母失去威信，进而会严重影响家庭教育的顺利实施。
试想，如果父母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却做不到，孩子以后怎么会听从父母的教诲呢？
如果没有履行承诺，最好的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和孩子说明理由，并且道歉。
不要以为轻易取消与孩子的约定都很无所谓，这样的观点一定要从大脑中清除。
一定要记住：对孩子的承诺更需要做到一诺千金，更应该坚守。
除此之外，家长还应该有“与孩子成为朋友”、“夫妻间也要讲究礼貌”、“经常与朋友沟通”、“
孝敬父母”等教育观念。
父母EQ自测在做这个测试之前，首先要告诉父母的是，这个测试的目的在于，为你提供一些有用的信
息，使你更好地培养高情商的孩子，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1.你是否愿意让孩子知道家皇或者来自其他方面的一些危急问题？
A.愿意 B.不愿意分析：许多家长会认为，不管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都不应该告诉孩子。
他们认为孩子还小，还没有这么大的承受能力。
但是大多数心理学家却认为，父母不应该这样，因为即使孩子的年龄尚小，但是孩子却比大人们想象
的要坚强得多，他们能从对问题的真实解释中获益。
2.你会公开在孩子面前谈论自己在工作或者其他方面的失误吗？
 A.会 B.不会分析：如果你经常在孩子面前隐藏自己的过失，那么他们对你的想法和期望就会过高。
所以，为了让孩子对你的想法和期望更加贴近实际，必须让他们学会同时接受父母的优点和缺点。
3.你的孩子每周看电视的时间超过12小时了吗？
A.是 B.不是分析：大多数中国孩子每周看电视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12小时，有些甚至超过了30小时
，比如上幼儿园的小孩，或者学习时间还不是很多的小孩。
如果“电视癖”过于严重，会对孩子的视力和身体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含有暴力内容的电视节目更是大问题(包括深受小孩子们欢迎的“奥特曼”)，因为它们对那些不能控
制自己情绪的孩子非常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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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Q+IQ,(0-12)岁精英孩子培养计划》：EQ与IQ一起培养，才能成就孩子的完美人生。
“情商”反映了孩子在情感、情绪方面的自控和协调能力。
“智商”决定了孩子的注意力、逻辑思维、判断力等。
每个孩子都有一对伴随他成长的隐形翅膀，一边是情商，一边是智商。
成功的家庭教育＝EQ教育＋IQ教育。
情商EQ决定孩子是否幸福，智商IQ决定孩子是否聪明。
家庭教育一定要同时重视EQ和IQ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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