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儿童智力方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儿童智力方程>>

13位ISBN编号：9787512702707

10位ISBN编号：7512702701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中国妇女

作者：区慕洁 编

页数：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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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儿童智力方程>>

前言

前言本书于1998年出版，至今已有13年了。
13年间多次修订再版，在中国大陆已出版发行了数十万册，即使在偏远地区，有孩子的家庭都能很容
易地找到这本书，按照本书的训练方法成长起来的宝宝不计其数。
本书在1999年荣获中宣部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同年台湾地区大树出版社购买了繁体字版权
，在台湾地区出版。
此次修订的全彩典藏版，保留了作者原创的部分，删除了陈旧的知识，将文字内容图片化，更适应80 
后父母的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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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著名儿童教育专家区慕洁主编，是一本优秀的寓教于乐的科学益智指导书。
本书按照宝宝的不同月龄设计了大量的游戏和训练，使宝宝按照大脑发展的规律得到适宜的锻炼，在
最适当的时期学到应会的本领，从而开发宝宝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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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区慕洁，我国著名早教专家，中国优生科学协会理事。
1951年毕业于北京协合医院师资班，1959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医疗系。
曾从事儿科临床工作三十多年，后致力于婴幼儿智力开发的研究与探索。
1990年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赞助项目“儿童综合发展社区服务”的课题研究，跟踪研究了数千名0
～7岁的儿童，取得了大量的我国儿童生长发育的第一手资料，结合国内外最新的早教理论，研发出
符合中国儿童智力发育特点的早教启蒙方案。

　　1996年主持中国教育电视台《万婴跟踪》“家庭课堂”及“宝宝乐园”栏目，常年担任多家育儿
杂志的咨询专家。
主编出版了《中国儿童智力方程》《中国儿童游戏方程》《区慕洁0～1岁婴儿养育权威指导》《区慕
洁1～3岁幼儿养育权威指导》等深受读者欢迎的图书。
其中，《中国儿童智力方程》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其早教理论和早教方法深深影响了一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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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0～1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
聪明宝宝成长记录
体格发育记录
心智发育记录
智力启蒙课堂
读懂宝宝的哭声
吃奶是适应环境的第一课
专心喂奶，母子情深
让宝宝伴着美妙的音乐入睡
让宝宝学会握物
学习俯卧抬头
练习迈步行走
练习注视和追视
引导宝宝主动发音
识把是一种条件反射
会笑的宝宝更聪明
智力启蒙，爸爸一起来
智力发育测试
大运动能力测试
精细动作测试
认知能力测试
语言能力测试
交往能力测试
自理能力测试
测试结果记录
第二章 1～2 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
聪明宝宝成长记录
体格发育记录
心智发育记录
智力启蒙课堂
帮助宝宝形成昼夜规律
母乳喂养使宝宝更聪明
帮助宝宝发现自己的小手
让宝宝伴随音乐舞动起来
每天给宝宝做被动操
观察宝宝喜欢看什么
咿呀叫唤和笑出声音
及 时回应宝宝的哭声
智力发育测试
大运动能力测试
精细动作测试
认知能力测试
语言能力测试
交往能力测试
自理能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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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记录
第三章 2～3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
聪明宝宝成长记录
体格发育记录
心智发育记录
智力启蒙课堂
饮食和睡眠更有规律
继续练习俯卧抬头
学习翻身90°
从无意活动到有意活动
不要包住宝宝的小手
练习拍打吊起的玩具
练习用声音应和作答
多让宝宝照镜子
智力发育测试
大运动能力测试
精细动作测试
认知能力测试
语言能力测试
交往能力测试
自理能力测试
测试结果记录
第四章 3～4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
聪明宝宝成长记录
体格发育记录
心智发育记录
智力启蒙课堂
练习仰卧拉坐
俯卧用手撑起上身
多让宝宝看运动的物体
进行手眼协调训练
练习发出辅音
和宝宝玩藏猫猫
智力发育测试
大运动能力测试
精细动作测试
认知能力测试
语言能力测试
交往能力测试
自理能力测试
测试结果记录
第五章 4～5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
聪明宝宝成长记录
体格发育记录
心智发育记录
智力启蒙课堂
及时为宝宝补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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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180°翻身
练习用腿踢吊球
练习扶腋蹦跳
练习用手够取吊球
教宝宝认识第一种物品
听声寻找落地之物
宝宝开始怕生了
了解宝宝夜哭的原因
智力发育测试
大运动能力测试
精细动作测试
认知能力测试
语言能力测试
交往能力测试
自理能力测试
测试结果记录
第六章 5～6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
聪明宝宝成长记录
体格发育记录
心智发育记录
智力启蒙课堂
让宝宝尽快进入深睡期
让宝宝练习咀嚼
让宝宝练习俯卧打转
练习对掌握物和传手
给宝宝唱动作儿歌
继续练习发双辅音
学习用手指物
理解宝宝的怕生心理
用动作表示大小便
智力发育测试
大运动能力测试
精细动作测试
认知能力测试
语言能力测试
交往能力测试
自理能力测试
测试结果记录
第七章 6～7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
聪明宝宝成长记录
体格发育记录
心智发育记录
智力启蒙课堂
继续补充含铁食物
宝宝能坐稳了
学会连续打滚
握住并敲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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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宝宝玩寻宝游戏
开始为宝宝立规矩
鼓励宝宝用手势表示语言
学习从杯中喝水
智力发育测试
大运动能力测试
精细动作测试
认知能力测试
语言能力测试
交往能力测试
自理能力测试
测试结果记录
第八章 7～8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
聪明宝宝成长记录
体格发育记录
心智发育记录
智力启蒙课堂
合理营养，促进智能发育
开始学习匍行
学习使用食指
认识第一个身体部位
继续玩寻宝游戏
学习坐盆大小便
智力发育测试
大运动能力测试
精细动作测试
认知能力测试
语言能力测试
交往能力测试
自理能力测试
测试结果记录
第九章 8～9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
聪明宝宝成长记录
体格发育记录
心智发育记录
智力启蒙课堂
练习用手膝爬行
练习扶物横跨
用姿势表示语言
发展听语言能力
学习称呼亲人
听声音拿玩具
学认第二个身体部位
开始学习用勺子
练习配合穿衣
智力发育测试
大运动能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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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动作测试
认知能力测试
语言能力测试
交往能力测试
自理能力测试
测试结果记录
第十章 9～10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
聪明宝宝成长记录
体格发育记录
心智发育记录
智力启蒙课堂
练习用手足爬行
练习蹲下捡物
拉手学走
用拇指、食指捏取
学认不同的手指
练习抓绳取环
听音乐、转手腕
多和小朋友一起玩
双手捧杯喝水
智力发育测试
大运动能力测试
精细动作测试
认知能力测试
语言能力测试
交往能力测试
自理能力测试
测试结果记录
第十一章 10～11 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
聪明宝宝成长记录
体格发育记录
心智发育记录
智力启蒙课堂
盖杯盖、玩形板
学认一物一图
开始学认汉字
小球去哪里了
用食指表示“1”
理解宝宝的依恋情绪
品尝不同的味道
智力发育测试
大运动能力测试
精细动作测试
认知能力测试
语言能力测试
交往能力测试
自理能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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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记录
第十二章 11～12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
聪明宝宝成长记录
体格发育记录
心智发育记录
智力启蒙课堂
科学断奶，确保营养供给
练习站稳
和宝宝一起玩推球
让宝宝爱上涂鸦
继续练习捏取
扩大宝宝的认物范围
分清大小，为瓶子配盖
学装手电筒
模仿动物的叫声
听儿歌做动作表演
学戴帽子
智力发育测试
大运动能力测试
精细动作测试
认知能力测试
语言能力测试
交往能力测试
自理能力测试
测试结果记录
第十三章 先天优势的早期发现和培养
培养音乐小天才
天资与环境
音乐能力的类型和表现
儿童早期音乐素质的表现
培养绘画小天才
培养运动小天才
错误的育儿方法
体能良好的早期表现
培养语言小天才
培养数学小天才
培养心灵手巧的孩子
婴儿手技巧的培养
折纸与剪贴
编织、缝纫和做木工
烹饪
自制玩具
第十四章 早期异常与干预
视力缺陷
听力缺陷
造成听力障碍的原因
听力障碍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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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治疗
预防
单项落后与全面落后
婴儿期（0~12 个月）单项表现不足
脑性瘫痪的早期发现和矫治
附录 婴儿益智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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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0～1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智力启蒙课堂学习俯卧抬头出生第7～10天，当宝宝学会听声
转头时，要学习俯卧抬头。
让宝宝趴在床上，大人用花铃棒在孩子头顶的方向逗引，使宝宝抬起眼睛看，逐渐地宝宝的头会抬起
，整个脸都离开床铺。
每天能有1～2次这种练习是十分必要的。
宝宝趴在床上不会憋着，因为他的头能左右转动，把鼻子让开。
每天练习，宝宝的头会越抬越高，便于看到躺着看不到的东西，而且换换姿势免得背部长久受压。
趴在床上的宝宝以后手的够取、坐起和爬行都学得快。
第二章 1～2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智力启蒙课堂帮助宝宝发现自己的小手两个月的宝宝开始对手感兴趣
，让宝宝戴上一个彩色的大手镯，或者在手上包一条花布，吸引他看自己的手。
宝宝看着自己的一双会动的小手，感到十分新奇。
刚出生的宝宝手的活动有限，一般只能在身体两侧活动，这个月宝宝的双手能达到胸前，眼睛能看到
手，这就有了进步。
宝宝还会握住花铃棒或将笔杆放入口内。
如果用蜡烛包捆着，或衣袖太长就会失去这种可能性。
眼睛能看到手是手眼联系的第一步。
第三章 2～3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智力启蒙课堂练习用声音应和作答宝宝会模仿发音，这个月宝宝会发
出“咿咿呀呀”的双元音，叫唤更加自如，乐意与人对答。
在宝宝“咿啊”自语时，妈妈与宝宝主动交流，可提高宝宝发音的兴趣，并模仿大人的口形发出不同
的元音。
此时宝宝容易发笑，喜欢与人交往。
在户外见到同他逗乐的大人会同人笑，并发出声音同别人玩，不过他不肯让生人抱。
如果由奶奶或照料人抱时，一旦看到妈妈回来就会用身体投向妈妈怀中；如果爸爸经常同他玩耍，爸
爸下班时他也能投入爸爸怀中。
有时妈妈不能马上抱他，他会“咿呀”大声叫，表示要妈妈抱。
在玩耍时也会因快乐而大声叫，或者因拿不到玩具而大声叫人帮忙。
叫唤已成为他要求帮助的方式，即是语言前的声音示意。
家长应多给宝宝创造机会，让他练习多个元音和拉长的元音或双元音，用声音去应和作答，也可录音
留念。
第四章 3～4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智力启蒙课堂和宝宝玩藏猫猫这是婴儿最喜欢的游戏，无论古今中外
的婴儿都会玩这个游戏，从4个月到1岁半经常重复玩这个游戏，宝宝会非常快乐。
第一次最好是用一条大手帕蒙住妈妈的脸，妈妈问宝宝：“妈妈呢？
”宝宝正在奇怪妈妈到哪里时，妈妈扯去手帕露出脸来会使宝宝十分高兴。
如果妈妈蒙着脸而不说话，宝宝会因为妈妈不见了而大哭起来。
因为宝宝只知道看见的东西，以为看不到就是没有了，他不能忽然失去正在同他玩的妈妈。
在扯去手帕时，为了引起宝宝的惊奇，妈妈可以叫一声“喵儿”，然后两个人会同时笑起来。
此后宝宝在玩时会动手去抓手帕，使妈妈的脸快些露出来。
个别3个月的宝宝还会逗大人玩，自己藏在被子里然后钻出来，不过还不会适时发出叫声。
有的宝宝会抓毛巾、枕巾蒙脸逗大人玩。
这些孩子刚会走就会替大人干活。
第五章 4～5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智力启蒙课堂了解宝宝夜哭的原因这个月，有的宝宝时常半夜醒来啼
哭找妈妈，这是夜间睡眠延长以来很少出现的怪事。
由于近来宝宝常常到户外玩耍，见到过许多巨大的东西，如大树、高楼、大汽车等，或者妈妈曾抱宝
宝去河边看见一片“汪洋”，又曾去过立交桥黑暗的桥洞，这许多不寻常的印象会留在宝宝脑海中。
在浅睡期的回忆如同噩梦，他会梦到大树枝伸出大手来抓自己，或者大车奔驰过来把妈妈和自己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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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总之，梦境中的情景使他害怕起来。
这时妈妈要赶快将宝宝抱起，安慰几句，只要在妈妈怀中宝宝就能安睡。
如果这时早已不喂奶了，但妈妈仍不放心，只要喂上一回，以后每晚宝宝到时必醒，本来戒去的一顿
夜奶又吃回来，再次戒掉就又要费一番麻烦了。
因此妈妈要了解宝宝的心态，半夜醒来只是害怕而不是饥饿，不必喂奶。
如果爸爸在身旁更容易安慰宝宝，不必再喂就可以继续入睡了。
第六章 5～6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智力启蒙课堂练习对掌握物和传手宝宝会用拇指和其他4个手指共同
握物，能将东西拿稳。
如果他看到桌上还有一块积木，或者大人再给他另一件玩具，他可能会扔掉手中之物再去拿。
大人将他扔掉的东西拿走不还给他，他发现扔掉就会失去，他会想办法不扔。
起初他会将手中之物放在胸前，但身体活动时胸前的东西还会掉下。
最后他会将手中之物放到另一只手中，将物传手是这时期宝宝手技巧的一次进步。
第七章 6～7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智力启蒙课堂开始为宝宝立规矩宝宝在5个月前后会看大人的表情，
知道大人是生气还是高兴。
在这个月他能凭听词汇去理解大人的要求，而抑制自己的动作，例如，当他正在摇响铃铛，或用积木
使劲敲桌子时，大人说“不许敲”，宝宝会马上停止而盯住大人，这说明他听懂了“不许”的意思。
因为在额叶的抑制中枢已经发育成熟，有抑制情绪和动作的能力，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有些家长从来不给孩子看板住的脸孔，不愿禁止宝宝做任何事，认为宝宝太小，不懂事，甚至宝宝打
奶奶的脸也以笑相迎。
宝宝从来不知应约束自己，更不懂得看大人的脸色，一味蛮干，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成为不懂事，
甚至爱打人的任性孩子。
及早让宝宝懂得“不许”，学会约束自己的行为，知道怎样做是许可的，怎样做是不许可的，学会遵
守家中规定是大有好处的。
有些宝宝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会看大人的表情来理解。
宝宝很理解妈妈的心情，如果做对了得到妈妈拥抱、亲吻，或看到妈妈快乐的表情，就会理解自己所
做的符合大人的心愿，得到赞许；看到妈妈失望、生气就知道自己做错了，有时宝宝会挨到妈妈身旁
表示安慰。
宝宝越早听懂或看懂大人的表扬和批评越好，他会慢慢加深印象，知道什么是大人喜欢的，什么是大
人不喜欢的，尽量避免重复大人所不喜欢的事。
然而要想让宝宝懂得这些，首先大人要做出相应的明确表示，使宝宝有规律可循。
有些大人随自己心情好坏做出表示，上次不许干的事这回就许可，上次受表扬的事这回就责备，这样
会使宝宝难以适从。
第八章 7～8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智力启蒙课堂开始学习匍行从第七个月学会连续翻滚以取到东西之后
，宝宝开始学习匍行。
匍行是以腹部为支点，用手向前使劲。
然而宝宝学会在床上打转之后，往往双膝屈曲腿跷起，手在使劲时腿也要帮助。
由于膝盖不能做支撑，腿的劲比手更大，越使劲身体越向后退。
这时父母可以用手把宝宝的脚压下，让宝宝用脚趾支撑地面，推宝宝的足底，让宝宝学习向前匍行。
匍行是很有用的练习，宝宝的手不单支撑体重，而且学习交替向前，有时上身体重落在一个胳膊上，
使每个胳膊都能支持上身体重。
有了这种练习，当提起腹部时，宝宝会用下肢承受腹部以下的重量，而且要学会两个下肢交替支持。
四个肢体要轮流协调地支撑体重，使肢体肌肉发达，为以后有耐力打好基础。
身体不向左右倾倒要靠前庭和小脑协调，同时眼要盯住前方的玩具，耳要注意玩具发出的声音和大人
的指令，使前庭的神经网状组织与视听的神经联系，称为感觉统合。
如果宝宝不学习匍行，前庭系统感觉统合失调，将来会发生学习障碍，如视觉：由于眼球震颤，看书
时会跳行跳字，使孩子阅读不畅；听觉：不能筛选和注意主要声音，听到声音但不能正确反映其意义
，听不懂老师讲话，但对外界声音敏感，故容易分心；四肢肌肉动作平衡失调，会出现坐不住、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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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动作等问题，称为多动。
第九章 8～9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智力启蒙课堂发展听语言能力宝宝能听懂大人在谈论自己，喜欢别人
的称赞，会觉得不好意思或害羞而躲到妈妈身后或躲入妈妈怀中。
同时宝宝也理解别人在批评自己，会表示愤怒，故不宜在别人面前批评宝宝。
在家庭中有时大人之间对话有宝宝在场，可故意诱导宝宝参与，偶然问他一两句话，请他拿出一点儿
玩具或用品，使宝宝感到大人也注意到他，他并未被冷落一旁，这样他就会注意听别人的讲话，从中
学习词句。
要利用一切工具发展宝宝听懂语言的能力，让宝宝看电视，他喜欢看经常重复几句话的广告和天气预
报，让宝宝听儿歌录音带和儿童对话，让他边听边模仿学习，大人也同他一起听，一起模仿，促进听
语言能力的发展。
宝宝不理会别人的谈话，常常由于大人不愿意宝宝听，有时大人说“去，去一边玩，不要捣乱”，所
以宝宝不敢去听；或者家庭不和，时常争吵，闹得宝宝只想躲避，不敢去听。
如果经常如此，宝宝就习惯于自我封闭，谁的话都不敢听，将来老师讲课也不听。
我观察到有些五年级的小学生连老师留什么作业都不知道，老是问旁边的同学，可见他上课时也未听
进去，这种学生不可能学习好。
所以从现在开始要培养孩子专心听别人讲话，鼓励孩子留心别人在讲什么，看别人的表情动作猜他说
的事情，促进宝宝的听理解能力的发展。
第十章 9～10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智力启蒙课堂拉手学走当宝宝能一手扶着家具一手捡到东西时，就
可以学习拉手走步了。
刚开始时宝宝害怕站起来离开固定的家具，此时可以由家长牵着双手学走。
家长可以站在宝宝前面双手牵着宝宝后退着走，让宝宝朝前走；也可以让宝宝在前面，家长站在宝宝
后面牵着双手二人同时向前走。
双手牵着走几回之后，就可以试放一只手，大人牵着宝宝朝前走。
此外还应当间歇地用高凳子和椅子排开每个距离半米左右，让宝宝扶着凳子自己走。
学步车可以使宝宝练习双下肢交替地学走，但它围着宝宝身体，使宝宝的身体倚靠它而自己不去掌握
平衡。
即使宝宝在学步车内走得很快仍无济于事，一旦离开学步车就会失去平衡而倾倒。
在学步车内，如果宝宝摔跤就会引起较重的伤害，所以国外的专家呼吁工厂不要生产学步车，以免发
生难以治愈的伤残。
父母拉着宝宝的手学走到一定程度可拉着小棍或拉着娃娃的一边，宝宝一手拉着小棍或娃娃另一边学
走。
看到宝宝自己能走稳时，大人轻轻放手，仍陪着宝宝走，宝宝一手拉着小棍或娃娃以为大人在牵着便
放心地走。
只要看到宝宝有点不稳时赶快搀扶，不要让宝宝摔倒，以免使宝宝害怕，以后不敢学走了。
第十一章 10～11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智力启蒙课堂理解宝宝的依恋情绪宝宝的依恋情绪比刚学会分清
生人时更加迫切，对妈妈有寸步不离的感觉。
有时妈妈不得不进厨房或作短暂离开，宝宝会大哭不已。
宝宝尤其是不能看到妈妈抱别的孩子，如果看到，宝宝会在妈妈身边拉扯，让妈妈把别的孩子放下而
抱自己。
如果妈妈白天上班，宝宝由奶奶或阿姨照料，照料人抱着别的孩子，宝宝也会照样拉着照料人抱自己
。
所以家庭中不宜经常更换照料人或更换保姆。
新来的人会被宝宝拒绝，宝宝不肯让他喂食，不肯睡觉，会影响健康。
这时宝宝也对自己生活的环境依恋，突然换环境会使宝宝不习惯，寝食不安而致体重不增。
第十二章 11～12个月能力训练与测试智力启蒙课堂扩大宝宝的认物范围宝宝认识事物的范围在本月增
加最快，能认识多种车辆，如大卡车、公共汽车、小卧车、小巴、三轮摩托、马车、人力三轮车、自
行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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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喜欢看建筑高楼用的大吊车、压路机等，宝宝认得吃过和未吃过的图中的水果，认得见过和未见
过的动物和家庭用品，会指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喜欢指肚脐眼、腋窝等部位。
宝宝会认的东西要不断复习，否则就会忘记。
如果宝宝一连几天都到街上观看，每天都温习见过的也发现新的，宝宝会伸手叫唤，让大人告诉他新
东西的名字。
宝宝区别事物的能力会大有长进。
宝宝对物名的分辨能力良好，如果昨天你告诉他“这是大卡车”，今天你说“这是货车”，他会睁眼
看着你半天，表示“你说错了”。
因此只能说这是“大卡车”，不能说“货车”；只能说“自行车”不能说“单车”，要一词一物分清
楚。
第十三章 先天优势的早期发现和培养培养音乐小天才音乐能力的类型和表现音乐能力有3种：一是音
乐感受力；二是音乐的节奏感；三是音乐记忆和表现能力。
1.音乐感受能力包括音乐听觉和情绪感受两部分。
如果先天缺乏听觉当然不可能有所感受。
音乐听觉的要求比语言听觉高，能听出音的高低，音的变化是渐高还是渐低的，例如C调中1、2、3就
是渐高，3、2、1就是渐低。
音的组成是1个、2个、3个还是4个，如C调中1是单音，1、3是双音，1、3、5是3个音，1、3、5、i是
由4个音组成的。
区分音的组成即是有鉴别和弦能力，和弦有许多种组成，有些使人感到是音乐小段或成段的终止，有
些使人感到还要继续。
区别音的组成要经过一段训练，有些孩子通过短期训练就能掌握，另一些孩子虽然学习了相当时间还
不能掌握。
有人对变调非常灵敏，有些人竟完全不能觉察，这是音乐感受能力不同所致。
某种音乐对一些人是一种享受，而对另一些人是讨厌的噪声，这是感受的选择性问题。
音乐是一种不用翻译的语言，有时使人跃跃欲试、翩翩起舞，有时催人泪下，有时像暴风骤雨，有时
像旭日东升。
音乐使人产生的感受大致相仿，但程度不同，有人如醉如痴十分投入，有人却平平淡淡。
有人认为音乐感受能力完全是先天遗传的，不能改变，但现在经研究证明它会在培养下渐渐提高。
例如区别半音和变调的能力，如果在3岁之前经常听到有半音的音乐或伴奏，或者随琴唱出半音和变
调，这种能力会固定下来终生享用。
如果3岁之前缺乏这种培养，过了7岁就难以再学会这种本领。
辨别和弦能力与后天培养更有密切关系，不过年龄要求可以放宽。
孩子的音乐感受能力受父母影响很大，父母喜欢京剧孩子也会欣赏，孩子会随着学习各种唱腔和表演
。
父母喜欢古典音乐、歌剧、流行音乐，也同样会影响孩子。
当父母有感受时会从表情和言语中流露出来，就会引导孩子进入音乐的世界。
难怪有些孩子在音乐中引出种种幻想，如同置身其中，在听的过程中脸部表情和动作都有种种变化。
缺乏音乐环境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有这些体会。
2.音乐的节奏感音乐中有些声音的强弱和时间长短有周期性规律的变化，构成音乐的节律，在乐谱中
将几个音符纳入一小节之内。
旋律每小节有2拍、3拍、4拍不等。
在每小节的头一个音往往成强音，第二或第二、三个或第二、四个成为弱音，构成，节拍。
有些孩子很快能识别旋律为2拍、3拍或4拍的，另一些孩子就不能。
由于较快识别旋律的节拍，便于将自己会唱的歌谱写出来。
音符节拍还分全音、1/2、1/4、1/6、1/8、1/16、1/32等，休止符也有时间长短之别。
很快识别节拍的孩子就善于视唱，能看谱按节拍唱出旋律，学习声乐和弹奏乐器都十分方便。
节奏感是先天的还是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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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旋律拍手、打拍子谁都会，似乎并不难学。
当然完全不学习是根本不可能懂得乐谱上的节奏和自己谱写曲子的。
但是有些孩子学习和掌握得很快。
另一些孩子学了几年钢琴也还不能掌握，时常在节奏上出错而影响学习进度，要弹出自己会唱的曲子
有时也感到困难。
3.音乐记忆和表现能力孩子们都喜欢学唱别人会唱的歌，也会跟着收音机和电视唱歌。
当听到旋律马上就想起这是什么歌，曾在哪里听到过，这些都是音乐记忆。
音乐记忆力好的人学习就会十分方便。
有一位盲人，她用左手读谱、右手弹钢琴，马上就能将旋律记住。
再用右手读谱、左手弹伴奏之后，两手就能弹奏。
因为她没有视力的帮助，全靠记忆，这种本领就形成了她学新谱子的习惯。
音乐记忆除了记住旋律和伴奏外，身体肌肉的惯性配合也很重要。
在演奏时往往全身心地投入，肌肉顺势地活动。
在熟练时成了自然而流畅的动作，这就是调节肌肉的神经系统受记忆的支配熟能生巧。
无论唱歌、演奏、指挥、作曲都要经过练习，使之熟能生巧，才有音乐表现能力。
有些孩子唱歌走调，从听觉到声带肌肉的控制都欠协调。
轮唱和几部合唱也是一种能力，有些孩子唱歌随大流，不能坚持自己的声部独立地唱歌或演奏，以致
不能参加团体的合唱活动，因此能否坚持自己的声部独唱也是考验表现能力的一个方面。
有些性格懦弱的孩子不敢坚持，可以通过练习而得到改正。
即兴作曲是更有意义的音乐表现。
音乐感受力良好的人作曲变化多，有感染力。
音乐记忆好的人易于借用记熟的旋律作曲，多和快但质量不高。
节奏感不强就难以谱曲。
儿童涉世不深，易于幻想。
皮亚杰(瑞士心理学家)称之为运算前期或观念形成前期的2～4岁儿童常以自己的想法看待事物，认为
万物都有灵性，太阳和星星都会笑也会哭，万物都有感情，所以童话才有诗意，符合儿童的思维方式
。
这个时期儿童随着幻想即兴作曲，如果得到大人的鼓励，把曲子谱写下来，孩子的作曲能力就能得到
发展。
例如音乐神童莫扎特3岁弹钢琴，5岁作第一首钢琴曲《G大调小步舞曲》，得到父亲的赞扬，给予鼓
励和帮助，18岁时作一部有4个乐章的交响曲29号。
他只活了35岁，最后一个《安魂曲》还没有完成，由他的学生根据留下的手稿续完，他一生留下了许
多伟大的作品，至今仍风行于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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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本适合中国人的寓教于乐的科学益智指导书。
 内容实在，特别是安排的阶段性游戏和训练以及对照测试，对孩子的早期教育有很好的指导性。
——摘自福州读者fjzzy很实用，从细节入手，手把手教父母如何培养聪明宝宝。
——摘自北京读者ff任翱翔自孩子出生以来一直严格按照这本书的内容游戏和学习，一岁以内觉得宝
宝在中等测试水平，一岁半以后智力飞速发育，达到优秀水平，真的是一本开发宝宝智力的好书！
——摘自读者doctorlym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孩子达到什么标准，而在于父母应该有意识地在不
同的月龄引导孩子做这样的练习来发展他们的能力。
——摘自天津读者carolyn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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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儿童智力方程:0-1岁能力训练与测试(全彩典藏版)》编辑推荐：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获奖
图书。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综合发展社区服务”课题研究成果。
中国父母最信赖的早教经典，受益儿童多达数十万；婴幼儿的发展会因地理环境、风俗、生活习惯和
民族素质而略有不同。
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教授就指出，中国儿童倒数数和倒述数字的能力比英、美
、德、法、日几国儿童要优秀。
《中国儿童智力方程:0-1岁能力训练与测试(全彩典藏版)》内容来源于早教专家区慕洁对北京地区几千
例0~7岁儿童智力发育情况的跟踪观察（历时10年），完全按照中国儿童的智力发育特点编写，而不
是照抄照搬西方的早教理念和方法。
《中国儿童智力方程:0-1岁能力训练与测试(全彩典藏版)》于1998年首次成书出版，出版第二年即荣获
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版权输出到台湾、香港等地区。
写作10年，出版13年，得到数十万读者的认可和称赞，年年加印修订。
按照《中国儿童智力方程:0-1岁能力训练与测试(全彩典藏版)》的训练方法成长起来的孩子不计其数，
他们上了幼儿园和小学后都表现得很出色。
13年间虽然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孩子的智力启蒙依然遵循着某些特定规律，科学性和实用
性是《中国儿童智力方程:0-1岁能力训练与测试(全彩典藏版)》长销不衰的主要原因。
此次修订删除了陈旧的知识，将文字内容图片化，更适应80后父母的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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