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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讨厌她，她总是在我耳边不停地唠叨，告诉我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她对我很好，我
想要什么她都给我买，可她总是要求我干这干那，我的意见得不到表达，我觉得她根本就不了解我的
内心，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
”    上面是两个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孩子对自己奶奶的评价，不知道读者看了有什么感受，但如果
这两位奶奶看了，肯定会十分伤心。
砚实中很多这样的例子，老人拼命地对孩子好，可孩子好像根本不领情，反而总是牢骚满腹，经常顶
撞老人。
    可能会有人说这是孩子不懂事造成的，可真的是这样吗？
    根据调查显示，现在的家庭教育中隔代教育的比例大幅上升，上海仅0～6岁的孩子中就有50％～60
％由祖辈教育；广州50％；北京高达70％。
而另一项调查表明，隔代教育的成效极差，仅为30％，更是有专家直接指出，孩子谁来教育都行，就
是不能让老人来教育。
    从这两项调查可以看出，老人正在成为教育孩子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好像并不是那么称职。
究其原因，是因为很多老人思想守旧，跟不上时代，不知道改变自己的观念，不懂得科学的育儿方式
。
正是因为这样，才会造成老人对孩子付出了很多，可是孩子长大了不但不感恩，反而责怪老人不懂自
己。
因为上面原因，孩子的父母也经常跟老人吵架，说老人不懂得如何带孩子，甚至有很多想剥夺老人带
孩子的权利。
    所有的这一切，都让老人伤心，甚至绝望。
他们经常会想起这一幕幕：自己就像追兔子一样，追着孩子吃饭；好话说尽，劝他们装上书本去学校
，可是他们竟然跟自己对着干⋯⋯想到这些，有些老人甚至伤心地流下眼泪⋯⋯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
他们想不明白。
其实原因很简单，老人都是在按照自己的习惯来约束孩子，却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有另一套行为方式，
因此彼此之间有芥蒂也就很正常了。
    可是怎么样才能消除这种芥蒂，让自己得到孩子的认同呢？
这就需要多学习些科学的育儿方法了。
    本书是一本专门针对老人的“育儿兵法”。
本书从列举隔代教育的几种基本类型开始，梳理了孩子在各个阶段的心理成长过程及特点，同时对孩
子的品格、习惯的培养以及如何为孩子营造健康的成长氛围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书中运用了大量的事例，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读起来既轻松又能学到很多科学的育儿知识。
更重要的是，本书能帮老人解决带孩子时遇到的实际问题，并传授解决问题的方法，教那些即将要带
孩子的老人如何避免问题的产生，给那些孙辈正在渐渐长大的老人以更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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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很多爷爷奶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茫然和无助，他们摸不清时代的规律，也搞不
清现在的孩子的想法，只能按照自己的&ldquo;经验&rdquo;行事。
结果，往往由此导致家庭不和，有的被子女嗔怪，继而引发争吵；有的子女虽碍于面子没有当面指出
，但芥蒂已经产生&hellip;&hellip; 向明编著的这本《励志教育：爷爷奶奶的&ldquo;孙子兵法&rdquo;》
列举了大量的参考实例，给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是现代老人带孩子的必备手册。
《励志教育：爷爷奶奶的&ldquo;孙子兵法&rdquo;》可以帮您拓宽思路，教您如何科学地教育孩子、
教育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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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明今年6岁了，平时很乖巧，很是招人喜欢，可就是有一个毛病，吃饭时不好好吃，吃几口就要去
玩一会儿，而且总剩饭。
    这天，奶奶又追着小明喂饭了。
    “来，宝贝，还剩一点了，使使劲，吃了它，吃完再玩。
”    “不嘛，奶奶。
我不吃了，我已经吃饱了。
”小明已经不想再吃了，边说边躲着奶奶。
    “好孩子，听话，把这些吃了，吃了之后好长得壮壮的，多吃饭，很快就能变成小男子汉了。
来，乖，先吃一小口。
”奶奶追了上去，继续劝小孙子。
    “奶奶，我真的吃不下了，我不吃了。
”小明依然不想吃。
    “这孩子，不吃不就浪费了吗？
来，快吃。
”奶奶仍然坚持。
    “就那一口饭，扔了又能怎样？
”看来小明是真的吃饱了，他平时是不爱浪费东西的。
    “唉！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懂得珍惜粮食了。
来，你过来，奶奶给你讲讲我小时候。
”    小明很不情愿地走了过去，他知道，奶奶的教育课又要开始了。
    “奶奶小时候啊，可没现在的生活好。
那时候家里很穷，穷到什么样子？
都吃不饱饭。
那时候哪有米饭吃啊，吃的都是玉米面的饼子。
可就是玉米面饼子有时候也吃不上。
记得是六几年的时候，全国饥荒，那时候只能吃草根，有时候草根也没有⋯⋯”    一个小时过去了，
小明睡着了，奶奶还在讲，她讲得很投入，完全沉浸到了回忆里，根本没有发现小孙子已经睡着了。
    小明和奶奶的关系很好，从小由奶奶带大，晚上也总是跟奶奶睡，可就是怕奶奶给他讲“道理”。
每次奶奶要给他讲的时候总是找借口溜开，有时候跑不掉了，就只好坐下来听，多数都是听着听着就
睡着了。
    奶奶平时便有唠叨的习惯，看到自己不满意的事情，总要说上一番。
时间久了，儿子女儿都不愿和她说话，嫌她啰嗦，每当奶奶要开始讲道理的时候都会赶紧走开。
无奈，奶奶就只好经常和小明聊天，可时间长了小明也感觉不耐烦了。
    现实中，每天都在发生着类似的事情，有的发生在祖孙之间，有的发生在父子之间。
人到一定的年龄之后都喜欢回忆，老人更是喜欢把记忆中的事情用语言表达出来，但困扰他们的是没
有听众。
    我们也会经常听到子女们抱怨，说自己家的老人变得更唠叨了。
    生活中，无论是祖辈还是父辈，大多数的家长在孩子面前都是有些唠叨的。
这种唠叨无关性格，完全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不放心。
    所以，子女眼中的父母的那份唠叨，在父母眼中应该用另一个词来替换才更准确，那就是嘱咐，这
种嘱咐是一份牵挂。
    因此，让家长完全戒掉唠叨的习惯似乎很难，因为对他们来说戒掉唠叨首先要戒掉的是自己对孩子
的那份关爱。
    但这个问题并非无解，说到底，唠叨也只是爱的表现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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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不换一种形式呢？
    案例中的奶奶，显然是想通过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来教育小孙子不要浪费，她的出发点是好的，也
的确应该让孩子从小就懂得节约。
不过她选择的故事显然有些不恰当，孩子的内心是简单的，那里面空间很小，只容得下快乐，也应该
只有快乐才对。
那么沉重的话题，孩子的内心是负担不了的，难以引起他的兴趣也就很正常了。
    在给孩子讲道理、举例子的时候，家长不妨换个思路，以一种孩子喜欢的方式来跟他说或许效果会
更好些。
就拿案例中的这位奶奶来说，不妨把故事讲得轻松一些，可能她不会去编故事，只能按照自己曾经历
过的或者是看到和听到的来讲。
但我们换一种形式或许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比如她讲的那个故事我们可以换成这样：    从前有一只小
老鼠，它平时不爱干活，到了冬天后就没有粮食吃了，只能吃一些冻死的植物的残根⋯⋯    故事还是
那个故事，只不过把故事中的人物换成了一个小动物，这样一来，小孩子的心中便充满了好奇，同时
再加上一些轻松的语气，效果肯定要好得多。
    老人们千篇一律的故事，时间久了，肯定会让听的人感觉到疲劳和厌倦，可是让他们不去回忆也是
很难的，这时就需要找一个平衡点。
    现在我们来看看，张奶奶是怎么让小孙子接受自己的“唠叨”的：    张奶奶的小孙子叫奇奇，今年5
岁了，小家伙从小跟着奶奶长大，两人的感情很好，张奶奶没事的时候就给小孙子讲自己过去的事情
：    “我5岁的那年，家里出了一件事情。
”    “是不是您自己养的小猫走丢了？
”奇奇问道。
    “这个故事给你讲过了吗？
”张奶奶看到孙子的反应后问道。
    “嗯，上周给我讲过的，说是养的二只小花猫丢了，你很伤心。
”奇奇认真地答道。
    “哦，那咱们就换一个，这次不讲奶奶的故事了，讲隔壁李奶奶的故事好不好？
”张奶奶发现问题后马上决定换一种讲法。
    “好。
”奇奇听到后来了兴致。
    “李奶奶5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你猜是什么？
”张奶奶问小孙子。
    “猫丢了。
”奇奇下意识地答道。
    “不对，她养的一只小白兔不见了。
”    “那后来呢？
”奇奇好奇地问道。
    “后来啊⋯⋯”    张奶奶讲的还是那个故事，一样的时间，一样的情节，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人物、
换了一种称谓而已，但小奇奇就像第一次听这个故事一样。
    孩子还没有自己的思维能力，只要不是完全的重复，他们是不会轻易地感觉无趣的。
因此，在我们没有那么多故事情节可讲的时候，换一种方式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P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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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向明编著的这本《爷爷奶奶的孙子兵法(隔代教育宝典)》是一本专门针对老人的“育儿兵法”。
本书从列举隔代教育的几种基本类型开始，梳理了孩子在各个阶段的心理成长过程及特点，同时对孩
子的品格、习惯的培养以及如何为孩子营造健康的成长氛围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书中运用了大量的事例，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读起来既轻松又能学到很多科学的育儿知识。
更重要的是，本书能帮老人解决带孩子时遇到的实际问题，并传授解决问题的方法，教那些即将要带
孩子的老人如何避免问题的产生，给那些孙辈正在渐渐长大的老人以更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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