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会爱孩子的五堂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学会爱孩子的五堂课>>

13位ISBN编号：9787562468196

10位ISBN编号：7562468192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重庆大学出版社

作者：杨敏

页数：234

字数：2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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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爱孩子的五堂课>>

前言

　　写书是需要灵感的。
在美国学习教育这么多年，又在这里的学校工作， 一直就希望把在这里所学到和所观察到的关于教育
的点点滴滴整理成一本书 ，但又不知道从何着手。
一天清晨，我在阅读洛克先生的《教育漫话》时， 写这本书的灵感悄然而至。
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在他1693年写的这本 书里，既没有引经据典，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专业术语
，他对教育娓娓道来， 诉诸的是读者的常识和理性，但是却涉及教育方方面面的每一个细节--从 穿衣
、饮食、管教孩子的分寸，与孩子讲道理，到培养孩子的品质，对孩子 阅读、音乐、跳舞的教育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其文章与生活息息相关以及 它的具体和平实，我-下子突发奇想，在本子上勾勒出
了这本书的五个章节 。
　　这五个章节便是现在这本书的雏形。
 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特意写给家长还是老师。
教育孩子 的每一个细节，都关系到与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老师、家长，还有教育决 策者们，甚至
是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这就是为什么在谈论每一个教育问题的 时候，我都针对相关各方作了相应的讨论。
这应该是一本对教育感兴趣的所 有读者都能够看得懂，并且能够受益的书。
同时，书中内容根据章节的不同 ，侧重点也有一些不同。
关于家庭教育（第一章）和管教孩子（第三章）这 两个部分，我们的家长们应该更关心，受益也许会
更多；关于课外阅读和语 文教育（第五章）以及尊重和接纳孩子（第四章）这两个部分，老师和家长
应该都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和帮助。
而书中的关于《放牛班的春天》影片的观 后感（第二章）和附录中的我在美国的课堂观察，在形式和
内容上较其他几 章则更加生动和具体，能够帮助老师和家长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孩子和教 育。
 这本书里面所叙内容的主题是我多年在中美两地学习和观察中体会到的 在教育当中最重要，但在我
国教育当中又常常被忽略和误解的一些问题。
其 中，本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帮 助家长们更好地认识
和教育自己的孩子。
　　在传统的教育观念里面，我们通常 关注的是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面所受的教育，而家庭教育和家长
在教育当中应 该扮演的角色通常被我们忽略。
但是，就我这么多年来对于教育的学习和思 考来看，家庭教育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所起的作用
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的。
就如杜布森博士所言：每个问题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
我们也 可以说，在每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积极人生态度的孩子背后，其家庭都 起到了关键作用
。
 家庭教育对于孩子至关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源于我们的孩子所面临的这个 竞争越来越激烈和残酷的考
试制度。
鉴于这个考试制度本身改革的空间很小 ，而我们对于高分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这一现实，我们的孩子
在这场关于分 数的激烈竞争中可以自由健康成长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在这种情况下，家 庭的爱和保护基本上成了我们孩子可以寻求安慰和力量的唯一地方（我不能 想象
如果孩子连这个唯一的避风港也没有了，他们面临的人生将是多么的残 酷和充满困惑）。
　　只有我们千千万万个普通家长的教育观念产生了改变，只 有我们这些平凡家长认识到什么是真正
对孩子好的教育，只有越来越多的家 长真正参与到孩子的教育和学校的教育改革当中去，我们这场越
来越残酷的 关于分数的恶性竞争才会出现转机，我们的孩子的内心才有可能不被考试的 重担压垮。
 很多家长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专业知识给孩子辅导功课，因 此自己没有什么能力教育孩
子，只能靠学校和老师了。
其实这些都是认识上 的误区。
能给孩子做学业辅导固然重要，但是家庭教育更重要的一部分是小 到每天与孩子的生活和交流--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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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应对孩子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和 孩子的困惑，如何帮助他们安排作息时间、创造一个热爱读书
的环境，等等 ；大到如何帮助他们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何引导他们对待挫折的 态度，等
等。
其实很多时候，父母双方哪怕只有一方能够对孩子和生活有一 些朴素的爱和认识，并且自己这种朴素
的价值观不要被周围的攀比和压力所 左右，他／她就能为孩子的教育成就很多东西。
 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位残疾人的故事。
他因为小时候调皮，有 一条腿被截肢了。
虽然身处困境，但他始终对生活抱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 。
他热爱舞蹈，并且乐于用舞蹈来帮助其他残疾人。
　　他因此参加了很多重要 的表演，他用舞蹈诠释的那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和美打动了很多人。
当记者问 他为什么身处困境还能够积极向上的时候，他说的话让人很感动。
他说，自 己的腿被截肢时，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可是爸爸对他说：‘今后，你 要把自己碰到的困难像吃糖葫芦一样一个一个地吃下去。
“他说这句话给了 他很多力量。
我不知道这位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如何，但他说的这句话更反映 出他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
这与众不同但简单朴实的生活态度，让他的孩子 面对如此强大的困难却仍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这就是我所说的对孩子和 对生活的朴素的爱和认识。
 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家长关于孩子、关于教育的朴素认识已经被愈演 愈烈的对高分和成功的追逐
慢慢地压抑和扭曲，被一种盲目的从众和攀比心 理无情地左右着。
渐渐地，孩子慢慢变成了我们追逐所谓的成功的工具，变 成了我们可以向其他人炫耀的砝码。
我们不再关心他们的内心是否快乐以及 他们的挣扎和困惑。
前些时，在《科技日报》上看到了一篇名为《家长”功 利心“造不出”朗朗“》的文章，里面谈到了
众多家长为了把自己的孩子培 养成为下一个”朗朗“，不惜用重金甚至高压手段强迫孩子学琴，这种
现象 在催生了泛滥成灾的考级机构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对弹琴丝毫没有发自内 心兴趣的”十指演
奏匠“：这些孩子可以准确地弹出每一个音符，但是对音 乐没有发自内心的感悟和理解。
有些家长甚至盲从到学朗朗的例子，到北京 租房陪孩子练琴。
我们很难想象这些孩子的内心正在经历怎样的重压，而这 种高压式的摧残式训练在伤害了孩子内心兴
趣的同时，也磨灭了他在弹琴这 条路上成功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的荒谬性就在于，好艺术家的作品必
须有 发自内心的对作品的感悟和理解，否则，弹出来的音乐只是音符的拼凑，它 没有灵魂、没有美
、没有生命。
这和任何行业的成功一样，必须要”用心“ 才能够有出色的成绩和表现，我们不能不顾孩子内心的需
要和感受而盲目地 使用高压手段。
因为当他们的心没有”生命“的时候，他们的学业和演奏的 前景将随之变得越来越暗淡。
 我们容易被成功的光环所迷惑和左右，而当这种成功的到来是伴随着家 长的高压和强迫的时候，我
们更容易接受和产生共鸣。
因为这种手段把家长 和教育工作者放在了权威的地位上，他们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作什么反思， 不
需要对孩子的内心和教育本身作更多的了解，而且我相信这种行为在短时 间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
所以我相信随着《虎妈战歌》这种书的出炉， 我们很多家长又会为之心动。
姑且不说这些书有没有为了达到轰动效应而夸 大事实的嫌疑，我认为通过这样蛮横和高压的手段来练
就天才的实践，在毁 灭孩子方面肯定比在造就孩子成天才方面要”成功“得多。
同时，我相信那 些失败和悲惨的例子是很少有机会见诸报纸书籍的：如果说通过高压手段练 就了成
功的朗朗，但是其他同样经过高压手段练琴的孩子，我们可能都不知 去向了；如果说有一个成功的虎
妈妈正在为自己的严厉教育方式欢呼雀跃， 可能其他有类似行为的更多的虎妈妈正在抱着自己的孩子
哭泣--她们的孩 子是否得了抑郁症或者遭遇了什么其他不幸，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这些年在 身边，我目睹了太多这样的悲惨例子，而这些例子却很少有人有勇气真正地 面对和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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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孩子方面需要更多的学习和反思，这也 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只有当我们对孩子、对教育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之后 ，我们才能够在下一个所谓的成功例子出现的时
候--不管是朗朗，还是虎 妈妈--不被其耀眼的光环所迷惑，不被周围盲目跟风的潮流吹得摇摆不定 。
因为我们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视角来思考别人的成功和自己的孩子：这些 所谓的成功例子的教育方法
有哪些地方是不妥的？
我的孩子对弹琴’（或者 其他任何方面）有没有天赋？
有没有比用羞辱来鞭策孩子刻苦学习的更好方 法？
高压手段强迫孩子学习的利和弊在哪里？
保护孩子的兴趣（自发的学习 ）和锻炼孩子的毅力（有外在强制性的学习）之间微妙的联系在哪里？
我到 底应该是看重孩子内在的快乐还是外在的成功？
这两者一定矛盾吗？
（也就 是说要想获得外在的成功就必须以牺牲孩子内心的快乐为代价吗？
）一个没 有内在快乐和兴趣的学习过程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吗？
我们家长具有这种独 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整个教育大环境都趋向功利化的 时
候，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考试制度的压力下面，我们家长会面临很多左 右为难的情形。
 我原想把这本书的题目定为：《孩子，你需要什么？
》（书中所指的孩 子可以是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我在文中所举的例子有关于幼儿的，也有其他 年龄
段的）。
我认为这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都应该问的问题。
在 我们的教育当中，我们给孩子提出了太多的要求，给他们施加了太多的压力 ，但我们提供给他们
的教育--从教材、评价制度、学习环境、教学方式到 与他们的交流方式和对他们心灵的关爱--有太多
太多需要反思和努力的地 方。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提供教育的大人缺少反思，我们给孩子提供的 发展空间和提供幸福的可能性
正变得越来越小。
 这本书面对的是普通的家长和对教育感兴趣的人，所以一般大众都能够 读懂（虽然书里面也有对国
外著名思想家--诸如洛克、卢梭等的引用，但 是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作品其实是那么的亲切和朴实，
大多数时候诉诸的是 我们常人的常识和理性）。
在文中，我也引用了一些教育领域的研究结果来 论证书中的观点。
这些研究结果，如”好的家庭藏书胜过好的出身“能够为 我们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在看问题时提供新
的角度和信息。
为了把书中原则 性的东西说得更加生动和具体，我在文章中穿插了很多例子：有些是自己身 边的例
子，有些是网上摘录下来的例子，还有些是别人作品中的例子。
但是 ，和其他任何书籍一样，在实践书中原则的时候，我们仍会发现实践和理论 的巨大鸿沟，这是
我们每位读者都需要有心理准备的。
书里面的理论和例子 的确能够在实践中起到指导性的作用，但是人的复杂性以及环境的千差万别 注
定了我们需要用自己的洞察力和创造力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有一些原则，比如说我们需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我们可 能需要一些时间和耐心才能
达到让孩子喜欢读书的效果。
前期的准备和努力 很多，可能也有让家长感觉泄气和疑惑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 是持之以恒（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会热爱读书的），也许孩子就
在 一个不经意的瞬间，随手拿起你为他准备的一本书，从而为书中的世界着迷 ，并且从此爱上了读
书。
只是，这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会因人而异，我们不知 道它什么时候才能来到。
 又比如说，在管教孩子方面。
　　书中介绍了一些准则和例子，但是，实践 起来，因为各个孩子的性格特点不一样，我们做家长的
更需要极大的爱心和 智慧，多学习，多反思，找到最适合自己孩子的办法。
举个我观察到的例子 来谈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鸿沟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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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是个一岁多的孩子，他的脾气很 急，当有什么要求没有被满足时，山山就会使劲地撞自己的头，
有时候甚至 会把自己的前额撞得青一块、紫一块。
这可急坏了山山的妈妈，她无法想象 这么小的孩子就会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要求。
可是做妈妈的很善 于去学习和了解，她看了各种各样的书，也在网上查了资料，也咨询了医生 。
她得到的反馈几乎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解决孩子撞头发脾气来达到自己 的要求这一问题的时候，其
一，要保证孩子的安全（可以把孩子放在比较松 软的地方）；其二，不能因此就满足他的要求，因为
长此以往，这会成为孩 子要挟父母的砝码。
于是，山山的妈妈就决定这样尝试：每次孩子发脾气大 哭、撞头的时候，她就在旁边站着，以保证孩
子的安全，但并不满足孩子的 要求。
孩子因为控制自己的能力很差，有时候这样一闹就是一个多小时，直 到把头弄得青青紫紫的，精疲力
竭为止，做妈妈的在旁边看着心里别提多难 受，多揪心了。
 这样闹了几次，孩子的脾气也不见好转，而且每次大人小孩双方都会弄 得精疲力竭。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凭妈妈的直觉，她似乎觉得自己所采取 的方法不适合自己的孩子，但是自己又没有任何经验。
这正是由于孩子的千 差万别，很多时候我们做家长的要多反思、多学习，来找到最适合孩子的方 法
。
山山妈妈见人就问，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有一天，她遇到对门的一 位做幼儿护理、也有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位母亲告诉她：做母亲最重要的是
直觉，有时候，要相信你的直觉。
这位母亲说：“很多书上说，孩子大多数 时候吵闹，是在耍脾气、操纵大人。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孩子闹，是 因为他们有真正的需要。
就比如说，做大人的，让你不想睡觉的时候睡觉， 你不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么？
何况是孩子呢！
我的孩子，晚上任何时候醒来 让我抱，我就会抱着他们，直到他们睡着。
我想与其排斥和抱怨，还不如接 受孩子的需要，好好地享受和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现在我的孩子长大 了，都自然而然地独立了，他们也没有养成什么不良的习惯。
跟孩子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种爱和信任的关系，不要闹得跟敌人一样，好像看谁能 坚持得更
久，这样双方都会很累。
” 山山妈妈听到这一席话之后，如释重负。
她回想自己的孩子，好像控制 自己脾气的能力是很差，也许他的哭闹、撞头跟他缺乏安全感有关。
于是， 之后山山开始发脾气撞头、大哭的时候，山山的妈妈就在旁边轻轻地按摩自 己宝宝的头和身
体，帮助他安静下来。
后来，小宝宝每次吵闹的时间就越来 越短，直到最后再也不撞头了！
我想，山山的妈妈遇到的情形就是一个典型 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例子。
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孩子是一样的。
我们 需要从书上和其他资料上学习，但是，我们更需要反思自己孩子的独特情况 ，多向周围的人询
问经验。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有对孩子极大的爱心和耐心 ，有时候，也不妨相信-下自己的直觉。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家长和老师。
任何家长或者老师，不管受过多好 的教育，不管有多么高的涵养，都会有失去耐心的时候，都会有力
不从心和 不知所措的时候，都会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犯很多的错误。
长期从事教育咨 询工作的杜布森博士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即使是教育专家，也没有 办法教
育出完美的孩子。
有一次，杜布森博士做完了一个关于家庭教育的演 讲后，有家长向他请教关于教育孩子的问题。
而这个时候，他正看见自己的 几个孩子在会场上互相追打、闹成一团，可是他却要向这位观众介绍教
育孩 子的经验。
他说，没有比这更为尴尬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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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完 美的孩子，也没有完美的家长和老师。
　　我们要认识到，即使是看起来最完美 的教育心得，也有它不为人知的挣扎和困惑，也有它的问题
和盲点。
利维先 生在他的《从零开始一创建自己的课堂》这本书里面，在介绍了他充满乐趣 的生动课堂案例
之后，在文章结尾，他特别谈到：千万不要认为这些写出来 的成功课堂实例就是他每天生活的全部。
这些例子只是他在平凡琐碎的一年 又年中的闪光点；而工作当中的更多时候，他都会有很强的挫败
感--有时 候甚至恨不得把自己的头发扯下来，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能给这些孩子的 教育做些什么。
这个例子说明，不管一个教育工作者是多么的优秀，其实他 与我们在生活和教育当中所经历的感受都
是类似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我们接纳了自己和孩子的不完美这个事实之后，我 们要做善于反思和学习的家
长和教育工作者。
一个善于反思和学习的教师， 一个对孩子的感受有敏锐感受力的家长，哪怕受教育水平低一些，她／
他也 可以比那些受过更高教育的人更能成为好父母和好老师。
有时候，我们会对 别人产生不切实际的猜测：觉得别人具备的条件自己都不具备，别人定有什 么更
好的条件或者秘诀来教育孩子，或者说别人教育的孩子一定比自己的孩 子听话，等等。
这种思考方式只能放任我们的懒惰，事实上，只要肯努力， 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好家长和好老师的条
件。
 意识到这些，也许我们更能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平心静气一些。
我们可 以因为自己一个小小的进步而欣喜--哪怕只是一时管住了自己的嘴巴，没 有对孩子说那些具有
杀伤力的羞辱的话。
其实，如果能够意识到我们对孩子 的教育和努力很多时候是在做“积极的毁灭”，我们就能够意识到
，哪怕是 有时候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更无为一些（比如说，不要过分强调孩子的成绩（ 少过问）、为
孩子在家里和课堂上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等等），都可 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文中列举的一些例子，有一些是我在美国观察到的，之所以使用这些 例子，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
，只是觉得这些例子可以帮助我阐述自己的观点 ，同时也是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的。
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个原因而产生距离感， 毕竟，我们都是人，虽然存在文化的不同，但让孩子健康成
长的教育方法是 跨越国界的。
别的国家的例子，不应该成为我们接受这些理念的障碍。
另外 ，文中关于英文文献的引用，如在出处里面注明的是英文，说明里面的中文 引用都是作者自己
翻译的。
在引用的时候，有些地方使用了黑体，这些都是 作者本人加上去的，希望能起到强调的作用。
 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我们的家长、老师和所有对教育感兴趣的读者带来帮 助！
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开始反思和改进自己的教育方 式，我们会有更多的孩子开心
、幸福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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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会爱孩子的五堂课：一位波士顿大学教育博士的实践课堂》对教育娓娓道来，诉诸的是读者的常
识和理性，但是却涉及教育方方面面的每一个细节——从穿衣、饮食、管教孩子的分寸，与孩子讲道
理，到培养孩子的品质，对孩子阅读、音乐、跳舞的教育等。

《学会爱孩子的五堂课：一位波士顿大学教育博士的实践课堂》是一本对教育感兴趣的所有读者都能
够看得懂，并且能够受益的书。
同时，书中内容根据章节的不同，侧重点也有一些不同。
关于家庭教育（第一章）和管教孩子（第三章）这两个部分，我们的家长们应该更关心，受益也许会
更多；关于课外阅读和语文教育（第五章）以及尊重和接纳孩子（第四章）这两个部分，老师和家长
应该都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和帮助。
而书中的关于《放牛班的春天》影片的观后感（第二章）和附录中的杨敏在美国的课堂观察，在形式
和内容上较其他几章则更加生动和具体，能够帮助老师和家长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孩子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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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敏，重庆人，教育学博士，现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一所大学从事教育行政工作。

因对教育事业的浓厚兴趣，她在从四川大学获得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后，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学习教
育，并先后取得了国际教育发展专业的硕士学位和教育管理与政策方面的博士学位。

现在她在美国从事学校教育方面的工作，并悉心照料着自己的儿子。
这种跨文化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体验，以及她在教育方面的理论素养，为她更深刻、更真切地体察和
写作有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本书正是其成果之一。
此前她还翻译出版了《从零开始一创建你自己的课堂》一书，这本书被评为了“2011年度十佳教育图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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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把孩子当成个体来尊重当我们谈到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较容易想到父母对孩子的爱和
付出，但是较少谈到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人来尊重的问题。
当我们谈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人的时候，我们是指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个人天赋，随着孩子慢
慢地长大，他们会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立思维能力，独特的兴趣爱好和个人对
幸福的独特感受。
如果我们做家长的不能认识到并且学会去尊重孩子的这种个体性和独立性，我们对孩子的爱，就很容
易成为彼此的负担，父母和孩子双方都会因为这种爱而负累，从而不能把各自的生命舒展开来。
在父母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需要付出很多的爱和艰辛。
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对于人生未能实现的美好理想寄于后代身上——不管是学业上的（比如上大学，读
博士，等等），还是事业上的。
这些人生理想因为没有能够在我们自己身上实现而显得格外的美好，我们渴望自己的后代能够实现这
些理想，从而获得人生的幸福，同时也让我们人生的缺憾得到弥补。
我们做家长的对自己孩子寄予美好期盼是很自然的；孩子在一个家庭的出现，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希望
，也点燃了我们对于美好未来的渴盼。
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人生追求的话，我们就应该在心里
面把握好分寸，那就是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喜好和人生理想强加在孩子身上。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属于自己独特的对于人生的体验，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人生追求与自己
的父母不一样是完全正常的：家长感兴趣的专业，孩子很可能根本就不喜欢；家长喜欢的对象，孩子
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家长认为升官发财好，文质彬彬的孩子可能觉得在官场里面既尴尬又厌恶。
在孩子的兴趣爱好和人生追求上，家长如果不能够尊重孩子的独立性，那么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两
败俱伤——这些年来，我目睹了无数类似的家庭悲剧。
这牵涉到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来养育孩子。
如果我们含辛茹苦地带大孩子，是为了让他们完成我们自己对于人生的理想和期盼，那么我们是注定
要伤害自己和伤害孩子的。
生活在家长期盼的重压下的孩子，能够取悦家长，却不能让自己开心。
孩子内心的压力和苦闷终究有一天会通过学业、事业上的不顺利，以及和父母紧张甚至敌对的关系显
露出来。
当这种危机在孩子生活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的期盼越大，我们就越会感觉失望和生气：“这
么多年我供你吃，供你穿，真是白养你了！
”——做父母的常常会这样抱怨。
类似的话通常会让孩子产生强烈的被抛弃感和无价值感。
因为孩子总是希望出自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这种爱应该是不以孩子的外在成就和表现为转移的。
　　父母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给予孩子这样的爱的人。
从自然的角度上来说，父母养育孩子的责任是不容推诿的。
从父母作出了生孩子的决定开始，他们也就同时作出了养育孩子的决定。
做孩子的并没有办法决定自己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也没有办法一出生就自己养活自己，他
们的幸福甚至生死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取决于他们的抚养人。
父母应该把自己对孩子的付出和牺牲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就像这个孩子理所当然地要承担养育自己后
代的责任一样。
如果我们想要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强加到孩子身上，并以此作为抚养孩子的回馈，我们的孩子很可能也
把相同的东西强加到自己的后代身上，以此达到自己心理上的平衡。
这样，这种让家长和孩子都彼此负累的关系就会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生活在这种家庭的每个人都无
法感觉到自己生命的舒展和独立。
我们可以换一种心态来对待自己对孩子的付出和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学会抛开现实的烦恼，努力去享受自己与孩子相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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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出现给家庭带来了责任和忙碌，也同时带来了欢乐与惊喜。
如果我们能用这样的心灵努力去发现和珍惜孩子在每一个阶段发展的特点，用这样的耐心和爱心去和
孩子一起成长，那么我们在忙碌和付出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满足和喜悦。
我观察到的整天在家里面带宝宝的很多美国妈妈常常会满足地说：“宝宝你是永远抱不够的”，“宝
宝是不会被宠坏的”。
在小区里面，你也可以常常看见美国家长—下班就回家陪孩子一起玩球，充满了孩子一样的快乐；有
时候一群家长围着一堆小孩玩游戏，大人的认真程度俨然是在参加一个什么正式的比赛。
抱着享受的心态，我们就会更加欣赏孩子在每一个阶段的可爱之处，明白自己要好好地珍惜孩子在每
一个时期的特点，花时间去了解孩子，与孩子在一起；因为孩子在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一旦错过，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其次，我们需要从小就培养孩子独立思考问题和独立作决定的能力。
扩大孩子的阅读量，让他们在阅读别人的作品当中形成自己的思想，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孩子独立思维
能力的方式。
在家庭里面，家长也可以和孩子就范围广泛的问题，不管是实事、历史还是艺术等展开讨论，这一点
也很重要。
这也是培养孩子对某方面产生兴趣的很重要的方式。
在家庭作决定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关乎孩子问题的方面，让孩子参与讨论，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让孩子
自己承担起作决定的责任很重要。
从小就学会自己作决定的孩子，长大后责任心、独立性和自立能力都会更强。
自我意志太强的家长，往往在作决定的问题上过于专断，孩子缺乏独立思维的能力，往往只会按父母
的命令行事，孩子在深陷挫折的时候，就会显得非常的孤立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在孩子准备高考的时候，家长为了帮助孩子节省时间，于是和孩子彼此分工：
孩子专心复习功课，家长负责为孩子找专业，结果为孩子选择的专业孩子又不喜欢一这样的故事。
其实，在关乎孩子未来的大事上面，让孩子参与作决定，倾听孩子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决定所带来的所有后果，所有的痛苦与快乐，孩子必须分分秒秒去经历。
在作这个决定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学会尊重孩子内心的感受和他们的心声。
同时，我们家长要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不要放弃自己的一切。
把所有的“宝”都押在孩子身上这样的生活方式，对家长不公平，对孩子也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故事——家长为了孩子受到好的教育，举家迁移到某个地方，家长的工作
也辞了，目的只为孩子有好的教育条件。
在这样的故事当中，我往往对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将承担怎样的压力感到很忧虑。
他觉得自己必须要用好的成绩来报答父母的牺牲，但是谁又能在如此大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
心理压力下有良好的表现呢？
父母应该关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也不要给孩子造成这样的压力和错觉——这个家庭所有的期望都
在这个孩子身上。
父母应该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同时也应该尊重和放手孩子的人生。
尊重孩子需要我们家长更多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和成长规律。
这就是为什么家长也要不停地通过阅读和与人交流来学习和认识孩子：在目前孩子的年龄段，他们的
心理和成长有哪些规律和特点？
家长应该如何更好地去应对和引导孩子身上出现的问题？
我们家长往往喜欢站在自己的视角看问题，对孩子的很多行为和反应常常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如果我们有关于教育的更多知识，能更多地把自己放在孩子的位置思考问题，也许我们就会有
不一样的发现和认识。
就比如说孩子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家长往往希望孩子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行事。
宝宝本来在自己玩车子，我们觉得他该洗澡了，不由分说就把他抱走。
这个时候，孩子当然不愿意了，又踢又闹。
同样地，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孩子的位置，当我们自己专注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断，我们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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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觉得丧气和恼怒呢？
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甚至建议，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最好是蹲下来，跟孩子处于同一个高度，用
一种更加平等的姿态说话。
我们要知道，在这个高度的孩子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感受也会跟我们大人不一样。
尊重孩子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但都需要我们更多地去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更多地设身处地地把自
己放在孩子的立场去思考问题。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会爱孩子的五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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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