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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活泼的身影、甜美的笑容、清脆的笑声，稚嫩的童音    对于父母来说，孩子都像是上天赐予的可爱天
使，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绚烂的色彩，给我们的人生以厚度和延续。
可随着孩子的长大，一切都变了，特别是孩子3岁之后，父母会感觉越来越头痛。
原来的小天使，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小魔怪！
他发脾气、顶嘴、打人、脏话连篇、说谎、无理取闹、动辄哭泣、任性、暴躁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他却正在“练习”新的坏习惯！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觉得孩子小时候的坏毛病，不可小觑。
因为，6岁以前，孩子正处于建立是非观念、形成规则意识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生活、学习与思维
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
对孩子坏的行为和意识，不加以约束，就会形成习惯，甚至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非常幸运的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非常重视对孩子坏的行为的纠正，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尤其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更是至关重要的。
    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家长的纠正方法是不科学的，这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    一、家长依靠粗暴
的方法纠正孩子的错误行为，使得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信任、情感交流、亲子关系等等遭受粗暴的破坏
。
这使得孩子在遇到问题时，不敢请教家长，同时这种情感交流的匮乏直接加重了青春期的叛逆与孤立
。
    二、家长的不科学管教只向孩子传达出了“你不行、你真笨、你错了”，却没有传达正确的方法。
在这种管教中，孩子不仅没有学会正确的行为方式。
还使得自己的自信、勇气遭受沉重的打击。
    所以，不要再想当然地去教育，你需要更加科学的教育方法。
事实上，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而且每一个问题都与其心理、成长
特点有关。
父母们之所以觉得孩子难相处，难对付，是由于不了解孩子的心理特点与成长特点。
    本书从孩子的种种错误行为入手，详细分析孩子这些行为背后、深层次的、心理上的原因，并提出
具体的、更加科学的、能够被孩子所理解和接受的解决方案，从而指导父母正确地对待孩子的不良行
为，并引导孩子去纠正。
    本书在体例上设置了四大版块。
第一版块为案例部分，引出孩子的不良行为，具有抛砖引玉的功能，第二版块为深度案例分析，从心
理学的角度，分析孩子某种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第三版块为心理学家支招，为父母提供切实可行的
指导方案，第四版块为他山之石，是一些父母成功的教子经验，可提供借鉴。
    没有坏孩子，只有不了解孩子的父母。
要想做一个好父母，就从本书出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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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你的孩子打人、说谎、搞破坏、缺乏耐性、霸道自私；
 如果你的孩子不听建议，对抗管教；
 如果你不知怎么搞定问题多多的孩子；
 那么你需要阅读本书。

 它将告诉你：
 1.孩子难搞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2.孩子的难搞行为表达了他怎样的心理；
 3.他的心理是不是符合成长曲线的；
 4.怎样用符合他心理认知的方法搞定他。

 它将帮助你：
 1.了解你的孩子，读懂他的内心；
 2.认识幼儿心理发展曲线，引导他的成长；
 3.学习符合儿童心理学的教养方法，科学育儿；
 4.借鉴成长心理学方法，纠正孩子的成长偏差。

 阅读本书四大理由：
 1.针对性：
 本书针对54个最令家长头疼的孩子的难搞行为开具药方；
 2.专业性：
 资深心理学家为你剖析孩子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找准病因；
 3.实用性：
 告诉你符合儿童心理学与成长心理学的最有效的教养方法；
 4.准确性：
 针对幼儿发展的八大方面定制专业测试题，更准确地了解孩子。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针对3~8岁孩子身上普遍存在的“毛病”“问题”，运用儿童心理学和成长心理学的知识，
进行深入分析，帮助家长找到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且给予专业的方法指导。

3~8岁是孩子性格、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形成的重要时期，而这个时期孩子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在
思想上和行为上都要求独立、自由。
孩子的这些要求，如果家长没有注意，或者不加理会，孩子就会出现诸如暴力、反抗、叛逆等等行为
。
对于这些行为，家长如果简单地加以压制的话，必然会遭遇孩子更大的反抗，更加强化孩子的负面行
为。

所以，3~8岁孩子的家长，在发现孩子的不良行为时，需要做的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深
入了解行为背后的深层的心理原因，运用科学的办法加以引导，才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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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玉梅，资深记者、编辑，现从事中外儿童教育理论研究和策划撰稿工作，致力于先进家庭教育理论
方面的研究工作及普及类图书的写作策划，在多所知名早教机构担任顾问等工作。
出版过多部孕教、育儿、亲子类图书，其作品见解独特，理念新颖，语言诙谐、简洁、质朴，让读者
读后既能莞尔一笑，又能产生共鸣，还能汲取独到的教子经验。
著有《犹太妈妈这样教孩子》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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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Part 1　关闭孩子的暴力门
 ◆宝宝暴力倾向测试
 1.安安欺负小朋友——如何纠正敌意型攻击
 2.小秋又发飙了——如何安抚动辄哭闹的宝宝
 3.不给买就不起来——孩子在公共场合哭闹怎么办
 4.不让看就砸电视——如何疏导孩子的焦躁
 5.我就不，我就不——如何面对孩子的倔犟心理
 6.孩子跌倒大哭——远离依赖心理是王道
Part 2　给淘气宝宝把把脉
 ◆宝宝破坏倾向测试
 1.家有破坏王——如何洞察孩子的破坏心理
 2.爱拆东西的瑞瑞——满足孩子的探索心理
 3.“上蹿下跳”的沙沙——好动背后的心理需求
 4.将墙当成涂画板——涂鸦背后的心理需求
 5.孩子爱玩脏东西——呵护孩子的创造力与感知力
 6.小强热衷战斗游戏——如何纠正孩子的战斗欲
 7.孩子打破砂锅问到底——如何促进孩子的思维发展
Part 3　小嘴里的大乾坤
 ◆宝宝撒谎倾向测试
 1.饺子不是我弄地上的——如何应对孩子的防御性撒谎
 2.和超人共进午餐的菲菲——如何引导孩子合理想象
 3.我家娜娜爱吹牛——怎样引导孩子的好胜心
 4.话太多的毛毛——孩子的表现欲该如何呵护
 5.“脏话大王”晨晨——给孩子心理“清污”
 6.小屁孩说大人话——警惕孩子童心早失
 7.家有“顶嘴大王”——小心“独立期”孩子的逆反
Part 4　拯救小小冒失鬼
 ◆宝宝细心度测试
 1.家有“马大哈”——让丢三落四的孩子细心点儿
 2.书包跑哪去了——避免给“毛躁”型孩子消极暗示
 3.作业小错不断——多让孩子做些“细活儿”
 4.做事敷衍——如何激发孩子的责任感
 5.孩子老丢铅笔——怎样帮助自控力低的粗心孩子
 6.家有“冒失鬼”——如何让“冒失”型孩子慢下来
Part 5　校正超级“小霸王”
 ◆宝宝霸道倾向测试
 1.奇奇变成了小霸王——如何纠正“放纵溺爱型”霸道行为
 2.我的苹果不给别人吃——怎样纠正孩子的“自私”
 3.不给我玩儿，就要抢——警惕“儿童独占症”
 4.我就要看少儿台——如何帮孩子度过第二“反抗期”
 5.好东西都是我的——怎样剔除孩子的独享意识
 6.我的东西，谁也不准碰——孩子为何“唯我独尊”
Part 6　警惕！
孩子有怪癖
 ◆宝宝怪异倾向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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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只是拿来玩玩——如何纠正孩子的“偷窃”行为
 2.喜欢美女姐姐——如何顺利度过“性意识成长关键期”
 3.孩子言行不一——用门槛效应纠正
 4.蒙枕巾睡觉的晶晶——如何增强孩子的安全感
 5.对妈妈不亲的子默——警惕孩子的缄默效应
 6.佳佳网络成瘾——如何帮孩子走出禁果效应
 7.爱啃指甲的昭月——如何纠正孩子啃指甲
 8.孩子虐待动物——校正孩子的残忍心
Part 7　宝宝爱涉险
 ◆宝宝涉险程度测试
 1.爱从地上捡东西吃——如何应对“好奇型”异食行为
 2.孩子喜欢按电源开关——正确引导“探险型”危险行为
 3.让暖水瓶“高高在上”——怎样减少孩子对危险物品的探知欲
 4.小小烟头收集家——不要给孩子错误的心理暗示
 5.孩子爱往高处爬——让孩子远离“攀高心理”
 6.孩子爱玩马桶——正确引导孩子的破坏心理
Part 8　学习成了大问题
 ◆宝宝注意力测试
 1.孩子上学是为了爸妈？
——如何帮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
 2.孩子不喜欢老师——怎样帮孩子跨越情感隔阂
 3.一提作业头就大了——如何让超限效应远离孩子
 4.总考第二名——用鲶鱼效应激发孩子的竞争意识
 5.你帮我报学习班，征求我意见了吗？
——巧妙应对孩子的叛逆心理
 6.小龙的头顶有点“秃”——如何帮孩子减少心理压力
 7.爱走神的乐乐——用红萝卜效应帮孩子提高注意力
 8.老师让默写，她抄写——如何应对孩子在学习上的应付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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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宝宝暴力倾向测试想知道宝宝有没有暴力倾向吗？
宝宝暴力倾向的程度怎样呢？
先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1.宝宝是否总是对你“大打出手”？
A.是  B.否2.宝宝是否经常莫名其妙地“雷霆大怒”，并伴有长时间的哭闹？
A.是  B.否3.宝宝是否经常抢别的小朋友的玩具？
A.是  B.否4.宝宝是否经常故意把你刚刚收拾好的东西搞乱，看着你忙忙碌碌的样子，他却在一旁自得
其乐？
A.是  B.否5.宝宝是否经常对自己“施暴”，以此来博得你的疼爱？
A.是  B.否6.宝宝是否对有暴力内容的动画片特别感兴趣，甚至超过了对其他玩具和游戏的兴趣？
A.是  B.否7.宝宝是否经常模仿其他宝宝之间、成人之间或影片里的暴力行为？
A.是  B.否8.宝宝在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是否会对别人“发怒”？
A.是  B.否测试结果：“暴力型”宝宝：A项出现6～8次，妈妈需要对宝宝的暴力行为引起高度重视。
“准暴力型”宝宝：A项出现3～5次，你的宝宝已经有了暴力的苗头，不过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能
作最后结论。
“安静型”宝宝：A项出现1～2次，妈妈大可放心，你的宝宝暂时还没有与暴力亲密接触。
1.安安欺负小朋友——如何纠正敌意型攻击周四下午，张强去幼儿园接5岁的儿子安安放学。
可刚进幼儿园，安安班上的王老师就把他请到了办公室——看来安安又惹事了。
最近安安的脾气非常大，动不动就动粗。
上周，安安就因为抢玩具把同班的小朋友珍珍打哭了。
这次，儿子又惹什么事了？
张强忐忑不安地进了王老师的办公室。
“安安爸，今天安安又打人了，把班上的东东打哭了。
这孩子最近已经打了好几个小朋友了。
我想和你聊聊，看看怎么帮助孩子改掉打人的毛病。
”“唉，这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回家我好好收拾他！
”听说儿子又打人，张强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王老师一听急了，说：“安安打别的孩子不对，但你也不能打他、骂他啊！
以暴制暴，可不是教育孩子的好方法。
”张强点点头，说：“王老师，我也知道打孩子不对，可有的时候孩子把我气急了，就忍不住给他两
巴掌。
尤其是最近，孩子越大越不听话，挨的打就多了。
”王老师听后，点点头说：“这就找到原因了。
孩子最近在幼儿园的打人行为，就是因为在家里挨了打。
家长要和孩子多沟通，别打孩子。
越打越纠正不了坏毛病。
”张强听了惭愧地点点头：“好，老师，我听你的！
”⋯⋯在教室里见到安安，孩子正被老师罚一个人坐在角落里5分钟，不准说话和走动，也不准别的
小朋友和他说话。
张强到教室的时候，惩罚的时间还没到。
安安看到爸爸，小脸绷着，低着头不敢看爸爸的眼睛。
这一次，张强没有不顾孩子的面子当着别的小朋友的面训斥他，而是坐在一边的椅子上安静地等儿子
的惩罚结束，而后父子两人一起回家了。
路上，张强问安安为什么打人，安安说：“我只是看他不顺眼，我不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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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忍了几次，终于忍住了没发火动手打安安，但心里却对孩子的暴力行为百思不得其解：不喜欢
别人就打人？
孩子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么做？
这么小就这么暴力，长大了怎么办？
案例深度解析美国心理学家威拉德.W.哈特普曾把攻击性行为分为两种，即敌意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
。
工具性攻击常在年龄小的儿童身上出现，表现为争抢玩具和其他物品，这种攻击性行为会随着孩子的
长大慢慢消失。
但有些孩子随着年龄的增大，表现出以人为中心的攻击，这种攻击不是为了抢夺物品，目的是对人造
成伤害。
这种攻击性行为就是敌意性攻击。
比如，故事中安安因为看别人不顺眼而打人的行为就属于敌意性攻击。
敌意性攻击显然比工具性攻击更加恶劣，但是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来说，不管是哪类攻击行为，都不能
列为品德问题。
所以，家长不要过于着急。
只要引导得当，孩子的攻击性行为就可以得到削减。
孩子为什么会出现攻击性行为呢？
从儿童心理学来看，这种行为是一种必然。
儿童两三岁时，处于自我意识高速发展的阶段，自我意识较强。
这一时期，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好玩的玩具与美食都是自己的。
因为不懂得分享、合作，所以，争抢玩具与美食的事时有发生。
在争抢的过程中，自然就会产生打人、咬人等攻击性行为。
同时，这一时期，是孩子在自己所属群体中探究与人交往、摸索各自特点、体验交流方式方法，以及
学习如何做人的时期。
在与其他孩子交往或在一起玩耍游戏的过程中，难免发生误解，产生矛盾，出现争吵、打斗等攻击性
行为。
这种行为，随着孩子的长大、获得经验的增多，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的增强，自然就会逐渐减少。
但有些孩子的攻击性行为比较“顽固”，甚至出现安安那样无故打人的行为。
这时，家长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孩子攻击性行为产生的原因了。
1.父母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孩子的攻击性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从父母身上模仿来的。
比如，父母经常打架，就会影响孩子，当孩子与他人相处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就有可能动手打人。
如果父母对孩子要求过于严厉，经常打骂孩子，或使用体罚来惩罚孩子，也会给孩子负面效应，诱发
孩子产生攻击性行为。
2.不良环境的影响有的孩子有攻击性行为，也有可能是因为他长期处于缺少接纳、关爱、赞扬和肯定
的环境中。
时间长了，必然会心理失衡。
比如，缺乏自信心，产生自卑感或忌妒心理，进而引发攻击性行为。
比如，一个孩子受到老师或父母批评时，心里觉得很委屈、失落，并由此产生自卑感。
而此时，如果其他小朋友受到赞赏，他必然会对得到表扬的一方产生忌妒心理。
如果得到表扬的小朋友再嘲笑他，就可能诱发孩子深藏在心底的自卑，进而对对方大打出手。
电视媒介也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
比如，孩子经常看《晶码战士》《迪加?奥特曼》等有打斗内容的动画片。
看得时间长了，自然就会模仿，会学着动画片中的人物，攻击自己不喜欢的小朋友。
3.不良情绪的影响很多孩子的攻击行为，是因为心中有不良情绪，比如，愤怒、委屈、烦躁，而又找
不到合理的发泄渠道，或得不到父母的帮助或疏导，长时间郁积在心中。
时间一长，必然会引发与其他孩子之间的冲突。
此时，与其说孩子打人，不如说他在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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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缺少良好的沟通方式很多时候，孩子打人的目的不是要攻击对方，而是不知如何与其相处。
尤其是1-3岁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差，不知如何与对方沟通，或向对方表示友好。
于是，就喜欢用肢体语言表达。
比如，有的孩子喜欢用手拍小朋友一下，或撞小朋友一下。
他的行为看上去很像打架，其实，他只是想引起小朋友的注意而已。
心理学家支招3岁前，孩子的攻击性行为是一种正常行为。
3岁后，如果孩子还有这种行为，父母就应该加以引导了。
如果对孩子的攻击性行为听之任之，既会影响其个性的发展，又会影响其人际交往。
在日常生活中，父母要多观察。
如发现孩子有攻击性行为出现，应找出原因，有针对性地帮其纠正。
1.给孩子积极、正面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之间或与亲戚、朋友有了矛盾，一定要注意处理方式
。
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或大声争论。
特别是爱争吵、打架的父母，先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以平和的方式解决争执，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
。
孩子犯了错误，不要打骂或体罚孩子。
对于孩子错误行为的改正，打骂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有通过讲道理，帮助孩子分析自己的行为为什么
错了，正确的行为应该是什么，这样才能使孩子获得进步。
当孩子有不良情绪时，比如，受了小朋友的欺负或老师的不公正批评而生气或委屈时，家长要及时安
抚与疏导。
父母的爱是最有效的良药。
2.避免孩子接触暴力环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应尽可能避免孩子接触暴力环境，如看有暴力情
节的电视节目或玩暴力血腥的电脑游戏等。
父母要尽可能帮孩子挑选内容健康的动画片或其他电视节目。
如果孩子坚持要看这类有暴力情节的电视节目，父母要陪孩子一起看。
一边看，一边给孩子讲道理，让孩子明白暴力行为是不可模仿的。
3.教孩子与他人友好相处幼儿时期的交往，多以自我为中心，从三四岁开始，孩子才有分享、合作等
意识。
所以父母要适时对孩子的分享精神、合作精神进行引导，让孩子懂得谦让，体验给予、分享的快乐。
父母可以鼓励孩子邀请幼儿园或邻居家的小朋友到自己家里做客，让孩子当主人。
让孩子学习礼貌待客，主动把家里好玩的、好吃的拿出来，招待小朋友。
这样，时间长了，孩子自然就有了分享意识，也能与小朋友友好相处了。
4.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宝宝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好时，爸爸妈妈千万不要忽视。
良好的语言氛围是宝宝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关键。
爸爸妈妈平时要多用平和温柔的语言和宝宝交流，尽量为他提供语言表达和申辩的机会。
多鼓励宝宝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意愿和需求，鼓励宝宝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让宝宝体
会到用语言表达的效果和乐趣。
5.增强孩子的同理心对于3岁以上的宝宝来说，家长可适时培养孩子的同理心。
同理心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孩子出现暴力行为时，家长要告诉他，用力打小朋友，小朋友会很疼的，就像你自己不小心摔倒或
撞到桌子上那样疼。
6.巧用“爱抚效应”心理学上有“爱抚效应”，是指爱抚产生的感觉，可以让人神经系统中的一些化
学物质发生奇妙的变化，从而缓解紧张，改善人的不良情绪。
当孩子与其他小朋友争抢玩具而生气或与小朋友发生争执而暴躁不安时，父母可以借用爱抚效应，抚
摸一下孩子的头或者抱抱孩子，这样可以有效地改善孩子的不良情绪。
而孩子的情绪稳定了，就不会再打人了。
7.屡教不改的孩子可用身体约束法对于屡教不改的孩子，家长可以采用一些强制措施，比如用“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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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法”来制止孩子“施暴”。
具体做法是，让孩子坐下并面对着你，抓住孩子的手臂和肩，大约1分钟后松开。
这之后，告诉孩子错在什么地方。
连续一星期使用这种约束法，就能见效。
8.爸爸妈妈不能做的三件事孩子施暴之后，家长切忌做以下三件事：不要训斥打人的宝宝，有时候宝
宝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训斥，这样只会加重宝宝的暴力倾向。
不要因为宝宝打人，就让他也尝尝挨打的滋味，这样只能给宝宝留下心理阴影。
不要鼓励宝宝报复打击其他小朋友。
他山之石妈妈姓名：王小丽职业：公司职员儿子姓名：浩浩，7岁我家浩浩今年7岁了，是一个活泼可
爱的孩子，人见人爱。
可一年前这孩子可是一个混世魔王，大人小孩都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打人。
浩浩的暴力行为最早出现在他两岁左右，和小朋友抢玩具，因为抢不过，最后动手打了对方。
发现浩浩打人之后，我和浩浩爸爸没少给他讲道理。
虽然每次他都答应再也不打人了，可一与小朋友发生矛盾，他的小拳头就又不老实了。
尤其是上了幼儿园之后，浩浩对于集体生活非常不习惯，与小朋友争执、冲突更是常事，所以几乎每
天他都动手打人。
最后老师提出，希望我们能给浩浩转园。
浩浩爸爸又急又气，就动手打了浩浩。
挨了打的浩浩只安分了两天，过后依然我行我素。
显然我们的方法不给力。
怎么办呢？
一个周末，浩浩在公园里遇见了邻居家的小朋友思思。
两人先还玩得好好的，可不知为什么就起了争执，浩浩举起了小拳头，我见状赶紧上前捉住了他的手
。
这次我没有生气，而是温和地对浩浩说：“浩浩，思思是女生，是吧？
男生要保护女生！
”我一面紧紧拉着他的手，搂着他的肩膀，等待他的怒气消失，一面告诉他，思思是你的好朋友，可
以与你一起做游戏，一起玩耍。
不管思思做了什么，都不能动手打思思。
过了几分钟，浩浩的情绪平静了下来。
他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还主动向思思道了歉。
我夸张地表扬了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以及事后主动道歉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把这个方法告诉了老师，希望老师在浩浩发怒时能够协助他平息怒气。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一个月后，浩浩已经能够在与小朋友发生矛盾时主动走开，到一边冷静自己的情绪了。
几个月后，浩浩与小朋友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顺畅，也懂得分享和合作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方法在心理学上叫转移法。
当孩子打人时，先抓住他的手或按他的肩膀，让他感受到你的爱，同时找一些话题，来转移他的注意
力，孩子的情绪就会平静下来，并主动控制住自己的暴力行为。
如果你的孩子也有暴力行为，我建议你，不管孩子是由于什么原因，一定要理解他，同时信任他，耐
心地帮助他纠正。
2.小秋又发飙了——如何安抚动辄哭闹的宝宝“妈妈，妈妈，我要妈妈，你在哪儿啊！
”“秋秋，妈妈去洗手间了。
别哭了，爸爸在这呢！
”一听孩子哭闹，秋秋爸以最快的速度，从厨房跑到了卧室的床边。
没想到，自己的热脸却贴到了秋秋的冷屁股：“不，不要爸爸，就要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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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秋秋大哭不止，还把枕头扔到了地上。
看着涕泪横流的儿子，爸爸只能在一边干着急。
好不容易，妈妈从洗手间出来了。
秋秋一看妈妈来了，哭声更大了，一边哭，一边喊：“坏爸爸，坏爸爸！
”“唉，这孩子！
无法无天了，气死人了！
”爸爸也生气了。
“哎，你怎么跟孩子计较！
你先洗脸去，我来哄他。
”妈妈也有点儿不耐烦了。
不一会儿，秋秋不哭了，去玩玩具去了。
秋秋爸叹气：“唉，没见过这样能哭闹的孩子！
”“是啊，你看这孩子刚上幼儿园两个月，学识没见长，脾气却越来越大，稍有不顺心就大哭大闹。
孩子长期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妈妈也心力交瘁。
“唉！
真是让人伤透脑筋，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教育这个孩子，看来我们要多想办法了。
”案例深度解析孩子动不动就发脾气，就像一个脆弱的“小气球”，家长感觉伤不起。
为什么孩子动不动就发脾气呢？
面对动辄哭闹的孩子，家长要怎么安抚呢？
首先你要记住一点，尽管发脾气的孩子一点儿也不可爱，但是0～6岁的孩子，很少会为了气家长而发
脾气。
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还是以自我需求为中心的。
他们发脾气多半是因为自己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或以此要求家长顺从。
一般来说，这个时期孩子的哭闹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1.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除了吃好穿暖，孩子还
有很多的心理需求。
当其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往往会大发脾气。
一般来说，孩子出生后，在4个月时就有了发脾气、表达不良情绪的能力。
而随着其生理、心理的发育，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开始逐渐接触更多的事物。
不过孩子对于自己所接触的事物，不可能像成人那样做出理性的认识或决策，而是凭着自己的情绪与
兴趣来参与或行动。
可是他的认识或行动，却常常遇到父母的阻挠。
孩子当然不会意识到父母的阻挠自有父母的道理，而是每遇到父母的阻挠或受到挫折打击时，都会通
过发脾气来表达抗议，比如哭闹、摔东西等。
秋秋就是这样，睡醒时，见妈妈没在身边，于是就大发脾气，甚至迁怒于别人。
2.负面环境的效应孩子脾气大，有很多原因，比如，不良环境的影响。
这种环境，既包括家庭环境，又包括自然环境。
先说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很大。
比如，父母经常争吵或平时说话总是大声喧哗，像吵架一样，这些会给宝宝的心灵造成伤害。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在遇到困难、处理问题时，就会习惯采用简单暴力的方法。
反之，如果一个孩子从小生活在和美的家庭，父母之间遇到问题，总是心平气和地讨论或协商，平时
说话也轻声慢语，那么孩子说话就不会粗声大气，遇到问题时也不会大喊大叫。
孩子成长的自然环境也会影响孩子。
比如生活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孩子吃不好、睡不着，情绪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就会脾气暴躁、动辄
哭闹。
如果生活环境悠然娴静，孩子的心情也会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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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就不容易成为动辄哭闹的问题孩子。
3.身体不适除了心理需求与不良环境的影响，孩子的情绪也会受身体健康程度的影响。
因而，当孩子身体劳累或不适时，孩子脾气也大。
特别是2-3岁的孩子，常常因贪玩而不睡午觉，结果导致睡眠不足、疲劳过度，从而使身体处于疲劳状
态。
此时，孩子稍有不顺心，就会大发脾气。
另外孩子肚子饿了或生病了，都会影响孩子的情绪控制能力，导致孩子情绪失控而发脾气。
4.其他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导致孩子脾气大。
比如孩子生病时，如果家长百依百顺，当孩子病好之后，家长就取消了对孩子的特殊待遇，孩子往往
会因此而感觉愤怒，大发脾气。
心理学家支招事实上，孩子发脾气意味着孩子“自我”意识的萌芽，是成长的征兆。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是“合理”的，是好事。
但是面对“小气球”宝宝，很多父母会表现出急躁、烦恼，有些父母甚至会因此而向孩子发火，打骂
叫嚷。
所以，经常见到孩子在哭闹、家长在旁边训斥的情景。
初时孩子还可能会因为家长的恼火而安静下来，但长期之后，孩子便会变本加厉。
家长发火更会激化矛盾，对平息孩子的怒气是毫无意义的。
那么该怎么办呢？
找到孩子哭闹的真正原因，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小气球”的气就可平稳地放出来了。
1.尽量满足孩子的合理需求绝大多数时候，孩子是因为自己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大哭大闹。
这时，家长要本着“爱与自由”的原则，分析孩子的需求是不是合理的。
对于孩子的合理需求，尽可能满足，就可有效解决孩子的哭闹。
如果孩子经常因为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哭闹，家长就要进行自我检查，看是不是自己管得太多，给孩子
的束缚太多了。
很多时候孩子的需求都是合理的。
比如想玩水、玩泥巴、玩土、玩螺丝刀等。
家长往往觉得孩子会把衣服弄脏而拒绝孩子的要求，进而使得孩子大哭大闹。
实际上，这种亲子之间的冲突完全可以避免。
孩子想玩就让他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玩好了。
所以，不要为了让自己少洗几件衣服或者浪费一点儿水而取消孩子亲近大自然的机会。
多给孩子自由，就可以有效减少孩子的哭闹次数。
当然孩子也有提出不合理需求的时候，比如想摸带电的插口等。
这时家长不要武断地拒绝，而要平心静气地告诉孩子，这些东西是危险的。
还可以给孩子讲讲电的原理、用电的注意事项等，甚至可以请小区的电力维修工到家里来给孩子讲不
安全用电的危害。
这样一来，不但可以使孩子不再提出这方面的不合理需求，还使孩子学到了科学知识，一举两得。
2.给孩子一个平和的人文环境在日常生活中，家长遇到事情时，要学会控制愤怒的情绪。
夫妻间有矛盾，尽量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不要大吵大闹。
平时还要经常开开玩笑，给孩子一个开放、轻松、平和的人文环境。
这样，孩子遇事就会沉着应对，而不是火冒三丈、大发脾气。
3.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当孩子发脾气时，可以用转移法。
用他感兴趣的游戏或物品吸引他，转移他的情绪。
比如，让孩子听一些欢快的音乐或带孩子去安静的地方散步。
安静的环境可以使孩子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
4.冷处理法国外的家长在孩子发脾气时，不是去哄他，而是不理他，任他哭闹。
这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其实却是很给力的一种方法。
特别是当宝宝无理取闹乱发脾气时，家长不妨采取冷处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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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孩子的情绪平静下来之后，父母可以一边安抚他，一边与他沟通，请他说出自己的感受以及生气的
原因。
告诉他，委屈、伤心的时候，可以说出来，甚至哭一会儿也没关系，但是不要向父母发脾气。
告诉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你一点儿也不可爱，你的行为和语言还会令父母伤心。
所以，如果你心情不好、想发脾气的时候，可以做做深呼吸，这样就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5.因“时”而宜孩子的年纪不同，其心理需求差别很大，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也不相同，所以面对不
同年龄段的“小气球”，需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0-6个月时，宝宝的不良情绪主要是愤怒。
平息其怒气最好的办法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比如，给他一个会发出音乐铃声的玩具，或者给他唱一首儿歌都可以有效改善孩子的不良情绪。
6-12个月时，宝宝的愤怒情绪开始细化为不安、生气、恐惧等。
这一年龄段，孩子有不良情绪时，父母可带他离开不良环境，换一个孩子觉得安全的地方，或者给孩
子一个他熟悉的玩具、玩偶，甚至枕巾、毛巾等。
带孩子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时，很多孩子会哭闹，这实际上是因为孩子感到不安、恐惧。
所以，带孩子外出旅行，最好带上一两件孩子熟悉的枕巾、床单等，这样就可以有效消除孩子的不安
全感。
孩子表现出不安、恐惧时，家长要通过身体接触的方式，柔声告诉孩子不要着急，不要怕，有爸爸妈
妈在。
这样，就可消除孩子的哭闹，让孩子安静下来。
12-24个月时，孩子会夸大自己的不良情绪，同时自控能力很差。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容易成为“小气球”。
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已经能够用自己的双脚去探索世界，用自己的双手去感触世界，但是他们还不
能辨别哪些是安全的，哪些是危险的。
所以，他们经常会提出不合理的需求，从而招致父母的制止和反对，因而屡遭挫折。
而且这个时期的孩子往往会夸大自己所感受到的不良情绪，成为“小气球”。
面对这个年龄段的“小气球”，家长要从三点入手：第一，尽可能满足孩子的探索要求，让孩子自由
去探索，不要太束缚孩子；第二，培养和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让孩子学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
所思所想，而不要用哭闹的方式来表达；第三，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还是非常有效的，尽可使用。
24个月以上的宝宝，心智能力逐步提高，越来越能够合理地提出自己的需求，同时控制自己的情绪。
所以，上文中提到的方法都可在孩子发脾气时使用。
此外，家长还要有意识地鼓励孩子控制自己的情绪，尽可能用语言来表达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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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每天懂点孩子心理学》编辑推荐：8岁前，你可以帮助孩子获得好性格。
3-8岁是孩子性格形成最重要的阶段，孩子90%的性格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
想要孩子拥有完美的性格，家长就要注意多加引导，帮助孩子发挥性格优势，弥补性格弱点。
孩子的性格缺陷一定要在8岁前加以纠正。

Page 1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每天懂点孩子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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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