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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3岁看大，让你的孩子为自己的将来做主俗语有言：“3岁看大。
”意思是，从一个人3岁左右的状态就能看到他成年后的状况。
这不是谬论。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人的性格在童年时期的早期就能形成，从几岁的孩子身上可以预测出他成年
后的一些行为。
1980年，英国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教授卡斯比同伦敦国王学院的精神病学家进行了试验观察，他们的
研究对象是当地的1000名3岁儿童。
测试结果表明，这些孩子分为充满自信、良好适应、沉默寡言、自我约束和坐立不安五大类。
到2003年，当这些孩子长到26岁时，卡斯比等人再次与他们进行了面谈，并且对他们的朋友和亲戚进
行了调查，同时作了总结报告。
报告上说，从3岁幼童的言行就可以预示他们成年后的性格。
卡斯比教授指出，一个人对3岁之前所经历的事情会像海绵一样吸收。
这意味着孩子性格形成和能力培养的关键期就在3岁之前，这个阶段的孩子跟随什么样的人，接受什
么样的教育，就将会形成相应的性格。
和其朝夕相处的成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可能会深深地烙在他们的心灵深处。
这个实验报告作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3岁看大”的观点，在国际育儿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卡斯比教授还指出，在孩子的幼年成长中，父母和幼儿园老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任。
他还认为，虽然一个人的性格到成年后会随着阅历和各种教育方式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但这要看孩子
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若是父母、老师和社会各界人士给予正确的引导，那孩子未来的发展走向就
比较乐观，反之亦然。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1920年，在印度发现了两个“狼孩”，大的约七八岁，小的两岁左右。
牧师辛格将这两个“怪物”带到了村里，送进了当地的一所孤儿院，并给大的取名卡玛拉，小的取名
阿玛拉。
为了使这两个“狼孩”学会和适应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辛格牧师夫妇做了种种努力，终未成功。
阿玛拉在第11个月就死掉了；卡玛拉用了5年时间学会了两脚步行，7年才学会了45个单词。
卡玛拉一直活到17岁，但她直到死时也没有真正学会说话，智力只相当于三四岁的孩子。
这个例子说明，如果错过孩子3岁左右的学习关键期，就会影响孩子今后各种能力的发展，造成不可
逆转的后果。
3岁前是孩子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幼儿有着强大的学习和吸收能力。
美国科学家利用“正电子发射计算体层摄影”技术，对幼儿大脑的发育进行扫描观察，发现孩子在出
生之后，由于视、听、触觉接受大量的信号刺激，脑神经细胞之间建立联系的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
象。
而且研究表明，3岁以后，大脑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已经基本定型，并且停止了新的信息交流，这时大
脑的结构就已经牢固成型。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大脑的发育过程已经完全停止，但就如同计算机一样，硬盘已经格式化完毕，就等
待编程了。
因此，我们应该及早开发孩子大脑的潜能，但是，如果我们把开发脑潜能理解成背古诗、认生字、算
算术等，那么，我们的做法就有失偏颇了，因为这违背了孩子成长的规律，是“拔苗助长”。
我们要让孩子多体验、多感受、亲自动手，让孩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不要怕孩子搞“破坏”、故意捣乱、犯错误，我们要给孩子在错误中成长的机会。
从诸多的科学实验中，我们发现，0~3岁是多方面能力(感知、记忆、思维、个性等)发展的关键期。
通过研究发现，3岁左右的孩子学习的关键期有如下几个方面：2~3岁是计数能力(口头数数、按物点数
、按数点物、说出总数)发展的关键期；2~3岁是学习口头语言的第一个关键期，5岁左右是口头语言发
展的第二个关键期；2.5~3.5岁是教育孩子遵守行为规范的关键期；3岁左右是培养其独立生活能力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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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期。
孩子到了一定的阶段，不同的敏感期就会接踵而至。
我们要细心观察，抓住孩子的敏感期，培养孩子各方面的能力。
有些做父母的很爱孩子，生怕孩子受苦受累，时时处处限制孩子的行动，不让他干这个、动那个；或
者嫌孩子做事笨手笨脚，代替他们做一些事情。
殊不知，我们在一点点地剥夺孩子成长的权利，扼杀孩子的创造力和自主性。
我们可以替孩子做事，但没有办法替孩子生活和成长；我们可以替孩子解决问题，但是没有办法替他
们去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可以替孩子规划未来，但不能替他们憧憬未来。
一个没有憧憬和希冀的童年，不能自主地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个平庸痛苦的未来。
懂得了这些道理的父母，请让您的孩子为自己的将来做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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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孩子没那么累！
关键是要把握住孩子成长的关键期。

　　3岁的孩子，到底面临哪些成长关键点——
　　■凡事对着干，自我意识的塑造期
　　■渴望交到好朋友，社交与情感的黄金期
　　■从被动接受到自主思考，智能发展的加速期
　　■什么都想自己干，主动品质的成就期
　　■从小小追随者到自由探索者，体验式学习的培养期
　　■和你想的不一样，卓然个性的定型期
　　■管好他自己，自我管理的萌芽期
　　中国的家长总是最苦情的家长，不怕累，不怕苦，半辈子都在为孩子操心。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做法。
教孩子，要抓关键点。
3岁左右是多方面能力(感知觉、记忆、思维、个性等)发展的关键期。
懂得了这一点，父母们教孩子就不用那么累了。
本书将3岁关键期的幼儿发展进行了详细而通俗的讲述，告诉家长如何在让孩子在3岁的时候长对了，
那么以后就一劳永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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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1
　凡事对着干，自我意识的塑造期
　家里有个“小魔头”
　保持理性的客观，让孩子自己去判断是非
　让孩子知道哭闹不能左右任何事
　让“不要”远离你
　你建议，他（她）选择
　引导孩子正确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情绪
　主动示弱，满足孩子的成长欲
　冲动是魔鬼，别和孩子较劲
　换个角度，想想孩子为什么要反抗
　自我意识越强的孩子反抗性越强
　孩子能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想法未必是坏事
　夸奖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CHAPTER 02
　渴望交到好朋友，社交与情感的黄金期
　尊重和关爱孩子假想中的朋友
　引导协作游戏，但要掌握时间
　支持和鼓励孩子自己去发展新朋友
　创设情境，给孩子更多的自我表达机会
　别拿“旁边的那个人”吓唬孩子
　巧妙教育孩子成为有礼貌的小标兵
　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当众批评孩子
　对孩子表现出的分享品质表示赞赏
　鼓励孩子利用合作而非冲突解决问题
　孩子之间的矛盾由他们自己去解决
　注意孩子有了最初的性别区分感
　你的鼓励与信任是最好的亲子调和剂
CHAPTER 03
　从被动接受到自主思考，智能发展的加速期
　呵护孩子对任何新鲜事物的强烈好奇心
　孩子越爱提问，表明他们对生活越是用心
　拆坏的东西远没有孩子的探索欲重要
　切勿错过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
　教孩子用眼睛捕捉事物，培养观察力
　让孩子亲自触摸或体验，增强感受力
　引导孩子进行动作练习，提升运动智能
　复述练习，孩子的记忆力会令你惊奇
　利用比较游戏，学习区分各种不同
　排一排，数一数，建立基本数的概念
　和孩子一起做手工，多元智能开发
　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睡觉也能长智慧
CHAPTER 04
　什么都想自己干，主动品质的成就期
　重知识不重技能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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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笨手笨脚的时候要忍住不帮忙
　过度保护会伤害孩子的自尊
　给孩子时间，让他自己去安排
　给孩子题目，让他自己去创造
　给孩子工作，让他自己去完成
　给孩子机会，自己的事情让他自己干
　少设置条条框框，给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
　面对困难，让孩子自己去解决
　“逼”着孩子自己去找问题的答案
　孩子越是不敢做的事，越要鼓励他去做
　适当“教训”一下凡事等你做的孩子
CHAPTER 05
　小小追随者到自由探索者，体验式学习的培养期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引导孩子从玩乐中开发智慧
　不要过严斥责孩子出格但未出原则底线的行为
　对由于探索发生的伤害或破坏要淡化处理
　别将孩子看得太紧，给孩子机会自由探索
　多带孩子走出家门，让孩子进行多项感官的体验
　发现孩子的探索欲望时，给予及时的鼓励
　把学习演变成游戏，增加孩子对学习的兴趣
　发起互动主题，引导孩子主动对事物进行探究
　及时发现学习难点，只给予必要的帮助
　百闻不如一见，创造机会增加孩子的见识
　及时发现孩子的独特潜能或兴趣，并予以特别关注
CHAPTER 06
　和你想的不一样，卓然个性的定型期
　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不要把孩子当成你的附属品
　别以你的想法衡量孩子，孩子和你想的不一样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你只是配角
　不和其他孩子横着比，每个孩子都与众不同
　让孩子在家庭中充当重要的角色，会增加孩子的自信心
　给予孩子足够的信任，是孩子自尊自信的源泉
　要想让孩子尊重他人，父母首先要尊重孩子
　乐于享受孩子给予你的感动和惊喜，培养孩子的生活热情
　孩子应担的责任要让他去承担，让孩子知道这是一种美德
　犯错和失败不是无能，保护孩子勇于尝试的勇气
　绝不强迫孩子盲从，打破对孩子的粗暴和专制
　孩子的个性要慢慢发掘、慢慢培养，不要急于一时
CHAPTER 07
　管好他自己，自我管理的萌芽期
　对孩子越苛求，你会越失望
　少用命令，多用指导
　制定规矩必须要结合孩子的能力
　建立基本是非观，培养孩子辨别真伪善恶的能力
　事情做错了，必然有后果
　行为有偏差，一定要纠正
　冲动是魔鬼，引导孩子调节自己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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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诱惑无处不在，让孩子了解诱惑背后的陷阱
　巧妙地延迟满足，有助孩子控制欲望
　绝不纵容孩子，不应该得到的一定不要给
　遇到难题不退缩，让孩子体验坚持不懈的成就感
　原则面前家长态度坚决一致，不让孩子有空可钻
　家长时刻以身作则，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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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里有个“小魔头”儿童出生时，儿童的意识是混沌的、万物浑然一体的，要从这样一个汪洋大海中
脱离出来，是自我分离和发现自我的过程。
分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孙瑞雪《捕捉儿童敏感期》我们常听到年轻的妈妈抱怨，孩子到了两岁多，越来越不好带了。
自家的孩子就像是“大闹天宫”的“小魔头”，孩子只要不睡觉，就会天上地下的又跳又蹦。
不是骑个小板凳当火车开，就是爬到沙发底下去找不知什么时候丢进去的玩具，要不就爬到爷爷或爸
爸的背上，把他们当马骑；再有可能就是用彩笔把雪白的墙涂花，拿着CD盘反复地插进CD机里，直
到把盘划花；家里的水池子是他们的最爱，经常弄得满地是水，浑身透湿；阳台上爷爷种的花可遭了
殃，经常被小家伙揪片叶子、掐朵花，爷爷奶奶一批评，他们还不服气，反而偷偷地掐得更多。
给孩子洗手、洗脸，如果他不想洗，就给他洗不成，如果硬要给洗，他就咬他自己的手；自己做了“
坏”事，还不让别人说，一说要么哇哇大哭，躺在地上打滚，要么就大声说“不”来反抗。
我们经常纳闷，孩子到底是怎么啦？
是什么让孩子成了“小魔头”                                            孩子从两岁左右开始，就会发现自己同周围的世界
是分离的，他们的自我意识就会悄无声息地萌发，他们开始脱离父母的掌控，变得以自我为中心。
随着孩子的自主运用能力越来越强，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他们身心发展的趋势迅速上升。
当他们具备独立行走的能力后，他们就开始挣脱父母的怀抱，憧憬着独“闯”天下。
他们的好奇心也越随之越发的强烈，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偏爱和喜好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不愿受父母的
约束和控制。
随之而来的，他们的反抗行为也日益增多，他们一刻不停地形成自己，排除他物，大声地说出“不”
，告诉别人“这是我的”，他们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自己的看法。
在这个时期，孩子的想法非常多，他们想尝试很多东西，他们反抗着父母和大人的看管，独立地去“
探索”他未知的、大人认为“幼儿不宜”的角落。
在我们大人看来他们就是在搞“破坏”。
用爱和宽容对待孩子的“破坏”行为                                   孩子满屋乱跑，到处“探索”，我们很多年轻的
父母本能的反应就是要保护孩子，限制他们的行为，用好话或好东西诱惑孩子，企图转移他们的注意
力，有的甚至大声地训斥或用武力“征服”孩子。
父母可能不清楚，这样的做法只会伤害孩子敏感的心灵。
我们强行让孩子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事，其实这是在“奴役”孩子。
孩子可能变乖了、安静了，但是，我们却可能亲手“扼杀”了一个爱因斯坦或牛顿。
如果我们能尊重孩子，在保护孩子的前提下，给予充分的自由，或许孩子在我们的爱和包容之下，就
能培养出良好的创新能力和探索精神。
爱孩子，就是给他们“当家做主”的机会，认同他们的行为，宽容他们的探索活动。
比如，孩子要把新买的玩具跑车拆掉，我们一般会疼惜玩具，把玩具放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
当你看了这本书后，就应该明白，和孩子的探索精神比起来，一个玩具汽车的价值是微乎其微的。
把握时机，因势利导，对孩子的行为进行正确引导                如果我们家的“小魔头”的做法是合理的，
比如孩子在墙上画画，可能孩子的绘画敏感期到了，我们就有必要给孩子准备好画纸和画笔，或者把
画纸贴到墙上，鼓励孩子在纸上画。
如果“小魔头”的行为预示着他们可能有危险，我们也应该避免当面斥责，因为孩子听不进反面的话
，他们会用反抗或者报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孩子喜欢摆弄刀具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可以打开电视看他喜欢的节目，也
可以带他出去玩儿，给他一个喜欢的玩具，等等。
如果孩子非要去摸暖水壶，或者燃气灶的火，我们可以拿着他的手靠近，当他感到烫时，就会停止这
些行为了。
有些“小魔头”很会搞恶作剧，他会一边做“坏”事，一边观察我们的反应，然后等着大人发作，他
就会乐得边跑边逗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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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们只要当做什么都没看见，他们就会觉得没趣，停止这些破坏行为。
当然，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会说“不”。
当孩子的行为确实存在很大的危险或者会影响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不”，让孩子学会遵
守规则，学会遵从权威。
但说“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
特别提醒：中国有句俗话叫“3岁看大”，两三岁的孩子正是自我意识形成的时期，也是今后形成健
全人格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宽容地对待孩子的一些“过分”行为。
尽量采用温和的方法，给孩子充分的自由发展的机会。
一旦我们约束过多，就会限制孩子的正常发展，将来可能会使他形成自卑退缩的人格；如果放任不管
，也会让孩子形成目中无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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