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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孩子，在每一位家长眼里，都是可爱起来让人心花怒放、麻烦起来让人头疼欲裂的小精灵。
　　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是每一位家长的愿望，可是，为什么这些小家伙们却总有那么多令人难以理解
的行为呢？
有的孩子唯我独尊，有的孤僻寡言，有的坐立难安，有的任性倔强，有的做什么都缺乏耐心、不能集
中精神⋯⋯其实，这些行为都有其内在的心理原因。
　　本书就是追寻这种内因，对症下药，帮助头大如斗的父母们解决这些棘手问题，让孩子们健康快
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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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是一种性格障碍　　儿童在1～2岁时，常常以自己的认知、情绪、意愿等
为中心，从自己的角度看待并判断周围环境中的一切。
他们没有也不能意识到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或多个角度去审视、理解和对待外在的人、事、物。
　　他们常常认为，夜晚月亮出来是为了给他们照明，他们所看到或拿到的东西都是自己的。
例如：妈妈与孩子玩滚球的游戏，妈妈在坡顶，孩子在坡下。
妈妈问：“球为什么滚下来?”孩子会说：“球知道我在等它才下来。
”当父母劳累需要安静地休息时，他们却依然我行我素、打打闹闹，不能站在父母的立场体验父母的
感受。
　　心理学家朱智贤在他主编的《心理学大词典》中说：“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经过三个时期：自我
中心期（8个月～3岁），是自我意识最原始的状态，称生理自我。
客观化时期（3岁～青春期），是获得社会自我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个体显著地受到社会文化的影
响，是学习角色的最重要时期。
角色意识的建立，标志着社会自我观念趋于形成。
主观自我时期（青春期一成人期），自我意识趋于成熟，进入心理自我时期。
”　　按他的分期说，儿童3～16岁时尤其应该重视自我意识的发展与培养，因为他们时刻感知、接受
着社会文化的影响，这对他们个性和品格的形成至关重要。
原始的“自我为中心”与生俱来，无法选择，后天的镌刻是造就品性的关键，家长或老师不可懈怠。
　　自我中心行为的表现　　处在“自我为中心期”的儿童的特征是分不清你、我、他的真正内涵，
喜欢幻想，常常不自主地把自己的想法和需要用最原始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于玩具，“只要是我玩的，就都是我的”。
为了捍卫“所有权”，他们命令、威胁别人不要拿他们的玩具，甚至以打人、抢夺的方式拿回自己所
爱的玩具。
　　对这阶段的儿童而言，玩具远比朋友重要，宁舍朋友不舍玩具。
要他们为友谊而放弃玩具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很想玩，若别人把玩具抢走，他们会难以忍受，至于别人的想法与感受，他们则
无法体会。
其实看到别人的玩具就顺手拿起来并说“我的”，其真正的意思是“我喜欢它”。
这是孩子发育过程中的正常表现，只有过了这个时期才会走向成熟。
　　当家里来了客人时，孩子表现得特别活跃，抢着说话，跑来跑去，拿各种玩具给客人看，忙个不
停（这就是俗话说的“人来疯”），这是孩子要求大家注意的一种本能行为。
孩子小时候出现这些行为可以谅解，但是若长大以后仍然要求大人过多注意，经常纠缠客人，处理问
题、办事情总是自己说了算，以我为中心、把自己的需要强加于人，稍不如意就大发脾气，那就是我
们所说的自我中心行为，需要认真及时地矫治。
　　自我中心行为的危害　　对于2～3岁的孩子来说，他们通常只能想到自己，不会想到别人，这种
原始自我形态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就会解除。
但在“转型”时，如果让孩子“崇尚自我”的思维方式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自以为是、专横
霸道的人。
这样的孩子在伙伴中或社会上是极不受欢迎的，即使孩子的智商再高、能力再大，也会被人讨厌。
　　自我中心现象几乎人人都有，只是因受教育不同、性格不同而发展情况有所不同，表现也有个体
差异。
过于严重的儿童最容易与同伴分裂，产生争吵和攻击行为；最容易赌气，被孤立，性格扭曲；长大后
人缘差，很难与人和谐相处、共谋事业。
家长和幼教工作者应重视这些不同的差异，因人施教。
　　自我中心行为产生的原因　　一味放纵　　出于过分关爱与呵护，家长不断认可和迁就孩子的自
我中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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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家长也知道不应该让孩子这样，但总认为树大自然直，不忍心对孩子严厉。
这样会导致孩子的行为更放纵，他们的表现在“胜利”中得到强化。
　　过度满足　　想吃什么、想要什么一定要满足，久而久之孩子会觉得所有好吃的、好玩的自己都
应该有，以至于长辈先吃了一口水果，玩具让别的孩子玩一会儿，就会引得他大哭大闹。
孩子总生活在一种“人人让我、人人为我、我说了算”的环境中，怎能不逐步养成“以我为中心”的
行为呢。
　　教养缺失　　很多家长和老师对孩子“转型”期的教育不细心，感觉不到其自我意识发生了异样
的变化，认为孩子大了自然就会变好的；有的则轻描淡写地说一下了事。
如：孩子看见家长为客人端上水果，想独自占有，就在每个水果上咬一口。
家长自然感觉很不好意思，就笑着说，“‘坏蛋’，那些你吃吧，我再端一盘。
”客人走后家长也不再提及此事，孩子并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
家长的疏忽使孩子的占有欲越来越强。
　　与遗传有关　　专家研究表明，人的性格的形成与遗传基因有关。
自我中心期的原始表现可能是“天性”的流露，父母的霸道很可能遗传给孩子。
　　自我中心的矫正方法　　帮助孩子正确的自我认识　　要改变孩子的自我中心行为，首先要取消
孩子在家中的“特殊”地位，只满足孩子的合理需求，让孩子知道自己在家庭中与其他成员是平等的
。
对孩子不合理的要求要坚决拒绝，以消除其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
父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使孩子懂得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需要分担共享，并使其懂得应该经常关心他人
。
同时教育孩子懂得共享为乐、独享为耻的道理，帮助孩子建立群体思想，这样可以使孩子的自我中心
行为逐渐减少。
　　教孩子为他人做些事情　　如果孩子从小在家庭中处于中心地位，家长给予太多的关注，那么这
个孩子在成年以后并不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人了，会对别人表现出很强的依赖性。
他只考虑自己的存在，而不考虑他人的存在，只注意对自己有利的事，其他则漠不关心。
他很可能认为他人的行为也应以自己为中心。
所以父母、老师首先要教会孩子时常为别人做些事情，比如把有趣的游戏介绍给别人，把好玩儿的玩
具让别人玩玩等。
当父母遇到孩子独占、抢夺别人东西的时候，应认真分析原因，寻找教育对策，及时给予说服和指导
。
　　不要过分地关注　　独生子女家庭容易对孩子有求必应，这样会慢慢地强化孩子的自我中心意识
，使孩子日后在生活中缺乏独立性，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学会冷处理　　孩子在得不到满足而大哭大闹时，家长可以“冷处理”，坚持不去迎合、不妥协
。
过一段时间后孩子会自己停止哭闹，此时家长可用其他形式安慰一下。
这样经过多次矫正之后，孩子就会明白采取哭闹的方式达不到目的，慢慢会减轻自我中心的表现。
　　适当给予“劣性刺激”　　所谓“劣性刺激”是指饥饿、劳累、困难和批评。
家长应适当地给孩子制造这样一个“四面楚歌”的环境，让孩子去经历挫折，有利于弱化孩子自我中
心的荣耀感。
但这种办法要点到为止，不要给孩子造成身心伤害。
　　不要大惊小怪　　当孩子受伤或生病的时候，家长一方面应采取科学的就医态度，另一方面不要
反应过度。
尤其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得大惊小怪、过度担心。
否则，孩子会从大人的反应中得到暗示，误认为自己的病特别严重，时间久了，会在心理上、行为上
养成高度自我中心的习惯。
　　避免给孩子归类　　2岁左右的孩子适应他人需求的能力很弱，这时就需要家长适时帮助。
首先，家长应先了解孩子的心理特征，避免将孩子归类为“慷慨的”或“小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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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还要主动制造机会，并给予一些简单的指导，鼓励其社交行为的发展。
比如提供足够的积木、黏土、色纸、颜料，在家长指导下，让孩子做各种建筑和美化环境的游戏，避
免因争夺玩具而引发争执，并借机让孩子练习社交技巧。
　　教孩子学会分享　　2～3岁的孩子无法体会他人的感受，又欠缺沟通的技巧，如果没有大人的监
督，他们的游戏很快就会落入一团混乱的纷争。
因此，不要期望一群孩子可以自己玩得很好，此时，大人适时地引导，可以帮助孩子发展社会能力。
比如，老师可以跟孩子解释：“玩具是属于大家的，如果你想先玩滑梯，就让别的小朋友先玩娃娃。
”并教他们问其他正在玩滑梯的小朋友：“我可不可以和你们一起玩?”若孩子们坚持不愿意一起玩儿
，老师也可充当计时员，指导孩子学会轮流，一人玩一段时间。
　　虽然有的孩子自我意识很强，但只要大人耐心辅导，让孩子多经历几次成功的合作游戏，他们心
中萌生的友谊观念会渐渐成熟，并学会体谅别人、与人合作和轮流玩玩具了。
　　给孩子过生日不要过分隆重　　许多家长对孩子的生日过分在意。
每逢孩子生日，亲戚朋友济济一堂，众星捧月，让孩子在生日宴会上出尽风头，这无疑会强化孩子自
我中心的意识。
较好的方法是孩子生日时，给孩子买些玩具、添件新衣服或特意带其去公园，既不失爱意又不膨胀自
我。
　　孤独　　孤独是一种主观体验　　世界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很重视对孤独的研究。
精神病学者多从病理上看待孤独，心理学家多从行为表现方面研究孤独。
爱德华·R.黑特伏认定，孤独是综合征，在儿童期多发生在出生后前20个月，这是一种严重的精神发
育性能力缺陷与残废状态，需要认真对待。
　　心理学家认为，“孤独有时是短暂的心境，有时是严重的和长期的状态”，是一种主观体验。
他们早就发现了值得重视的现象：“孤独在青少年中更加普遍，而在年龄较大的各种群体中不常为人
所提及⋯⋯”他们还发现，“孤独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更为普遍”，这是非常符合我国国情
的。
　　无论是精神病理还是行为现象，目前我国对儿童早期孤独症症状的研究都很不够，所以本书在这
一章着重讲述病态矫治。
　　婴幼儿孤独症是一种精神疾病　　据有关部门推算，我国每年约有50万幼儿罹患此症。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在我国至今尚未被大多数人所认识，甚至连多数医生也没
有早期识别诊断的能力。
以往医生们都笼统地将孤独症诊断为 精神发育迟滞、儿童精神分裂症或多动症等，以致延误了对症治
疗的时机。
婴幼儿孤独症是一种婴幼儿特有的精神性疾病，发病年龄在3岁前，男孩多于女孩。
患有孤独症的婴幼儿在发病前均较聪明，但发病后在智能方面就明显低于正常婴幼儿。
此症病程比较缓慢，约有1／3患者病症属轻度，须细心观察，及早发现并给予特殊训练和药物治疗。
　　孤独的症状与表现　　表现异常　　当母亲抱他们在怀里喂奶时，他们不将身子紧贴母亲；当大
人用手去抱他们时，他们没有正常的迎接姿势，表情冷淡；他们对周围的人或物不感兴趣，面部也缺
乏喜怒哀乐的感情表露，旁若无人。
　　语言表达有障碍　　有的孤独症患儿默默不语，有的患儿开始讲话比别人晚，讲话的内容也比别
人少。
他们对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低下，对别人说得稍微复杂一点的句子常无法理解，不会以提问的方式
与人交谈，更不会主动与人交谈。
他们不会用手势表示“再见”，不会运用动作、姿态及音调与人交往；不会使用代词或使用代词不当
，常错用“你”、“我”、“他”；常重复别人所讲过的话（模仿言语）或常重复别人以前讲过的话
（延迟性模仿言语）。
他们缺乏正常儿童应有的想象力，不能像正常儿童那样做游戏或和同伴玩耍。
　　喜欢旋转的事物　　他们对一般儿童喜欢的玩具不感兴趣，喜欢圆的会旋转的东西，如瓶盖、陀
螺、杯盖，常爱不释手，可连续玩很长时间；也常会迷恋会转动的东西，如不停地观看正在旋转的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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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他们要求环境固定不变，如要求吃同样的菜，穿同样的衣服，坐同一个位置，走同一条路线；他
们常常双手上举左右摇摆、旋转、打桌子、打墙壁、撞头、自伤；还有的患儿对音乐节奏特别感兴趣
。
　　感觉过敏、感觉迟钝和感觉异常　　有的患儿对声、光刺激过敏，有的患儿对疼痛、寒冷刺激反
应迟钝，也有的患儿有特殊感觉，他们喜欢触摸或闻嗅一些日常用品，触摸光滑的墙面和地板。
　　智力有障碍　　25％的患儿智能正常，25％的患儿有轻度智能障碍，50％的患儿有重度智能障碍
，个别患儿在智能低的背景下出现“岛状活动”，对机械记忆、计数、推算等有特异功能。
　　发育异常　　体格发育异常，常较同龄儿童矮小，可伴有某些发育畸形。
　　特殊爱好或依恋某种东西　　患儿常对无生命物体（如一支铅笔）或动物（如一只小猫）有特殊
的爱好，如果找不到这个东西，就会产生严重焦虑或大哭大闹；而当把他们所特别喜爱的东西找回来
时，又能平静下来。
但对人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感兴趣。
此外，有些患儿会出现恐惧、多动或少动，甚至还有无法劝阻的哭闹以及情绪波动及睡眠障碍等现象
。
　　孤独症的危害　　婴幼儿孤独症常发生于3岁左右，这一阶段恰好是培养儿童语言、交往、生活
技能的关键时期，孤独会造成性格怪异，对他们的一生产生以下不良影响。
　　沟通困难　　孤独症患儿的语言与正常人的语言在逻辑、内容、形式上互不相容。
他们的内在世界精彩纷呈，但与正常人的内心世界互不相通。
他们的思维活动是“关起门来唱大戏”，表面平静，内部活动很激烈。
这种语言的不相容性导致孤独症患儿行为古怪、不可理解。
　　预测能力差　　孤独症患儿由于缺乏想象力和预测行为结果的能力，无法进行建设性游戏。
但他们知道纸可以撕、硬的东西扔到地上可以发出声音等等，为了寻找这种撕纸或扔东西的快乐，他
们往往打碎或撕掉一些不该打碎或撕掉的东西。
　　常有不雅的举止　　逛商场时会毫无顾忌地从货架上取出自己喜爱的食物后径直走出超市；当父
母与同事或邻居谈话时，会抱着另0人“亲吻”或无原因地攻击他人，甚至在公共场所当众脱衣服或
撒尿。
　　常有危险举动　　孤独症患儿往往没有恐惧感，不能预料他们行为所产生的后果。
因此，他们常有危险举动，如突然穿越马路而不顾来往车辆；打开煤气开关只是为了听到“叭、叭、
叭”的响声；摆弄自己感兴趣的电源、开关；把身体探出窗口；在高处攀爬行走，这些举动严重威胁
着他们的人身安全。
　　当孤独症患儿对某些事件不理解或心情感到烦恼和困惑时，会出现自伤行为，如咬手腕、咬手背
、抓头发、以头撞墙。
一些患儿在闲得无聊时也会出现自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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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别让孩子出问题：专家教你矫正儿童30种问题行为》专门为全国的父母家长解决儿童家庭教育
中的烦恼。
《别让孩子出问题：专家教你矫正儿童30种问题行为》让父母们能够清楚了解孩子们成长中的红绿灯
，既能够防患于未然，也能够对孩子已经出现的问题对症下药。
针对目前现实生活中每个有子女的家庭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所有儿童可能出现的行为问题和
心理问题进行阐述，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举例说明，给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案，是每
位家长帮助孩子健康成长的必备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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