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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父母的梦想。
要美梦成真需要父母和孩子的共同努力。
要知道孩子的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心血和期望。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父母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孩子却没有进步，这是因为父母教育方法不得当。
    人的成长是有规律的，关于人的成长的学问是科学。
教育也是有规律的，也要符合科学，还要讲究教育的艺术。
教育应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同年龄的教育有什么不同？
教育是不是就是读书识字？
是不是就是讲道理、提要求、训斥？
家庭的氛围、大人之间谈话的内容、处世的方式都会对孩子有所影响正是《家有儿女》系列丛书所要
告诉父母及孩子的。
    《家有儿女》系列丛书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是父母教育孩子的好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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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父母课堂：适时改变自己　　家庭的沟通　　家庭就像一个小社会，虽然是血缘联系的亲人
，但是也需要适当的沟通。
因为只有沟通才能理解亲人所需，才能在思想的撞击中擦出火花。
　　沟通的重要性　　从前有一个男孩，他总是喜欢不穿衣服，在餐桌底下像鸡啄米一样的吃东西，
无论他的父母想任何办法，都没办法改变他的这一习惯，最后父母无法，只好请智者来帮助他们。
　　当第二天，智者来到家里的时候，男孩正在餐桌下吃东西，智者什么都没有说，也把衣服脱掉，
和男孩一起蹲在餐桌下面。
　　男孩问他：“你为什么蹲在桌子下面？
”　　智者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反问他：“你为什么蹲在桌子下面？
”　　男孩说：“因为我是一只鸡。
”　　智者说：“太巧了，我也是一只鸡。
”并要求把他们的食物都端到桌子下面来。
　　这样两个人光着身子在餐桌下面蹲了几天，彼此熟识起来。
　　有一天，智者示意男孩父母把衬衫拿过来。
　　“你是不是觉得小鸡不能穿衬衫？
”他问男孩。
　　男孩听了这话后，思考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其事地对智者说：“小鸡当然能穿衬衫，一只小鸡是
不能根据其是否穿衬衫来判断的。
”于是，两个人把衬衫都穿上了。
　　几天以后，那个智者示意男孩父母把裤子拿来。
　　“你是不是认为小鸡不能穿裤子？
”他问男孩。
　　男孩听后，笑了起来，说：“小鸡当然能穿裤子。
”　　于是两个人都穿上了裤子。
　　那个智者继续这么做，直到两人都穿得整整齐齐。
　　然后他让放些食物在餐桌上。
　　“你是否觉得，”他问男孩，“如果吃好东西就不是小鸡？
你当然还是小鸡，可以吃好东西。
”　　于是他们一起吃起来。
　　最后，智者说：“你认为一个小鸡必须整天坐在桌子下面吗？
而坐在餐桌旁就不是一只小鸡了？
”　　智者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男孩带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并使男孩最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习惯。
　　这个故事其实讲述的是一个沟通的经过。
孩子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因此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思想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
以说，思想沟通是孩子能否健康、快乐成长的必要条件，也关系着他将来能否开启成功之门。
一个家庭因为有了思想上的沟通，孩子的教育很有可能会大获成功，而且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会
很融洽，父母在孩子成长的路途上也可以少操些心。
　　所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就应该有意识地培养与孩子间的这种和谐的交流关系，以便敞开与
孩子交流的大门。
这个交流完全取决于父母是不是尊重自己的孩子，即使在他们与孩子的意见不统一的时候。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孩子小时候没有和父母在一起相处，或者没有那种经常交流的习惯，那么今后这
扇大门有可能永远关闭。
　　在现实生活中，现在大多数的父母对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的态度都是劝孩子抛弃他们的思想，而
试图用自己的思想来改变和填充他们的头脑。
父母想塑造孩子的性格、头脑、品质，好像孩子们仍是一块很软的橡皮泥，任他们去“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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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做父母的应该懂得，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创造性，每一个孩子都会对他遇到的事情作出反应，
每一个孩子都在努力塑造自己。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更大的责任是引导孩子，而不是专制。
父母要对孩子有细致的观察，了解他们的行为目的，情感愿望，如果父母总在批评他们，教训他们，
告诫他们，挑他们的毛病，他们就会由于这些不舒服而加深苦恼，认为是父母不爱他们，讨厌他们，
和父母之间有距离，这样的话，慢慢地交流的大门就关上了。
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能够做的，就是自由地接受孩子的思想，并与他们一块讨论，使孩子
了解到，在漫长的人生路上，父母永远是他解决问题的同伴，而不是埋怨、阻碍他的绊脚石。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熟悉父母与孩子沟通的技巧。
　　与孩子沟通的技巧　　很多父母也试图与已经“长大”的孩子进行交流，希望了解这些半大孩子
们正在想什么，但是由于孩子小时没有交流的习惯，或者其他原因，面对已经是青少年的孩子，父母
不知道该如何打开彼此的心门，在这里，专家教你几招重新获得孩子的心的办法。
　　第一，父母要主动密切亲子关系，对此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获得。
　　父母要学会换位思考，多用孩子的眼光、角度考虑问题，让孩子明白父母始终是关心和接纳他们
的。
　　在孩子的生活领域中，除了对学业成绩的关注外，要明白孩子在其他方面也许更具有潜能，所以
不要强迫孩子将所有重心都放在学业上，或者说一些过激的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话。
　　当孩子试图通过与父母讨论的方式解决问题时，父母不要执拗于自己的解决方案与孩子发生冲突
，因为一个问题是有多种解决方案的，让孩子选择他自己喜欢的方式。
　　父母在与孩子交流时，也不要忘记与其他孩子的父母交流沟通经验。
　　在家中，要多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气氛，以增加亲子之间的关系。
　　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问的信任，只有父母正确对待孩子的缺点，以恰当的态度
，帮助孩子改正错误，保障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孩子对父母才会以诚相待。
　　第二，在家中父母要主动营造聆听气氛，要想方设法让孩子觉得那样做是很自然的，从而让孩子
在与父母的聊天和谈话中，充分体会到平等和尊重。
这样，孩子在遇到问题时，才会来找父母商谈。
要达到这个目的，父母就要在繁忙的工作中，多抽空陪伴孩子，并留心听孩子说话。
　　第三，要试着与孩子进行平等的交谈。
在很多家庭中，父母都是抱着绝对的指导性姿态与孩子说话的，尤其是在孩子叛逆期的时候，结果适
得其反，孩子不但不听父母的话，反而还会拧其路而行。
而平等的交谈，往往会引起热烈的回应，尤其是采用父母与子女一边一起做些普通活动，一边交谈的
方式，双方不必互相看着对方的方式，让父母与孩子都感到轻松自在，从而使孩子与父母之问什么话
都交谈。
　　第四，作为顾问的身份与孩子交谈。
父母提出的意见，即使是好意见，青少年大都不喜欢听。
因此，父母应做孩子的顾问、盟友，而不要做经理人。
顾问只细心聆听，协助分析，而不会插手干预，在顾问的分析下，青少年往往能自行想到叫人拍案叫
绝的解决方法，所以专家建议，父母在孩子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只要协助子女仔细分析整件事就好。
　　第五，让孩子有自己的空间。
青少年需要感到自己的生活并非完全受父母控制，所以，父母要让孩子有自己的空问，其中，最为重
要的一点就是，父母不能擅入他们的房间。
　　第六，通过书信的方式，把不想直接向子女说出或不中听的话写下来，也可以增加孩子对父母的
信任。
因为，在人们的习惯里，白纸黑字更加可信，分量也会增加，而且可以一看再看。
　　第七，不要无所不问。
青少年通常不会把很多有关自己的事告诉父母，因为此时的他们是敏感而脆弱的，父母过多的提问，
会很难使孩子讲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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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父母能做的就是把孩子告诉你的任何事情都视为礼物，加以珍视。
　　第八，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的感情。
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处处都存在着辩证观念。
哪里有爱就有恨，哪里有羡慕就有嫉妒，哪里有热诚也会有敌视，哪里有成功也会有担忧，所有这些
感情都是合理的、正面的、反面的、矛盾的。
所以在青春期的孩子对父母表现出又爱又恨的情感时，父母不用担忧或内疚，应该学会接受孩子身上
存在的双重感情。
因为感情教育能帮助孩子了解他们的感情是什么。
对一个孩子来说，了解他自己的感情比了解他为什么有这种感情更为重要。
当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感情时，他内心就不会再感到一切都混乱了。
　　第九，沟通的问题要具体化。
一般家长在对孩子说话时都表现出语重心长的口吻，但是说出的话却又特别空洞。
比如“你可得努力学习”。
这种语言表达在今天对孩子的教育是无效的，也是无益的。
因为这些话缺乏明显的可操作性，作为孩子基本把握不住，反倒容易造成孩子心理上的紧张焦虑。
积极的方式是要以一种具体的问话，通过鼓励的方式渐进式的与孩子沟通。
这就比较容易调动孩子的积极性，而且能够把握住孩子思考、行动的方向。
将孩子的行动目标分成许多的小台阶，使每一步都具体而又相对容易的能够达到目标，让他们每一步
都体会到成功的乐趣。
　　第十，开拓孩子的生活范围。
单一的环境缺少很多的体验，造成太多的人生空白。
心理学上提倡“共情”，只有处于同样的情况境遇下才能感同身受。
很多沟通都必须有过相应的体验，才能够理解，才会有效果，只讲道理孩子是很难听进去的，所以，
父母应该尽力开拓孩子的生活范围。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多动而摇摆的年龄阶段，因此父母此时对孩子的培养就是一个要不断协商的过
程，而且在协商过程中，父母还要不时重新界定与孩子问的关系，坦率沟通，才能真正地起到做孩子
的保护伞的作用。
　　优秀的沟通与絮烦　　在青少年圈子中，一直流传着“妈妈烦”的话题，这几乎成为了几代人青
少年时期的共同语，其实这只不过是妈妈没有掌握很好的沟通技巧的缘故。
在妈妈眼里，孩子永远是没有长大的，她总是心甘情愿的为孩子包办一切事情，所以在批评或表扬的
时候不免产生偏差。
为此，许多孩子都认为父母的批评和表扬碎烦，情不自禁地对父母的建议嗤之以鼻或者东指西行。
面对这种情况，专家也为父母支了几招：　　在面对青少年这个特殊的年龄段时，父母首先应该在思
维上改变对孩子的看法。
孩子一点点长大，其心理和生理日渐成熟，父母与子女交往的心态也应该渐渐改变，由原来的主动指
导，逐渐转向被动咨询，沟通方式和内容也应该随孩子成熟度的增加而相应改变，逐步培养孩子的自
主意识和独立性。
　　其次要采取适当的批评方式，多运用“我觉得⋯⋯”的字眼，可以让孩子学会体验别人的心情和
体会，培养孩子和别人的相互理解意识；在批评的时候，也要多运用建议式批评，指出错误行为的危
害，并提供可供选择的正确行为方式，这样既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又达到了批评的目的。
　　最后，批评还要针对孩子的个性对症下药，对“多血质”的孩子要注意保护其自尊心和积极性，
因为这种个性的孩子易接受批评，但忘得也快；而对易冲动的“胆汁质”孩子，就要等待孩子平静的
时候，再用温和的态度批评，这样孩子比较容易接受；对敏感的“粘液质”孩子，父母一定要保持一
定的耐心，让孩子完全消化批评，因为“粘液质”孩子一般自尊心较强，一旦明白之后基本不会再犯
。
　　青少年在对父母的“反叛”时期，父母要保持平常的心境，此时要保证孩子与自己的“贴心”，
最为重要的是父母要停止对孩子所谓的“唠叨”，而且态度要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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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规定孩子要做好功课再开饭，但有的父母虽这样做了，可心里又怕孩子肚子饿，就没事找事
地说“你饿不饿？
”“快做快做，饭都凉了”这些自相矛盾的话，既反映了父母感情的软弱，又显得唠叨。
为此，不要信口开河，要说到做到。
　　另外，要从小培养和孩子讲悄悄话的习惯，让轻声细语的家庭语言成为母子关系和谐的一个因素
。
如果让孩子办事，最好用亲切的语言告诉他。
这既是一种命令，又是一种信任。
而且在交待事情的时候，不要事事处处叮嘱。
因为事无巨细，反复叮嘱，这样听者不耐烦，而说者又不放心，结果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
　　教儿方针　　父母培养出行为端正、彬彬有礼、品格端正的孩子需要勇气和耐心。
在教育孩子时父母要相信自己，首先要知道什，厶是对孩子有益的事情誊多与孩子进行沟通，这是开
启与孩子内心之门的金钥匙。
　　父母要有家庭“完整性”的观点　　一个家中因为有父母，生命的球体才能完整的运转起来，而
在这个完美球体中生活的孩子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在萌动的青春时期，给他一个完整、温暖的家，是胜过千言万语的幸福。
　　家庭“完整性”的存在　　在家庭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孩子：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
　　爸爸：找妈妈去！
　　孩子：爸爸，明天是星期日，带我到公园去玩好吗？
　　爸爸：找妈妈去。
　　这样的景象几乎成为了儿时最清晰的记忆，谁也不清楚在孩子的印象中，是爸爸讲故事好听，还
是妈妈讲故事好听；是跟爸爸一块儿去游乐园得到的乐趣多，还是跟妈妈一块去游乐园得到的乐趣多
。
但孩子小时候大都有一种明确的愿望，就是希望爸爸能像妈妈那样耐心地给自己讲故事，当自己的游
戏伙伴。
妈妈下班回家，主动与孩子亲热一番，然后就去干自己的事；爸爸下班回家，情形往往就反过来，孩
子主动与爸爸亲热，缠着爸爸做这做那。
耐不住性子的爸爸就会挥动大手让孩子去找妈妈，似乎和孩子一块儿游戏，以至于教育孩子主要是妈
妈的责任。
这样的情形到青春期后更加明显，只不过面对已经半大的孩子，母亲往往会“絮烦”，父亲则会更急
躁。
　　其实“严父慈母”的情况是中国家庭中最为普通的一种局面，孩于对父亲的怕和对母亲的依赖与
“絮烦”构成了孩子情感的全部。
父亲与母亲往往在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性格，而不同的角色性格以及体现这种性格的言行毫无疑
问地要对孩子的成长发生不同的影响。
一般说来，父亲通常是尊严、果敢、进取和责任感的象征，母亲则是温顺、宽容、体贴和义务感的代
名词，这样一个完整和谐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性格的各方面都会产生一系列微妙的却又实实在在的影
响。
另外，从孩子心灵发展角度看，父母双亲的影响是相互烘托、相互加强的，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孩子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会获得相对完整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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