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这样可以教育出最优秀的孩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这样可以教育出最优秀的孩子>>

13位ISBN编号：9787802286337

10位ISBN编号：7802286336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贾伟

页数：286

字数：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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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教育出最优秀的孩子>>

前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自人类文明诞生至今，无限存在的永恒课题。
她延续至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日，仍是我们无法回避、异常重视的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当今的中国家庭有两项高额投资，教育投入就是其中之一。
“人生如梦，人生苦短”，父母一生中应完成的重大任务，总结起来不过区区两件，一是在社会中实
现自我，获得事业的成功。
二是教育好自己的后代，完成自我的延续。
作为自我延续的重要部分——教育孩子，从与孩子共同生活的时间，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教育孩子
如何做人，到对孩子的言传身教，每一位家长都任重而道远。
孩子的成长应该是立体的、多方位、多能力的成长。
因此，每一位家长都应该明白，对孩子的教育也应是立体、全方位式的教育。
仅仅依赖学校教育，忽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是一种缺憾。
家庭教育既是一门综合性很高的艺术，又是一项异常复杂的过程，它不仅要求家长有各方面的知识和
见识，而且要求家长懂得怎样更好地与孩子进行沟通，调动孩子的积极性，让孩子在求知、交友、做
人、自我修养等各方面获得良好的教育，促使孩子把潜力完全发挥出来。
教育孩子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事情，也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望子成龙，盼女成风”是普天之下为人父母者最大的心愿。
这种心愿从小处看，可以成就一个人的骄傲与辉煌；从大处看，可能造就一个民族的自豪，甚至成为
一种文明与进步的代表。
遗憾的是，就一些父母而言，望子女成才的心愿却很难实现。
深究其因，原来是这些父母的教育方法出了问题。
为了满足家长对教育孩子的需求，结合未来人才的标准，作者编写了这本书。
本书从好品质决定孩子的好人生、培养孩子成才的必备能力、让孩子对学习充满热情、这样性格的孩
子受欢迎、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如何教孩子学做人、与孩子进行良好的沟通、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影
响、教育孩子应当避免的事情等九个方面入手，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有关成功教育孩子的知识和
经验，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实用价值强，视角独特，内容全面，读来亲切动人，趣味横生，是
每一位对孩子抱有殷切期望的家长绝不可错过的好书。
希望本书能够真正成为教育孩子的良师益友，能够为父母教育孩子增添一份微薄之力，使大家能够走
出心灵的困惑。
本书是笔者日积月累的一些学习体会和阅世感触，不免旁征博引，广采众长。
在此，谨对被引用文字材料的作者，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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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确教育孩子的方法造就成功的孩子！
本书是父母教育孩子的智慧词典！
     如果你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了困惑，与孩子争吵或者是感觉到力不从心，那么请你读一读本书
，相信你遇到的许多问题就会轻松地迎刃而解。
     如果说教育是一条无尽的长河，那么，本书就是在这条长河中掀起的一朵美丽的浪花，愿这朵美丽
的浪花为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带来一些启迪，增强一些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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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你生病在家忍受着病痛时，同学们来看望你，你会感到莫大的
欣慰和欢喜；假如你遇到不顺心的事正独自忧伤，有谁走过来说句安慰的话，或者哪怕仅仅是陪伴着
你，你都会从内心感到一种宽慰；假如你正为某个过失忐忑不安后悔莫及时，有人以理解和宽容原谅
了你的过失，使你摆脱了窘境，你一定会从内心里感谢他。
这就是说，人们都需要爱，需要理解，需要同情。
助人为乐就是以帮助别人为乐，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帮助别人，二是在
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感受到幸福和快乐，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也就是说，助人为乐不只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行为，也是内在的道德境界。
自古以来，“君子成人之美”、“为善最乐”、“救人须救急，施人须当厄”等格言一直在我国广为
流传，许许多多助人为乐的人和事也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我国古代有一位叫李台春的医生，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看病从来不论价钱，很多穷人找他看病，他
从来没有觉得不耐烦，对远道来的病人，他还估计病人病情的变化，开出不同的药方，对症下药，每
次都很灵验。
他还常常在经济上帮助穷人，遇到谁有困难，他总是主动拿出钱来，多少都不在乎。
他去世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但他却把美德留给了后代。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在故事的主人公生活的时代，能做到这些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会看到别人遇到不幸、悲伤和困难，你对他们是不是也同样给予同情和帮助呢
？
我也见过这样的现象：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年过七句的老人站在那里，被挤得东倒西歪，而坐
在旁边的少年却无动于衷，视而不见；一个小同学不慎摔倒，衣服划破，满身、满脸泥土，已经很窘
迫，站在一旁的少年却哈哈大笑。
也许这些同学会说，当时，我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懒得起来让座，或者只是觉得可笑而笑了起来。
殊不知，它反映出来的是对他人的困难和不幸的冷漠，缺少同情心。
没有同情心，就没有热情和善良。
那么，怎样培养自己的同情心呢？
学会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当你看见别人遇到不幸和困难时，你就想：假如我是他，此刻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站在对方的角度，设想一下他这时的痛苦和烦恼，你就会自然地产生出对他的同情和理解。
你还要设法帮助他解决困难，使他从你这里感受到周围人对他的关心、同情和理解。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得到同情，那就让我们先学会伸出友谊之手吧。
童年是儿童充满幻想的时代，每个孩子都对未来抱有美丽的憧憬，希望能作出些“惊天动地”的大事
来。
有的孩子长大想当科学家，有的孩子要当宇航员，有的孩子要当电影演员．有的孩子要当医生，有的
孩子要当教师⋯⋯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幻想，但幻想不一定都能成为现实，立志并为之奋
斗才能通往成功之路。
也就是说，有志者事竞成。
其实，立志不在于多，而在于恒。
孩子们经常表现出“常立志而事未成”，可以分析一下问题在哪儿，以形成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
古人云：“志于彼而又志于此，则不可名志，而直谓之无志。
”立志不专一是孩子常犯的毛病，特别是低龄学生。
由于低龄小学生本身心理发展表现出不稳定的特点，所以表现出今天立一个志，明天立一个志，想入
非非，又见异思迁。
一会儿要当科学家，一会儿又要当探险家，结果是无所适从。
孩子之所以立志不专一的原因，还表现在孩子受外界影响比较大，今天看到宇宙飞船上天了，就发誓
要当个宇航员，赶紧去看几本天文地理的书；明天看到一位歌星的演唱受到追星族的狂热欢迎，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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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要当个歌唱家，赶紧又去练唱歌。
这种类型的孩子他们的志向还停留在小孩玩游戏的水平上，最终导致做什么事都凭一时兴致，没有常
性，一事无成。
孩子立志时经常不考虑自身条件是否可行，有些孩子看见歌星唱得如此好，也不考虑自己的嗓音条件
而一心想当歌唱家，认为自己也能达到歌星的演唱水平。
有的孩子看见球星们潇洒地在球场上奔跑，也不考虑自己的身体素质如何，一心想成为足球明星。
这种立志者多是要受挫的。
因此，要先分析自己的条件，扬长避短，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确立目标，才会有成功的希望，千
万不要赶时髦。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这首《明日歌》已经有无数代人唱过，现在的孩子们仍在唱。
立志后不付诸行动是孩子们常犯的毛病，这样只能使行动目标停留在想象中，最后变为空想。
这些孩子总是想，今天不行，还有明天呢。
结果是一天拖一天，目标从无实现。
李大钊说：“我以为世问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容易丧失的也是‘今’。
因为它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它特别宝贵。
”有的孩子不仅能壮志凌云，而且也能拼命苦干，但却不能持之以恒。
做事忽冷忽热，一曝十寒，导致半途而废。
一个人志向再高，不能坚持，也无法成才。
著名科学家贝费里奇说：“几乎所有有成就的科学家都具有一种百折不回的精神，因为大凡有价值的
成就，在面临反复挫折的时候，都需要毅力和勇气。
”法国细菌学家、近代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说：“告诉你使我达到目标的奥秘吧。
我唯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
”俗话说，立志容易成才难。
成才之道漫长而艰苦。
在这里，我们给父母们呈现一份勤奋的记录：曹雪芹写《红楼梦》体验了10年的辛苦；司马迁写《史
记》度过了15载岁月；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经历了20年春秋；李时珍写《本草纲目》花费了27年的
时间；马克思写《资本论》历时40个寒暑；歌德写《浮士德》费尽了60年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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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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