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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完《这样说，孩子才会听》后，你一定会恍然大悟，原来儿童的心理竟然是这样的，与我们大
人完全不同，我们的一切错误就在于将孩子看成了&ldquo;小大人&rdquo;。
明白了这一点，稍稍改变一下说话的方式，你就会发现：这样说，孩子才会听。
　　孩子，可爱起来让人心花怒放，麻烦起来却让人头疼欲裂。
为什么父母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孩子就是不听？
为什么爸爸妈妈的一片苦心，孩子总是不领情？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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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马斯&middot;费兰，国际著名儿童教育家，多年从事儿童教育和&ldquo;多动症&rdquo;研究。
费兰博士是美国广播和电视频道的&ldquo;座上客&rdquo;。
从1972年起，他躬身实践，将&ldquo;魔法1-2-3&rdquo;加以推广。
他还是位临床心理学家，另外著有：《走过你的青春期》、《都是&ldquo;多动症&rdquo;惹的祸》、
《孩子自尊的革命》、《孩子的哭泣：&ldquo;我什么都不是&rdqu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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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篇 作为家长，你幸福吗？
第一部分 理性思考对孩子的教育第一章 孩子不是&ldquo;小大人&rdquo;第二章 两个最大的误区第三章
魔法来了第四章 &ldquo;消极行为&rdquo;和&ldquo;积极行为&rdquo;第五章 基本的交流第二部分 制止
孩子的&ldquo;消极行为&rdquo;第六章 孩子捣乱怎么办第七章 解答父母的20个疑问第八章 如果是在公
共场合，你会怎么办？
第九章 如何解决3种&ldquo;典型问题&rdquo;？
第三部分 别指望孩子感谢你第十章 孩子的六种&ldquo;较劲策略&rdquo;第十一章 魔法1-2-3：现场目击
第十二章 孩子的问题似乎严重了第四部分 激励孩子的&ldquo;积极行为&rdquo;第十三章 7种&ldquo;积
极行为&rdquo;策略第十四章 &ldquo;宝贝，你该起床了！
&rdquo;第十五章 三大战略，让孩子爱上整洁第十六章 餐桌风云第十七章 &ldquo;别溜达了，快去做作
业！
&rdquo;第十八章 睡觉可不简单！
第十九章 家庭会议第二十章 有时，沉默是金！
第五部分 密切你和孩子的关系第二十一章 孩子的自尊第二十二章 过度教育第二十三章 &ldquo;
爱&rdquo;和&ldquo;表扬&rdquo;第二十四章 真正的魔法：&ldquo;一对一&rdquo;地相处第二十五章 学
会聆听第二十六章 新生活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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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开篇：作为家长，你幸福吗？
　　家庭教育，既没有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容易，也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
　　&mdash;&mdash;题记　　&ldquo;妈妈，我想吃一个奶油果冻，行吗？
&rdquo;　　&ldquo;不行，亲爱的。
&rdquo;　　&ldquo;为什么不行？
&rdquo;　　&ldquo;6点钟，我们就吃晚饭。
&rdquo;　　&ldquo;可我现在就想吃果冻！
&rdquo;　　&ldquo;我说过快吃晚饭了！
你不能提前吃东西。
&rdquo;　　&ldquo;您什么都不给我！
您从来都是这样！
&rdquo;　　&ldquo;你说什么？
我什么也不给你？
告诉我，你没有衣服穿，还是没有房子住？
你要是现在吃东西的话，再过几分钟，还吃得下晚饭吗？
你打算到时候，让我一口一口地喂你吃饭，是不是？
&rdquo;　　&ldquo;就在半小时前，您不是给了乔尔一个果冻吗？
我都看见了！
&rdquo;　　&ldquo;听着！
你能像弟弟一样听话吗？
他能把饭吃完，可你呢？
&rdquo;　　&ldquo;我也没问题。
我保证！
&rdquo;　　&ldquo;别对我保证什么了！
老是保证来保证去的，可是从没见你真正履行过。
蒙妮卡，昨天下午4点半，你提前吃了半份花生酱，还有一块果子冻三明治。
到了吃晚饭时，你却什么都没有吃。
难道你全都忘记了？
&rdquo;　　&ldquo;你要是不给我果冻，那我就自杀好了！
哼！
要是自杀没有成功，我也会离开这个家！
&rdquo;　　类似这样的&ldquo;奶油果冻事件&rdquo;，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作为家长，想必你一定深
有体会。
　　有的父母以为，家庭教育是&ldquo;小菜一碟&rdquo;，这种看法可不对。
家庭教育，关系到孩子的一生，是家长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最容易酿就大错的工作。
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可能是父母们最有意思、最为快乐的生命体验。
不过，要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和本分，要是没有科学的教育方法，将来家长就会心存内疚，甚至后
悔终生。
　　养育儿女，也许很浪漫吧？
还没为人父母的人通常会这样想。
其实父母也有父母的烦恼，不管你有多努力，永远也无法百分百地满足孩子的需要。
既然如此，孩子就不可能对你百分百地满意！
你努力赚钱，为孩子提供物质支持和营养保障；尽可能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
可总有些时候，你免不了沉下脸来，粗声粗气地批评和责罚孩子。
孩子们是一伙&ldquo;感情动物&rdquo;，你的教训会让他们好不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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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先是烦恼和沮丧，接着产生反抗和叛逆心理，甚至公然与你为&ldquo;敌&rdquo;，全然忘记了你
对他们的呵护与关爱。
这样一来，还有多少浪漫可言呢？
　　比方说下面几种情形：　　&ldquo;到时间了！
别磨蹭了！
你该上床睡觉啦！
&rdquo;　　&ldquo;还等什么？
快去做家庭作业！
&rdquo;　　&ldquo;不行！
你不能提前吃蛋糕！
&rdquo;　　作为家长，向孩子发号施令，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孩子的表现让你不满，一天两天、一次两次也就罢了，可经年累月也不见改观！
不仅如此，孩子们还极富创造力，花样层出不穷。
你还能沉得住气吗？
大多数父母当然不能，于是大发雷霆&hellip;&hellip;　　事后，你叹了一口气，为适才痛失长者风范而
难过；为自己的过激态度而懊恼。
我当然理解你的感受。
要帮助孩子摆脱&ldquo;造反&rdquo;行为，既要态度果断，又得心平气和。
当然这既不是容易的事，也不是&ldquo;浪漫&rdquo;的事。
　　被你教训过后，孩子意志受挫、备感沮丧，你能指望他们乖乖听话吗？
起码在短时间内，他们的脑子全乱套了。
即使你及时点拨，他们也不会幡然醒悟。
的确，要是孩子们个个通达事理，对父母的教诲感激不尽，那该有多好！
可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孩子就是孩子，父母没有不望子成龙的，孩子却未必能领会到。
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他们还没有能力领悟你的苦心孤诣，照旧小打小闹不断，做出令你抓狂的举止
，甚至可以不知疲倦地与你周旋和对抗，故意为难你，和你往死里较劲，叫你好不寒心。
　　久而久之，上述情形就会减少家庭的快乐，削弱爱意，破坏你与子女的亲情。
你可以想一想，前面的&ldquo;奶油果冻事件&rdquo;，如果一千次、一万次地重现，结果会怎么样呢
？
不用多说，无论是你还是孩子，都将落入可怜的境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连你本人都难以正常生活，还能指望孩子快乐、茁壮地成长吗？
　　据我所知，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不&ldquo;顽皮&rdquo;、&ldquo;淘气&rdquo;、&ldquo;闯
祸&rdquo;，天生就能体会父母的良苦用心。
有鉴于此，你就有必要学会一种让孩子听话的方法，这种方法能让孩子听命于你的教诲，学会自我管
理。
因为这种方法简单实用，效果明显，许多家长又称它为&ldquo;魔法1-2-3&rdquo;。
　　魔法提倡的&ldquo;爱&rdquo;、&ldquo;交谈&rdquo;、&ldquo;聆听&rdquo;、&ldquo;表扬&rdquo;
、&ldquo;共同分享快乐&rdquo;等主题，尤其能给你很大的启发。
它可以帮助你树立起家长威严，帮助孩子茁壮成长，从而让你深刻地体会到科学的家庭教育带来的无
尽快乐。
　　魔法教育的3个步骤　　魔法1-2-3将展示三个理想的育儿步骤，我们可以称为&ldquo;三步育儿
法&rdquo;。
每个步骤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它们既可独立操作，也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教育的第一个步骤（见本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旨在制止&ldquo;消极行为&rdquo;。
可想而知，如果孩子经常哭叫、争吵、捣乱、纠缠、发火、打架，你当然心烦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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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孩子的种种&ldquo;行径&rdquo;，通常就发生在你的眼皮底下，让你忍无可忍！
没关系。
有了魔法，一切都会好起来！
它会教给你各种最佳的调教技巧，告诉你怎样对孩子的&ldquo;消极行为&rdquo;加以控制。
你将欣喜而惊奇地发现：这些技巧不仅简单，而且管用极了。
　　第二个步骤（见本书第四部分），告诉你怎样激励孩子的&ldquo;积极行为&rdquo;。
所谓&ldquo;积极行为&rdquo;，包括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按时上床睡觉、礼貌待人、自觉完成家庭作
业&hellip;&hellip;与控制其&ldquo;消极行为&rdquo;相比，激励&ldquo;积极行为&rdquo;，需要你和孩
子做出更多的努力。
对于如何激励孩子，使之更加乖巧和懂事，你将学习到7种简单易行的方法。
　　在第三个步骤当中（见本书第五部分），你将学习到的是如何同孩子保持健康、友好、亲密的关
系。
不同类型的父母，面对的却是相同的问题。
如果重视和孩子的关系，有意识地培养、加深彼此的感情，将有助于你更好地执行前两个步骤；反之
，如果你同子女的关系有问题，就会严重影响前两个步骤。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魔法吧&mdash;&mdash;祝你好运！
　　第一章: 孩子不是&ldquo;小大人&rdquo;　　孩子终归是孩子！
　　&mdash;&mdash;题记　　有些父母和教师的头脑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
见&mdash;&mdash;&ldquo;孩子&rdquo;就是&ldquo;麻烦&rdquo;的制造者，甚至称得上是&ldquo;麻烦
机器&rdquo;。
成年人沉痛而无奈的心情溢于言表。
　　不过，这样的结论，多少带有一种残忍的意味。
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坚持这样的偏见，只能导致家长和孩子之间&ldquo;代沟&rdquo;更深。
　　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误的想法，是因为成年人高估了孩子的能力。
大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孩子就是&ldquo;小大人&rdquo;。
他们能够体谅大人的苦衷；他们凡事讲道理，决不会自私自利；他们的智商和理解力与成年人没有多
少不同&mdash;&mdash;他们都是&ldquo;小大人&rdquo;。
　　有了这种想法，大人的要求就变得离谱了：无论什么时候，一旦孩子的言行有什么问题，或对大
人的安排不肯&ldquo;服从&rdquo;，那一定是因为他们像大人一样，仅仅因为知道的太少了，信息量
不足，而非自我管理能力不够。
　　这种想法是荒谬的。
然而，相当多的成年人不约而同、想当然地把孩子看成&ldquo;小大人&rdquo;！
过高的期待，对孩子而言就是不公平，这不符合孩子的心理。
　　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形：你有个8岁的儿子。
放学回家后，他就不停地捉弄妹妹。
你实在看不下去了，打算彻底制止儿子的捣乱行为。
你会怎么做呢？
　　假如儿子果真是&ldquo;小大人&rdquo;，你只需在他身旁坐下来，平静地注视着他，就像注视一
个&ldquo;小号&rdquo;成年人一样。
你语重心长、条分缕析地向他解释为什么不应该捉弄妹妹，因为这是一种恶劣的行径，&ldquo;为人所
不齿&rdquo;。
你的话音刚落，儿子的神情不禁有几分惊讶。
　　孩子的表情让你得意起来，于是你趁机抛出了三个&ldquo;黄金定律&rdquo;：第一，恶作剧的行
为，容易对妹妹造成伤害；第二，你快被他气疯了，这意味着你也受到了他的伤害；第三，如果别人
也这样对待他，他将会有何感受？
　　你的儿子看着你，神情愧疚。
你持之有据的阐述，让他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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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长叹了一声，脸色竟突然间明朗起来：&ldquo;老爸，您说得对极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rdquo;此后，他痛改前非，一扫过去的&ldquo;恶习&rdquo;。
　　这是多么理想的结局！
　　遗憾的是，这不过是美妙的设想！
原因在于：孩子就是孩子，他们终归不是&ldquo;小大人&rdquo;！
　　可是，许多成年人相信：&ldquo;小大人&rdquo;这一前提合情合理，用不着怀疑。
正因为大人把孩子看成&ldquo;小大人&rdquo;，在处理孩子的问题、规范孩子的行为时，他们才千篇
一律，完全依赖讲道理的方法，不厌其烦地向孩子灌输各种理论。
可是大多数时候，父母好言劝说，不起任何作用。
　　最后，大人们全都患上了&ldquo;交谈&mdash;劝说&mdash;争吵&mdash;喊叫&mdash;责打&rdquo;
的&ldquo;家庭教育综合征&rdquo;。
譬如，你的女儿不听话，你苦口婆心地加以规劝。
但折腾了半天，她根本就不理睬你，甚至没有正眼瞧你。
　　这回你可真的急了！
你提高了嗓门，开始跟女儿争吵。
这哪里是你的初衷！
因为你被气坏了，便索性揍了她一顿！
　　事实上，90%以上的父母对孩子大声斥责，乃至实施体罚，仅仅因为理屈词穷，颜面扫地。
父母控制不了情绪，于是大发脾气，动用拳脚。
作为家长，我们原本知道这不是上策，可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当然，摆事实、讲道理，对于解决孩子的某些问题，必然有特定的意义。
但孩子毕竟不是&ldquo;小大人&rdquo;，我们决不能忽略这一点。
多年前，一位儿童作家说过：&ldquo;孩童时代是短暂的精神错乱时期。
&rdquo;当然，这不是对孩子的诋毁，而是来自心理学的客观分析，她的意思是，孩子处在儿童时期，
只被自我中心所控制，而不是自觉的思考者，他们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都有疯癫的特征。
当他们&ldquo;发病&rdquo;的时候，就变得任性而蛮横。
而家长和教师的职责，正是努力改变这些缺点，帮助孩子理解各种事情间的联系，促进他们心理的成
长。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教育者应当平和、冷静、果断，且具有耐心。
　　所以，无论如何要改变对孩子的成见，摈弃孩子是&ldquo;小大人&rdquo;的想法。
　　要&ldquo;民主&rdquo;，还是要&ldquo;专制&rdquo;　　家庭教育的氛围，应当是怎样的呢？
是民主好还是专制好呢？
魔法的主张是：&ldquo;专制下的民主&rdquo;。
　　孩子年龄还小时，身为家长，你就是大权在握的&ldquo;独裁者&rdquo;。
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所施行的&ldquo;专制&rdquo;，理应是软硬兼施、不失亲和力的&ldquo;专
制&rdquo;。
这有利于你对孩子实行最有效的管理。
　　在你的&ldquo;授权&rdquo;之下，两岁大的孩子，可以在限定的范围内活动&mdash;&mdash;这
是&ldquo;民主&rdquo;。
不过，他们决不能自作主张，偷偷地跑到大街上玩耍&mdash;&mdash;这是&ldquo;专制&rdquo;（道路
上各色车辆呼啸而过，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还可以做出以下规定：&ldquo;孩子们，在上课期间，你们不可以趁老师不注意偷偷溜回家！
&rdquo;假设4岁的女儿，在周三上午7点半，曾经动了擅自逃课的念头。
她很想回到家里，摆弄昨天生日晚会上收到的玩具。
不过，考虑到你的规定不容侵犯，她很快打消了这个冒险的念头。
　　当孩子长到十几岁时，自我管理的能力逐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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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你应当为家庭营造出更加&ldquo;民主&rdquo;的氛围。
针对与自身相关的&ldquo;家法&rdquo;、&ldquo;家规&rdquo;，孩子可以发表意见。
你也可以召开&ldquo;家庭会议&rdquo;，让孩子参与解决大小家庭事务。
不过，即使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任何关系重大的决定，最终也依然由你定夺。
毕竟没有谁比你更加了解，什么对孩子的成长真正有益。
　　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如今的不少父母，似乎&ldquo;惧怕&rdquo;自己的孩子。
　　家长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面对孩子的&ldquo;忤逆&rdquo;，父母们想好好教训他们，同时又怕孩子心生怨恨。
在种种矛盾心情的支配下，父母们只好不厌其烦，一字一句地劝导，期望孩子明白他们的苦心。
很遗憾，他们的努力大多&ldquo;血本无归&rdquo;，最终不可避免地会陷入&ldquo;交谈&mdash;劝
说&mdash;争吵&mdash;喊叫&mdash;责打&rdquo;的怪圈。
如果确有必要，解释一次就够了，父母过多的说教，只能激怒孩子，使局面变得更糟。
　　沉默，往往比说教更有力量。
　　&mdash;&mdash;题记　　恕我直言&mdash;&mdash;不管是家长还是教师，都极易在孩子面前犯下
两大错误：　　1.苦口婆心，喋喋不休&mdash;&mdash;过多的说教;　　2.过于主观地看待孩子
的&ldquo;问题&rdquo;&mdash;&mdash;过分情绪化。
　　正如前面所说，你每每把孩子视为&ldquo;小大人&rdquo;，给孩子讲一堆大道理。
这是你一贯的作风。
结果怎么样呢？
你忙碌了半天，却没有任何效果。
尤其让你懊恼不堪的是，你的说教和解释，让孩子感到厌倦，他们甚至对你嗤之以鼻。
拒绝听你的话，不愿和你&ldquo;合作&rdquo;，孩子这样做，真的让你很伤心，很失落。
最终你也避免不了&ldquo;交谈&mdash;劝说&mdash;争吵&mdash;喊叫&mdash;责打&rdquo;这种&ldquo;
家庭教育综合征&rdquo;的发生。
　　在处理问题时，你有时过于主观，带有明显的个人情绪，这就使局面更加糟糕。
如今人人都爱把某些时髦的话挂在嘴边，如&ldquo;说你想说的，做你想做的&rdquo;。
这似乎很有道理。
可面对孩子，你也本着&ldquo;有什么，说什么&rdquo;的原则，与孩子语重心长地交流和沟
通&mdash;&mdash;难道这也管用吗？
　　我主张你&ldquo;见机行事&rdquo;。
有时候，&ldquo;说，还不如不说！
&rdquo;&mdash;&mdash;这是一句忠告。
想想看，你因孩子的不良行为而生气，被他目空一切的言语和态度所激怒&mdash;&mdash;这时候，不
加顾忌地&ldquo;说出你的想法&rdquo;，只怕会产生更大的麻烦！
当你被孩子气得头晕目眩的时候，哪里还会语重心长地讲道理呢？
而当你意识到自己行为过激，恐怕为时已晚。
　　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形：愤怒的父母，要么絮絮叨叨，说得似乎头头是道；要么火冒三丈，大
声训斥；要么挥舞拳头，把孩子打趴下，以此来宣泄情绪。
这些做法都是不足取的！
随心所欲地发泄不良的情绪，释放积压了很久的火气，固然会获得一时之快，却会加深你与孩子之间
的隔阂，得不偿失。
更何况你火冒三丈，情绪糟糕，会影响孩子对你的看法，极大地妨碍教育的效果。
正确制止孩子的&ldquo;消极行为&rdquo;，及时缓解过激情绪，是为人父母者的本分。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过，雏鸟整天蹲在鸟巢里，只会&ldquo;嘤嘤&rdquo;鸣叫着索求食物。
它们弱小而无助。
这种感觉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mdash;&mdash;大风吹过，鹰隼长鸣，都可能使它们瑟瑟发抖！
　　幼儿期的孩子，就是这样的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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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幼的孩子眼里，父母的身材和体型太过庞大，这让他们心里充满敬畏之情。
即使同那些大孩子相比，他们也会感到沮丧，缺乏起码的优越感。
有时他们觉得处处比不上别人，因此格外懊恼。
体态弱小、人微言轻，孩子们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他们渴望别人关心自己，重视自己。
　　实际上，他们也不甘示弱，力图穷尽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小小的
印记。
看看那些两岁的孩子，他们一心想学五岁的孩子那样，可以去做更多更&ldquo;优雅&rdquo;的事情；
反过来，五岁的孩子却想要效仿十岁的孩子；而十岁的孩子却渴望如同大人一样去开汽车，刷信用卡
。
总之，孩子总想对世界产生影响，而且竭力付诸行动。
　　你可曾注意到，孩子们在湖边，用连续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不停地往水中扔石块、&ldquo;打水
漂&rdquo;的情景？
他们乐此不疲，原因之一就是那一朵朵溅起的水花，正是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印记。
　　那么，孩子&ldquo;打水漂&rdquo;的情形和家里发生的景象，这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意义上的
联系呢？
简单地说，假如家里的小家伙惹是生非，激得你火冒三丈，你的表情和言语&ldquo;喷溅&rdquo;的怒
火，似乎正是孩子用石块击出的大片水花！
你情绪的好坏，恰是受到了孩子的左右&mdash;&mdash;在这个世界上，孩子们终于留下更为清晰的印
记。
　　作为家长，你也可能片面夸大孩子的反应。
有时候看上去，孩子的确像是&ldquo;混世小魔王&rdquo;，而且不知&ldquo;悔改&rdquo;。
但是，你应该知道，这不意味着孩子没有良知，不了解你的苦心栽培；孩子将来准会没有出
息&mdash;&mdash;不是这样的！
这仅仅印证了在儿童时期，孩子常有某些看似异常、实则正常的反应。
这种反应的根源也很单纯：聊作适度的顶撞和反抗，他们有限的力量便可找到出口；他们不甘屈从的
心灵便得到了释放；他们弱小的一面就显得&ldquo;强大&rdquo;。
　　我们经常听到年轻的妈妈们愤然&ldquo;控诉&rdquo;：&ldquo;吃饭时，看到捣乱的女儿用手抓饭
，塞进嘴里，就像小野人一样，我真是给气疯了！
不管我怎样劝阻，她都听不进去，还把勺子和餐叉远远地推开。
&rdquo;一言以蔽之&mdash;&mdash;孩子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使父母生气。
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如果孩子故意做你不喜欢的事，或者当着你的面，把某种恶劣&ldquo;行径&rdquo;重复成百上千次，
那么毫无疑问，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你难受，使你愤怒，从而得到你的&ldquo;关注&rdquo;。
　　你一定要看穿孩子的这套把戏，不要中他们的&ldquo;圈套&rdquo;。
规范孩子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头脑冷静，言行一致，态度果断而坚决。
倘若你在孩子面前情绪失控，失去常态，那么任何教育方法，都会失去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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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样说，孩子才会听》荣获美国国家亲子出版物金奖　　孩子，可爱起来让人心花怒放，麻烦
起来却让人头疼欲裂。
　　为什么父母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孩子就是不听？
　　为什么爸爸妈妈的一片苦心，孩子总是不领情？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读完《这样说，孩子才会听》后，你一定会恍然大悟，原来儿童的心理竟然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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