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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套帮助家长提升爱的能力与智慧的丛书，献给所有既爱孩子又希望孩子从幸福成长进而成才又
走向成功的父母。
    爱孩子是所有父母的本能。
但今天家庭进入独生子女和少子化时代，许多父母太爱孩子，又太不会爱孩子。
他们不懂得，过于溺爱或包办让孩子难以成为一个自立、自强的独立人。
最终，“爱”子实则“害”子。
成熟的父母之爱，一定要经过学习培育才能发展起来。
    随着社会的开放，传统家庭教育的威权观念已逐渐淡化。
成功的家庭教育，不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说教，而是需要两代人共同学习与提高。
未来的孩子是今天父母的翻版，一味地倡导“如何教育孩子”，会让家长认识不到自己还须承担“优
化言教与身教”的责任。
忽视家长表率作用的家庭教育注定问题丛生。
着力于促进家长的自我觉察和主动成长，在实现自身成长的基础上帮助孩子，以求实现亲子共同成长
，这是本套丛书编写者的立意与匠心所在。
    与其他家庭教育书籍相比，本丛书有着鲜明的特色：以发展心理学理论为脉络，涵盖了3至18岁少年
儿童的家庭教育特点，从幼儿园到高中基本上做到了每个年级一册，既体现了不同年级孩子的生理和
心理特点，又考虑到了孩子成长的连续性，做到了教育内容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相信家长们可以
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
    不少父母在培养教育孩子时，往往没有按照孩子心理与行为发展的规律循序渐进，而是急切地想按
照社会的某个成功典型去塑造一个孩子，这种削足适履的方法往往事与愿违，甚至贻误孩子。
本书的又一特色是：汲取日常生活中家庭常见场景，设计同样的事件，不同的父母有着不同的处理方
法，进而导致不同的结果，让大家在比较思考中，找到一种更适合孩子健康成长的教育模式。
每个篇章还设计了丰富的亲子活动，推荐了适合父母拓展阅读的家庭教育著作。
每册书的内容均分为“亲子篇”(亲子关系调适)、“亲职篇”(父母自身成长)和“书香家庭”(推荐亲
子共读的经典名著)三部分。
书中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通过对案例的多角度分析，让父母在多元互动中，掌握亲子沟通的方
法与技巧，感悟家庭教育新理念。
    国内知名家庭教育专家和一线优秀教师联袂编写此书，贴切地解答了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
题，不仅形式有所创新，内容与时俱进，而且有较强的可读性，具有普遍的推广和指导价值。
    这套丛书既是广大父母的必读书，增进其自我成长和提高亲子教育的能力，促进亲子和谐与家庭幸
福；也是各级各类家长学校组织教学的系统教材，以实现家长学校课程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以此为序，并祝阅读此书的广大家长与孩子创设爱满全家的氛围，运用智慧的成长艺术，创建美满
的家庭生活。
    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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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爱的智慧”幸福家庭教育读本：生活需要七彩阳光（初中3）》有着鲜明的特色：以发展心
理学理论为脉络，涵盖了3至18岁少年儿童的家庭教育特点，从幼儿园到高中基本上做到了每个年级一
册，既体现了不同年级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又考虑到了孩子成长的连续性，做到了教育内容阶段
性和连续性的统一，相信家长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
　　《“爱的智慧”幸福家庭教育读本：生活需要七彩阳光（初中3）》贴切地解答了家庭教育中普
遍存在的突出问题，不仅形式有所创新，内容与时俱进，而且有较强的可读性，具有普遍的推广和指
导价值。
　　《“爱的智慧”幸福家庭教育读本：生活需要七彩阳光（初中3）》既是广大父母的必读书，增
进其自我成长和提高亲子教育的能力，促进亲子和谐与家庭幸福；也是各级各类家长学校组织教学的
系统教材，以实现家长学校课程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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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让花灿烂于这一季——给初三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亲子篇  我努力了，学习成绩为何上不去  我是“长短
腿”  我真怕考试  我讨厌学习  学生为何成为特“困”一族  逃离苦海，寻找快乐  老师太偏心了  我想
去旅游亲职篇  这是我的孩子吗  我的孩子真叛逆  青春期撞上更年期  我的爸爸妈妈  孩子不爱学习，谁
的错  拿什么来拯救你：家校联系  考不上名校，孩子以后怎么办  中考之后，家长能做什么书香家庭  
《傅雷家书》简介  《靠自己去成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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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评判一个学生学业成功与否这一问题上，以成绩为导向的方式似乎成了公认的标准。
尽管存在着许多批判，这个标准本身并不是大问题，问题在于对没达到标准的孩子的态度上。
当孩子成绩没有达到你的期望时，父母的态度，不仅影响着孩子学习的积极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父母与孩子日后的沟通模式，甚至是亲子关系远近。
    一、要弄清楚孩子成绩不好的原因，不要只顾着责骂孩子。
    脾气不那么温和的父母，不能做到雪中送炭，至少也不能雪上加霜。
孩子努力了，成绩却没有起色，可能会有聪明不聪明的原因存在，毕竟不是所有的孩子在学习上都有
天赋，但此时父母一定不能责怪孩子，否则容易让孩子走进“死胡同”，陷入情绪低谷中。
要强调人为可以控制的稳定因素，尤其是学习方法的重要性。
比如：在学习时要注意文理学科交替学习、不同课程交替学习。
因为不同学科的知识由大脑不同的部位主管，所以学科交替学习就可以使大脑的各个部位得到及时修
整；也可以构建知识网络图，它是一种很好用的记忆方法，知识网络图可以让孩子有意识地比较知识
点问的不同，发现它们的内在联系，实现知识点之间的贯通理解和转换，这样就会提高孩子的知识迁
移能力，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与此同时，孩子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在疲劳的状态下学习，等等。
    同时，家长可以给孩子提供以下建议和帮助：    1.保证孩子的睡眠，不要让孩子学习得太晚，这是提
高孩子学习效率的前提条件。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让孩子营养饮食，督促孩子积极锻炼。
    2.要培养孩子学习的主动性，要让他们清楚，学习是为自己而学的，而不是为了老师、为了父母。
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孩子才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才能对学习本身产生兴趣。
有了兴趣，效率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
有些孩子基础不好，学习过程中老是有不懂的问题，又羞于向人请教，结果是郁郁寡欢，心不在焉，
如此一来，提高学习效率从何提起？
这时，要让孩子意识到向人请教的重要性，一点一点搞清楚不懂的，一点一点积累才能进步。
    3.培养孩子整理的好习惯。
最好弄个“错题本”，把考试或是做练习时容易做错的题目抄下来，平时有空时或是考试之前再拿出
来复习，这样就会避免遇到类似的题目再出错，不至于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4.培养分类学习的习惯。
不容易掌握的知识，要想完全掌握就一定要理解和不厌其烦的复习。
    二、孩子成绩不理想时，与孩子的沟通方式很重要。
    管理学上的“沟通三原则”同样适用。
    1.换位思考，而不要固执己见。
从本质上说，沟通不是各说各话，而是先要听清楚对方的意思。
真正的沟通者关注沟通的效果，在沟通时，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对方理解了什么，所以对方
的反馈非常重要。
父母在与孩子沟通时，要把真正想要传达的信息传递给孩子，不是怒火，不是失望，而是你觉得正确
的做法。
同时要注重孩子的想法，这是两个人共同解决问题的良好开端。
    2.面对问题，而不要回避矛盾。
要面对“努力了，但成绩却没有起色”这一问题，家长不要东拉西扯，将问题解决绕到了“死胡同”
里，而是要找出原有解决方式的弊端，为真正解决问题打下基础。
    3.解决问题，而不是证明对方的错误。
沟通不是为了指责孩子学习方法有多么不对，而是为了让孩子的努力有回报，让孩子成绩有所提高。
    三、营造良好的支持性氛围很重要。
    要给予孩子无条件积极关注，不论是成绩提高了还是又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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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成绩提高时要提醒他戒骄戒躁，而在孩子成绩退步时要鼓励他不要气馁，重在找出成绩退步的
原因，及时修改不合适的学习方法。
父母不要过分干涉，也不能放任不管，要注意把握好尺度。
要让孩子觉得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奋斗，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父母都会在身旁鼓励他。
    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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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永乐、汤云珠主编的这本《生活需要七彩阳光(初中3)》由国内知名家庭教育专家和一线优秀教师联
袂编写，贴切地解答了初中生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不仅形式有所创新，内容与时俱进，
而且有较强的可读性，具有普遍的推广和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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