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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心理学上来理解，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心智成熟，除了身体上的变化，其他的一切都可以理解为一个
人的思维认知、思维方式等不断发展、不断成熟的心智变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思维力居于变化的中心，指导并影响着其他一切变化。
可以说，孩子做出的一道数学题的精彩解答、一篇作文的深入构思和一个生活难题的突破，乃至于某
个让人惊讶的发明创造，都是思维力的体现，是有效思维力创造的结果。
由此可见，思维是与孩子的成长、成熟息息相关的。
但是，儿童的思维究竟是怎样发展的？
为什么有的孩子“聪明”，有的孩子“不聪明”？
这就是思维开发的意义所在。
早期教育中的思维开发，正是影响儿童成长的关键。
每个孩子都可以是天才很多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都认为，至少潜意识认为，有些孩子之所以能成为天才
，是因为他们有一颗聪明的大脑，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是因为他们的
大脑资源全部被开发了。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孩子是否能成为天才，绝大部分取决于与生俱来的特质和能力，只有一小部分来
自于后天的努力。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每个孩子在出生时，大脑的潜力都是无穷的。
即使是世界上公认最伟大、最有才华的科学家，他们的大脑资源也仅仅被开发了3％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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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关于家长及教育工作者如何有效训练和培养孩子思维力的著作，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
们揭示了有关儿童思维发展的最新心理学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切实有效的培养、开发、训练
孩子思维，促进孩子思维品质提高的系统而详细的方法。
    本书适合家长和儿童教育工作者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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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让·皮亚杰，踹士心理学家，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研究奠基人，被认为“ 在儿童认知发贼胆领域的贡献
无人能及”，人们形容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孩子的想法”。
本书是以让·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为基础，结合其他心理学研究成果所编写的儿童思维开发训
练的实践指导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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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培育孩子的感知力，打好孩子的智力基础了解孩子的听觉发育，给孩子做正确的听觉训练著名
教育学家斯特娜夫人在其著作《MS．斯特娜的自然教育》一书中说，她对自己女儿的教育，是从训练
其五官（耳、目、口、鼻、皮肤）开始的。
在她看来，孩子的能力如果不及时利用与开发，就永远不会得到发展。
因此，作为家长，应该尽早对孩子的五官进行训练。
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在孩子的五官中，耳朵的发育是最早的。
因此，第一步就要从五官中的耳朵开始，对孩子进行听觉能力的训练。
早期教育研究者认为，当孩子还在母体中的时候，就具备了一定的听觉，因而他们也将听觉刺激作为
胎教和早教的主要方法。
当孩子有了听觉之后，只要在他的听觉范围内的声音，他都会收入耳内产生听觉，并在大脑中留下痕
迹。
在产生语言能力以前，听觉不仅能使孩子辨认周围环境中的多种声音，而且凭借听觉存储在大脑中的
这些声音信号也是孩子学习和掌握人类语言的重要途径之一。
由此可见，婴儿的听觉训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对孩子来说，声音的世界是从胎儿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并将伴随其一生的发展。
母亲的身体丝毫不能阻挡胎儿对外在世界的感知，对某些极高或极低频率的声音，他们甚至会比成人
表现得更为敏感。
当你仔细想想母亲的催眠曲为什么能安抚一个哭闹、焦躁的婴儿时，你就自然能够明白孩子的耳朵有
着多么神奇的能力了。
当孩子还是一个胎儿时，家长可以每天播放一些轻柔缓和的音乐，这不仅可以舒缓母亲孕育一个生命
体时的紧张情绪，还可以从胎儿时期就开始培育孩子的听觉。
当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你不能挑选那些节奏过于强烈的音乐，每天播放的时间也不要太久。
对孩子来说，播放二十分钟到半小时是恰到好处的。
如果你还想让他们接受更多的听觉刺激，那么没有比利用你自己的声音更好的办法了。
父母应该经常抚摸孕育胎儿的腹部，对着孩子喃喃耳语，这不仅可以让他的听觉更发达，还有助于让
你们的亲子关系更加密切。
孩子出生之后，母亲温暖的爱抚就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这种无声的交流所表达的爱意将启动孩子的心理活动，使他感受到周围陌生世界的存在，从而建立起
自己的思维活动。
虽然此时的孩子还不能说出什么像样的话语，甚至连咿呀学语都还不会，但是他却每时每刻都在关注
着外界的声音。
此时，家长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与他进行语言交流，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对牛弹琴”。
当他一岁多时，你就能看到这种交流的效果了。
S案例分析讲述人：金（育婴师）宝宝资料：贝贝，女孩，1个月老同学的女儿贝贝满月时，我们一些
人纷纷前去道贺，大家吵着想要去逗逗小家伙儿。
可是，我们却看见孩子的妈妈蹑手蹑脚地从房里出来，对我们摆手说：“轻点轻点，孩子刚睡着，别
吵到她。
”于是，我们便只好知趣地留在客厅里了。
老同学见状，颇为不好意思地说：“大家不要见怪啊，就是孩子醒着，我们也不敢大声说话。
有时我们说话声音大点儿，孩子就会瞪大眼睛看着我们，就像是被吓到了似的。
所以，我们夫妻俩平时都是小心翼翼的，尽量不弄出声音来。
再说了，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跟她说话也没多大意思。
”我当时没说什么，过后，我找他们夫妇二人就孩子的听觉发育问题谈了一次。
很多中国的家长可能并不知道，孩子的听觉器官发育非常早，早在胎儿期就已经开始了。
因此尽管新生儿刚出生，-就已经有了良好的听觉，能对声音做出恰当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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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薪生儿的听觉系统并未发育得很完善，因此，在他出生后的第一个月，的确需要给他一个安静
的环境。
不过如果一味怕吵着他，或认为他太小，什么都听不懂，从而放弃与他进行“交流谈话”的机会，那
就大错特错了。
由于还是胎儿时，孩子就会经常听到父母的说话声，因此在出生以后，他很喜欢听爸爸和妈妈的声音
，这种熟悉的声音会给他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
这时候，父母应该多和他说话，并且要用不同的声调、不同的表情去说。
如：喂奶的时候，可以轻轻拍拍他说“宝宝要多多的吸，这样才能快快长大”；换尿布时，可以跟他
说“尿布湿了，给宝宝换干净的，清清爽爽好舒服”⋯⋯父母经常与孩子这样讲话，不仅能对他进行
听力的启蒙训练，还能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喜悦和心理上的安全感，从而建立起对父母的亲近感。
接下来，我又给他们夫妇二人提供了一些小建议：孩子三个月时，应该开始训练他寻找声源，以提高
其对声音的定位能力。
父母可以放些儿歌和轻音乐，并通过手动操作让音量在一定范围内时高时低、时远时近，这样，孩子
就会仔细聆听，追寻声源。
也可以给他玩一些会发出响声的玩具，然后引导他根据声音去寻找玩具。
经常进行寻找声源的听觉训练，对孩子听觉能力的提升是有很大益处的。
四个月到两岁之间是训练孩子辨音的黄金时期。
这时，可以让他接触各种不同的声音，如风声、雨声、流水声、各种动物的叫声、不同乐境中不同的
声音，这样就会让他的耳朵越来越灵敏。
解析有意识地根据孩子的生理发展来对其进行听力训练，能够让孩子的听觉能力在自然发展的水平线
上更上一层楼。
训练的时候，最好让他的听觉时常处于接收状态，这样才会愈听愈敏锐。
为了提高孩子听声音的兴趣，可以用游戏的方法训练他区别各种声音，分辨声音的高低、轻重、长短
等。
S亲子课堂听觉是孩子探索世界、认识世界、从外界获取信息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孩子的言语、音
乐等能力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听觉。
训练孩子的听力越早越好，要以“听”促“说”，加以训练。
这里有一些小建议可供参考。
有意识地逗引孩子，训练孩子的听力对孩子听力的训练应该越早越好。
两三个月大的孩子已经能把听觉和视觉结合起来，当听到声音时，他们就会把头转向发音的方向寻找
声源，这其实就是孩子智力活动进步的结果。
父母或家里人应经常有意识地走到孩子面前逗引他，让他注视自己的脸，然后移到另一侧，并轻声叫
他的名字，吸引他的视线随着自己的脸移动。
除此之外，家长还可用摇铃或能捏响的橡皮玩具发出声音，用这样的方式逗引孩子，让他们一边‘听
声音，一边随玩具移动视线。
父母经常陪孩子说话不要以为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就没有交流的欲望，事实上，在他们的内心是十分渴
望父母关注的。
如果经常把他们扔在一边不予理睬，对他们的要求不主动理解，也不去哄逗和与他们说话，这样慢慢
就会使孩子呆板，反应相对迟钝，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发育。
如果孩子主动发出咿呀之声，父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也用“啊！
啊！
咿！
”等声音来回应他们。
虽然这还不是说话，但却是促使孩子今后学话话第一步。
父母用这样的方式和孩子交流，慢慢就能引导他们学会说出一个音的单字。
每天在他们欢快时，反复和他们说话，就可以增添他们的欢乐情绪。
这些都会使婴儿的大脑活动增强，促进其智能发育，也可以在无形之中增强亲子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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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给孩子听听音乐最近有项有趣的研究表明，让孩子听莫扎特的音乐，会使他在数学方面变得很出众
。
当然，这并不是必然的。
但是音乐对孩子的听觉培养有很大的益处，是无可置疑的。
缓慢悦耳的曲调能够使孩子感到平静而想要睡觉，活泼轻快的曲调则能激发孩子的活力，让他们感到
非常愉快。
因此，父母应当经常让婴儿享受音乐的乐趣。
人为地给孩子创造一个有声的世界有些父母唯恐周围的声音会吵到幼小的孩子，从而动员全家竭力为
孩子创造一个低分贝的生活环境。
其实过于安静的环境，常常会因缺少对儿童听力发展的有利刺激而不利于他们的听力发展。
为此，父母应当给他们买些有声响的玩具，如八音盒、拨浪鼓、会叫的动物玩具等。
此外，父母还可以让婴儿多听音乐，因为那些节奏优美的乐曲会给婴儿以安全感，使其心情愉悦。
当然，放音乐的时间要有节制，不能从早放到晚，这会让孩子的听觉神经过于劳累。
父母最好能和婴儿多说话，虽然这时候他们还不能应答，但是家人，特别是母亲亲热的话语，会让他
们感受到初步的感情交流。
当母亲面对婴儿亲切地说笑，同他们交谈时，婴儿就会紧盯着母亲的脸，似乎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懂
得了母亲话语里的意义。
S训练方案在家中，家长应多与孩子玩一些听觉训练方面的游戏，使他们可以通过听觉来辨认周围环
境中的声音，从而达到训练的效果。
以下这些方案，都是家长可以借鉴的。
方案一慈母细语目的：母子亲密接触，加强亲子交流，促进孩子早期听力发展。
适合年龄：出生～3个月方法：前文提到，刚出生的孩子就有听觉，且对母亲的声音尤为敏感。
因此，母亲应当发挥能动作用，成为孩子听觉训练的首席培训师。
具体方法有：当孩子醒来的时候，将他轻轻地抱起来，跟他进行目光交流，然后温柔、亲切、细声地
跟他谈话。
谈话的内容可以十分广泛，可以聊父母对他的喜爱、对他健康的关怀、亲戚朋友对他的喜欢、他给父
母带来的喜悦等父母认为快乐、幸福的一切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当母亲在和孩子说话时，语气一定要轻柔、话语要亲切，更要盯着他的脸，脸上充满
笑容。
这个游戏适合3个月前的孩子，当然，3个月之后，尽管他的年龄增长了，但这个游戏依然可以继续。
不过，这时候妈妈可以给他念儿歌、讲故事，不断丰富孩子的听觉内容和知识贮备了。
方案二铃儿叮当目的：让声音与孩子动作联系在一起。
适合年龄：3个月～6个月方法：对于孩子听觉的有利刺激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父母还要寻找机会，
让孩子感知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声音。
耐心的妈妈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些小铃铛，将小铃铛系在他的小手、小脚上。
当孩子不经意移动手脚时，铃铛就会随之发出响声。
时间一长，当发现自己只要一动手脚就会有铃铛响，他的活动兴趣就会提高很多，并能逐步学习用自
己的力量去控制一些事物，这对他的动作和肌肉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
方案三寻找声源目的：引导孩子寻找声源，培养孩子大脑的整体功能。
适合年龄：3个月～6个月方法：当孩子长大一些后，父母可以和他一起玩这样的游戏。
把他放在地毯上，以他为中心，父母在离开他2米的地方，手握一个铃铛（或者别的发声道具）；游
戏时，父母不断移动位置，每走到一边就摇动一下手中的铃铛，并轻轻呼唤他的乳名。
这样的过程，不仅能使孩子的声音定位能力得到发展，还可以使孩子尽快熟悉自己的名字，发展其自
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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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父母必知训练孩子思维的134种方案》是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儿童的思维变化是怎样产生的？
成人应该提供怎样的帮助以发展儿童优秀的思维品质？
《父母必知训练孩子思维的134种方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心理学对儿童思维发展的研究
成果，提供了引导、挖掘儿童思维潜质切实有效的实践训练方法。
一个8岁大的女孩试图拿着锤子和钉子将一幅画钉在墙上。
在这之前，她从来没有使用过锤子和钉子，但她看到过大人们是怎样使用的。
她知道锤子是一件手握的物品，而手握锤子便可以敲打钉子，而且她能够意识到必须多次敲打。
当她弄清楚了这些后，她的大脑中便有了一个行动的图式，并试着去适应这个图式。
她尝试着这样做，因为力气不够大，所以她手握在靠近锤子顶部的地方。
由于用力过猛，钉子弯曲了，于是她试着一点点地调整力度——这一系列行为适应，就是孩子认识世
界、发展心智的缓慢进程。
成人很难理解儿童思维的发展旅程，更不了解儿童是如何在观察中悄悄成长的，因此往往错误地干扰
孩子的成长。
《父母必知训练孩子思维的134种方案》从儿童思维发展的深层心理规则出发，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简单
而深刻的道理：成人应该耐心地观察，给孩子提供恰当的帮助，而不是干涉。
思维是一个人智力的核心。
很多孩子的父母、教育工作者只停留在追求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外在的各类生活表现，忽略了影响这些
外在表现的内在因素：隐藏在孩子大脑中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
一道数学题的精彩解答、一篇作文的深入构思和一个生活难题的突破，以及某个孩子让人惊讶的发明
创造，都是思维力的体现，是系统思维的结果。
就像没有人能够回答爱因斯坦的大脑的价值是多少一样，我们同样无法回答隐藏在孩子大脑中的思维
力的价值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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