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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据媒体报道，每年的寒暑假，韩国都会有上千名中小学生参加位于浦项的海军陆
战队海滨吃苦训练营，以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吃苦精神。
那一群尚显稚嫩的孩子赤膊在雪地中军训的图片，总是冲击着我们的视线。
同样是孩子，我们的这些在呵护中长大的孩子却不知道苦为何物，看看他们晒出的苦——军训、学习
、兴趣班位列前三甲。
可见，孩子们是多么缺乏吃苦教育。

　　要知道，不让孩子吃苦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也是不负责任的教育。
其实很多父母都明白这个道理，但由于种种原因，却并没有把这种教育落实到自己孩子的身上，导致
我们的孩子像温室里的花朵，像父母羽翼下的小鸟，却整天喊苦。

　　正如蝴蝶必须经历破茧的阵痛，才能振翅飞翔。
要想把孩子培养成才，同样离不开吃苦的磨砺。
如何通过最科学的教育方法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才，成了无数“盼子成器”的父母的最大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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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阳，原名李洁，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
致力于教育科学研究十余年，多次获得河北省优秀教师称号。
曾在国家、省级报刊发表教育教学研究论文二十多篇。
自2000年始合作出版著作已有几十部，出版过的图书有《青春期少男少女学习坊》、《孩子，妈妈相
信你最棒》、《培养成功的孩子》、《美德家训——影响孩子一生的经典美德故事》、《你可以教孩
子更聪明》、《父母不可不知的教子细节》、《教子禅方》等，版权输出的作品多达几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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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让孩子做生活的主人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是父母的附属品，他们的主人是自己。
从现在就开始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使他们即使脱离父母也能独立处理问题。
独立性是孩子成长的前提，只有他独立了，才有可能面对以后的人生，才能为以后的教育做好准备
　从“不陪”开始培养孩子独立性
　让孩子尽早谱写“独立宣言”
　生活训练从家务劳动开始
　从“生理断奶”到“心理断奶”
　还孩子一条独立思考的路
　让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一种爱叫做狠
　“包办”毁了孩子一生
　分床睡是孩子独立成长的“分水岭”
　做孩子的榜样，而不是拐杖
　帮孩子做决定，有害无益
　给孩子空间，
　唤醒孩子的自主性
　父母不妨“偷偷懒”
第二章
　铸就孩子坚强的意志精神因素是孩子成长的营养来源，从小就开始培养孩子坚强的意志，那样他才
能面对各种苦难、挫折和失败，并且在苦难中寻找新的出路。
父母不要袖手旁观，发挥好引导以及榜样作用，掌控孩子锻炼的大方向。

　“吃苦”是孩子成长的一剂良药，
　生者父母存者自己
　摔倒的孩子自己站起来
　打造孩子的坚强性格
　告诉孩子再试一次
　多一点“狼性”，少一点“羊性”
　靠自己走出困境
　能自己站起来，就不去扶他
　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锻炼
　带孩子到野外玩耍
　“强迫”自己，坏习惯就能改掉
　⋯⋯
第三章　让孩子的上进心永远不消失
第四章　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
第五章　给孩子自信的力量
第六章　再富也要穷孩子
第七章　消除孩子的心理隐患
第八章　做孩子“喜欢”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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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ldquo;不陪&rdquo;开始培养孩子独立性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需要独立、自主、创新的人
才，其中劳动技能占有很大的分量，然而很多家长以及老师在孩子的教育上并没有及时更新自己的教
育观念，仍然对孩子的一切大包大揽，忽视对孩子独立能力的培养。
我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曾经说过：&ldquo;凡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让他自己去做。
&rdquo;　　如今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在他们成长道路上存在着一个非常温柔的&ldquo;陷
阱&rdquo;。
这个&ldquo;陷阱&rdquo;正是那些过度庇护孩子的父母亲自挖掘的&mdash;&mdash;父母对孩子总是事
事包办，平时很少给他们独立做事情的机会，从而造成孩子生活自理能力差，依赖性强，意志薄弱。
像这样缺乏独立性的孩子是无法适应现代化社会需要的。
孩子长大后必须要面对的是：变化加剧的社会、发展迅猛的科技、各种激烈的竞争，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他们必然要具备独立思考、判断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否则将难以生存和发展。
因此，父母们一定要想办法创造这样的机会，做到不时时陪伴孩子，鼓励他们自己去玩、去思考、去
探索，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考虑让孩子独自参加户外活动。
　　孩子从呱呱坠地、咿呀学语到将来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是一个从依赖逐渐走向独立的过程。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习惯于依赖父母，这对迟早将到来的独立生存将是极为有害的。
为了孩子的将来，让他们从小就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是每个父母的首要任务，这也是孩子适应社会所
必须具备的素质。
　　很久以前，有一个猎人在打猎时偶然发现了几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狮子，于是就把它们带回家中精
心喂养。
猎人将所有的小狮子都关在笼子里，每天喂吃喂喝，小狮子的生活也过得无忧无虑、自在幸福。
有一天，笼子们不知道怎么开了，其中的一只小狮子从里面偷偷地跑了出去，猎人到处寻找也没有找
到，避免剩下的狮子全都丢失，猎人将笼子加固了，而且一有时间就和它们待在一起。
　　过了几年，几只狮子彻底被驯服了，猎人就把它们从笼子里放出来，即使没人看管，它们也不会
乱跑了。
猎人出门的时候总是在院子里放一些食物，狮子饿的时候就去自己吃。
后来猎人出了意外再也没有回来，狮子将猎人留下的食物吃完后再也没有东西可吃，但是它们也没有
想办法，最后竟然活活饿死了，而当年偷跑出去的小狮子却是另一番景象。
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头真正的狮子，独自在野外，饿了只能自己找食吃，渴了就自己找水喝，受伤了
就给自己疗伤，遇到敌人也会自卫。
正是当年离开猎人的照顾，小狮子才学到了生存的本领，从而能够在大自然的环境下顺利存活下来。
　　尽管猎人对那几头小狮子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是在无形中却剥夺了它们自主学习生存能力的机会
，并且最终害死了它们。
这同教育孩子是一个道理，一味地陪孩子只会把孩子养成像笼子里的小狮子那样，没有基本的生存技
能，最终会被社会所淘汰。
真正爱孩子就要学会放开孩子，&ldquo;不陪&rdquo;才能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才会把孩子培养成真正
的&ldquo;狮子&rdquo;。
　　晗晗从3岁上幼儿园，可以离开家人开始，妈妈就让她每天自己乘电梯下楼到单元门口去取牛奶
。
一开始晗晗挺高兴，觉得自己很有本事了，渐渐地，她对这种锻炼食物兴趣了，尤其是到了冬天时，
外面呼呼地刮着大风，晗晗有些不乐意了，妈妈说：&ldquo;天气冷了，风大了，送牛奶的叔叔就可以
不送牛奶了吗？
妈妈是不是也不用上班了？
你不去幼儿园行吗？
&rdquo;晗晗歪着小脑袋想了一会，妈妈的话也对呀，天冷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是就穿着厚厚的衣服下
楼拿牛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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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星期天，晗晗实在不想起床，跟妈妈说自己好困好困，如果一定要去就让妈妈抱着。
妈妈说：&ldquo;如果送奶的叔叔也说困，也想让他的妈妈陪着，或者是不起来送牛奶了，那晗晗还有
牛奶喝吗？
妈妈也困，如果不起来做早饭，那你还能吃上早饭吗？
这是自己该做的事，不能因为有了困难就不去做。
&rdquo;懂事的晗晗觉得妈妈说得很有道理，还是爬起来去拿了。
后来，晗晗再也没有出现过&ldquo;意欲罢工&rdquo;的行为。
　　正是妈妈的这种&ldquo;不陪&rdquo;原则，鼓励晗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才一步步培养出晗晗这
样能独立做事的好孩子。
　　智慧父母教子心经　　父母只有做到&ldquo;不陪&rdquo;孩子，然后达到培养孩子独立性的目的
，在生活中父母不妨参考以下&ldquo;五要：　　◆ 一要完全信任孩子，相信孩子有能力可以做好。
不要一味惩罚孩子，信任更能激起孩子的责任心，增强他们的自尊心以及自信心。
如果孩子暂时遭遇失败，就帮助孩子分析一下原因，鼓励孩子继续做下去，这时一定不要包办代替。
　　◆ 二要培养孩子的责任心，培养孩子勇于负责任的习惯。
如果某件事在孩子的&ldquo;职责&ldquo;范围内，或者是孩子承诺了，那一定要让他去完成。
　　◆ 三要尊重孩子的选择，让孩子自己做主。
孩子虽小，但是也有自己的思想，父母不要总是对孩子指手画脚，给孩子一个机会，让他学习独立决
定。
如果孩子失败了，那他会从错误的决定中收获更多的东西。
　　◆ 四要培养孩子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遇到新鲜的事物，让孩子自己去尝试，告诉孩子即使失败也没有关系。
　　◆ 五要培养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孩子独立做事的时候不要过多干涉孩子，更不要帮助孩子完成，只要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就可以了
，逐渐培养孩子处理事情的能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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