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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孩子关键期的启蒙钥匙    每一天，全世界大约有75万成年人开始成为新的父母。
他们在感受为人父母所带来的喜悦、希望与欢乐的同时，也因孩子而体验着困惑、焦虑、挫折、懊悔
与伤痛。
    教育孩子不仅仅需要爱，还需要科学和专门的技巧、方法和艺术。
因此，父母不仅是一种家庭中的角色，还应该是一种专门性的职业。
正如马克思所说，父母的职责就是教育孩子。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说：“养花、养草、养鸟、养鱼，都要先懂得专门的方法，才可以养得好；难道
养孩子，不懂得方法，可以养得好吗？
”    医生、教师、工程师等职业都需要经过专门的职业培训，同样，父母也需要接受专门的亲子教育
。
    在我国，家庭教育已成为所有家长以及全社会较为关注的大问题之一。
因为现在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社会竞争又空前激烈。
孩子的教育和发展状况，关系到几代人的命运，牵系着所有父母和长辈的心。
每个家长都有“输不起”的忧虑，但大多数家长太爱孩子，又太不会爱孩子。
他们对孩子寄予极大的希望，但由于认识有误，方法不当，孩子的发展往往走向家长愿望的反面，甚
至酿成许多悲剧。
    赫胥黎有一句名言：“欲造伟大之国民，必自家庭教育始。
”以色列人也讲，一个好母亲胜过一百所学校。
    父母，特别是年轻的父母，要想把孩子教育好，就必须学习如何教育子女。
我们特别期望有一些真正实用的、能切实提高父母养育水平的教育读本。
    《创典家庭教育大学堂丛书》就是用来帮助家长实现养育专业化的系列丛书。
在当今众多的家教图书中，本套丛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优点：    ——专门针对3～6岁孩子的年龄特
点。
每个年龄阶段的儿童都有着不同的发展特点。
中国古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3～6岁作为人生的奠基阶段，极为关键，甚至有可能决定人的一生。
这套丛书就专门针对3～6岁孩子的发展特点和成长需求，为父母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
    ——全方位覆盖3～6岁孩子发展的各个方面。
这套丛书从教育观念、能力培养、情商培养、身体健康四大领域中选取了1 8个家庭教育主题，满足
了3～6岁孩子的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各种需求，有助于家长构建出相对完整的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系
统地掌握幼儿家庭教育的方法。
    ——以科学知识排除个人偏见和不实传闻。
这套丛书是由一批教育学、心理学、养育科学、营养学等学科专家精心撰写的，所选取的知识和方法
都具有科学和事实依据，体现了科学性、严谨性。
    ——用丰富的实用方法提高操作性。
这套丛书内容以操作性为主。
作者们把科学理论和专业经验浓缩成父母们能够理解、掌握和运用的简单明了的行动指南，把抽象的
家庭教育基本原则和观点化为具体的指导策略，并以生活实例加以说明。
书中“家长实践作业”的操作指南，也能够促使家长把科学的教育理念践行到行动之中。
    ——聊天式的写作语气增强了可读性。
这套丛书的行文风格不是高高在上的专家讲座，而像是专家与父母之间轻声细语的聊天，语言轻松活
泼、语气诚挚恳切，令人感到轻松愉快、兴趣盎然。
    这套丛书不仅为读者提供育儿的知识和经验，还帮助父母们用爱和智慧搭建起一座通往孩子心灵的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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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年轻的父母们一定能够在这套丛书中读有所获，和孩子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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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活中的潜能开发》的目标是帮助家长如何在生活实践中发展孩子的能力，内容包括情商的培养、
言语能力的培养、学习能力的培养、智能的培养、动作技能的培养五方面。
目前，很多家长存在一种观念上的误区，认为孩子的能力是在各种锻炼孩子思维的图书或训练中发展
起来的。
其实不然，孩子需要发展的能力是能够运用于生活实践的能力，孩子能力的培养并不能在抽象、形式
化的训练中得到真正的提高，而需要在真实的生活实践中得到锻炼和发展。
孙蕾、张莹编写的这本书传递的就是这种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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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蕾（1978—），女，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应用心理学系讲师，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
多年从事养育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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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攻略7：和孩子谈论朋友的话题 家长可以多和孩子交流一些关于小伙伴的话题，例
如，让孩子关注小伙伴，询问小伙伴发生的事情；或者孩子与小伙伴之间进行的互动等。
 在和孩子交流时，家长需要用高级的观念影响孩子相对低级的观念。
例如，当孩子叙述他和其他小朋友之间发生的冲突时，或者当孩子评价他人的缺点时，家长都可以引
导孩子从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和评价他人，促进孩子形成对自己、对他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并且帮助
孩子提高人际交往中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攻略8：家长要掌握幼儿所在班级的名册 称职的家长需要掌握孩子幼儿所在班级的名册，只有家长了
解孩子同伴的名字，才能够和孩子进行更多的关于同伴的话题。
例如，今天某个小伙伴表现得怎么样？
某个小伙伴今天和你一起玩了吗？
家长发起的话题可以不仅仅局限于孩子的好朋友，在家长的引导下，孩子也能够关注到更多的同伴，
和更多的小伙伴产生互动，拓展孩子的人际交往范围。
 攻略9：和孩子谈论自己或家庭中的难处 家长和孩子谈论自己或家庭中的难处，让孩子学会体谅他人
。
孩子在家庭中往往处于被照顾的角色，很少有机会去感受家长或家庭中的困难。
家长和孩子聊天时，可以适当地把自己的心事，或者把家里目前的某些难处和孩子倾诉，让孩子学会
体谅他人，并且感受为家人和家庭分担的快乐和责任。
能够与家人一起分享和分担，会让孩子获得更多的成长，也能够在真实的生活经验和人际互动事件中
，发展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
 攻略10：如何对待孩子选择同伴 家长不要替孩子选择小伙伴，每个儿童都有他独特的性格与特点，孩
子和不同性格特征的小伙伴接触，都能增加孩子不同的人际交往体验和经验。
有些家长往往会因为个人不喜欢某个小伙伴，而去干预孩子和他的交往，这种干预实际上剥夺了孩子
宝贵的人际交往机会。
 每个同伴都是构成孩子所处环境的一部分。
孩子和同伴的和睦相处，也就是孩子所发展起来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孩子接触不同类型的小伙伴越多，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也将达到更大程度的锻炼和发展，孩子对未来生
活和环境的适应能力也会越强。
因此，家长不要剥夺孩子和不同小伙伴交往的机会，让孩子在真实、自然、丰富的环境中得到锻炼和
成长。
 攻略11：利用情境，让孩子学会如何协商 在具体的人际互动事件中，教孩子学会如何协商。
例如，当孩子看到其他小伙伴在游戏，很想加入。
家长要鼓励孩子自己想办法加入小伙伴的游戏。
如果孩子缺乏加入他人游戏的技能，家长可以教孩子加入他人游戏的方法，如“我也和你们一起玩，
好吗？
”又如，当孩子表现出喜欢小伙伴的玩具，想要上前去抢他人的玩具时，家长可以教孩子请求或协商
的技巧，如“你的玩具可以借我玩一玩吗？
”或者“我拿我的玩具和你交换，好吗？
”这样，孩子能够把家长教给他的人际交往技能直接应用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也能获得最直接、有
效的学习经验。
 玫略12：客人到来之前 让孩子为即将到来的客人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客人到来前，家长可以先提醒孩子有哪些客人即将要来家里做客，并且可以向孩子介绍客人更多的情
况，让孩子做好心理上的准备，避免孩子因为即将见到陌生人而感到紧张。
 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一起为客人的来临做准备。
例如，引导孩子给不同的客人准备礼物，教孩子一些接待客人的礼貌用语，为客人准备自己擅长的节
目等，让孩子掌握接待客人的礼仪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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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略13：锻炼孩子人际交往的胆量 很多孩子都对和陌生人接触表现出害羞或胆怯，家长应该创造机会
，鼓励孩子和陌生人接触，锻炼孩子人际交往的胆量。
例如，鼓励孩子在超市向营业员询问商品的价格，在餐厅向服务员要餐具，向商场营业员询问洗手间
的位置等，都能够增加孩子和陌生人接触的机会。
 家长要为孩子树立和陌生人交往的良好行为榜样。
家长在和服务人员接触时，要让孩子感受到家长对他人尊重、友好的态度。
如果家长经常和服务人员表现得不友好、或者发生争执，孩子也有可能会在和陌生人的接触中增加消
极的人际互动体验。
 攻略14：为孩子争取团体活动之外的与同伴游戏的时间 家长要为孩子争取团体活动以外的同伴游戏的
时间，让孩子拥有和同伴自由玩耍的快乐时光。
例如，幼儿园放学以后，孩子参加课外班的前后，或者创造孩子间的聚会等。
在和同伴自由玩耍的时间里，能充分地暴露孩子在人际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也能够让孩子在不同的人
际互动经验中，使他的人际交往能力得到锻炼和发展。
 攻略15：专属于孩子的“电话簿” 家长帮孩子把幼儿园的老师和小伙伴的电话整理成专属于孩子的“
电话簿”，并鼓励孩子给他的小伙伴打电话。
例如，当幼儿园有小伙伴生病时，家长可以鼓励孩子给因病缺席的小伙伴打电话问候；或者鼓励孩子
给老师打电话询问事情等。
孩子在和小伙伴或其他成人通电话时，家长可以陪在孩子的旁边，当孩子的语言沟通出现困难时，家
长可以对他提供简单的提醒，帮助孩子完成与他人的“通话”。
 攻略16：多参与社会活动 不同的活动可以带给孩子丰富的社会经验。
家长需要为孩子创造参与不同性质的活动，接触不同的人际群体的机会，丰富孩子的人际交往经验和
生活经验。
例如，带孩子参加社区举行的活动、所在城市举行的各种展览和文化活动等，让孩子在不同的社会活
动中开阔视野、丰富生活经验。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创典家庭教育大学堂丛书>>

编辑推荐

《生活中的潜能开发》是创典家庭教育大学堂丛书之一，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创典家庭教育大学堂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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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