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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都熟悉狼孩的故事，其实，狼孩并不是一个传说和故事，而是真正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
一个历史事件。
法国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天，三个猎人捕获了一个小男孩，他赤裸着身体，正在寻找橡果和树根充饥
，这就是闻名于世的&ldquo;狼孩&rdquo;。
　　尽管他也长大到十几岁，但由于离开了人类所需的学习环境，他丧失了许多人类基本的特性：他
看不懂绘画，对最刺耳的响声和最动听的音乐毫不理会；他不会说话，只会咕咕哝哝；他闻不出香水
的香味，也嗅不出由于他极不卫生的生活习惯而造成的生活环境的恶臭；他不会开门，更不会站到椅
子上去拿东西&hellip;&hellip;虽然人们对他进行了反复训练，但他的最终智力还不如一个三岁的孩子。
　　其实，狼孩的悲剧就在于他错过了幼儿成长与学习_的&ldquo;敏感期&rdquo;。
　　同样，刚出生的婴儿为什么会喜欢看黑白相问的地方而不是大人们认为的彩色气球？
为什么会对非常细小的事物感兴趣，如头发丝、小蚂蚁？
为什么爱吃手，还吃得津津有味？
为什么突然变得特别执拗，父母说什么都以 &ldquo;不&rdquo;作为回应&hellip;&hellip;其实，这一切的
一切都要源于儿童的&ldquo;敏感期&rdquo;。
　　&ldquo;儿童成长的敏感期&rdquo;这一概念，是伟大的教育学家蒙台梭利提出的。
　　所谓敏感期，是在0～6岁这个成长过程中，儿童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在某个时间段内，他
会突然对某种特定的事物或事情产生浓厚的兴趣，甚至表现出一种狂热的状态，直到他内心的需求得
到满足、敏感度下降或被人为地阻止，这股动力才会消失。
顺利通过敏感期，儿童的心智水平便会从一个层面上升到另一个层面。
因此，有些教育家将敏感期也称为学习的关键期或教育的关键期。
　　而儿童的发展一旦错过了敏感期就会存在或多或少的缺憾，这种缺憾有大有小，而且在儿童以后
的成长过程中将会很难弥补，即便能够弥补，也会耗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可见，敏感期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经验证明，在各个敏感期，如果儿童受到干扰或阻碍，不能正常使用他们身体的各种功能，相关的功
能就会丧失。
这就好比，不能正常地使用耳朵，耳朵就会失聪；不使用鼻子，鼻子就会丧失正常的嗅觉能力；不能
自由地使用双手，儿童的手就会笨拙&hellip;&hellip; 可以这样说，敏感期是自然赋予幼儿的一种生命
助力。
如果敏感期的内在需求受到妨碍而无法发展时，就会丧失学习的最佳时机。
　　那么，父母应该怎样认识、了解儿童的敏感期，并引导孩子顺利度过敏感期呢？
为此，我们特别编写了此书，它将在最大程度上向父母展示孩子在各个敏感期的表现，并为父母提供
应对孩子敏感期的科学对策。
　　最后，衷心地祝愿所有的父母都能帮孩子顺利度过敏感期，为孩子未来的成长奠定坚实有力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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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敏感期，是指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儿童受内在生命力的驱使，在某个时间段内，专注身边某一
事物的特质，并不断重复实践的过程。
顺利通过一个敏感期后，儿童的心智水平便从一个层面上升到另一个层面。

作为父母，我们往往会忽略了，也忘记了去帮助孩子，甚至制止了孩子的某些活动，但是我们破坏了
孩子的什么，没有人知道。
孩子的许多行为被家长不理解并强行压制，抹杀或者用爱的名义禁锢了儿童的正常成长。
这是我们现在教育最大的误区。
认识各种敏感期，对于孩子的完整的自我成长至关重要。
《捕捉孩子的敏感期》中很详细地描述了孩子各个年龄段会出现的敏感期，以及各种应对的方法，不
要让我们的爱成为伤害，让自己的爱成为孩子成长的后盾吧！
《捕捉孩子的敏感期》由孙瑞敏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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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瑞敏，中国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与心理学专家，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
在儿童行为、心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专业技巧和实践经验，成千上万的家长按照他们的教育理念养育孩
子，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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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父母要了解孩子用口认识世界的概念　　在孩子刚刚出生时，他们能够使用的唯一器官就是口。
尽管孩子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能用眼睛看东西，但脑科学家却认为，出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孩子的视
力都是不完善的，他们通过视力认识的这个世界是模糊的。
但口却不一样，孩子刚刚出生就懂得用口吃母乳，所以口是孩子连接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最自然的通道
。
把手唤醒　　对于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说，口的功能是巨大的，他们会通过口来认识他们所能接触到
的一切事物。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首先认识的就是自己的手，通过吮吸来感知手的存在，感知手能抓握物品的功能
。
我们可以这样说，孩子是通过口把手唤醒，把手的功能解放出来的。
　　用口去认识世界　　在用口的这一过程中，孩子之所以能够得到满足，并不是因为他的嘴过瘾了
，而是因为通过这种过瘾，孩子掌握了很多经验。
例如，在“品尝”玩具的过程中，孩子能够体会到“软”和“硬”；能够分辨出能吃的物品和不能吃
的物品⋯⋯最初婴幼儿仅仅是用口认识手，发展到后面，婴幼儿会用口认识周围所有的一切，什么东
西都能放到嘴里。
这个过程也完成和健全了口的功能。
什么都放进嘴里并不是婴幼儿饥饿，仅仅是因为婴幼儿是用口来认识世界的，直到手被完全唤醒。
手的敏感期到来，又帮助和加快了口的敏感期的发展。
　　直到婴幼儿无处不在地到处触摸，口的敏感期就这样逐渐过去了。
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这些究竟给婴幼儿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和认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全世界的
婴幼儿都是透过这个过程走向我们这个可触摸的世界，他们是用嘴来打开这个世界的大门的，用嘴来
和这个世界建立亲密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幼儿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是生命的初始。
没有这个阶段，未来的成长就会有很多的缺憾，这个时间段要持续1年，物质世界的大门就这样用嘴
来打开了，为孩子伸开双手迎接世界做了一个最早期的准备。
　　所以，在0～2岁半这一阶段，孩子会把自己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口上。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手及其他器官也会出现敏感期，到那时，孩子用口探索世界的方式就会悄
悄地退居二线了。
　　看见什么都往嘴里塞：用口感知触觉和味觉　　小哲哲十个月了，他坐在那里，周围摆放着一堆
的玩具。
他玩耍的方式是这样的：抓起每样东西都往嘴里放。
你可以看到，他品尝完积木又抓起了橡皮牙子，然后又是塑料圈。
他把整个身心都放在了用口上，好像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
他高度专注的状态，似乎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塞进他的嘴里。
实际上，哲哲这样做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无论他抓到什么都会不自觉地往嘴里放，有时候妈妈刚一转
身抱起他，他已经抓起了一条毛巾往嘴里塞；有时候妈妈衣服上的一条带子也被他抓起来塞进嘴里。
就是这样，不管是能吃的还是不能吃的。
哲哲见到什么就吃什么。
　　我们这样猜想：他究竟在用嘴干什么？
他在用口来认知？
这些东西究竟让他感觉到什么？
在我们成人看来，无非是这样的：硬的和软的，无味的和有味的，不同质地的，可吃的和不可吃的，
还能有什么呢？
但对一个幼儿来说，他正是用这种方式感觉他口的各种能力，口的部位功能，以及口的极限。
与此同时，他也在用口去认识各种事物，包括自己的手与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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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家长能做的只有这些：准备一些可以让孩子咬的玩具，将玩具洗干净后让孩子咬一位家长这
样分享经验：在孩子出生之前，我认真了解过敏感期的知识，所以，当孩子举着嫩嫩的小手放在嘴里
时，我从来没有阻止过他。
　　不仅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把能够拿到的物品都往嘴里放。
为了能使孩子更好地通过嘴认识玩具，我把他的手洗干净，又把他的玩具洗干净，围着他放了一圈，
让他尽情去“品尝”。
　　在很多时候我也会担心，怕孩子把那些瓜子皮、笔帽吞下去发生危险.可我不敢阻止他，怕影响他
“工作”。
但每一次我都会看到，他把那些我认为很危险的物品吐了出来。
有一次更奇怪，我给他吃了一瓣橘子，他整个都塞进了嘴里，正担心他把整瓣橘子都吞下去呢，没想
到他居然把橘子瓣的皮吐了出来，把果肉吃了。
　　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怀疑孩子嘴的分辨能力了。
当然。
为了避免万一，我还是把那些带有危险性的“凶器”，如剪刀、玻璃球等尽量远离他。
　　当孩子得知手有抓握物品的功能以后，就会通过手把周围的物品都送到嘴里进行“检验”。
很多家长常常以不卫生为理由，阻止孩子把包括手在内的所有物品放到嘴里，但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
，不允许孩子通过口来与外部建立联系，就等于把孩子与世界建立联系的唯一渠道阻挡了，这将会在
极大程度上影响孩子潜能的发挥。
因此，家长要准备一些孩子能咬的玩具，同事，把孩子爱用嘴啃的物品尽量洗干净。
　　当然，在出门的时候，父母可以带上一包消毒湿巾，及时擦擦孩子的手，以及他准备放到嘴里的
东西。
千万不要对孩子大声吆喝，否则孩子会产生心理阴影。
　　尝试转移孩子的注意力　　当孩子在外面随地捡小东西往嘴里放的时候，父母也可以尝试转移孩
子的注意力。
比如，与孩子一起玩，一起捡树叶，然后撕碎，往空中一扔；一起捡小石头，往远处扔或踢，再跑过
去捡⋯⋯这样，孩子会觉得很好玩，就会跟你学，从而减少往嘴巴里放东西的机会。
　　当然，如果孩子往嘴巴里放树叶，也不要硬从孩子手中夺过来，更不要训斥他，而是对他说：“
不能吃，看妈妈，树叶会飞哦！
”说完，把自己手中的树叶一抛，孩子的注意力就被转移了，也可能会学着父母的样子抛树叶，不学
的话也会把要放到嘴里的东西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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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现在看了这本书，了解到了宝宝的心理及一定时期出现的一些正常的敏感期，我终于学会了处理
宝宝的情绪，发现原来宝宝并不是难以沟通的。
在他坚持一件事的时候，你只要尊重他的想法，他其实是很容易说通的。
原来问题不是出在孩子身上，全在我们大人怎么与孩子沟通。
　　--上海贾女士　　宝宝为什么出现一些怪异的行为？
为什么会说一些奇怪的话？
种种行为难以解释，看了这本书一下子使我茅塞顿开。
这真是一本好妈妈必读的书，让我们抓住敏感期。
给宝宝一个快乐健康的童年。
　　--西安张妈妈　　是我在孩子一岁左右时看的第一本育儿书，看后明白了儿童许多行为的原因以
及行为背后的含义。
儿童的自我，是成长的必然，但是许多行为被家长不理解并进行压制，抹杀或者用爱的名义禁锢了儿
童的正常成长。
这是我们现在教育最大的误区。
　　--北京马老师　　宝宝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敏感反应，对于这些宝宝的各时期的敏感反应，家
长一定要熟悉这些阶段，其实教育宝宝就是自我修正的一个过程，有了宝宝，我们做父母就是一个和
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宝宝就是家长的一面镜子，宝宝的行为都是家长的一些
作为，所以为了孩子，修为自我是我们每个家长必须做的。
　　--河南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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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敏感期是自然赋予幼儿的一种生命助力。
如果敏感期的内在需求受到妨碍而无法发展时，就会丧失学习的最佳时机。
　　那么，父母应该怎样认识、了解儿童的敏感期，并引导孩子顺利度过敏感期呢？
为此，孙瑞敏特别编写了《捕捉孩子的敏感期》，它将在最大程度上向父母展示孩子在各个敏感期的
表现，并为父母提供应对孩子敏感期的科学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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