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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让孩子成为他自已
家长的童年：一个远去的记忆
作为孩子的父母，虽然他们也从儿童时代而来，然而那久远的记忆已在不经意中慢慢忘却了。
面对新的生命，他们面临教子模式的挑战。

真正了解孩子：父母面前一道永恒的题目
孩子好比上帝赐给你的一粒种子，家长必须了解上帝给你的是什么？

孩子成了大人既不现实也不可爱
孩子真要是像大人家长才真的感到可怕。

第二篇 沟通是一切开始
别以为我们的孩子什么都不懂
每个孩子都是主动性的个体。
孩子虽小，思想犹在。

孩子不听话的背后
孩子有四种行动的错误动机，家长只有进一步检查自己的心灵深处，才能识别体味真正的感觉，从而
帮助辨别孩子的动机。

避免失去效果的沟通
抱怨有多少用？
沟通才是一切的开始。
家长常犯的四种错误使沟通失去应有的效果。

一个“悬案”：我们为什么要责备孩子
每个家长对孩子的标准都不同，责备的目的变得复杂起来，这是一个“悬案”。

第三篇 自信：孩子的心灵鸡汤
自信是孩子成长的催化剂
自信是能力的催化剂，信心能把人的一切潜能调动起来，从而终身受益。

孩子乖巧了，却失去了自信．你选择哪一个？

皮肉之伤会很快痊愈，性格扭曲却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

想毁灭一个孩子就断言他无望
要知道，孩子也会绝望的，他们的内心更为脆弱。

讽刺是自信的杀手
亲情间的讽刺所带来的后果不可想象。
人说“猪受宠时也想爬树。
”
溺爱也会使孩子失去自信
过分地溺爱形同剥夺了孩子发展自己能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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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成功是培养自信的一种方法
渴望成功是一个人的天性。
孩子也不例外。

成功的伟人总是看见杯子里有半杯水，而不是杯子的一半是空的。

你有什么权利对孩子说“不许失败”
成功者之所思，是如何取得成功；失败者之所虑，是如何免于失败。

“不许失败”说得越多，只能使孩子不停地重复失败。

机智地利用过失作为自信的契机
过失是失误，如果你知道改变它的性质，就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东西。

第四篇 赞美：带孩子走进阳光地带
一句精彩的赞辞可以作我十天的口粮
赞美是一种认同，赞美更是一种鼓励。
对赞美的需要深深地植根于孩子们的灵魂之中。

鼓励和赞美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
懂得欣赏孩子的父母亲，才可以成为天下最幸运的人。

赞扬有利于进行情感教育
以赞扬优点来引路，注意情感沟通和情感教育，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才会起到扶正祛邪的作用。

告诉你一个“皮克马利翁效应”
“皮克马利翁效应”告诉我们，当你预言孩子将会出现特殊的好行为时，他将展露出你所预言的才华
。

不要做对孩子赞美的“高老头”
家长常常先入为主，这种消极影响对孩子的一生都起作用。

教育“八宝饭”：拎着孩子走与赞美孩子的85％
孩子只有15％是错的，85％是对的，这孩子还是好孩子吗？

肯定那85％吧，也要像俄国人一样：总是拎着孩子走路，不让孩子慢下来。

不恰当的赞扬也是有害的
暧昧的、不恰当的赞扬却是有害的。
最要不得的就是“变色龙的赞美”。

第五篇 管教淘气孩子的艺术
谁家的孩子不任性
孩子的任性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顶撞是孩子精神成熟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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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孩子在不经意中一天天地长大，一天天地走向脱离开父母的属于自己的人生轨道。

家长惟一要记住的：学会调整。

有时说谎顶嘴是被吓出来的
孩子知道自己错了，由于害怕受罚而不敢承认，在惶惶然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只好以幼稚的撒谎来自
卫。

责备何以能磨平孩子的“棱角”
企图以生硬的责备磨平孩子“棱角”，后果有两个：一是孩子震慑于大人的“成势”，自我意识从此
丧失殆尽；一是孩子根本不买你的帐，弄不好还会“挺而走险”。

孩子“明知故犯”，你要“对症下药”
切忌百草药一锅熬。

赢得孩子的合作是教子成功的关键
最大的秘密：能够站在孩子的位置，分享他的感觉，使孩子不需要把自己放在自卫的状态。

第六篇 生活中的教子谋略
你的监控让孩子感到自由面临威胁
对孩子信不过的监控使孩子失去了生活的全部乐趣。

幼儿的破坏行为是求知欲的表现
画册撕碎了，玩具熊被拧下了一条腿，玩汽车四个轮子没了，积木鼓了一地⋯⋯
一气之下妈妈打掉了孩子的求知欲。

孩子的侵犯行为能“打骂”得掉，问题就简单了
“以牙还牙””的教育方式只是在二十年前流行罢了。

孩子间的吵架是培养社会性的绝好机会
孩子们早晚会从打架中摆脱出来的。
孩子们通过吵架，提高了他们的社会性。

抱怨使病孩沮丧，娇宠使病孩跋扈
病中的孩子常常得到家长两种态度：一种是抱怨，一种是迁就。
前者导致孩子脆弱和后怕；前者导致孩子自私和无理。

孩子使用零花钱是走向社会的重要一步
将一个在慈母庇护下，毫无自我生存能力的青年推入未来的社会是最为残忍的事。
零花钱上大有文章。

孩子帮助干家务学到的知识不逊于课桌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孩子应付生活时啼笑皆非，你就鼓励他做些家务吧。

没有针对性的责备还不如不责备
责备二忌：乱骂一通，全是空话；无名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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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随便向孩子道歉
如果不让孩子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煞费苦心进行的教育工作就毫无效果。

责备效果的好坏取决于责备之后对孩子的关怀
一位富有经验的企业总裁说，只要在训斥之后及时表示关怀，就不必担心责备引起的负面影响，反而
会增强相互之间的信赖关系。
这同样适用于亲子之间。

“不理睬”教育法的奇妙效果
采取“不理睬”的方法既不伤双方感情，又不会导致双方关系恶化。
“不理睬”的方法不能解决孩子所有的行为问题。

有理不在声高
大音若希。
“狼来了”的故事会给你很多启示
家长教子有分歧时不要当着孩子面相互指责
问一位10岁的小男孩在家时最怕什么？
他说最怕爸爸妈妈当着他的面吵架。
试一试将错就错的办法⋯⋯
“想当初我⋯⋯”的句式对孩子没有说服力
孩子并没有见过父母儿童时代的样子，所以不管父母如何美化自己的过去，都无法进行正面的反驳。

不要让孩子在外人面前向父母屈服
孩子也有孩子的面子。
不少孩子对自己丢了面子感到“耻辱”，比大人还要不能忍受。

第七篇 “天才”忧思录
家长不要患上“神童综合症”
一个上五年级的孩子问过母亲一句话：“人死了以后是不是就没有烦恼了？
”
家长的“神童综合症”引发的孩子“精神分裂”触目惊心。

不要粗暴对待学业差的孩子
家长们恨铁不成钢，心烦、气恼。
要知道，这个世界永远没有你想像中的“神童”。

孩子不爱上学的原因是深刻的
为什么一说到上学就如临大敌呢？
背后的原因值得你深思。

一句话不慎有可能挫伤孩子的积极性
孩子的自责是最切骨的，如果家长们加一句不慎的话，苦果只有你自己尝。

培养学习兴趣岂“责备”二字了得
用强制的手段逼迫孩子去勉强学习，最后反倒使孩子出现逆反心理。

有五种培养孩子学习兴趣的绝招供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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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调教出好孩子
情商：孩子一生的追求
家庭是孩子学习和提高情商的第一所学校，在这个亲密的熔炉中，孩子们能学到许多基本信息。

让孩子懂得做人的本领比考满分更重要
真正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上是不是成功的因素并不是智力水平。
爱因斯坦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不可忽略孩子的道德倾向
预测一个少年的未来，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他最崇拜的人是谁。

谨防孩子的暴力倾向
每个人都有潜在的暴力倾向，但是暴力在一个孩子身上明显成为了一种作风，事事以“暴力”开路，
家长就要警惕了。

培养孩子的同情心是道德教化的钥匙
同情是一个人最珍贵的感情，学会同情才会懂得生活。

孩子偷拿别人的东西怎么办
孩子偷拿别人的东西是由于两种心理因素引起的：孩子的占有欲；孩子种异乎成人的冒险心理。

第九篇 孩子说谎启示录
孩子为什么要说谎
孩子长大与说谎没有直接的必然性。

两种说谎：欺骗自己的说谎和欺骗他人的说谎。
家长应该注意的是后者。

说谎――亲子关系有问题的讯号
说谎伤害最深的，就是说谎者自已。
因为他说了自己不想说的谎。

家长值得留意的三件事
一则关于孩子说谎的寓言。

孩子说谎的种子很可能是父母种下的
家长吓唬哄骗孩子，有时难免说两句假话。
这似乎正常极了。

生活中因说谎不经意种下的恶果总是使父母始料未及。

不可一味指责孩子说谎
发现孩子说谎，父母常会因感或过度反感，指责极其难免。

你给孩子不说谎的勇气了吗
要给孩子不说谎的自信与勇气，首先双亲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并拥有不说谎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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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偶尔说谎怎么办
调皮未必就是坏孩子，孩子说谎，似乎也并不表示他就是坏孩子。
政治家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十篇 惩罚不是万能药
家长树立威信靠什么
威信本身的意义在于它不要求任何的论证，在于它是一种不可怀疑的长者的力量和威望。

家长最大的心结：威信扫地。

“棍棒”底下未必能出好孩子
快乐则接受，痛苦则拒绝。
惩罚远不是治百病的良药。

惩罚仅仅给孩子一种条件刺激是错误的
责备孩子无计于事时，家长们便要给他尝尝新的厉害――惩罚――似乎刺激一下他的神经。

你愿意做一个草率和不负责的家长吗？

惩罚的真实效果要看是否产生长期效应长期受惩罚的孩子，有形成两种性格的倾向：反叛性格或充满
恐惧的顺从性格。

体罚引发的敌对情绪将使父母抱恨终天
孩子盲目地挨了打还不知原因何在，敌对情绪一旦确立，前功尽弃。

不妨试试“结果法”
自然结果法是让孩子体会到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自然后果，逻辑结果法需要家长的引导。

第十一篇 人之初，性本善
设法解开孩子的性神秘
一个5岁的孩子开始注意起母亲的胸脯来⋯⋯母亲的责骂使孩子变本加厉。

对幼儿的教育主要方式不是讲解开导式的言教，而是不知不觉中大人的身教。

裸体问题是平常而又严肃的问题
淡化男女两性性器官在生理解剖上差异的神秘感，其最佳年龄在幼儿期。
当孩子对性发生好奇时，性教育就势在必行了。

责骂不能驱散孩子心中的阴影
8岁的孩子第一次看到那种场面给他带来的惊讶真是不少。
如果这个时候父母不乘机对孩子进行教育，除了造成两代人之间的隔阂，还会使孩子长大后对性产生
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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