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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最优秀的男孩》

前言

　　你的男孩将来会成长为怎样一个男人呢？你当然希望他风度翩翩．更希望他博学多识；你希望他
宽厚豁达，同时希望他睿智机警；你希望他学有所成，同时又期望他不枉此生⋯⋯每个家长都是贪心
的，他们希望把全世界都放到自己的孩子的手里，他们希望自己的男孩有站在这个社会顶端的能力。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在孩子的生命中扮演一个合格的启蒙老师呢？　　同样是教育孩子，男孩和女孩是
有区别的，不可以以相同的方式去对待。正如有些老人常说的：“女孩是由糖、香料和所有好的东西
做的，而男孩是由蛇、蜗牛和小狗尾巴做的。”这话听上去很好笑，甚至有些挖苦戏谑．实则有一定
的道理在里面。相比起来，男孩更难以掌握，给父母的挑战也更大一些。尽管个人的气质各不相同，
但是男孩比起女孩来更自信、更大胆、更容易激动，心理学家约翰·罗斯蒙德把他们称之为“有攻击
性的小机器”。他们会把家用电器拆得一塌糊涂，会把刚刚换上的干净衣服在让人吃惊的短时间内搞
得面目全非，他们总能把老师气得七窍生烟，他们的身后总是跟着一大堆的麻烦，而他们——这些麻
烦的制造者，却乐此不疲，对于大人们的歇斯底里毫不在意。然而也就是这些，恰恰是男孩更富探索
欲、创造欲、领导欲的最直接体现。那么如何促使这些小“捣蛋鬼”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无疑
，父母的引导作用是巨大的。这也就是说，只要父母引导得当、教育得当，善于将男孩的“顽皮”转
变为一种成功的优势，每个男孩都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卓尔不群的男子汉！　　想要孩子有
高智商，父母就要有高技巧。很多时候只有爱是不够的，还要有技巧，有方法。培养了不起的男孩不
是一种空想，为什么你的儿子不能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本书将针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教育细节，
对家长进行具体的教育指导。全面分析男孩的独特的个性特征与心理特征，并针对男孩的性别特征、
成长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给你全面到位的指导。　　詹姆士·杜布森博士在《培育男孩》中曾说
：“作为父母的你有一个崇高的呼唤在等着你。在人生的一段时间里把孩子抚养长大，这是高于其他
一切的责任。以此为准则的家庭，在孩子成年后大多会得到最大的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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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最优秀的男孩》

内容概要

《培养最优秀的男孩》内容简介：正如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所说：“男孩
是最难控制对付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进步发展了，而男性的特征却从未发生大的改变，
男人仍处在这个社会的主体位置。当然同时，作为男孩时的他们也仍然如以往一样难以驾驭，让父母
头疼。而好的父母，在头疼之外，更要懂得骄傲，男孩是未来的希望，他们手中掌握着明天的命运。
面对这样融利弊于一身的男孩，家长应该做的是：细心地引导、真诚地理解，把他们身上的男子汉因
素激发出来，把未来交到他们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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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帮助男孩校正人生方向成为男孩心中的偶像父母家长的智力投资很重要隔代教育男孩应该注意
的问题保姆，家教中被忽视的参与者管教男孩不必大声让亲子关系和谐运用有益的暗示教育鼓舞你的
男孩正确处理与男孩的冲突男孩的心，你要听听让“父亲教育”回归家庭第二章 发挥男孩独特潜质发
现孩子的闪光点从兴趣判断孩子的成才取向尊重孩子的天性发掘孩子的天赋与才能不要抹杀孩子问问
题的积极性圳否定孩子的成绩行好奇心的男孩是可贵的多给孩子观察的机会给男孩一片“破坏”的天
空第三章 增加男孩艺术修养塑造具有优雅品质的男孩开启孩子的艺术灵感孩子进才艺班：你是否真正
想清楚注重孩子审美情趣的培养让孩子至少学习一门才艺让音乐温柔你的男孩怎样对孩子进行美术教
育培养孩子对舞蹈的兴趣带孩子走进大自然第四章 提升男孩卓越智商如何发现和培养智力超常的男孩
开发孩子智力的最佳时间为男孩创造益智的环境让男孩养成动手动脑的良好习惯比天赋更重要的是勤
奋增强孩子的记忆力，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增强孩子的想象力培养孩子的创
新能力用亲子游戏提升孩子的智能第五章 提高男孩学习能力让男孩对学习充满兴趣激发孩子的求知欲
学习的过程要动脑让孩子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培养爱读书的男孩让孩子爱上写作教育孩子养成制定学
习计划的习惯引导孩子养成运用科学学习方法的习惯让孩子养成课前准备的习惯帮助孩子安排好自己
的复习要求男孩独立完成作业第六章 培养男孩良好习惯培养有计划性的男孩让孩子养成积极主动的习
惯鼓励孩子勇于尝试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习惯教育孩子珍惜时间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引
导孩子按时作息让孩子养成文明上网的习惯让孩子习惯于讲卫生尽早消除孩子与父母同睡的习惯培养
孩子科学理财的习惯让男孩爱上体育运动第七章 锻炼男孩健壮体魄利于孩子成长的健脑食品搭配合理
的饮食结构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捕捉孩子营养不良的信号孩子厌食要对症治疗纠正孩子偏食有绝招零
食，该怎么给孩子吃不要让贪吃成为习惯科学安排食物酸碱性的搭配合理补充微量元素别乱给孩子补
充维生素第八章 培养男孩绅士风度关于孩子的道德问题培养孩子的同情心教孩子懂得回报让孩子学会
宽容帮孩子克服自私的心理培养诚实的好男孩培养孩子勤俭节约的习惯教育男孩充满爱心男孩要负得
起责任教导孩子孝敬父母帮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意识第九章 养成男孩刚毅性格男孩更得吃苦别扶，让
孩子自己站起来给男孩犯错的权利减负以后，多让孩子体验生活男孩要有抗挫折的能力培养男孩的生
存能力培养孩子的耐心培养男孩的意志力第十章 树立男孩积极心态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因素培养开朗
乐观的男孩引导男孩树立正确的竞争意识化解孩子的焦躁情绪发现并防止孩子的自卑心理让孩子大胆
地说出心里话用温和的建议给孩子的心灵松绑反思教育中“成年人意识”的剥削不说伤害孩子的话别
当众揭孩子的短想办法赢得孩子的合作第十一章 放手男孩独立成长做个“懒家长”培养男孩的自理能
力分床睡是男孩成长的“分水岭”放手，孩子才会自己行走让男孩从小参与做家务给孩子“工作”的
体验不过多地干涉孩子的事情让孩子自己去选择让男孩自己解决矛盾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第十二章 成就男孩卓越人生培养孩子主动讲话的习惯提升男孩的表达能力纠正男孩的自闭倾向教孩子
学会与人分享别让男孩成为“光杆司令”开放孩子的心态培养男孩自我表现的勇气男孩要从小学会交
朋友孩子冲突，家长介入要缓行打造男孩的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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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隔代教育男孩应该注意的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无法自己照
看孩子，便交由自己的父母照看，这种方式一般称作为“隔代教育”。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隔代亲
”的说法，因此很多家长也认为由孩子的爷爷奶奶等长辈教育孩子很有道理，但有很多调查结果显示
隔代教育的孩子在很多方面存在较大的隐患，请看看下面的例子，也许会对你有所启示：　　案例一
：　　张磊特别淘气，在爷爷面前更是如此。晚饭的时候，张磊爸拿起碗到厨房盛饭，走过张磊身边
时，张磊瞅准时机，一伸腿，把爸爸绊倒在地，爸爸手里的饭碗也飞了出去。爸爸火了，追着要打张
磊，张磊转身溜进了爷爷房间。张磊爸忍着疼追进房间，一抬头，自己的爸爸横在面前，挡住了去路
：“干什么？不许打孩子！”老爷子板着脸。张磊爸无奈地说：“爸，他伸腿绊我！这孩子学坏了，
我必须揍他一顿。”老爷子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你这么大的人了，这都躲不开，笨不笨？好了
！吃你的饭去。”张磊在爷爷背后偷笑。　　警钟：不少隔辈人看不得孩子被批评、训斥，更别说挨
打了。我们不提倡打孩子，但是适度的批评和约束不可少，然而在老人的干涉下，父母往往难以管束
孩子。受到过分宽容和保护的孩子更容易因此养成顽劣、冷漠的性格，缺乏爱心，不懂体贴，任意胡
为，不守规则。　　案例二：　　小强的爸妈都是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小强出生后，两人由于工作
忙。无暇照顾小强，就把小强送回了老家。小强的爷爷对孙子倍加呵护，常常带他到树林里的小河边
玩。小强手里拿着根小棍搅水、玩泥，爷爷坐在一旁看着，心满意足。回家时，爷爷把小强背在背上
，一路走回去。小强没有上过幼儿园，小学也是在老家上的。小强的爷爷陪伴了小强12年，在小强上
初中前去世了。于是，小强的爸妈把小强接回到身边，结果发现儿子和自己的心理距离很远——和爸
妈不亲、冷漠、不主动和爸妈沟通。　　警钟：孩子的心完全系在隔辈人身上，本应该建立在父母身
上的深厚感情就淡漠了，因为隔辈人无意间夺走了子女对父母的亲情。其实这是符合儿童心理发展规
律的。正常的孩子2岁前没有归属感，2岁后才有，并且越来越强烈，谁与孩子最亲近，孩子的归属感
就会落在谁的身上。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父母不管多忙，都要尽可能多地和孩子接触。把孩子扔给隔
辈人，最后可能还会把麻烦留给自己。　　案例三：　　蒙蒙是个7岁的男孩，上小学一年级。他做
事磨蹭，动作缓慢。刚入学时，老师一说话他就紧皱眉头，一副听不明白的样子，嘴里还不停地嘀咕
着：“说的什么呀？急死我啦！”并不时把小拳头攥得紧紧地。上课写作业慢，做课间操也是最后一
个走出教室。体育老师反映“他就连齐步走都比别人慢半拍。”在家里，他的爸爸妈妈也对这一点非
常不满意。　　警钟：蒙蒙的缺点就是隔辈人无微不至的照料所致。蒙蒙的爷爷就这么一个孙子，姥
姥家也只有这么一个外孙，可以说他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宝贝。传统的观念使蒙蒙的长辈对他
格外疼爱，倍加呵护，事事代劳，使他得不到任何锻炼机会，而且，老人的身体在一天天衰老，动作
、思维越来越慢，孩子与老人相处久了，活动节奏也跟着变得缓慢。　　有些老人怕孩子出问题，磕
了、摔了不能向儿女交代，为了不出意外，严格控制孩子的行动，不让孩子跑、跳，结果束缚了孩子
的手脚，延缓了孩子的发育，甚至阻碍了孩子的认知。　　案例四：　　沈审也是在隔辈人照料下长
大的孩子。一天，午餐时间到，老师对全班同学说：“请同学们把课桌上的东西都收起来，准备吃饭
。”同学们都收拾起来，惟独沈审一动不动。老师把沈审叫到身边，问他：“刚才老师说的话你听见
了吗？”沈审回答：“听见了。”老师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按要求做呢？”“这不是对我说的。
”沈审从心里拒绝听老师的话。　　老师只好重新对他提出要求：“那现在老师要你和同学一样把桌
上的东西收起来。好吗？”沈审低下头，嘴里挤出几个字：“不好，太麻烦了。”“按老师的要求去
做，这是规定，你知道吗？”“不知道。”　　老师试图用事例说明“服从要求”是每个人都会遇到
的事情，她把沈审抱到怀里，耐心地说：“假如我们俩一起开汽车出去玩，走到十字路口，遇到了红
灯该怎么办？”“停车呀。”“如果我们不想停车，把车开过去行吗？”沈审眨了下眼睛，说：“那
你就开过去吧！”看着沈审天真无邪的脸，老师哭笑不得。　　警钟：隔辈人在带孩子的过程中，往
往以孩子为中心，很多孩子因此养成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没有规则意识和群体意识的简单思维模式
。沈审的思维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典例，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做。我们把这样的孩子称为“纯天然
”。然而，孩子如果过分以自我为中心，同学也不欢迎这样的伙伴，会排斥他们，时间长了，孩子的
自尊心、自信心就会受到伤害。　　在日常生活中，父母要努力减少老人带孩子的副作用，关键要做
好下面几点：　　(1)亲近孩子，多创造父母单独带孩子的环境，遇到过分保护孩子的老人，可以从两
方面做工作——私底下提醒老人，请求老人配合；老人不在的时候教育孩子，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
责。　　(2)老年人运动不便，父母要多带孩子外出锻炼，防止孩子动作协调不足等问题。　　(3)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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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将来进入幼儿园、小学，思维要和其他孩子同步，因此要注意经常对孩子进行思维训练，减少孩子
将来发生心理问题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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