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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少儿》

内容概要

《家有少儿(7-13岁)》主要内容：父母是孩子心中的榜样，我们每一位让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健康
成长，也有自己的一套教育方法，但是，最重要的是，却有些父母忽视了一点，就是自己没有在孩子
面前做到榜样的作用，而孩子恰恰总是认为父母是心目中的“英雄”。因而，这种言传身教的教育方
法，存在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在高喊榜样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父母才是孩子真正的
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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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少儿》

书籍目录

一、父母课堂：父母要和孩子一起成长父母是少儿心目中的“英雄”父母要以身做则父母是孩子的品
德的榜样父母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学会尊重孩子尊重他人是一种最起码的修养尊重让孩子感受自
己是大人尊重孩子隐私孩子也需要尊严孩子的尊严从家里定位正确批评孩子千万别溺爱孩子重视教育
方法孩子教育要有方法对孩子要言而有信孩子的诚实要给予表扬关注孩子的成长细节肯定孩子的进步
及时纠正孩子错误多为孩子的“细节”操心培养孩子交往的好习惯与人交往，记住名字很重要给他人
送予微笑与同学友好交往的习惯专家热线：和孩子一起成长二、踏上少儿健康快车重视孩子的营养膳
食影响成长和发育的营养因素让孩子克服不良的饮食习惯少儿需要的营养零食与健康让孩子学会健康
吃零食改变孩子爱吃零食的习惯运动与健康运动有益于健康孩子的“体育”令人忧指导孩子锻炼身体
意外伤害自救与逃生生活中安全教育不可忽略专家热线：为少儿的未来打好健康基础三、父母是少儿
最好的心理医生你真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吗？男孩性器官的发育女孩性器官的发育青春期的特点青春期
保健性教育，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别让孩子滋生不良心理帮助孩子摆脱抑郁的阴影协助孩子克服虚
荣心让孩子远离孤僻别让孩子“逆反心理”成长认识“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正确对待孩子的“逆反
心理”让孩子心理健康的良方给孩子充足的爱让孩子感受到幸福离不开的父爱专家热线：关注孩子的
心理健康四、发掘少儿的潜能发掘出少儿的兴趣发掘孩子的兴趣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培养兴趣三要点提
高孩子的劳动能力当代孩子的劳动观孩子缺乏劳动意识原因孩子的劳动教育必不可少贪玩是孩子的天
性孩子的天性是玩让孩子的个性自由发展父母加强引导发掘孩子的潜能了解孩子根据孩子的兴趣和爱
好让他选择成功的途径让孩子异想天开、标新立异让孩子自己了解自己的潜质让孩子认识自己学会迅
速适应新环境依靠自己解决问题专家热线：小心为人父母的七种通病五、性格决定命运习惯决定命运
成功从良好的习惯开始拥有良好品质是做人做事的根本良好的习惯成就美好的人生让孩子远离依赖心
对父母的过度心理依赖孩子需要独立思考孩子的独立性告诉孩子怎样面对挫折失败并不可怕磨炼不断
攀登的意志坚持到底，不要轻言放弃让孩子正确树立金钱观让孩子知道节俭“穷人的孩子早懂事”不
因贫穷而自卑学会用自己的双手赚钱专家热线：性格是自己做人的基础六、让少儿爱上学校父母要与
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沟通家长与教师需要沟通与老师沟通的技巧让学习变得充满
乐趣让孩子要有战胜学习中困难的决心父母的发掘和引导对孩子的作用让孩子从心理上感受到学习的
趣味用兴趣引领学习让孩子越大，越爱学家长要学会正确地提问捕捉生活中的教育契机分数不是一切
正确对待孩子的分数让孩子认识到学习的意义对提高孩子成绩讲究方法成长比分数重要分数不等于能
力孩子成绩不应成为家长炫耀的资本成绩不由智商决定专家热线：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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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少儿》

章节摘录

一、父母课堂：父母要和孩子一起成长父母是少儿心目中的“英雄”父母是孩子心中的榜样，我们每
一位让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也有自己的一套教育方法，但是，最重要的是，却有些父母
忽视了一点，就是自己没有在孩子面前做到榜样的作用，而孩子恰恰总是认为父母是心目中的“英雄
”。因而，这种言传身教的教育方法，存在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在高喊榜样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
一定要认识到父母才是孩子真正的榜样。父母要以身做则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在孩子的成长中，父母
的言传身教是巨大而无可替代的。父母的一言一行和自然流露是直接影响孩子一生的。俗话说：“上
代做给下代看。”父母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是孩子效仿的第一榜样，是最直接的诚信教育的同时，
更要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对孩子起示范作用。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父母还应成为孩子心目
中的英雄”。明星成为孩子心目中的“英雄”与父母成为孩子心目中的“英雄”本质的区别是：明星
对孩子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和后果，而父母对孩子却承担着教育的责任和后果。一个人只要他具有同情
心、以身作则、诚实、正直，他就是“英雄”！在孩子眼中，父母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所以父
母要做有心人，为孩子创造愉悦的一个氛围，以感染孩子的心灵。 作为一个父母，很多时候，都不知
道自己做得是否正确，也不知道这样的做法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影响，其实，孩子的成长过程，也是
我们作为父母的在摸索中成长的过程。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但这其中，言传的力量远远没有身教
大。你的一言一行，孩子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且不自觉地跟着付诸实施。因此，父母要从孩子
生下来开始，应该要求自己至少在孩子面前要做到合理合法，恪守道德规范，尤其是要做到守信，承
诺的一定要兑现，并要求我们的父母也这么做。与人为善这是孩子非常重要的一种品德，但培养的过
程要求是很严格的。特别是对于诚信，父母在平时给孩子讲诚信的故事，用故事的情节来感动孩子、
激励孩子。与孩子共同阅读一些有关诚信的图书，收看、收听、讨论有关诚信的话题，让孩子多与人
交往，在交往中感受诚信，思考诚信。这样孩子会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受到启迪，讲诚信的意识也
就会逐步培养起来。培养孩子讲诚信，父母首先应该在尊重、信任孩子的基础上对孩子进行随机教育
。孩子尽管年龄小，但他同样会体会到父母对他的尊重和信任。要知道从小受到尊重、信任的孩子，
会更加懂得怎样去尊重、信任别人和怎样得到别人的信任。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发现自己的孩
子说谎后，切忌不问青红皂白地厉声斥责，甚至罚孩子。父母应心平气和地说“你是不是在说谎”“
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诚实的孩子”耐心启发孩子说出真话。孩子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的心理及行为与
成人是不同的。我们做父母的要做好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向导，就必须了解孩子的心理特点，让孩子沐
浴着“诚信”的和煦阳光，迈着平稳坚实的脚步，走向美好的未来。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
，更应该考虑如何对孩子进行诚信教育，让孩子伴随诚信健康成长。自己树立起在孩子心中的“英雄
”地位。父母是孩子的品德的榜样孩子品德的教育，父母起着非常重要作用。在孩子品德的培养中，
父母之所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是因为父母是陪伴孩子的第一批人，也是时间最长的人，他们
的一言一行都成为孩子模仿的对象。教育孩子不仅是发展他们的智力，同时要培养他们的优秀品德。
我们已有了大量关于早期教育造就天才的个案，如一些大音乐家、大美术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的
产生，就离不开早期教育。斯特娜夫人指出，如同智力的培养需要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一样，孩子的
优秀的品德也必须从摇篮时期开始熏陶，否则，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越早越好
。普林斯博士说：孩子的道德教育应从摇篮时期开始，因为当今社会所缺乏的不是头脑而是品德。由
于社会上没有专门培养孩子品德的机构，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父母的肩上。因此说，不注意培养孩子品
德的父母，是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的。比如，母亲喜欢化妆，女儿也必然是爱打扮的。母亲是个长
舌妇，女儿也不例外。同样，父亲好喝酒，儿子也会喝酒；父亲管不住自己的嘴，儿子也会如此。这
已成为社会上的定律。正如有人所说，孩子的心灵是一块奇怪的土地，播上思想的种子，就会获得行
为的收获；播上行为的种子，就能获得习惯的收获；播上习惯的种子，就能获得品德的收获；播上品
德的种子，就能得到命运的收获。因此说，父母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孩子的表率，努力培养孩子好的
品德，为开拓他们的美好前程积极创造条件。父母的行为要非常地谨慎，因为孩子是父母的影子。威
特的父亲曾说过：“孩子是父母的翻版。”他自己也常说，要向威特灌输的东西，自己都要做出榜样
。孩子好的行为或坏的行为都是父母教育和影响的结果。孩子的一切良好习惯的养成，父母起着非常
大的作用，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礼貌。父母应当精神愉快，不说坏话和粗野的话，遵守时间等等，应
处处给孩子做出榜样。勤恳是孩子必须从小养成的一种好习惯。因为勤恳是一个人最主要的品德，是
幸福的源泉，而怠惰则是万恶之源。一个孩子的精力不用到有益的方向，就会成为破坏力量，那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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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谚语云：“恶魔是借懒人之手做坏事的。”柏拉图曾说：“任何坏人也不是出于本人意愿成
为坏人的。”这一道理也适用于孩子。人之所以成为坏人，大多是父母教育不良的结果。所以，身为
父母者，应从小使孩子养成勤恳的习惯，使恶魔无机可乘。从小就爱劳动、好学深思、关心和同情他
人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幸福的人。父母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父母在孩子心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著名运动员孔令辉至今还记得，还在他蹒跚学步时，父亲就经常有意识地带他到乒乓球训练房
，让他感受运动，认知运动，接受熏陶，从小培养他的兴趣。由于整天和乒乓球打交道，小令辉也渐
渐迷上了乒乓球。平时，看见别的运动员打球的优美动作，他就在旁边徒手模仿。孔令辉在6岁时正
式学打球，从此开始了他的运动生涯。父亲孔祥智为了培养他从小敢拼强手的心理状态，还打破少年
队员训练的常规，让他和大孩子一起训练、打比赛，然后总结得失。孔令辉是一个极富个性、勤于动
脑、努力创新的运动员，这与早期父母的点拨有着密切的关系，使他从小就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作风和
随机应变的灵性。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在22岁时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冠军，是
国际象棋史上的奇才。他能讲15国语言，是一位有造诣的数学家、计算机专家、纽约华尔街杂志的定
期撰稿人。他7岁时父亲不幸去世，自此以后，他的母亲克拉拉成了他前进的指导力量。在他的自传
《变化的童年》中，他把童年对象棋的兴趣归结于观看母亲下棋，是母亲鼓励他树立强烈的自我，这
对他成为国际象棋世界级大师起了关键作用。他的朋友曾这样描述他的母亲：“每一场比赛他的母亲
总要到场，在隐蔽的地方，因为她是他的侍从副官、他的参谋长。他依赖她的出现，他需要知道她在
哪里。”有的孩子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往往会养成的许多不良的习惯。母亲的温柔和细腻，父亲的
严厉和坚强都是孩子人生当中不可缺少的爱。虽然孩子在外面犯了错最想交流的人是母亲，但父亲在
家庭教育中的缺失是不容忽视的，父亲对孩子的爱是不可替代的。我们有很多的父母亲和老师，对孩
子的爱往往是有条件的，孩子今天表现好，就表现出高兴、疼爱，表现不好就指责，这样的“爱”让
孩子感到不安全。对孩子我们要无条件的接纳，给他们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给孩子一个拥抱或对孩
子说：“我爱你！”让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你的爱。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对孩子说：“你是独一无二
的！”或让孩子对自己说：“我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孩子没有优点，而是缺少发现，我们要善于发
现孩子的优点，要成为一个“发现者”！我们还要善于情感的表达，孩子上小学时还好一些，到了上
初中、高中时，有些父母就缺乏情感的表达，孩子不知道你对他的爱，他们就把爱给了“超女、明星
、歌星”了。我们要给孩子无限的“爱”，爱孩子是父母的责任，这样的责任同时也带给了孩子自制
力。教儿方针为了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就应该成为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学会尊重孩子
在孩子的教育上，要以把尊重放在第一位，只有学会尊重孩子，才能教育好孩子。尊重是建立在平等
的基础上，是彼此互动而来的。单方面要求：孩子尊重，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唯有父母先尊重孩子，
孩子才会尊重你。尊重他人是一种最起码的修养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我们要善于尊重他人，因为
尊重他人就是尊重你自己。”如果你对这话反感，那你也许会为你这种想法付出代价，这就等于伤害
了你自己。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是不容破坏的。如果你善于尊重别人的感觉和尊严，那么你
一定受益匪浅。想必你也有过被他人尊重的感觉，那种滋味很难忘，至少你知道还有人会尊重你，关
心你。那时候的尊严在畅想，我并不低贱，我也是有人格的。在现时社会中。尊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一个人没有了尊严就等于没有了一切，没有了做人的意义。因此我们不单只顾及自己的感受，还有
尊重他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救助了他人，受益的终究是自己。尊重人，是一切礼仪规则的核
心。你如果希望别人尊重你，首先要学会尊重人。这是“待人接物”的一条重要原则。学会尊重人，
可以从以下三点做起：一、听他人说。做一个好听众，认真倾听别人说话，鼓励别人说他们的事，让
对方觉得他很重要。这样的人，朋友会很多。只会说不会听，或者随便打断别人的话都是不礼貌的。
二、替他人想。平时我们与替他人着想的人接触时，总是会感到这人很好相处，为人善良，这样的人
人际关系总是比较好的，做事也比较容易成功。平时待人接物，我们也应该遵守这条原则，多替别人
想一想。三、帮他人做。1979年联合国通过的章程中有这样一句话：“培养具有温暖心灵的人。”人
与人之间要相互帮助，如果能经常说：“你有困难吗？我来帮助你！”并且尽力“帮他人做”，你的
心中就会充满爱心，会觉得活得很充实。你的朋友会很多，你有困难时，别人也会愿意来帮助你。很
多时候“我们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可又苦于没有一种很轻松的氛围能让我们把满脑子的想法自由地表
达出来。”“担心一旦自己的想法自由地表达出来，别人会怎么看，自己会不会遭到嘲笑、贬低和忽
略。”克拉克先生的办法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要对其他同学的评论、观点和想法表示尊重。要尽
可能地这样说：“我同意约翰的观点，同时我也感到⋯⋯”“我不同意沙拉的看法，尽管她抓住了问
题的核心，但我觉得⋯⋯”或者“我认为维可多的观察真是太精彩了，它让我意识到⋯⋯”简单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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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尊重别人，注意讲话技巧。核心是要懂得尊重人。而“尊重人”，则是个大原则、大观念了
。尊重他人是人所应当具有的一种最起码的修养。这对于为人父母的人来说更是这样。如果孩子感受
不到父母的尊重，那他肯定会很失望。有位父亲投诉女儿很没礼貌、爱发脾气、很不尊重父母，当我
看到他跟女儿说话的那种大声吆喝，一点也不客气的样子，难怪女儿冷漠毫无表情。有的学生投诉父
母偷看他们的日记、偷听他们的电话，心里非常生气，发誓以后再也不把心事写在日记里。当父母把
孩子生下来，孩子自然称父母为爸爸妈妈，但别以为有爸爸妈妈的角色，孩子就应该理所当然要尊敬
你、爱你。你如何对待孩子，孩子也会这样对待你。尊重让孩子感受自己是大人中国传统教育一向崇
尚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孩子一旦犯错，等待孩子的往往是体罚；尽管现代社会文明程度提高，
现代父母受教育水平提高，但是对孩子还是缺少应有的尊重。现在的父母很多是有着高等教育学历水
平的，他们知道要尊重孩子，但最终还是不能放下“父母”的架子和孩子平等交流。生活中不乏这样
的父母：孩子一旦犯错，他们马上火冒三丈，轻则呵斥责骂；重则体罚棒打。结果不仅伤害了子女的
自尊心，让孩子感觉不到父母的爱，给孩子的心理造成伤害，使他们缺乏自信，很难适应复杂的社会
；同时，体罚孩子也教给了孩子一种对待失败的简单办法，在他们成为父母后，对自己的孩子也实施
暴力体罚。另外，体罚孩子最严重的危害是让孩子心安理得地对待所犯的错误，认为已经为这错误付
出了代价，因此，体罚孩子不仅达不到教育孩子的目的，而且会使复杂问题简单化——屈服于暴力。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在子女心理发展上有关键性的影响，父母子女在感情上相互支持，在心理上相互
依赖，对子女而言家庭更是避风港。孩子的成长阶段，性格不固定，所以父母及时的鼓励、表扬和赞
赏会令孩子变得勇敢、自信、自尊；反之，父母的呵斥贬低会令孩子自卑、胆小。因此，学会欣赏孩
子、赞美孩子、尊重孩子才是合格的父母所该做的。但是，赞美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要适度真诚，而
不能空洞、泛泛地赞美，也就是要清楚地让孩子知道他的优点，比如：“你能主动帮妈妈干活，真是
勤劳的孩子。”“你没乱花钱，妈妈很高兴”等等，这样，孩子才会越来越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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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有少儿7-13岁》告诉父母教育孩子的实用宝典！全面解答父母教子的困惑，让每一位父母找到教
育孩子的方法，打造与孩子良好的亲子关系！人的成长是有规律的，关于人的成长的学问是科学。教
育也是有规律的，也要符合科学，还要讲究教育的艺术。教育应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同年龄的教育
有什么不同？教育是不是就是读书识字？是不是就是讲道理、提要求、训斥？家庭的氛围、大人之间
谈话的内容、处世的方式都会对孩子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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