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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孩子培养成不怕失败的人》

内容概要

《把孩子培养成不怕失败的人》：阿德拉心理学儿童教育理论的决定版！彻底的理论解说背景，全面
的实战技术指导！在阿德拉心理原理中。“失败”并不是消极的负面因素，如何让孩子正确面对失败
，是教育中至关重要的课题。父母的职责并不是让孩子免遭失败，而是让孩子学会正确地面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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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孩子培养成不怕失败的人》

作者简介

　　星一郎，1941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学艺大学。现为日本IP心理教育研究所所长、阿德拉心
理学会评议员、义务育儿团体首席代表，是日本最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医学专家和教育学家之一。
他倡导的将与佛罗伊德、荣格齐名的奥地利著名精神科医生阿德拉博士的&ldquo;阿德拉心理
学&rdquo;运用到儿童教育中的理论，获得巨大的成功和好评，风靡日本的儿童教育界，堪称日本儿童
教育领域第一人。其他著述还有《诱导孩子的潜在能力》、《阿德拉博士育儿5原则》等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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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孩子培养成不怕失败的人》

书籍目录

序章 不服输的孩子和害怕 失败的孩子完全不同1 你认为保护孩子不遭失败是父母的职责吗2 具有应对
能力的孩子比&ldquo;好孩子&rdquo;更有发展潜力3 父母害怕失败,孩子就不敢挑战4 孩子需要的帮助和
不需要的帮助5 相同的失败反复出现的重要原因6 教孩子负起责任比让他说&ldquo;对不起&rdquo;更重
要7 抛弃&ldquo;决不能失败&rdquo;的观念第一章 不要一味批评,而要教孩子以后应该怎么做8 不要再对
孩子说&ldquo;不行&rdquo;,应该和孩子一起思考&ldquo;以后怎么做&rdquo;9 为了让孩子不再丢三落四,
首先父母要改掉越俎代庖的习惯10 孩子丢了东西马上就给他买,孩子就会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11 不光
提醒孩子别粗心,要和孩子一起考虑减少错误的方法12 不要强迫孩子去道歉,而是要帮助他学会自己道
歉13 孩子帮助别人时出了差错,这时不能训斥孩子14 虽然没有帮上忙,也一定要表示感谢15 对不能守约
的孩子,告诉他规则比惩罚他更重要16 宠物死了不要责备孩子,让它成为孩子的宝贵体验17 通过虐待动
物的事情,让孩子理解对方的痛苦18 不要训斥在车上吵闹的孩子,要让他注意自己打扰了别人19 每天重
复催促&ldquo;快起床&rdquo;,孩子就越发爱赖床20 &ldquo;别人说你坏话你会怎样&rdquo;比&ldquo;不
要说别人坏话&rdquo;更有效21 孩子私自拿钱时,教他应该怎么做比惩罚他更好22 指责孩子性格上的缺
点,不如通过具体方法来改变孩子23 不要中止孩子难以完成的计划,而要让他学会修改计划24 想让父母
帮忙的事情,也让孩子自己决定第二章 充分发挥孩子的才能和干劲的魔法的语言第三章 有父母这样帮
助,孩子就能生气勃勃地接受挑战第四章 任何体验都和&ldquo;成功&rdquo;连接在一起的习惯术第五章 
阿德勒博士&ldquo;从失败中教育孩子&rdquo;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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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孩子培养成不怕失败的人》

章节摘录

　　到了开运动会的前一天，有的孩子会说：&ldquo;明天我不想去了。&rdquo;去年赛跑比赛得了最
后一名，今年肯定还是这个成绩。所以孩子很不好意思，就不想去参加运动会了。　　&ldquo;只要尽
了全力，努力了就行了。&rdquo;　　&ldquo;运动会重在参与，最后一名没什么不好意思的。&rdquo;
　　讲这种大道理是没用的。你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但不好意思的是孩子不是你。　　&ldquo;如果
得了倒数第一，会不好意思的吧。&rdquo;首先要对孩子表示理解。　　并非肯定是最后一名，还可能
有&ldquo;也许&rdquo;，这一点很重要。　　在孩子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再把父母的想法告诉孩子也
不迟吧。　　在为孩子鼓劲的时候，有效的方法不是讲大道理，而是打比方。　　在一次马拉松比赛
中，那个一直落在别人后面的运动员，当他跑进场地最后冲刺完毕，全场响起了沸腾的掌声，可以告
诉孩子类似的故事。&ldquo;掌声并不是只为了跑得最快的人而响起的。直到最后一刻都在拼命向前奔
跑的人，大家一定会为他而感动。&rdquo;这样对孩子说吧。如果能给孩子讲一些父母的亲身经验，那
就更好了。　　&ldquo;妈妈以前也曾经害怕得最后一名，所以不愿去参加运动会，但结果还是去了，
而且很努力地跑了，最后，不是倒数第一，而是倒数第二。&rdquo;　　别吹什么那孩子拼命奔跑结果
得了冠军之类的牛。努力一下也许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这才是让你的话起作用的关键。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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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孩子培养成不怕失败的人》

精彩短评

1、日本人写的书大多不是什么大道理，都是很实用的小智慧，读完这本书，记住了很多真实场景的
实用对策，尊重孩子的选择，不替孩子做决定，先理解孩子的心情，都是让孩子面对失败的好办法。
不是人格而是行动，要在面对孩子让人抓狂的行为是不断提醒自己~

Page 6



《把孩子培养成不怕失败的人》

精彩书评

1、对失败本身的理解·把孩子培养成不怕失败的人，是给予孩子、让孩子能够适者生存于社会的最
高礼物。·从不让孩子遭受失败，总是牢牢地守护着他，这样培养孩子才叫做溺爱·父母的责任，不
是保护孩子免遭受失败，而是善于让孩子正确地体验失败。·应对能力：为摆脱困难能找到各种方法
，能自己决定怎么做，然后付诸行动，并为结果负责、承担责任。·失败，可以说是一盏“黄灯”，
看你如何对待，它可能变成红灯，也可能变成绿灯。·失败是这样一次宝贵的机会：它生动地告诉我
们“这种方法怕是不行。”“也许还有别的方法。”亲子之间与失败握手·孩子们的每一天，都在重
复进行着新挑战和失败的循环。·人不是靠讲道理，而是通过亲身体验获得认识，得到成长的。而失
败正是一次“通过新身体验获得认识”的宝贵机会。·我们说从失败中获得经验，并不是说必须领悟
到一切。·父母害怕失败，孩子就不敢挑战。·过错一般不是靠反省能够改正的，需探索新方法。·
无数次直面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失败，逐渐能够用自己的行动来处理如何对待失败，这样孩子就能渐渐
走向自立，成 人也是如此。·孩子受到训斥，头脑会僵化，变得难以考虑问题。·对于孩子的协助，
不应苛求结果，否则孩子将渐失帮助他人的意愿。·不中止孩子难以完成的计划，而要让他学会修改
计划，多次修改定下的计划，使计划和现实中的一些预定事项结合在一起，让孩子难以完成的计划，
而要让他学会修改计划。·不能将孩子的人格和行动混为一谈。有任性的行为，但并没有任性的孩子
。有不好的举止，但并没有不好的孩子。·自信的人，不会被别人的评价左右。·受到批评，也能带
着一定距离感加以接受：“原来那个人是这样想的。”·一味期待别人的赞扬，会让自己整天沉浸在
不满和受伤害的感觉中。·受表扬长大的孩子，往往很在意别人的评价，为得到称赞而努力，得不到
会失落不满，受批评会感觉伤害。世上就是什么的语言都会有：动听的、刺耳的⋯⋯·如果父母能给
孩子正确的帮助指导，任何体验都将成为孩子得到锻炼成长的机会。·因很小的勇气而受到表扬的孩
子将变得敢于挑战。如：孩子扮演角色尽管声音小得像蚊子叫，父母发现优点正面评价：“你把台词
完完整整说出来了！”“你敢于站在舞台上十分出色，妈妈非常高兴。”·有时面对失败，有些父母
显得比孩子更懊丧，赢了大声喝彩、输了大发雷霆。对于比赛，结果输了，但孩子的可取之处应予肯
定：“你敢于主动出击”“你很沉着，善于观察对方动向”“直到最后没放弃比赛，这点了不起！”
不要和对方比较自己哪强，而关注孩子的成长过程。·无论什么事总有适合、不适合自己的问题，中
途放弃本身算不得是什么坏事，重要的是放弃时的态度、方法。“因为我讨厌所以不干了。”“以前
想干但坚持不下去了”，说明努力白费了。让孩子感受练习过程带给自己的⋯⋯·孩子藏起卷子，被
父母发现，孩子垂头丧气，不妨轻松一下：“其实，妈妈也件事瞒着你，你看巧克力，我藏的，要吃
一块吗？”·如果父母不坦率而要求孩子老老实实，难。孩子如果隐瞒失败，那正是父母需要审视自
己平时做法正确与否的时候。重新考虑，对于孩子失败，自己平时采取的是怎样的态度？自己和孩子
之间是不是形成一种足以让孩子对自己说真话的关系？·与其勉强装出精神振作样子，暂且让情绪低
落一阵又有何妨？“你努力了，但结果不很理想，很遗憾，很不好受吧？”·失败，就是一种亲身体
验，能够克服失败带来的负面因素，孩子就学到书本上所学不到的东西。·所谓满意自己，并不是指
因为自己非常完美而对自己感到满意，而是指对失败了的自己，对不那么顺利的自己，也能正确地对
待、接受。·学习=分数+应用+找到让自己感兴趣、热衷的东西+友谊·当孩子对父母撒谎时，与其
把问题归结到孩子身上，不如好好审视一下孩子不愿对父母说实话的亲子关系：如：孩子迟到了，说
实话：“我玩得忘了时间。”结果：父母通常会训斥。有时觉得孩子像在撒谎，偶尔不妨姑且相信他
。未必凡事都可以从正面着手进行。特别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常常需要退一步、进两步。有时候对孩
子也应作一些让步。·在孩子沮丧的时候，首先有必要听孩子发发牢骚。此处如父母能讲讲自己以往
的丑事，能让孩子心情变得愉快。·向令自己不安的事发起挑战、拼命努力，对孩子来说，它的重要
性是任何其他事情都无法取代。·当孩子退缩时，好好问一下孩子，也许出人意外原因就在身边很细
小的地方，找出原因，陪孩子练习一下，这一点很重要 。·到了“反抗期”年龄孩子，即使是很小的
事情也会很烦躁地顶撞父母，“这都是妈妈的错！”这时父母不要动怒，只需一笑了之：“哦，是吗
？”反抗期很快过去，而且孩子心里其实也明白，那并不是父母的错。·用语言表达自我（内心）的
想法，很重要。对方做了让自己不快的事，能够明明白白地对对方说“我不喜欢！”“不要再这样！
”这算是真正有勇气，而不是对方说什么我也说什么，对方做什么我也做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是一
个流行不健康的消瘦的时代。亲子对话练习：·“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你能⋯⋯我们会高兴的。”
“妈妈喜欢把房间搞得干干净净的，把房间整理一下好吗？”被人骂“肥猪的孩子提出要减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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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孩子培养成不怕失败的人》

，妈妈也来帮助你，考虑一日三餐营养平衡、减肥最好的方法就是运动。”·为什么讨厌某某？（错
）讨厌某某哪里？（对）·孩子说出偏激的话，说老师偏心眼。父母袒护老师，（错）孩子听不进去
和孩子一起批评老师（错），孩子会对老师越来越不信任是吗？原来你这么认为（对），怎么想是孩
子的自由。和老师保持适当的关系。而且彼此印象是会改变的。（对）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指望
永远只遇到出色的人，是不可能的。怎样和与自己合不来的老师相处，让孩子学会这个方法。·孩子
有他意气消沉的时候，孩子大了后未必会所一切告诉父母，这表明孩子正在成长：“你也有你的烦恼
吧？妈妈可以帮你做些什么？”“别管我。”（暂不管，很多时候，孩子能够自行解决）若情况严重
了，那就要表明父母的心情：“因为觉得你最近⋯妈妈很担心，如果你能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想办法
解决。”“你总吃不下饭，晚上好像也睡不好，妈妈非常担心，你能和妈妈谈谈，妈妈会高兴的。”
“你没有一声不吭，而是把事情都告诉妈妈了，妈妈真高兴。”（对）“你能把事情告诉我，太好了
。（对）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错）这确实让人很痛苦啊！（对）也许你也有不好的地方吧。（错）
妈妈站在你一边（对）别人欺负你，你干吗怕他。（错）妈妈想去和老师谈谈，你看怎么样？（对）
父母遇到失败时·做父母的也一样，只要能从失败中吃一暂长一智就行了，父母在失败面前如何处理
也是好榜样。·父母面对失败、过错的过程，是孩子学习的过程。·“妈妈把事情搞错了。以后一定
多加注意。”（在误会孩子的时候说）母亲不妨伸伸舌头这么说。·“妈妈刚才突然发了脾气，说什
么‘随你的便’，这很不好。你也有自己的想法。你不想去游乐园？能商量一下吗？我还盼着你能照
顾小客人，我自己怕弄不好。”商量不通就放弃，不必发火，看他如何安排自己的活动。·失败时不
能承认失败而是固执已见——人的通病啊·打了孩子，要反省方法而不是自己。越是做事认真的父母
，越容易自责“打了孩子，我是个坏妈妈，成不也受孩子尊重的好妈妈”于是心里的压抑感更沉重、
更不好受。但听起来反而像为自己动手打人在寻找理由。用不着搞得这么深刻，首先使用了不好的方
式，并非就是坏妈妈。训斥孩子、打孩子——是因为控制不住感情，是在发泄愤怒焦躁的感情。打的
时候就是“新仇旧恨”算总帐。
2、这本书是老公在去年书展里淘来的，他一直没时间读。我拿来在上班路上当消遣翻翻，感觉讲的
内容可以给我家小朋友试试。回家给我上一年级的儿子照葫芦画瓢地送上一批批的糖衣炮弹，果然很
是受用，他人也开朗了许多。呵呵，不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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