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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天下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爱孩子就要学会正确引导孩子。

懂得怎样正确地引导孩子，是父母的天职和责任；知道怎样最有效地帮助

孩子，是家长对孩子真正的关心和最大的爱。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不断得到父母的正确引导。孩子产生了

困惑，父母的引导就是明灯；孩子滋生了烦恼，父母的引导就是阳光；孩子碰到

了难处，父母的引导就是雨露；孩子遇到了挫折，父母的引导就是春风。

也许很多父母认为，面对今天越来越难缠、难教、难帮的孩子，苦口婆心已

不起作用，严厉要求也屡教不改，究竟用什么方法引导孩子最有效呢？有效地引

导孩子，首先要求父母平等地对待孩子，理解和尊重孩子。那种以长辈自居，当

“教官”施压，或者对孩子百依百顺、万般宠爱，都不是真正地在引导孩子，都不

能达到引导孩子健康成长的目的。

要有效地帮助孩子，父母就要了解孩子最需要什么：要知道他们在学习上

有哪些问题，在生活上有哪些困难，在心理上有哪些不良情绪，在行为上有哪些

毛病。医生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做到药到病除，家长只有帮到点子上才能达到家

教的目的。

有效地引导孩子，关键是父母要走出教育中的误区，针对孩子学习、品德、

心理、生活、人际关系等各方面的问题和困难，父母应采用最好的解决方法，或

激励、，或赞赏、或分析原因、或寻找途径、或创造环境、或提供条件。只有方法

科学得当，才能有效地引导孩子战胜困难、克服缺点、修炼品德、增长智慧、开发

潜能，为成为明天的英才打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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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重在实践，父母的难题也就是本书作者的难题，基于这一思考，本

书着力为广大父母寻求各种最有效地引导孩子茁壮成长的实用方法。根据专

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众多家长的成功家教经验，我们编写了这本融实用性与指

导性为一体的书。

“合抱之木起于毫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孩子能否成为未来的人才，源于

他们自己的努力，源于父母对他们一点一滴的正确引导，愿今天的少年都能成

长为未来社会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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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基本的生活习惯

在孩子还幼小时，应首先培养孩子的基本生活习惯，这对孩子和
父母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般父母都认为，孩子还很年幼，常常
责备未免太过分，所以很少严厉地责骂孩子，以致于等到孩子读小学
高年级后还得担心“手洗干净没”“手帕、卫生纸带了没”“为什么都不
准备好”等问题。可是在那个年纪的孩子，自我意识很强烈，无法忍
受一切事情都要按命令行事的方式。虽然父母会认为，一切都是为
了孩子好，可是因受到责骂而倍感困扰的孩子，反而会因此反抗、顶
嘴。所以，有关基本生活习惯，必须以赞美或责备的妥帖方式，在孩
子还年幼的时候就培养好。不过，在幼儿期必须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是，孩子的年纪越小，越无法以语言管教好。例如“不行！你怎么还
没把玩具收拾好？”其实，像这样的责骂只代表“不行”，而孩子却不知
道如何是好，所以，父母应该以身作则实行给孩子看，否则就算骂了
一百次也不会有效果。对于发生在眼前令人困扰的状态，不住地责
骂也不是好办法。在唠叨不停之前，父母应先思考“这孩子为什么要
这样做？”“这孩子为什么没办法把事情做好？”的问题，那样就不会只
一味责骂孩子，而能够站在孩子的立场，一起设想“怎么样才能做
好”。

如果责骂得太过分，容易使孩子畏缩，也会造成孩子的反抗而变
得性格乖僻。所以，尽可能不责骂，尽可能不要采取这种方式。例
如，小孩子还在小学程度，当其生活习惯上产生错误时，不要当场责
骂，而应请求孩子帮忙做家事，让孩子养成积极做事的欲望才是贤明
的方法。在叫孩子帮忙时，要选择孩子比较熟悉，且有能力做的事，
比方出去买东西、饭前摆碗筷、饭后洗碗筷、适度的烹饪等。经常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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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做家事的孩子，能体会到发挥自己能力的喜悦感，进而促进孩子的
上进心。为了让孩子能帮忙做好家事，包括父母在内都应做好每天
家庭生活中的工作。首先要将每人的工作分配好，并规定玩乐的时
间、晚餐前做家事的时间、看电视的时间和睡觉的时间等。如此一
来，父母就不必每天都唠叨着“不要看这么久的电视”“快去做功
课”啦！

等到孩子能确实遵守规则时，就称赞说：“这么麻烦的洗碗工作
你替妈妈做好，让妈妈轻松许多，真谢谢你！”对孩子而言，这种被肯
定和受到称赞是相同的，如此一来，增加自信心的孩子会更高兴地帮
忙做家事，甚至连别的事也肯积极地挑战了。

像这样管教孩子，使其培养一个人的基本生活习惯，或者是维护
其安全问题等，就是责备或夸奖的最主要目的之一。除此之外，还能
帮助孩子具备应有的资质与人格，使其能顺利成长、适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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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孩子培养成独立的人

父母不可能终身陪伴孩子，所以必须培养孩子在没有父母陪伴

下，仍能以自己的脑筋区别善恶的思考力，以及能正确处理的行动力

才行。

同时，孩子除了身体机能上的成长之外，也要有精神上、亦即思

考力方面的成长。要让孩子促进其思考力，能够坚强地活下去，这也

是指责与夸奖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在指责时，必须先培养不懂语

言的幼儿能和父母以语言沟通的亲子关系才行。

所谓思考，就是将自己周围的同伴引进脑中，在自己心中开会的

意思。起先，孩子或许只会将眼睛平常所见的父母引进心中，渐渐

地，父母不在眼前时，孩子想做坏事，在他心中的父母就会告诉他不

可以这么做，使其行为受到阻止。

随着孩子的成长，能引进心中的人也多了起来，有时连书中所见

的人物、不认识的人，甚至其未来的子孙等，都会引入心中细细商量。

这就表示孩子已培养出思考力，能够坚强地生活下去了。

不过，在那种场合中，却不是能引入心中商量的人数越多越好，

而是在那些人中，何者信任关系最重要。例如在家庭中都是由父亲

下命令，孩子经常被父母指责“要乖、要听话”，那么，在孩子心中的商

量形态也会变成这样，于是会在孩子心中造成有权威者的想法，而丧

失自己的意见了。

不仅父母的指责方法、赞美方法会给予孩子思考力上的影响，同

时在指责或称赞时的人际关系，家庭中夫妻、亲子关系等，都与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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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系。在家庭中，夫妻、亲子之间都能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遇

事不用命令，而以商量的心态解决，那么，小孩子心中的商量对象也

会造成良好的依赖关系，使孩子不畏缩，能够勇于追求自己想要的

东西。

为了使孩子有这种精神上的成长，当然父母也要随着孩子一起

成长，不能一直唠叨、过分照顾孩子的起居生活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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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备孩子不能感情用事

一位母亲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坐在床边，望着孩子那张天真而熟

睡的脸孔出神，脑中浮现出平时照顾孩子的种种，同时想到在孩子犯

下错误，屡次劝说不听，因而不断责骂孩子的情况，心中难免感到不

忍，此刻深深反省。

“我真是一个差劲的母亲，明天我一定不再对孩子生气了！”可

是，到了第二天，只要孩子一表现出调皮捣蛋或反抗自己的情况，前

夜的反省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忍不住又大声责骂起来———凡是家中

有年幼孩子的母亲，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吧！

然而，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母亲越是长期性地唠叨不停、责备不

已，孩子就越是容易产生反抗心理，以致每次在遇事无法称心如意

时，就随手摔或破坏物品，甚至哭闹不休。

不错，孩子正是母亲的一面镜子，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亲子双方

都很难克制自己激动的情绪。问题出在母亲的态度，她总是怕麻烦，

将事情想得太简单，希望能当场收拾一切。

在这种时候，怕麻烦的母亲很少对孩子多作说明，所以，很可能

会采取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孩子想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的态度，因

而宠坏了孩子。也有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那就是根本不理会孩

子所说的话，并立刻拒绝孩子所提出的要求。像这样，两者都容易导

致孩子不听话的态度。

这么一来，不管母亲以后再怎么责骂，孩子的态度仍然改变不

了，此刻正是做母亲的该仔细想想亲子关系的时候了！

当小孩赖在身边直问“好不好嘛”的时候，如果你明知他是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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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吃糖果”的意思，你还是要追问一句“什么事”，好让他从头说一遍，

规规矩矩地提出他的要求，而不可以在他说了“好不好嘛”之后，不予

过问地答道“好吧”，并且立刻给他糖吃。此外，在小孩子只说“糖果”

两个字时，也要帮他改口说“宝宝要吃糖果是吗”，这样才能养成孩子

有条理表达要求的态度。

同时，也唯有这么做，才能让孩子清楚地自觉认识到他的需求，

并培养他的表达能力，促使其日后能以第三者也可以了解的话语和

母亲沟通。

而做母亲的，也千万不可感情用事，比方说是为了消气而责骂小

孩。尤其最说不过去的做法，就是为了泄恨，厉声责骂孩子，甚至在

事后还自我解释说是“因为气不过才这么说的。”

在幼儿的辅导过程中，母亲最常遇到的困扰，就是小孩子的任性

了。比方说，在带孩子上市场买菜时，孩子往往会看到什么就要什

么，并在当场使出缠人的本事，如果母亲立时责骂说：“不行！上次才

买给你的！”这时，孩子还哭闹不停，那么，母亲很可能会拗不过孩子

而改口说：“好吧！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哟！”

虽然母亲让步了，但在孩子的心中，绝不会以为真是“就此一次”

而善罢甘休。慢慢地，小孩会发现，只要使这出种死缠烂赖的绝招，

就可以一切随心所欲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会周而复始地施展本

领，并且乐此不疲。

说起来，问题大多出在母亲的态度上。有时候孩子缠着母亲给

他买东西时，母亲心想，就算买给他也并无大碍，于是很快地将东西

买下来。另外，在母亲心情很好，或是碰到什么喜事的时候，也会轻

易地答应孩子的要求，这种由感情意志驱使，缺乏始终一贯的态度，

是最严重的问题。既然母亲本身就拿不定主意，孩子当然更缺少分

辨的能力了！

如果母亲在冷静判断后认为“不行”，就采取毅然的态度，任由孩

子怎么哭闹，说不买就是不买，同时还要明白地告诉孩子不能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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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什么。当孩子发现闹、磨人的方法无效之后，他就不会再无理取

闹了。

最糟糕的是，母亲认为手头宽裕，所以随随便便就买玩具给孩子

的做法。千万不可以在孩子随口一句“我要”的情形下，立刻把孩子

要的买下来，如果是母亲经过判断后认为可以买，也要先告诉孩子
“让妈妈想一想”，这种让孩子等一下的态度是相当重要的。应该要

教导孩子拥有正确的观念，告诉他买东西不可太冲动，要仔细选择购

买真正所需的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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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孩子自我反省

小Ｋ今年三岁，由于他十分调皮捣蛋，令母亲烦恼不已，有时心

里一急，就忍不住大声责骂，可是，怎么也不能让小Ｋ听话。母亲在

无计可施的情况一下，就把小Ｋ关到衣橱中，于是，那个衣橱就成为

小Ｋ最厌恶的地方了。只要一被关进去，他就害怕得连话都说不

出来。

在母亲关进衣橱几次之后，小Ｋ说话开始出现口吃的情况。虽

然母亲心中也常想，自己是不是过于感情用事？这种做法会不会过

于强硬？尤其是在听到小Ｋ结结巴巴地说话后，更是按捺不住那份

心焦了。

母亲之所以会感情用事而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她将重

点放在“想惩罚孩子”上，却并未将孩子做错的事指责出来，使孩子在

被责备之后知道反省。也许她认为，自己已经在口头上骂了小Ｋ好

几次，可是小Ｋ还是不听话，干脆“把他关在衣橱中作为惩罚，这样他

以后就再也不敢了！”

然而，小Ｋ被关进衣橱中后，真的能够冷静地反省自己所做的事

错在哪里吗？事实恰好相反。小Ｋ只是感到极端的害怕，同时也无

法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狠心，居然会让他遭遇到这种恐惧，自此以

后，就因心中过于紧张，以致在母亲面前说话时，出现了口吃的情况。

而做母亲的又因为小Ｋ的这种改变觉得心焦难安，小Ｋ的口吃更难

以纠正了。

因此，当责备孩子却无法得到效果时，母亲该想的不是如何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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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罚他，而是要退一步想想“为什么他会这么做。”

调皮又不听话的小Ｋ，很可能和大多数淘气的孩子一样，只不过

是精力过于充沛，家中无法完全发泄，因而显得特别顽皮捣蛋而已。

这时，聪明的家长如能将他带到户外，让他尽情地玩耍，通常会有意

想不到的收获。身为家长的应留心到孩子的需要，例如孩子喜欢“玩

纸”，就给他一大张纸，任由他尽情撕扯；又如孩子喜欢在墙壁上涂

鸦，就给他一大张白纸，告诉他“你喜欢画就画在这张纸上”。千万不

可一味地以禁止为能事，如果孩子提出想做什么的要求，应该先让他

了解何事该做、何事不该做，并教他正确的做法。

小Ｎ今年也是三岁。最近，他在和其他小朋友玩耍时，常常动不

动就扯人家的头发或抓人家的面颊，母亲发现了这种情况后，觉得十

分烦恼，因为怕他一不留神又对别的小朋友动粗，所以带他到公园去

玩耍，眼睛更是一刻也不敢离开他。她心想，自己做父母的脾气很暴

躁，不但常常责备小Ｎ，甚至有时还会打他，不知是否因此才造成小Ｎ

粗暴的性格？

可明显地看出的是，小Ｎ的粗暴和双亲的责骂互为因果。如前

所述，无法克制自己的父母，就会造成无法克制自己的孩子，而小 Ｎ

的双亲，可说就是这种无法自制的父母。

当听人说：“孩子年纪这么小，说的他也听不懂，只好打屁股了！”

许多父母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管教孩子，结果孩子往往被严厉的责罚

后，还搞不清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还有些父母只想以疼痛来阻止

孩子的某些行为，而孩子又无法了解那些行为不当的原因，也许在父

母看不见的地方，仍然照做不误，这样，父母的责罚岂不是毫无意

义吗？

体罚孩子最好不要采取责打的方式，因为这种情感的表达过于

激烈，同时行为也太危险，往往会得到反效果。另外，如果孩子在挨

过一次打后再犯下同样的错误，那么下一次得到的是再打重一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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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使孩子永远无法达成父母的期望；他可能会冷

静地接受被责罚的事态，却不懂得如何反省，最后很可能演变成孩子

对父母管教的反抗或顶嘴。

不论孩子的年纪多小，只要犯下了错误，父母就应该明明白白地

告诉他“不行”。一般而言，在亲子关系或孩子与其朋友之间的交往

中，应指导他能以明白、完整的语言与别人交谈、沟通，这才是理想的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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