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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天下痴心父母的公开信

在这纷纭的大千世界里， “爱”， 始终是让人生， 让世界
变得美好， 变得辉煌的阳光。 它是人类进行不懈奋斗、 孜孜追
求的动力， 同时， 又是决定每个个体的人生活是否幸福的重要
因素， 所以， 它是人类讴歌的一个永恒主题。

当一个人满怀热情去爱的时候 （不管是对外人、 对家人、
对祖国还是对事业）， 他的心灵会随之净化， 同时， 激发出个
人最大的创造才能和奉献精神， 从而为别人的生活带去温暖、
注入活力， 同时， 也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了光彩。
天下父母对儿女的爱， 就是这世界诸多爱中， 最至诚、 最

感人， 也是最无私的一种。 孩子降生的第一声啼哭， 就宣告了
又有一对父母加入了那浩浩荡荡的无私奉献的大军之中。 历史
车轮滚滚中， 一代又一代的父母， 重演着同样的故事： 自告奋
勇地、 毫无怨言地弯下自己的脊梁为自己的儿女做台阶， 愿自
己的儿女站得比自己更高， 走得比自己更远。
随着时代的发展、 进步， 父母的爱和希望， 随之也带上

了时代的色彩。 学校， 要力求 “重点”； 教师， 要选择
“优秀”； 成绩， 要求 “一流”； 课外兴趣， 还要 “出
色” ⋯⋯于是， 介入孩子的多种活动， 成了许多家
庭的日常生活内容之一。

是不是所求必会有所得？ 是不是奉献了痴
心的父母必会有出色的儿女？ 是不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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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胜过一代” 是每个家庭都会证明的？ 无须回答。
和任何一种希望一样， 横在父母们的希望与现实之间的，

仍然有一段距离， 只有消除了那冷峻而无情的空间， 希望之花
才会绽开。 但寻求这份 “消除”， 是人人都希望做到， 但始终
不是人人能做到的。
孩子， 是活泼的发展变化着的生动的人， 不管他们多么年

幼无知， 依然是有思想有意识的具有个性的人。 外界的信息要
想进入他们的思想甚至指挥他们的言行， 必须经过他的意愿的
选择， 而不是父母意愿的选择。 有许多父母认为是应该、 必须
或非常重要的东西， 却无法真正进入孩子内心而成为一种
“精神所有”。

所以， 父母面对孩子要做的第一件事， 也是一件极困难的
事， 就是要让自己的主观愿望被孩子接受， 变成孩子自己的愿
望。
时代的发展进步， 必然会折射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 教

育， 从来是反映最敏感的领域。 社会发展所必然要求的民族素
质提高是头等大事， 带来了新的竞争———下一代的竞争， 教育
的， 家庭教育的竞争。 这种竞争， 还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而
更加鲜明和激烈。
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 有心人和无心人不同， 有方法与无

　方法更不同。
教育， 并不等于情感， 它是科学， 是一件需要长时间进行

　　　 的细腻工作。 学校教育， 需要统一时间内的 “集体授
课” 这种基本形式。 家庭教育， 就不需要安排大量
的专门时间， 许多教育， 可以在有意识的重视中
随日常生活完成。 即使是一些需要单独安排时

　　　　　　　　　间的事， 也并非需要有某种学术水平， 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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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一般的文化水平， 更重要的， 它需要以爱为基础的坚
韧、 耐心、 理解和奉献， 而这， 恰恰是许多父母所富有的。

对孩子的教育， 要从小开始， 以 “塑造” 为落脚。 不要
待一切成形后， 才大刀斧正。 要努力让他们每一个成长的足
印， 都不偏离希望。
小学， 是孩子成长的重要时期， 孩子成人后的许多道德、

习惯、 情感、 观念、 性格都会明显地带着童年—少年时的教育
痕印。 而在这个年龄段， 孩子接受家庭教育相比中学时期容易
些， 因为他的独立自主意识还未充分形成， 所以， 是家庭教育
的 “最佳时期”。 一旦在这段时期对孩子的塑造略具雏形， 进
入中学以后， 会相对容易地快速进入正轨。
对于父母来说， 拥有出色的儿女可能是对他们苦心的最高

奖赏， 也是他们渴求的最大快乐。
是的， 幸福的家庭除了需要真诚的爱情外， 还应有爱情的

硕果———优秀的儿女。
不管作为父母的曾为社会做出过多么巨大的贡献， 如果没

有同时为社会交出合格， 甚至是优秀的子女， 相反， 或给社会
丢下一个包袱， 那将绝不会是一个美好的人生， 也就书写不出
一个堂堂正正、 顶天立地的 “人”。
孩子纵然千人千面， 但在他们身心发展成长的过程中， 总

会有许多相似的东西， 这就是所谓的规律性。 规律性， 不等
于对具体孩子的具体教育指导方法， 但了解了这些规律
性， 就可产生无数切实可行的、 行之有效的诸多方法。
对孩子的教育研究是一门专门科学， 在这个广

阔的领域里， 有许多专业工作人员， 也有无数从
事理论或实践研究的学者、 专家。 要让每位有
专业职务的家长有一整套有关教育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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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并要求家长用大量的时间从事教育儿童的实践研究， 是
不可能的， 也没有必要。 何况对孩子的教育成效， 也是一种社
会、 家庭、 学校的综合效应， 另外两方面是同样重要的。
于是， 浓缩家长最有必要知道的教育科普知识， 精选在实

践中已证明是卓有成效， 而又是家长力所能及的家庭教育、 家
庭辅导的大众性方法， 加以宣传、 推广， 不仅是每个家庭的需
要， 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是真正维护儿童健康成长的必要措
施。
爱， 如果只流于空泛， 是一种浪费；
爱， 如果没有收获， 是可怜。
愿天下痴心父母都因为拥有出色的儿女而获得快乐———

这， 就是我们开办广播父母学校的最大心愿； 这也是一种帮助
无数痴心的爱落于实际， 植于土中的求实态度。
每对痴心父母开颜日， 必是教育硕果压枝时， 何愁社会不

兴？ 国运不畅？
是的， 每个家庭的幸福， 又关系着社会发展的命脉， 让孩

子健康成长， 不单是家庭的大事， 也是社会的大事， 因为孩子
是属于社会的！
愿我们同心协力， 获得孩子成才的快乐。 愿天下痴心父母

都快乐———这就是我们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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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家庭是儿童生长的摇篮，是社会的最基本细胞。 孩子在这
里生活、成长，习惯在这里养成，教育从这里开始，情感、是非、好
坏、善恶、信念在这里奠定。 这一切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自然地
进行，起最大作用的便是父母。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也是
终身教师，家庭对孩子的熏陶、潜移默化作用是社会和学校所无
法代替的。
为了满足广大家长和幼教工作者的需求，为了把科学的育

儿观念和方法普及到每一个家庭，让家长能得到专家的指导和
帮助，我们特地约请幼教专家编写出版了此书。 本书以亲切、平
和、生动的语言，科学、全面、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家庭培育幼儿的
重要性及各种方法策略，具有权威性、实效性和操作性。 我们相
信，此书的问世，会使家长掌握哺育和教育孩子的要领，获取解
决实际问题的良方。
如果家长们能从此书中得到启发，并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

人成才，使他们具备很强的竞争能力和能在现代社会的大舞台
游刃有余的多种优良素质，那我们将感到万分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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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生儿的照料
１ 一、新生儿的生活环境应当洁净、温暖、舒适
２ 二 、新生儿必须注意保温
３ 三、新生儿啼哭的原因及鉴别
６ 四、新生儿的睡眠应充足
７ 五、新生儿的衣服、尿布应柔软
９ 六、新生儿几种特殊的生理现象与处理
１１ 七、重要的脐部护理

第二章　婴儿的喂养

１３ 一、母乳是婴儿最好的食物和养料
１４ 二、母乳喂养对母亲的好处
１５ 三、给孩子提供丰富的乳汁
１６ 四、无奶或少奶时，选择适当的代母乳食品
１９ 五、给婴儿及时添加辅食



l2　　　　

２２ 六、断奶与断奶时机的选择

第三章　婴幼儿的生长发育
２４ 一、建立合理的生活制度
２６ 二、了解影响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因素
２８ 三、体重是衡量营养状况的重要指标
３１ 四、身高是反应骨骼发育的重要因素
３３ 五、牙齿是孩子健康的记录
３４ 六、婴幼儿应定期接受健康检查

第四章　婴幼儿常见病的识别与防治
３８ 一、发烧患儿的识别及治疗
４５ 二、口服补液盐是治疗腹泻简单有效的方法
４６ 三、碘缺乏病的危害与预防
４７ 四、佝偻病与补钙
５０ 五、哮喘的预防与及时就诊
５３ 六、龋齿的发生和预防
５５ 七、防治近视、斜视、弱视
５９ 八、蛔虫病的防治
６０ 九、蛲虫病的防治
６１ 十、儿童多动症的治疗
６２ 十一、贫血的表现和防治
６３ 十二、婴幼儿要注射哪些预防针？
６５ 十三、婴幼儿用药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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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婴幼儿的安全防护和卫生环境
７１ 一、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７４ 二、家长应学会一些急救方法
８０ 三、教孩子一些自我保护意识
８２ 四、注意婴幼儿用品的卫生
８５ 五、婴幼儿居室的卫生要求

第六章　培养婴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

８７ 一、良好的睡眠习惯应从小培养
８８ 二、安静、愉快、独立就餐，预防偏食、挑食
９０ 三、培养盥洗习惯，掌握盥洗技巧
９１ 四、孩子着装要舒适安全、整洁大方
９２ 五、养成有规律的排便习惯

第七章　家庭早期教育与智力开发
９５ 一、应该对小儿进行早期教育
９７ 二、丰富的环境和良好的习惯会促进智力发展
９８ 三、婴幼儿的动作发展与智力发展密切相关
１０２ 四、观察是智力发展的重要手段
１０５ 五、珍惜和培养好奇心
１０９ 六、发展幼儿的想像力
１１１ 七、及早发展婴幼儿的语言
１２０ 八、游戏也是学习



l4　　　　

第八章　培养良好的性格和品德
１２４ 一、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
１２６ 二、自信是成功的起点
１２８ 三、自尊心是促进孩子上进的内在力量
１２９ 四、帮助孩子建立对社会的安全感和信赖感
１３２ 五、培养孩子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
１３３ 六、认识孩子的性格特点，重视个性的倾向性教育
１３７ 七、必要的帮助和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
１４１ 八、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
１４４ 九、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１４５ 十、从小培养环保意识
１４６ 十一、从小培养合作精神，注意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１４７ 十二、从小培养文明礼貌行为

第九章　重视婴幼儿的权益与保护

１４９ 一、保护未成年人应当遵循的原则
１５０ 二、儿童享有生存的权利，不得虐待遗弃儿童
１５２ 三、父母对孩子负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１５５ 四、儿童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父母应尊重并保护这一

权利

１５６ 五、父母应引导孩子进行有益身心的活动
１６０ 六、父母应当履行监护人的职责



l5　　　　

第十章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配合
１６２ 一、积极帮助孩子入园
１７０ 二、为孩子做好入学准备

附　　录

１７４ ０ ～６岁现代家长应知应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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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生儿的生活环境应当洁净、温暖、舒适

　　枑房间　婴儿出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
在睡眠中渡过的。 为此，婴儿的房间必须是使婴儿能安然入睡
的干净、温暖、舒适、安静的房间。

最理想的房间是人出入较少、朝南、日照好、通风好，而且母
亲能看得到的地方。
如果可能的话，应准备一间婴儿和母亲共用的房子。 但现

代住宅情况却在有些时候不能满足这种条件。 如果达不到上述
要求，为了婴儿的健康和安全，就要在房间里条件好的地方，设
置一个婴儿角。
要注意的是不要让阳光直接照射在婴儿身上，必须避免将

婴儿床放在阳光能直接照射到婴儿眼睛上的位置。
经常保持室内空气清洁也非常重要，要时常开窗换气，做清

洁时，尽可能地避免尘土飞扬，桌椅也要用抹布擦干净。
枑清洁　由于新生儿抵抗力弱，容易受细菌感染，在接触

婴儿时，一定要洗手，经常注意保持清洁是十分重要的。 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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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的人，即使是症状很轻的病人，也最好避免让他们接近新生
儿期的婴儿。

图 １

此外，到满月为止，不要带
婴儿去人多的地方，要控制贴
脸、亲吻的次数。 如可能，远离
小动物是安全的，因为动物不仅
带有细菌，而且一旦照料不到就
有危害婴儿的危险。
在有婴儿的房间应避免吸

烟。
枑防止事故　不要让东

西掉到婴儿的床上，或立着的东
西倒下来砸在婴儿床上，如果可能，不要在婴儿床和被褥周围放
东西。 特别是房间狭窄时，要注意经常收拾整理，要收拾好可能
掉落的装饰物等。 此外，如开着窗户，有时猫会钻进来，或婴儿
被虫子咬伤。 这一切，都应引起父母足够的重视，并切实做好防
范措施。

二、新生儿必须注意保温

　　胎儿在子宫中的体温比母体高 ０．５℃，在一般室温的条件
下，刚出生的新生儿体温要下降 １ ～２℃，但不应超过 ２．５℃。 在
生后 ８ ～１２小时应逐渐回升到 ３６℃以上。 子宫内温度恒定，新
生儿体温调节机能较差，体表面积相对较大，散热速度相对较
快，皮下脂肪又比较薄，保温能力较差，因此，当环境温度低时，
容易发生体温下降，由于受凉而使皮下脂肪凝固或产生其他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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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假如环境温度过高时，又容易使体温骤然增高，以致发生
“脱水热”。 新生儿居室的温度在初生第一天时以 ２７ ～２８℃为
宜，此后可逐渐降到 ２０ ～２４℃。 因此，冬季要注意加温，夏季要
避免室温过高。 如室温过低或新生儿皮肤发凉时，可加盖棉被
和用热水袋保暖，以提高温度。 热水袋水温不宜超过 ６５℃，并
用厚绒布包裹后放置于新生儿贴身小棉被之外，以防烫伤。 当
发现新生儿肤色潮红、体温较高时，可适当减少衣着或被盖，以
降低温度。
新生儿居室除注意保温外，同时还要注意空气新鲜。

三、新生儿啼哭的原因及鉴别

　　婴儿的“语言”是他们的哭声，年轻的父母不懂孩子的“语
言”，无法与他们交谈。 于是相当多的父母在一般的情况下，笼
统地把婴儿的哭声理解为孩子饿了，于是立即给孩子喂奶。
不懂婴儿的哭声是相当危险的。 过去，富有育儿经验的老

人，多少能理解一点婴儿的语言。 但是，现在的父母只养一个孩
子，他们的“学徒期”还没满，就被生活告知“结业”了。

某单位的小张夫妇怀着做父母的喜悦的心情，迎来了他们
爱情的结晶———小宝宝。 小夫妇俩整天乐呵呵地为抚育小宝宝
忙个不停。 可是不知咋的，孩子动不动就哭，莫名其妙的哭闹声
扰得年轻的爸爸妈妈焦虑不安、心烦意乱，急得他们束手无策，
特地来到医院小儿科找医生咨询。
其实，婴幼儿的啼哭是反映自己的病痛或提出各种要求和

意愿的表达形式，充满着丰富的感情色彩。 年轻的父母应该通
过察颜辨声来熟悉和了解孩子的这种奇特的语言，根据婴幼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