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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孩子的家庭教育过程中，父母会不自觉地“控制”孩子。这个观点也许有些偏激，甚至让父母
们的辛勤付出产生变味的感觉，但是在《失控 孩子不听管教怎么办》中，作者确凿得从孩子的心理成
长特点、感知事物的方式、观察世界的视角出发，向我们介绍了父母们怎样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
控制”着孩子的成长，安排着孩子的生活。于是，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控制”和孩子
的“反控制”就不断上演，有的时候还非常激烈，后果让人心焦。面对不听管教的孩子，面对不期而
至的亲子冲突，家长们一定饱受了煎熬。
2、观点很认同，关于具体如何做还是谈得太浅太表面了
3、很少有一本书能够彻底改变你的思维、感觉和行为。《失控》讨论了亲子冲突的原因，促使我们
重新审视亲子关系，让它变得更加亲密、自由和快乐。
4、以开放、尊重、理解的心态对待孩子，与孩子建立充满能量的情感联结，与孩子融为相互支持的
成长共同体。
5、每一个父母都要来读一读，100%好书力荐
6、关于亲子冲突很难化解，这是一门学问，需要好好学习一下。
7、每一段亲密关系中出现的问题，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亲子关系也不例外#
8、作者的语言简单朴实。虽然通俗易懂，但并不意味着应用起来容易。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应该能
做到。

9、我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自我成长，和孩子做成长共同体。
10、对孩子，从控制变为指导，是父母要做到的转变。好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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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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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失控》的笔记-第97页

        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做父母的傀儡。他们是来奋斗、探索、茁壮成长和享受生命的，
在这段旅程中，他们需要我们的鼓励。

2、《失控》的笔记-第22页

        纪律关注的是行为，而不是驱动行为的感觉，所以它恰恰阻碍了我们实现目标的努力

3、《失控》的笔记-第100页

        读了这本书，感觉很有用，摘抄了一些精华，跟大家分享。

●  我们在童年时代目睹的养育模式，将会成为我们自己育儿方式的模板。
●  以建设性的方式与孩子展开合作，鼓励孩子成为自律的人。
●  让孩子承担自身行为引发的自然后果是一种自我学习的有力方式。
●  奖惩系统会削弱孩子自我约束的能力，破坏他们自我调节的内在潜力，使他们成为单纯的傀儡。
●  当父母超然于孩子的无礼，又对孩子保留了完整的开放性，孩子就会怀念父母的存在。
●  如果父母能够以身作则，孩子就会由衷地赞同和遵守父母建立的规则。
●  如果父母能够教会孩子协商谈判，孩子就会把生活视为快乐的创造。
●  如果父母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孩子也就不会随意给自己贴上“好”或“坏”的标签。
●  有效养育的关键是将焦点从孩子的“不良表现”转向父母自身“不恰当的情绪化行为”。
●  未经处理的情绪感受会发展成得不到满足的需求，父母应该允许孩子的情感得到充分的吸收和代
谢。

4、《失控》的笔记-第226页

        孩子认识自我的必要条件包括率先改变她的行为。在此过程中，父母的作用不是支配，而是进行
联结。

5、《失控》的笔记-第140页

        一次创造性的对话，其目的是让孩子在父母的指导下满足自己的需求，进而培养孩子自我调节和
情绪管理的能力，使得他们的行为自然地符合自身的最佳利益。

6、《失控》的笔记-第65页

        每一次肯定或者否定都必须是一以贯之的过程，而不是随意作出的决定。在一致性原则下长大的
孩子，不会再简单地被“是否遵守规则”所左右，而将学会与现实和谐相处。

7、《失控》的笔记-第239页

        共情位于纪律的反面。共情让我们既能忍受痛苦，又能享受快乐：而纪律只会削弱我们深入理解
他人的能力。因为纪律涉及操纵和控制，它水远限制我们体验生活的深度。

8、《失控》的笔记-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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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强调的是，孩子的行为始终是有意义的，发现一个行为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社会
能够抛弃“有的孩子本性邪恶”的想法，就能促使社会文化更加理解孩子，知道他们的反常不行为是
有原因的。可悲的是，现在很多孩子都缺少这样的帮助

9、《失控》的笔记-第29页

        需要我们对后果加以干扰的唯一条件，就是存在真正的危险

10、《失控》的笔记-第145页

        作为父母，我们通常不知道如何以一种与上一辈不同的方式养育孩子。当孩子唤起了我们童年时
的痛苦经历，我们只会用控制来让孩子闭嘴。

11、《失控》的笔记-第52页

        有效养育的关键是将焦点从孩子的“不良表现”转向我们自身“不恰当的情绪化行为”

12、《失控》的笔记-第38页

        一致性是指，我们的言辞要和我们最深切的感受以及现实的情况保持一致。一致性需要我们明确
意图，针对现实情况。当我们尊重现实的时候，我们的话语自然就带有权威性。

13、《失控》的笔记-第153页

        对规则的需要，源于我们对自己以身作则的能力的担忧。一旦我们看清了自己的生活，能够保持
其完整性、一致性、目的性和方向性，我们的言行就会成为孩子的指路明灯，而不而不必再强加给他
们任何外部的控制，只需依靠自己存在的力量去引导孩子。换言之，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才是让孩
子学习的最佳方式。

14、《失控》的笔记-第40页

        将孩子暴露在自然后果之中，则要求我们退后一步，让生活成为孩子的老师，然后在孩子需要的
时候对其提供鼓励和指导

15、《失控》的笔记-第231页

        如果父母能够教会孩子协商谈判，就是鼓励他们将生活视为创造的过程。孩子就会知道，自己有
能力影响事件的结果，并促进人际关系变得充实，充分实现自己与对方的个人权利。

16、《失控》的笔记-第153页

        一旦我们看清了自己的生活，能够保持其完整性、一致性、目的性和方向性，我们的言行就会成
为孩子的指路明灯，而不必再强加给他们任何外部的控制，只需依靠自己存在的力量去引导孩子。

17、《失控》的笔记-第28页

        远离纪律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让自然的后果纠正孩子的行为。让孩子承担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
后果是一种强有力的促使他们自我学习与领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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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失控》的笔记-第142页

        成为我们自己并不意味着将别人隔绝在外。忠于自己的同时也要具有紧密联结别人的能力。在我
们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在忠于自己的同时，我们还要享受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崇尚开放和分享，而不
是自我封闭。当然，孩子的成长需要隐私，需要创建与父母无关的独立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与父母
和兄弟姐妹联结的削弱。

19、《失控》的笔记-第96页

        尊重孩子的感受，首先需要父母自身的成长。

20、《失控》的笔记-第198页

        育儿的重点不在于孩子，而在于家长。这意味着，成为父母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它能够帮助我们
重新唤醒已经麻木的自我，促进我们的成长。

21、《失控》的笔记-第22页

        我想强调的关键是，我们与孩子的联结总是发生在感觉层面。我们认为它关乎孩子的行为，然而
其真正意义却在于孩子在我们面前的感觉。如果我们无法与他们的感觉产生联结，也就无法对他们的
行为产生影响。

22、《失控》的笔记-第55页

        除非认识到我们与孩子的大多数冲突都源于自己的内心冲突，否则我们只会注意表面问题，结果
导致无休止的争吵，并迫使我们把毫无用处的“纪律”搬出来对付自己内心创造出来的怪兽

23、《失控》的笔记-第44页

        以共情的方式设定界限，具有任何惩罚都实现不了的教育价值。在设定的过程中既保持一致性，
又秉持爱的原则是关键。

24、《失控》的笔记-第178页

        真正良好的行为，是指那些能让孩子感受到存在和自我并表达自己感受的行为

25、《失控》的笔记-第13页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过去的奴隶，孩子能够触发我们不愉快的记忆。即使我们忘记了事件的
具体细节，它们仍然隐藏在潜意识层面，驱使我们面对它们，直到我们把它解决为止。

26、《失控》的笔记-第20页

        无论我们的意愿多么好，任何形式的纪律都会让孩子感到受攻击。不是因为他们讨厌做正确的事
，而是由于威胁和惩罚贬低了他们的自尊。

27、《失控》的笔记-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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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教育孩子，我已经暗示过了：纪律是教育的敌人。

28、《失控》的笔记-第81页

        父母的指导行为的意图和目的必须以孩子的个性作为出发点。如果我们的建议符合孩子的特点，
孩子就容易接受，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提出的东西与他们的灵魂有着共鸣。

29、《失控》的笔记-第225页

        当我们意识到孩子行为背后的情感需求，明白它已经压倒了孩子的逻辑和良好的判断力，那么就
该明白，指责孩子只能适得其反。这不仅会加剧孩子的内疚，更庆，更会激化亲子间的冲突。

30、《失控》的笔记-第239页

        共情他人的关键在于，我们不去劫持他们的感情经历，试图用我们自己的取而代之——这是很多
人都会落入的陷阱。

31、《失控》的笔记-第152页

        制定规则是父母的责任，例如根据孩子的年龄，要求他们睡前刷牙洗澡、用完东西放回原位、吃
完饭收拾碗盘等。这些不是可有可无的“杂务”，而是必需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运用规则在家庭中
创造大家必需参与的文化。我所谓的“文化”，是指每个人会自动去做的事情，它们不是可选项，而
是必需项。每个人都应做到这些，因此我们在向别人提出要求时没有任何愧疚感，也会制定相关的规
则让孩子遵守。

32、《失控》的笔记-第73页

        父母的育儿目标不是粉碎孩子的这种自我确认，而是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使他们明白自己的心意
，使得他们面对自负的父母时，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提出合理的质疑。

33、《失控》的笔记-第23页

        纪律不可避免地突出，进而强化了任何孩子都可能有的弱点

34、《失控》的笔记-第68页

        1.青春期的孩子并不是怪物，真正的怪物是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
2.孩子想让父母看到他们内在的美德，无论他们当下的外部行为如何。
3.只有发掘和面对我们童年时代残留的伤痛，才能辨别孩子的真实感受，找出明智的应对方式，尊重
他们的情感。
4.抚养孩子并不是一种战略或者技术，而在于日常生活中对孩子本真的尊重，通过其行为了解其感受
，不断地吻合孩子的自然节奏。
5.孩子天生懂得随机应变，他们需要我们的引导，而不是操纵。
6.允许孩子跟从自己天生的学习曲线，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步伐学习。
7.家长无需纠结于孩子话语的表面意义，因为这往往是他们的无心之语。
8.安全感意味着孩子可以说他们想说的话，坦诚地交流，无需被评判、训斥或惩罚。
9.我们需要确保自己的恐惧不要妨碍孩子冒险的勇气，鼓励他们去过充实的生活。
10.反常的行为往往标志着孩子与其真正的自我失去了联结。
11.真正良好的行为，是指那些能让孩子感受到存在和自我，表达自己感受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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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外在的纪律不仅无法触及到孩子痛苦的根源，甚至还会迫使孩子作出更彻底的反抗。
13.当父母坚持用共情和一致的原则设定界限，对纪律手段的需要就会消失。

35、《失控》的笔记-第111页

        首先要明白的是，情感影响了人所有的行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行为是情感的一种外在表达
方式。因此，如果我们希望看到孩子的行为变化，就要先了解他们的情感。需要掌握的经验法则是，
所有的负面行为都是情感受伤的体现。
家长往往误认为，我在要求他们屈从于孩子的感受，导致放任纵容孩子。其实，尊重孩子的情感并不
意味着我们要屈服于他们的意愿，也不是简单地表示同意或不同意。

36、《失控》的笔记-第159页

        孩子的行为总是由情感需求驱使的，他们希望得到父母的补偿和安抚。不过，父母的行为也同样
由自己的需求决定。区别在于，孩子没有责任满足父母的需求，但父母有责任帮助孩子管理自己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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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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