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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故事喂大孩子：培养懂爱会爱的孩》

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
★孩子只听得懂故事的语言！
★妈妈不知道怎么办，故事全知道！
★每天给孩子讲故事的妈妈，就是最好的妈妈！
★爱孩子，就请像喂牛奶一样每天喂故事给孩子吧！
★讲故事是最好的教养方式！
★想培养懂爱会爱的好孩子，用最有效的36个故事良方！
36个最受小朋友喜欢的好故事×针对每个故事的开放式问题*针对孩子偏差行为的讲解方式=有同理心
、善良、博爱的好孩子
☆当孩子轻视弱小，嘲笑同伴——
《没有耳朵的兔子》：学会理解、尊重与我们不一样的人！
☆当孩子乱发脾气，负面情绪不知如何化解——
《是蜗牛先开始的》：教孩子学会尊重他人，合理应对负面情绪
☆当孩子不知道如何交朋友，如何与朋友相处——
《两个好朋友》：朋友之间要求同存异，互相尊重！
☆当孩子面对陌生环境，感到不安和焦虑——
《一口袋的吻》：入园、入学必备，帮助孩子克服入学焦虑，引导孩子学会自立！
☆当孩子和小伙伴闹了别扭——
《敌人派》：消灭“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化敌为友！
内容推荐

故事对于孩子具有特殊的意义。故事不仅可以让孩子感到高兴，还可以起到教育的作用。西方有大量
的绘本，绘本可以帮助孩子获得哲学的启蒙，促进孩子思维的发展，帮助孩子建立自我，加深孩子对
于友情、亲情的理解。由此可见，讲故事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用故事喂大孩子”系列图书的创作初衷正是为了使讲故事成为一种教育方式。
在这个系列的五本书里，每篇文章都有四个栏目：
为什么选这个故事——向父母推荐好的故事；
口语化的故事内容——父母可以不必买故事书，直接用书中已经根据孩子的阅读习惯改编了的口语化
的内容，直接讲给孩子听；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在这个部分里，故事达妈针对每一个故事，给父母提供了几个开放式的问题，
帮助父母把故事中的内涵联系现实生活，引导孩子理解故事的内涵，尝试用故事隐含的内涵指导自己
的生活，反思自己的行为，进而获得成长；
好故事为什么好——在这个部分里，故事达妈从美学的角度、哲学的角度、儿童心理的角度、成长发
展的角度，帮助家长重新理解、欣赏、学习这个故事。很多绘本故事其实适合1到99岁阅读，欣赏这些
故事，对于成人的工作和生活，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不知道什么故事好？
这里有最受小朋友喜欢的、精彩到令人拍案叫绝的绘本故事。
★语言过于书面，情节远离孩子的生活？
书中的故事用孩子们能听得懂的口语全新演绎，针对远离孩子真实生活的情节也做了适当修改。
★不知怎样讲解故事背后的道理？
针对每个故事设置的开放式问题，让孩子通过思考，自己找出故事的内涵。
★故事讲完就忘了，不会学以致用？
孩子出现相应的行为问题时，读某个针对这个问题的故事给他，听完就能用到！
想培养聪明好学的好孩子，用最有效的42个故事良方！
42个最受小朋友喜欢的好故事×针对每个故事的开放式问题×针对孩子偏差行为的讲解方式=爱思考
、爱发问、聪明好学的好孩子
☆孩子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不知怎样说服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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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大蜥蜴》：用书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说服对方！
☆不会换个角度想问题，创意力方面有所欠缺？
→《爷爷一定有办法》：看爷爷怎样把旧物大变身，
再看看小老鼠又是怎样再次利用爷爷扔掉的废品！
☆孩子被大的目标吓到，感到畏难？
→《蚂蚁和西瓜》：看小蚂蚁怎样把大西瓜搬回家，分解目标很重要！
☆孩子没原则，不知怎样拒绝别人？
→《别让鸽子开巴士》：建立公正、独立的判断能力和保护自我的能力。
☆当孩子遭遇否定，该如何应对？
→《大脚丫跳芭蕾》：重要的不是别人的态度，而是自己的信念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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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故事达妈团队：
故事达妈团队由一群爱孩子，每天认真给孩子讲故事，并且享受这种亲子阅读的家长组成。这个队伍
里，既有深受小朋友喜爱的绘本馆的老师，也有专业的儿童阅读推广人，更多的还是普通的家长。
团队成员：
朵朵妈
在亲密育儿道路上探索前行的普通妈妈。热衷亲子共读，敬畏绘本故事之于孩子朴素而神奇的影响与
力量。坚定不移地爱自己，爱孩子，以及孩儿她爸。孩子2岁，亲子阅读1年半。
小远妈
亲子沟通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倡导用故事滋养孩子的心灵。孩子6岁，亲子阅读5年。
西西妈
旅居法国8年，回国后创建了“爱心树屋”儿童阅读馆。爱阅读，爱孩子，擅长用启发式问题调动孩
子思维。孩子10岁，亲子阅读9年半。
葱爸
小葱同学的懒爸爸，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亲子专栏撰稿人。稳重的外表，裹着一颗顽童的心。由于
经常为父不尊，与儿子“打”成一片，久之父威渐失，只得靠编一些故事来“统治”儿子。孩子4岁
，亲子阅读2年.
北北妈
活跃在各大育儿论坛里的“故事妈妈”，和孩子共同品读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精彩的绘本。认为故事是
孩子最好的思维体操，提倡高质量的陪伴从讲好故事开始。
爱立方专家顾问团
王涛：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 美国儿童发展研究协会会员 《规矩和爱》作者
叶舟：心理学博士、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孙玉梅：著名亲子作家 《再忙也要做个好妈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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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01 让孩子感受爱的力量
《红狐狸和小鸭子》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02 天敌也可以成为朋友
《喵呜》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03 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
《没有耳朵的兔子》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04 努力控制自己的欲望是很了不起的事
《我的朋友好好吃》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05 妈妈永远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我们的妈妈在哪里》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06 必要时，规矩是可以打破的
《图书馆狮子》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07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不是故意的》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08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老人
《圣诞老爸》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09 启蒙孩子的环保意识
《小房子》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10 体会大自然动人的生命情怀
《树真好》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11 吃，其实是件好玩的事
《古利和古拉》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12 让孩子跟动物们一起做个好梦吧
《晚安，大猩猩》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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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故事为什么好
13 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形状游戏》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14 爱惜物品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享用它
《绅士的雨伞》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15 如何释放不良情绪
《是蜗牛开始的》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16 小有小的好处，大有大的烦恼
《好奇的乔治在梦里》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17 本性是很难改变的
《雪地里的脚印》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18 唯有由衷地热爱，才会全力以赴
《鼹鼠的音乐》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19 把“惜爱”的种子放进孩子心中
《切洛努普的狐狸》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20 让孩子学会“等待”
《大熊有个故事要说》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21 说“再见”对孩子的精神意义
《房子，再见》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22 培养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我的猫咪就知道睡觉》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23 心灵的自由胜于一切
《猫太噼哩噗噜在海里》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24 体检就是简单地跟身体打个招呼
《听听身体怎么说》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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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尽情释放孩子的天性
《卢森堡公园的一天》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26 朋友之间要求同存异，互相尊重
《两个好朋友》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27 不要滥用孩子的信任
《怪老头来了》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28 善良终究会战胜邪恶
《六只天鹅》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29 感受从天而降的想象力
《云朵面包》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30 用爱帮助孩子克服入学焦虑
《一口袋的吻》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31 向跨越种族无私大爱致敬
《永远永远爱你》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32 培养孩子尊重他人、友爱待人的品格
《快乐在哪里》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33 消灭“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化“敌”为友
《敌人派》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34 认知数字，学会分享
《一个下雨天》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35 教孩子学会换位思考，尊重生命
《我家有个外星人》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36 感受用生命守护生命的感动
《奶奶的护身符》
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好故事为什么好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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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为孩子讲故事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也得到了年轻一代家长空前的重视。但是，很多家长要么是照
本宣科，照书念，孩子不爱听；要么是把故事讲得干巴巴，道理讲不出来，孩子听不进去。作为一个
两岁多男孩儿的父亲，也为些头疼。可以说，如何才能把故事讲得让孩子听得进去，喜欢听，并在此
基础上能够从中领悟到道理，成为现在家长面临的一个不小的挑战。就象用对方式做对事一样，故事
，只有讲好了才会有用。那么，怎么才能把故事讲好、讲得有用呢？《用故事喂大孩子》是故事达妈
团队——由一群爱孩子、每天认真给孩子讲故事并享受亲子阅读的家长组成——编写的一套五册本丛
书，旨在帮助家长们学会如何来讲好故事。每一册围绕一个大的教养主题，在这个大的主题下又细分
为不同的关键词，再根据这个关键词来选取故事，并对为什么选取这个故事、故事为什么好、如何讲
作了详细的说明，这是他们亲身实践的结晶。手头这本《用故事喂大孩子：培养懂爱会爱的孩子》是
这套丛书的第三册，以培养孩子爱的能力为主题，选取了36个故事为样本。它的第一故事是《红狐狸
和小鸭子》，在看过故事梗概还没有看作者们的讲解之前，我就在想，如果是我，我会如何来给儿子
讲这个故事？我可能会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绘声绘色地形容狐狸、鸭子上，但确实想不出来应该如何让
孩子从这个故事中体味到爱的力量。怎样才能讲好这个故事呢？作者认为，首先要浓缩这个故事的篇
幅，因为原故事太长了，不适合太小的孩子；讲的时候要用一种生动的、口语化的语言为孩子讲述，
把孩子吸引到故事设定的情境中来；讲完之后要和孩子讨论狐狸为什么能够克制自己吃掉鸭子的冲动
，而把小鸭子养大，从而一步一步引导孩子感受爱，体会爱，理解爱，从而激发孩子内心爱的潜能。
事实上，按照编辑最初的目的，这套书应该算是家长们的故事辅导书，在于教会家长们讲哪些故事、
如何讲好故事，从而发挥故事在教育孩子中的最大效用。在我看来，这本书同样也是写给孩子的，每
一册中的故事都是从市面上经典、最受欢迎的故事书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在避免了家长们搜寻好故事
的烦恼，也让孩子们通过一本书就能听到是当下最优秀、最精彩的故事。书，选对了才好读；故事，
讲好了才有用！希望家长们能够通过这本书掌握讲故事的要领，希望孩子们通过书中的故事可以真正
懂得爱、学会爱，从而为自己的“成长和生命注入温暖的色彩和强大的力量”，终身受益！
2、其实，看完这书再看这个书名，实在是O__O&quot;⋯只想说，为毛编辑就不能老老实实的把书名
改成《给孩子讲温情故事》之类的？本来么，实质上就是个给家长们介绍适宜孩子阅读的绘本和故事
的导读推荐。别看这书名里的“培养懂爱会爱的孩子”看着是挺让人不明觉厉的，充其量那也就是个
广告语，跟那个减肥广告里的“永不反弹”似的，做家长的也别太较真了。这年头，认真你就输了。
还有更遗憾的则是，该书或者说是该系列的书里绝大部分收录的绘本、故事，内容适合的只是低幼龄
的孩子，面对的读者的年龄层太小，差不多都只有3-6岁大。而我家的孩子也已经不算是小学低年级生
了。当然，以时下图书市场上销售的绘本种类繁多，做家长的为自己的孩子挑选适合的读物就成了一
个烦恼。买了这本书能预先浏览到那些故事的内容情节，而不仅只于寥寥数语的梗概大纲，再按照自
己的口味按图索骥，的确十分便捷。至于说书里其余的原创内容。做家长的看看就算，完全没必要当
真，甚而是奉为圭旨。不过多看书，能够让孩子【想象力获得了提高，思维也得到了锻炼】。这话倒
是不假的。反正，人的天性就是好奇的，而孩子的天性就是探索。对于懵懂的孩子而言，成长的过程
，就是一个学习接受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规则的过程。当然，你完全可以放纵自己的孩子任性妄为
、无所顾忌，成为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小野兽；也是可以，早早的通过各种故事和过家家之类的小游戏
，潜移默化的让孩子知道限制与界限，知道哪些是能够做的，哪些是不能够做的⋯⋯让他成为一个值
得人爱的人。事实上，书里大多数的故事，与其说是“学会爱与被爱”，倒不如说是“懂得感恩与付
出”来得更恰当。而大抵来说，“会做人，会处事”就是高情商了。所以，感觉这本书里，比如，控
制情绪，不迁怒身边的人的《是蜗牛开始的》；正确的对待朋友的方法，站在对方的立场着想《大熊
有个故事要说》；学会求同存异，即使性格不同也能成为好朋友《两个好朋友》；学会主动交朋友，
有时候敌意只是源自不了解的《敌人派》等等故事，是不是分类错了？和那本《用故事喂大孩子：培
养高情商的孩子》的几个故事调过来就对了。感觉这书里最符合书名的，大概就是那篇《一口袋的吻
》了。虽然故事的主角不是那位‘妈妈’，但是她和主角间的互动，仍令我深受感动。爱，不只是缄
默的付出，还要用语言来诉说——表现出你的爱，让孩子知道，也让孩子知道，怎样表现出他的爱。
说真的，很赞赏作者言及亲子关系的部分，感觉分析得是很到位的。书归正传吧，说回到孩子的问题
，真心让人心力憔悴≥﹏≤孩子还小，没上学要为了她以后上学操心，等孩子大了，又要为了她上学
操心，孩子上学操心她的学业，孩子放假操心她的安全，关键的，现在连校园内的“安全”也令人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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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了——没有错，直白点儿说，就是那个校园暴力事件！只要你仔细观察一下，不管是什么学校，从
来不乏这样的情况，只是轻重的问题。在男生的群体中尤其严重，甚至时常伴有暴力，女生倒是排挤
、侮辱，语言上的冷暴力比较多。以前还感觉都是外国的事儿，和我们国内的学校没什么关系吧；再
后来感觉都是中学生的事儿，和我们小学生没什么关系吧；可到了现在，连幼儿园都不太‘安全’了
。小孩有时候会变得相当的无情和粗暴的，不都说“小孩子是最天真，也是最残忍的”嘛，所以，他
们能任性的从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想到了就干。“欺凌”的话，如果是动手动口，还能去告老师
，让老师做主，可现在的小孩越来越精灵，也更新换代到了更不易为人发现的“冷暴力”了。是的，
就是“被排斥”。问题是，为什么通常会被“欺凌”的，反倒正是那些情况特殊的，更需要别人关爱
的孩子？因为情况特殊，更需要旁人的关爱，反倒成为被奚落被欺凌的对象；因为被被奚落被欺凌，
更需要人的帮助，所以显得情况特殊。大概就是出于人与生俱来的欺软怕硬的劣根性吧。这两者简直
是“鸡生蛋”或是“蛋生鸡”那样的问题，都成了死循环了。人们习惯把大众的、常见的称为常态，
而小众的、大众无法理解的就成了不正常，这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他们不是不正常的，不是错误的
，没错，他们只是跟别人不一样而已。可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是跟别人完全一样的。只是因为不想
要也成为不一样的，所以，面对“欺凌”的时候就袖手旁观，或者也加入进去成为加害者，只能是不
大能理解时下小孩子的思维模式了？书归正传吧，反正，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人另眼相看，更直
白点说就是被歧视。当然，很多的老师家长，在教孩子的时候都说的很好，“不能歧视别人”什么的
。可是你说的再好，可也架不住许多做家长甚至是做老师的，在自己的言行中不自觉的让孩子学会歧
视别人！比如，“XX的学习那么差，你和他做朋友能有个什么出息”“XX看着就不是一个好的，她
的爸爸就是卷了钱跑了，你相信妈妈不会害你”⋯⋯【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书里也关注了
这个问题。那个《没耳朵的兔子》的绘本里，讲的就是这方面的故事。其实，想一想，那些看不起别
人歧视别人的人，他们自己就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时错误的吗？大概，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那么
做“是错的”，但是，这种“知道”，就像大家都知道闯红灯不对，但是下一次看到了没有车子经过
的红灯，依旧会闯一样的毫无意义。光知道没有用，更关键的是要懂得，这是个不可碰触之禁忌。事
实上，这个问题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将心比心”！你可以不喜欢对方，但是你没必要特意表现出来
。更不应该因为感觉对方和你不同，就排斥对方，甚而是攻击对方。当然，一味的付出友爱，不管对
象的情况，肯定也是不对的。付出友爱也是要看对方值不值得的，就像是绘本里那些歧视小兔子的同
类，它们不想要找小兔子玩儿，小兔子也没想再去找它们玩儿了，毕竟，上赶着不是买卖，又何必去
热脸贴那个冷屁股呢？书中每个介绍的故事或者绘本后面的【怎样讲好这个故事】，与其说是导读，
倒不如说是语文科的教学大纲。类似那样框架的东西，对于缺乏想象力与自主能力的父母家长倒是个
福音，反之则不然。话说，这个世上，哪有非黑即白的事儿呢？事情都要辩证的来看，当然故事更是
了。别看这书里，总是在说做家长的不能太主观的对孩子，但书里写的那些对故事的分析什么的，也
没看能有多么的客观了。比如说，就像《大熊有个故事要说》这个绘本，正看的话，是要教孩子们学
会为他人着想，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但是，从反面而言，不也是教了孩子们，原来能够拒绝
朋友的要求，也是一种勇气嘛。就像是《哈利·波特和魔法石》里邓布利多给纳威加10分的理由，—
—能够敢于拒绝自己的朋友，也是一种勇气！也许不理解的人会说你做的不好，但是如果是自己认为
做的对的事儿，那么，就勇敢的去做吧。还有，经典的格林童话《六只天鹅》。书里讲解这个故事的
重点是“善良终会战胜邪恶”，但是，我从小时候第一次看这个故事，直到现在为止，都无法理解，
——明明未竞全功，自己最小的哥哥还有一只臂膀是翅膀，为什么公主先想到的是为自己开口辩驳？
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会一直保持沉默的，让哥哥们替我辩解好了，而我要做的，是去墓地里采集荆
棘（这书里写的是水马齿草，但是我看过的其他版本说的都是荆棘）。直到织好了那只袖子，哥哥全
都恢复了原状，我才会开口。毕竟，让王子们恢复原形的要求里可没有说过，衬衫是只能织一次的
吧(#‵′)凸！PS.【】内摘自原书，非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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