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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孩子心理的贴心叮咛》

前言

人类健康既包括身体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只有两者都健康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作为母亲，重视
孩子的身体健康是对的，但是忽略孩子的心理健康却是不妥的。有关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儿童心
理问题的发病率为12％～16％，患有心理疾病的儿童为2％左右。另据调查，32％的中学生存在不同程
度的心理健康问题。一个人要想对社会有所贡献，取得成功，仅有发达的智力是远远不够的，个人的
人格特点和心理特点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美国心理学家追踪研究1500名智力超常儿童，经过30年的
追踪研究之后，发现这1500名超常儿童中有的成了社会名流、专家学者，有的却变得穷困潦倒、流落
街头。对这两类人智力和人格特点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他们结局不同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智力，而在
于人格特点的差异，尤其是在意志品质方面，成就最大的人具有自信、谨慎、有坚持性和胜过别人的
意愿。可见，智力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成就的大小。有些智力平常的人，也能取得惊人的成
就，因为他们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优良的人格。家庭是儿童出生的摇篮，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作
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是儿童心理素质形成的最重要的场所。有些家长可能会想：小孩子天真烂漫，不会
有心理问题。其实，由于受到生物、社会、心理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儿童期就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或
障碍。教育专家指出：学校教育中的应试体制、家庭教育中的过度保护及社会上要钱不要下一代的赚
钱狂潮，构成了中国当代儿童教育的三大危机．或者叫做“三座大山”。每个有良心并且有头脑的中
国人，都会感到“三座大山”的存在。这一番话沉重、深刻，我们的孩子并不是不知道活着的快乐，
他们只因活得太累以致不堪重负，幼小的心灵本应该多体会轻松、愉快、成功，可是他们承受太多的
负担、压力、失败，这是这个好时代的孩子所遭受的最大不幸。所以，父母应该走出重视孩子的身体
健康，而忽视孩子心理健康的误区。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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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呵护孩子心理的贴心叮咛》主要内容：学校教育中的应试体制、家庭教育中的过度保护及社会上要
钱不要下一代的赚钱狂潮，构成了中国当代儿童教育的三大危机．或者叫做“三座大山”。每个有良
心并且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会感到“三座大山”的存在。这一番话沉重、深刻，我们的孩子并不是不
知道活着的快乐，他们只因活得太累以致不堪重负，幼小的心灵本应该多体会轻松、愉快、成功，可
是他们承受太多的负担、压力、失败，这是这个好时代的孩子所遭受的最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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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孩子失败的时候需要的是鼓励
不要总想着让孩子圆自己的梦
谨防网络给孩子带来巨大的伤害
做父母的，不能失信于孩子
自卑会让你的孩子抬不起头来
不要常把自己的孩子与别人比较
追求美丽不是错
别和孩子较劲
孩子面前父母不要吵架
切忌让偷东西的孩子无地自容
“小偷”的帽子不能乱扣
多花点时间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理智地对待孩子提出的问题
一次考试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什么
打孩子不是教育的手法
给孩子一个争辩的权利
听听孩子心里话——让孩子有个倾诉的机会
尊重孩子的隐私
支持孩子与同学的交往
强迫孩子学习特长只能适得其反
有些事情需要和孩子商量
不要忽略孩子的想法
正确地对待孩子的“性”
警惕坏人对孩子的性侵犯
考试成绩不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
盲目增加作业、请家教不可取
不能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好而封杀爱好
过分溺爱只能带来伤害
不能把孩子当做学习的机器
默许孩子的偷盗带来心理变异
否定性的言论不要轻易说出口
避免折断孩子梦想的翅膀
别用冷漠对待孩子
不能随便猜忌孩子
喜怒无常会伤了孩子的心
不能扼杀孩子的爱好
父母不应该嘲讽孩子
不要侮辱孩子的人格
少些唠叨
别让你的不良情绪影响到孩子
恐吓威胁孩子是愚蠢的做法
孩子的心理疲劳不容忽视
不可漠视孩子的情绪宣泄
家庭“硝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谨防孩子患上孤僻症
减小父母离异给孩子造成的创伤
莫让焦虑折磨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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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悲观情绪缠绕孩子
大可不必过分强调社会阴暗面
不应与孩子过分亲密
理性地对待孩子的坏习惯
学会向孩子道歉
正确对待孩子的逃学
“好强”教育只会害了孩子的一生
自私会害了孩子
忽视另一半影响孩子心理健康
物质并不能代表关爱
无法承受荣誉之重
过分重视孩子细微的缺陷是一种错误
让孩子正视生理弱点
别放任让孩子“玩物丧志”
同学面前应给孩子面子
别指责孩子窝囊
不要阻止孩子看课外书
恰当地处理好孩子的早恋
父母的虚荣心会毁了孩子
防止孩子养成怯弱的性格
在孩子面前父母应统一做法
处理好孩子的任性
不要说孩子“笨”
别永远用命令的口气对孩子说话
提防嫉妒之火烧伤了孩子
父母要比孩子坚强
不可做孩子的坏榜样
别让孩子变得很冷漠
提防孩子被抑郁感染
小心虚荣心害了孩子
莫让孩子产生自负心理
别让孩子活在恐惧当中
别让孩子学会攀比
让孩子在“明星”面前理智些
父母的言行不一会影响到孩子
多发现孩子的优点
品德教育不可忽视
教孩子别说谎
让孩子远离自闭
小心狂躁找上孩子
让孩子告别紧张
别让脆弱击倒你的孩子
小心孩子患上人格障碍
要耐心化解孩子的逆反心理
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要给孩子玩的时间
尊重孩子的爱好
注意隔代教养带来的问题
不要说你的孩子是胆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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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孩子少一点批评
多赞美孩子的爱心和善良
正确对待孩子的浮躁
别让孩子变得心胸狭窄
警惕孩子的自虐行为
文摘
“星星，你看爸爸帮你买了一套小百科，内容很不错！快来看⋯⋯”电视里的金刚战士和大坏蛋正打
得难分难解，星星根本没听到爸爸的话。
两分钟之后，爸爸从书房出来，“啪！”的一声把电视关了。星星都快急疯了，本来他想冲到前面去
打开电视，可是他一抬头看到爸爸那张脸，他就知道大事不妙了。“爸爸专程跑到出版社去帮你买了
一套小百科，大老远扛回来，你连看都不看，就会看卡通，卡通有什么好看的？看卡通以后考试会
考100分吗？”爸爸也快气疯了，他接着又说：“爸爸小时候都没这些书，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
希望你将来比我强，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这可是你老爸追求了多年而没实现的愿望啊。要不是当年
家里穷，我也不至于连大学都没上，你看你现在的条件多好啊，你却不知道珍惜。”唉！爸爸又开始
唉声叹气了。
爸爸为什么老是说要我比他强？如果我比他强，是不是换我当爸爸呢？为什么要考重点大学啊？星星
有些困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从爸爸说话的语气和表情就知道爸爸在生气。
以前爸爸一生气，星星就很害怕，现在看多了就不怎么怕了。可是，他很不喜欢爸爸常买一些他看不
懂或是他觉得不好看的书。因为爸爸只陪他看一会儿，就叫他自己看，他实在不明白那些书有什么好
看的，还不如金刚战士精彩呢。如果不看，爸爸就会生气，所以就只好偶尔去翻一翻，让爸爸高兴一
下。
父母对子女一定有所期待，而“孩子，我要你将来比我强”、“考上重点大学”则是最常见的期待。
可能父母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可是已无力改变，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这似乎是自古以来的
宿命，几乎每个父母都对自己的孩子抱有过高的期望和过于美好的想象。他们期望孩子有天赋、聪明
、什么都比别人好，最好还是位神童。如果父母没有进名牌大学，希望孩子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如果
父母运动不好，希望孩子成为奥运健将；父母连琴键都不会摸，却希望孩子是另一个肖邦。
研究表明，若父母为了孩子能超过自己，让孩子去圆自己的梦而给孩子的压力太大太早的话，会造成
以下不良影响：
1.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太高，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有的孩子会拼命地遵照父母的要求去做
。期待愈来愈高，孩子只有愈来愈辛苦了；另一种孩子，不管怎么努力都达不到父母的要求，干脆放
弃算了，最后和父母的期待相去甚远。当然，亲子间的良好关系就很难维持了；还有一种孩子，其实
他可以做得到，但是因为父母的态度令他产生反感，他会为反对而反对，故意不按父母期待的方向去
走⋯⋯
2.这种提高不会是永久性的，即使开始时能超过其他孩子，但当其他孩子也开始学习时，优势就会消
失。即使是短期内在某一方面较有成就，但是，他们的思维、逻辑、推理落后于其他孩子，因为他们
是被动的，对学习没有激情，所以效果不会很好。
3.这类孩子因受大人支配太多，指责太多，所以自我激励感很弱，创造性和想象力受到压抑，好奇心
也受到阻碍，很难发现自我价值。他们因早期受压太大，承受较多挫折，因此自信心与自觉性也受到
打击。这种孩子只是父母的影子。他们认为，父母要我做的事是重要的，而自己要做的事是不重要的
。
序言
人类健康既包括身体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只有两者都健康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作为母亲，重视
孩子的身体健康是对的，但是忽略孩子的心理健康却是不妥的。有关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儿童心
理问题的发病率为12%～16%，患有心理疾病的儿童为2%左右。另据调查，32%的中学生存在不同程
度的心理健康问题。
一个人要想对社会有所贡献，取得成功，仅有发达的智力是远远不够的，个人的人格特点和心理特点
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美国心理学家追踪研究1500名智力超常儿童，经过30年的追踪研究之后，发现
这1500名超常儿童中有的成了社会名流、专家学者，有的却变得穷困潦倒、流落街头。对这两类人智
力和人格特点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他们结局不同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智力，而在于人格特点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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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意志品质方面，成就最大的人具有自信、谨慎、有坚持性和胜过别人的意愿。可见，智力的
高低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成就的大小。有些智力平常的人，也能取得惊人的成就，因为他们有着坚
强的意志和优良的人格。
家庭是儿童出生的摇篮，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是儿童心理素质形成的最重
要的场所。有些家长可能会想：小孩子天真烂漫，不会有心理问题。其实，由于受到生物、社会、心
理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儿童期就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或障碍。
教育专家指出：学校教育中的应试体制、家庭教育中的过度保护及社会上要钱不要下一代的赚钱狂潮
，构成了中国当代儿童教育的三大危机．或者叫做“三座大山”。每个有良心并且有头脑的中国人，
都会感到“三座大山”的存在。这一番话沉重、深刻，我们的孩子并不是不知道活着的快乐，他们只
因活得太累以致不堪重负，幼小的心灵本应该多体会轻松、愉快、成功，可是他们承受太多的负担、
压力、失败，这是这个好时代的孩子所遭受的最大不幸。
所以，父母应该走出重视孩子的身体健康，而忽视孩子心理健康的误区。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已经刻
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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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星星，你看爸爸帮你买了一套小百科，内容很不错！快来看⋯⋯”电视里的金刚战士和大坏蛋正打
得难分难解，星星根本没听到爸爸的话。两分钟之后，爸爸从书房出来，“啪！”的一声把电视关了
。星星都快急疯了，本来他想冲到前面去打开电视，可是他一抬头看到爸爸那张脸，他就知道大事不
妙了。“爸爸专程跑到出版社去帮你买了一套小百科，大老远扛回来，你连看都不看，就会看卡通，
卡通有什么好看的？看卡通以后考试会考100分吗？”爸爸也快气疯了，他接着又说：“爸爸小时候都
没这些书，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希望你将来比我强，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这可是你老爸追求
了多年而没实现的愿望啊。要不是当年家里穷，我也不至于连大学都没上，你看你现在的条件多好啊
，你却不知道珍惜。”唉！爸爸又开始唉声叹气了。爸爸为什么老是说要我比他强？如果我比他强，
是不是换我当爸爸呢？为什么要考重点大学啊？星星有些困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从爸爸说话的
语气和表情就知道爸爸在生气。以前爸爸一生气，星星就很害怕，现在看多了就不怎么怕了。可是，
他很不喜欢爸爸常买一些他看不懂或是他觉得不好看的书。因为爸爸只陪他看一会儿，就叫他自己看
，他实在不明白那些书有什么好看的，还不如金刚战士精彩呢。如果不看，爸爸就会生气，所以就只
好偶尔去翻一翻，让爸爸高兴一下。父母对子女一定有所期待，而“孩子，我要你将来比我强”、“
考上重点大学”则是最常见的期待。可能父母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可是已无力改变，只好把希望寄
托在孩子身上。这似乎是自古以来的宿命，几乎每个父母都对自己的孩子抱有过高的期望和过于美好
的想象。他们期望孩子有天赋、聪明、什么都比别人好，最好还是位神童。如果父母没有进名牌大学
，希望孩子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如果父母运动不好，希望孩子成为奥运健将；父母连琴键都不会摸，
却希望孩子是另一个肖邦。研究表明，若父母为了孩子能超过自己，让孩子去圆自己的梦而给孩子的
压力太大太早的话，会造成以下不良影响：1.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太高，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压
力，有的孩子会拼命地遵照父母的要求去做。期待愈来愈高，孩子只有愈来愈辛苦了；另一种孩子，
不管怎么努力都达不到父母的要求，干脆放弃算了，最后和父母的期待相去甚远。当然，亲子间的良
好关系就很难维持了；还有一种孩子，其实他可以做得到，但是因为父母的态度令他产生反感，他会
为反对而反对，故意不按父母期待的方向去走⋯⋯2.这种提高不会是永久性的，即使开始时能超过其
他孩子，但当其他孩子也开始学习时，优势就会消失。即使是短期内在某一方面较有成就，但是，他
们的思维、逻辑、推理落后于其他孩子，因为他们是被动的，对学习没有激情，所以效果不会很好
。3.这类孩子因受大人支配太多，指责太多，所以自我激励感很弱，创造性和想象力受到压抑，好奇
心也受到阻碍，很难发现自我价值。他们因早期受压太大，承受较多挫折，因此自信心与自觉性也受
到打击。这种孩子只是父母的影子。他们认为，父母要我做的事是重要的，而自己要做的事是不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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