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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句号不如给孩子问号》

内容概要

《给孩子句号不如给孩子问号》一书中收集果果成长过程中发生的25个日常故事，故事中贯穿了果妈
教练式“四级提问法”：
第一级：信息层提问 包括什么时间、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是什么，有什么表现和收获，需要
什么帮助等等。家长要掌握一个原则：共情。
第二级：问题层提问 提什么样的问题，往往决定了得到什么样的答案。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家长：情
境重现法和关键点法。
第三级：解决层提问 主要是方法论。问孩子有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后果是什么，你希望我做什么，如
果解决不了怎么办？解决了又怎样？引导孩子自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四级：影响层提问 对于孩子已经经历过的事情，引导孩子进行归纳、总结、传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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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句号不如给孩子问号》

作者简介

果妈陈玲玲，一位用心的妈妈，在果果成长的过程中，她记录了大量的生活点滴。做为一位具有教育
学、心理学、管理学背景的白领妈妈，她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塑造孩子的软实力。
果妈陈玲玲，弘成教育集团副总裁，兼任101远程教育网总经理；天津卫视大型职场招聘真人秀《非你
莫属》BOSS团特邀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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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句号不如给孩子问号》

精彩短评

1、昨天听了果妈的课程，很佩服。看来我找到了更加折中的育儿方法，研究一下“虎妈+果妈=？”
2、2014年4月读完，是微博赠书，作者的引导方式非常值得借鉴，只是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做到
3、果妈从日常生活中教育果果的案例着手，对孩子的行为方式做引导教育，不直接告诉孩子应该怎
么去做，而是让孩子自己去理解和感受，最终得到合理的解决方法。这本书真的值得各位家长好好研
读，期待下一部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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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句号不如给孩子问号》

精彩书评

1、用心教育，是父母义不容辞的职责读《给孩子句号，不如给孩子问号》 文/巴奇俊孩子的教育，与
父母的行为影响和语言引导有关。对孩子以潜移默化地引导和教育，通过以身作则，亲身示范来指导
。这是当前社会普遍呼吁并受很多教育人员积极推荐和推广的亲子教育模式。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教育
课堂。3岁以前，是孩子意识启蒙期，孩子对外界的感知，悟性，直觉，源自于父母，家庭的灌输和
影响。3到6岁，是孩子思想独立期，这时候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意见和思路，但尚未成熟，
思想渐渐开始独立。6岁到12岁，便是孩子思想稳定，智力意识全面发展期。这时期的孩子受到来自家
庭，周边坏境，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直接影响着孩子的一生的行为。我很赞同陈玲玲写的《给孩子
句号号，不如给孩子问号》中关于叙述儿童发育的语言敏感期，她总结出儿童在1到1岁半：会使用简
单的字或词表达，能够说明自己的想法。1岁半到2岁：喜欢唱歌、听童谣、看书本、大约24个月时能
使用简单的词语说句子。2岁到3岁：喜欢听人、读书、童话、童诗。有些音节任发布准，但词汇量及
复杂结构的句子掌握程度大大提高。3岁到4岁：能用语言传达抽象的想法，如喜欢、不喜欢。可以讲
简单的故事，喜欢无实意的笑话、发音游戏等。4岁到5岁：会注意字的存在，想了解字意。游戏时会
用语言和伙伴交流、合作。5岁到6岁：喜欢听笑话、听故事、读故事，会运用抽象词汇，对时间概念
掌握十分清楚，年龄、性别、家庭住址等都能准确说出来。会围绕主题讲述，能够用语言描述过去与
未来的事。我们可以根据书中所说的年龄段，借鉴在该年龄段孩子能够所做到的事情，灵活给自己的
孩子做出适时的教育。当然一切以实际出发，在了解孩子的心理和智力发展情况下，加以正确的引导
，让孩子能够在正确的年龄段掌握到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本书以情景式的25个对话故事，生动地讲解
了关于孩子独立与自主、世界观与价值观、好品格与好习惯、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家庭气氛与亲子
关系、课外学习与安全教育等方面的道理。每个故事后面会道出一个浅而易懂的小道理，加上细致化
分析小故事中内容所反映的问题。再给出作者行而有效的指导思路和方法。不由多数，书中便是以提
问法教育孩子，孩子会在对话中学习，在对话中成长。家长在对话中引导孩子，在对话培养孩子心理
和智力发展。家庭永远是孩子的第一教育课堂。作为孩子一出生就注定的第一教师的父母，应该用足
够的时间来教育孩子，孩子的心理和智力发展快慢取决于父母的教育，家庭的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
程中，父母要用心给孩子培养心理和智力，做好义不容辞的教育职责。-------文章皆为原创，转载请
联系说明
2、评《给孩子句号，不如给孩子问号》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言传身教”从来都是一条重要原则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们“言传”的成分要更多一些。对正常的家庭而言，说话是父母和子女交
流沟通的主要方式。但是，你注意过吗，平时你和孩子间的对话，用心思考了吗？进行各种引导教育
了吗？可能大多数家长做的不是很到位，或者有心而无力，没有好的方法和启发。这本《给孩子句号
，不如给孩子问号》，就是果妈自己的提问教育合集，对于怎样通过向孩子提问进行教育，进行了积
极地探索和尝试。果妈陈玲玲是一位用心的妈妈，在果果成长的过程中，记录了大量的生活点滴。她
本人从事教育产业，具有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储备，这让她得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自己与孩子
的关系。在《给孩子句号，不如给孩子问号》一书中，果妈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四级提问法”，即
第一级“信息层提问”，第二级“问题层提问”，第三级“解决层提问”，第四级“影响层提问”。
这就像打怪升级，或者高手修炼功夫，父母从基础的事情做起，有意识地培养自己“高质量提问”，
培养父母和孩子高质量沟通的能力。作者围绕这“四级提问法”，结合大量的生活事例，以场景再现
的方式，对自己的提问进行“复盘”，让家长可以有选择有针对地参考使用。关于内容选择上，作者
从“独立与自主、世界观与价值观、好品格与好习惯、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安全教育”
六个方面安排内容。而这些具体的内容呢，都是再普通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比如：丢了的书包、打羽
毛球从买球拍开始、爱心捐款、孩子做家务、和其他孩子发生纠纷甚至打架、外出旅行等事情，相信
家长们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或者将要经历过。而作者正是从这些孩子成长中的琐事出发，用心琢磨
，用心安排，通过提问的言语技巧，帮助孩子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进而不断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样的内容贴近现实生活，贴近孩子的成长，更容易被家长接受和参考使用。在具体的写作编排上，
按照“事情经过、具体对话、总结分析”的方式进行布局。在每个问题的最后，还制作了简易的图表
流程，帮助读者梳理提问方法，加深记忆和运用。作者自己从事教育产业，处于人才培养、素质培育
的第一线，能接触到大量的现实案例，同时也对教育的理念、素质的理念有比较前沿的认识。她把自
己的这种职业理念融和到了家庭教育中，这种前沿的理念和认识，对我们也有一种启发和借鉴。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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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句号不如给孩子问号》

畅销家教书中曾写到：“教育的最高境界是有心而无痕”。而通过提问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应该是“
无痕”的重要选择。 一个有心的妈妈，将无痕的“言传”融入到孩子日常的点点滴滴中去，在潜移默
化中影响着孩子的成长；一个智慧的妈妈，将自己对生活的领悟悄悄的传递给孩子，让孩子在今后生
活的道路上少走弯路；一个富有爱心的妈妈，把爱的语言无时不刻的传递给孩子，使孩子成长为对社
会、对他人有益的人。孟人梦言原创于2015年12月28日  转载使用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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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句号不如给孩子问号》

章节试读

1、《给孩子句号不如给孩子问号》的笔记-单方面规则，不如双方的五千万契约

        作业要求： 
请根据以下片段，完成【拆书帮便签读书法】练习。 
R——阅读原文片段 
I——用自己的话重述原文片段 
A1——描述自己的相关经验。最好是一个事例/一个故事/一个情境描述。 
A2——以后我怎么应用。最好是一个在短时间内有一定预期效果、有具体场景和步骤的行动计划。

I
千万要协商——尊重对方想法，达成共识。
千万要可执行——有时间、地点、要求、标准、能看明白，记得住，知道怎么去做；少用形容词，多
数词，量词、动词；符合双方的年龄特点和个性特征。
千万要有仪式——签订协议时，形式要完整，态度要端正，气氛要严肃，程序要庄重。给对方留下深
刻印象，引起重视。
千万要有奖惩——协议签署要落实，有奖有罚。
千万要检查——要有督导。

A1
我们的群规指定过程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
我们在5月10日会上，大家一起指定了规则，且共识。
每周至少4次作业，交到豆瓣小组里，需要是以便签读书法形式和点评以及总结形式。我们都是拆书
帮的小伙伴，了解什么是便签读书饭，了解什么是豆瓣小组，知道至少4次是什么意思。
请朝晖很郑重的写了个帖子，并且始终置顶。
如果完成作业要求，则有继续留在小组里做作业的资格，如果没完成则会被退群。
每周会有监督员，汇报作业完成情况。

A2
本周会和拆书帮小喇叭的负责人讨论项目进度，之前一直觉得不敢去谈，觉得会不会要求高，但是只
要尊重了对方的想法的意思，万一对方很想做呢，我都没去，导致人家觉得我不想做呢。。。
所以会和对方根据可执行来具体敲定一下，并且将最终结果用邮件形式抄送所有相关人员，并且设置
奖惩机制，能奖励对方什么（需要是对方想要的，比如来参加一次拆书，惩罚就是如果没完成就不能
参加拆书。检查就是我来操作。

2、《给孩子句号不如给孩子问号》的笔记-给孩子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

        作业要求： 
请根据以下片段，完成【拆书帮便签读书法】练习。 
R——阅读原文片段 
I——用自己的话重述原文片段 
A1——描述自己的相关经验。最好是一个事例/一个故事/一个情境描述。 
A2——以后我怎么应用。最好是一个在短时间内有一定预期效果、有具体场景和步骤的行动计划。 

I
是什么？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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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句号不如给孩子问号》

怎么办？
下次如何做更好?

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从情绪引向解决方案本身是将人从感性情绪层，引向理性思考层。
不过对于孩子这个过程不太容易，所以还是先从情绪入手先解决情绪的问题。

A1
周二一位朋友入职新公司，下午忽然发过来三个字“想喝酒”。于是，问：
发生了什么？
回答说据交接同事说即将面临的是一个混乱团队。
对方为什么会说这些？
可能是团队真的不好，同事好心告诫；可能是同事能力不强，陷入抱怨他人；可能是双方合作不协调
，陷入个人情绪。当然这些都是基于目前得到信息的假设。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假设？
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进行验证到底是哪一种假设。再根据真实情况去想合理的对策。
下次如何做更好？
面对对方一堆信息时，自己先冷静的作为信息暂存起来。进行多种可能性的假设，然后验证观察，眼
见为实。

A2
去各个微信群里去寻找吐槽点，根据这个吐槽点，去用这个四步骤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下次如何做更好?】去作分析。

3、《给孩子句号不如给孩子问号》的笔记-施是一种爱，受是一种美德。

        作业要求： 
请根据以下片段，完成【拆书帮便签读书法】练习。 
R——阅读原文片段 
I——用自己的话重述原文片段 
A1——描述自己的相关经验。最好是一个事例/一个故事/一个情境描述。 
A2——以后我怎么应用。最好是一个在短时间内有一定预期效果、有具体场景和步骤的行动计划。 

I
施和被掠夺有区别，如同受与强加的好意有区别一样，本质区别都是是否为自愿，而这个自愿都是双
方，只要有哪一方不是真心、心安理得的接受，都会好心办了坏事。
在自愿的前提下，施的限制条件是需要自己先是足够的，有余力去照顾其他人，透支了自己，最后对
方也是负担。
受的限制条件是想好礼尚往来的施的下一步，发现自己施不了就不要受。包括接受他人道歉，原谅对
方也是一种施，如果不能原谅就先不要受。拧巴了自己，最终会让对方困惑明明已经，却偏偏还。。
。

A1
施的例子想到的是飞机上提到应急氧气罩，需要先找好自己的，然后再去帮助身边的人。
受的例子想到的是我们常好为人师，对方可能并不想听——非自愿，我尤其会在预设对方需要我帮助
的情况下，这种尤甚，比如和筹备分舵，之前都不问对方的情况，就强说了一个我最近很认同的做法
给对方，而可能并不适用他现在的情况，甚至会因药力太猛而伤了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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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句号不如给孩子问号》

受没能想好下一步施的内容的例子，就是我害怕尴尬，虽然我还在情绪中，但是如果对方主动来示好
，我会假装已经没事了，但是心里还是很伤，而没能说出来就错过了最佳的治愈机会，最后成了奇怪
的病灶，爆发翻小肠那天，对方觉得我简直是不可理喻。

A2
在别人向我提出需求时，我要先衡量一下我现在的精力是否能够给，如果不能，就要很明确说目前不
能做的理由，但是会记下来对方说的话，也会认真思考下一步行动，比如whm提出的经过大家大量讨
论的建议。
接受了付晓的帮助申请，那么我下一步的施是表扬这种行为，期待通过这个带动更多分舵去做协助分
舵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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