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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辰巳渚，日本亲子教育专家，儿童环境咨询顾问，2000年出版《丢弃的艺术》畅销百万册，成为“过
剩时代新生活哲学”的首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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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整理术》

精彩短评

1、日本人的整理观真是从娃娃抓起的⋯⋯
2、读完part1发现自己拥有很多好习惯。从此书学到的1分类时先避免简单地一分为二。2我需要致力于
优化“放回原处”这个动作的简洁有效性。3孩子的房间是从妈妈向外在世界的过度。
3、日本人写的书就是整洁好看简单易懂。总的体会，生活断舍离，并且讲究因果，整理前要为放回
去做准备
4、非常实用，从小朋友的角度来看整理这件事情，真的是变得简单而有趣多了。

5、#书单#514《亲子整理术》带领孩子一起学整理，原本不难，难在家长能乐意拿起这本书接受思维
改变，能突破舒适区以及自恋心态踏实耐心的接受书里建议。读书过程不禁想起，当初父母在家务上
对我的各种影响，凡事都是最好的安排。以前太顺我也不会走向这个职业道路。接受、珍惜、传递，
正念。是我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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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整理术》

精彩书评

1、自从@萧秋水 老师推荐了几本整理术的书籍作为个人知识管理的入门书籍以后，我很快行动起来
，看了不少关于整理术的书籍，并一直在思考《整理术》和知识管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发现整理术
的确是很好的个人知识管理入门教材。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你能把自己身边的物品
整理的井井有条的时候，如果能把整理物品的原则、技巧嫁接到信息资料的整理上来，自然就成为了
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个人知识管理体系，更何况，几乎所有的整理术都涉及到整理你的文档/信息之类
的内容，——除了这本《亲子整理术》。整理对孩子的意义书中扉页就提及到整理对孩子有多大的意
义，认为整理是人生的基础，能做好整理就能做好一切。学好整理术，能全面提高孩子的：生活能力
：有选择合适物品的判断力，坚持自己事情自己做的独立性，使用物品的统筹力。交际能力：自动自
发的自律能力，制定收纳规则的社会性，表达询问意见的沟通能力。生存能力：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
吸收的思考力，用自己的方式去维护秩序的掌控能力，立即开始行动的执行力用充满创意的整理练习
，即学即用的整理技巧和日常生活秩序化的规则以及自我空间管理的中肯建议，逐步培养孩子喜欢整
理，建立规则意识，走向自我管理的成长期。为什么适合个人知识管理这本书是我打算和孩子一起看
并实践，用来 培养孩子整理自己房间和玩具的书籍，想不到先睹为快之后竟然爱不释手。我看过或在
看的很多关于整理术的书籍比如《整理的艺术》、《让人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超级整理术
》、《人生断舍离》等，几乎大多数书籍都有关于信息整理方面的内容，而感觉反倒是没有这方面内
容的书籍给我在知识管理方面的帮助最大，因为它重点在教你原则和方法，对于具体怎么去整理用什
么去整理的那些因人而异或因国情不同，不好复制的器物层次的东西不多涉及——这样的书，一本是
《断舍离》，另一本则是这本《亲子整理术》。简而言之，因为它是面向孩子的书，所以足够简单初
级，因此更加便于理解，而我在知识管理系统构建过程中，几乎也是白纸一张的小孩子整理从分类开
始对于孩子来说，整理自己的房间，得先从分类开始，先分清楚哪些是玩具，哪些是画书，哪些是自
己的衣服等等，然后才能收纳到合适的地方去。对于个人知识管理领域，同样是先从分类开始，不建
立一个分类有序的知识管理框架体系，你就不知道收集到的信息应该归类到哪里，那么全部堆在一个
文件夹中的后果，当然是密密麻麻你自己用的时候都找不到，甚至根本想不起来收集过这个，那么信
息在自己的电脑上和在互联网上又有什么区别呢？遵守法则，从一而终全书对于整理术的法则，其实
最关键的就归纳了一句话： 当妈妈说“快整理一下”就马上“放回原处”，对孩子来说，越简单明确
的规则越容易理解和遵守。对于知识管理来说，其实也是如此。本书一个简洁的整理公式，套用在个
人知识管理上面，简直妙不可言：整理=放回原位=固定位置+固定量+丢弃同样，个人知识管理=信息
内化知识并归档=信息内化到个人知识体系的合适位置+有针对性的定性计量+果断的屏蔽无用信息收
集归类如何把信息内化到自己个人知识管理体系中去，主要是先建立自己知识管理体系的框架，把自
己所有的知识管理工具，进行统一的分类，设为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对于需要进入系统的信息，先
判断是否有价值，然后规整内化到自己的知识管理体系中去，作为电子化的信息，还可以根据属性的
不同归类到不同文件夹。坚持所有信息，在未进行归类收集之前，都不能叫做知识。内化定量有针对
性的收集到系统中来，并不一定能用得上，还需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我的感觉这一步就是一个高度提
炼总结规律的过程，关于阅读，写出你的感悟，提炼出可以实践的经验则是内化定量的行为，对于碎
片化信息，整理成可以使用的素材则是定性的行为。对于工作中的资料和材料，不仅要收集归纳好，
还要提炼出流程化框架化的东西，才算是内化成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屏蔽无用信息对于没有价值的信
息和资料，要果断的丢弃，特别是对实体的东西，除非需要原件，比如发票、重要签字文件等等，否
则尽可能的电子化然后归档即可。让一切规矩现形遵守法则的基础上，孩子整理房间也有一些规矩，
比如注意剪刀等容易伤害孩子的物品如何放置，比如和小伙伴一起玩完以后一定要孩子自己负责收拾
残局等等。这些规矩如何能落实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它们“现形”。让规矩现形的意思就是让你
的要求变成明确的行动指示。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很危险”，而是“这个东西很锋利，所以要放
到XX地方，不能随便拿”。甚至，一些规矩可以书面的写下来，配上可爱的漫画贴在孩子房间明显的
位置，可以更加容易让孩子理解。对于个人知识管理系统，让你的“规矩”现身则更简单明了——形
成书面的东西。虽然很多隐性知识在没有深刻理解的时候会让人以为是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
积累，而实际上，只要方法得当，很容易形成列表清单或行动指南，当自己把自己的隐性知识显性化
的时候，就是自己的知识管理升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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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整理术》

章节试读

1、《亲子整理术》的笔记-第27页

        这书虽然是给孩子看的，其实大人看也挺有收获的。
书上说训练孩子们整理东西的时候，特征明显的玩具小孩子比较好区分，但是有一些玩具你不知道放
在哪一类，那么这一类难以区分的东西，作者建议小孩子分在“随意箱”里。

前段时间我手机上下载了80多个app，为了便于管理，使页面减少到三页，我很动了一番脑筋。起初我
想按照经常使用的频率分，但这样的问题是，当我偶尔需要用那些不常用的软件时，我会点开好多个
文件，才能找到。由于我下载的比较多，那么找到那个软件要费的时间也挺多。后来我便已功能来分
，我分为社交类、游戏类、工具类、阅读学习类、图片影音类。这样的分法比上面那种好一点，但是
依然有很多App是兼有两种类别的属性。为此我纠结了好几次，并且把他们在几个类别之间换来换去
。后来我干脆把他们划分到其他类别里。这样的做法反而便于问题解决，很快当我使用其他类的app
之后，我找到了正确的分类。这些具有多重特点的东西，你短期不可能区分出他们更倾向于哪种功能
，那么你没有彻底搞清楚之前，为了正确分类而分类就会带来麻烦。

所以这种随意箱的思路，实际上有助于我们解决日常生活很多细节问题，这也许是一种实用生活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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