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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内容概要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主要讲述了，孩子的天赋父母不能决定，但父母的教育却能决定孩子这一
生。最好的老师不是在课堂上教孩子读书认字，而是在教孩子如何去面对生活、认识生活、学会生活
。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胜过无数次照搬套路的模仿。 
父母不可能时刻都在孩子身边，父母最终能给孩子什么？做孩子最好的老师，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
成功的品质，独立解决困难，自信面对挑战，远离恶习，主动承担责任，热情地投入生活，友好地看
待他人，这样为孩子铺下一条成功的路，赢在起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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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三宝，笔名：孙和，湖北省嘉鱼县人，现居北京。阅历丰富、知识面广，思想与时俱进、写作手法
独特，近年来以其原名，以及孙和、和月英等多个笔名编写出版各类图书100多部。

Page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书籍目录

第1计  开启孩子的智慧
  豆爸的故事：豆爸的教子经
  父母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注重孩子的智力开发
  智力开发要与严格有序的要求并重
第2计  注重孩子的品质培养
  豆丁的故事：撒谎的孩子
  “德”既能补体，也可补智
  培养孩子诚实、坦率的品格
  为孩子树立一个诚信的榜样
第3计  纠正孩子的依赖心理
  豆丁的故事：豆丁的坏习惯
  不良习惯会让孩子背负终生
  训子千遍不如培养一个好习惯
  注重培养孩子的智慧性习惯
第4计  拒绝孩子不合理的要求
  豆丁的故事：不想吃饭的豆丁
  不要过分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
  要敢于拒绝孩子的不正当要求
第5计  培养孩子生活自理能力
  豆妈的故事：教孩子自己动手
  不要抱怨孩子玩心太重
  不要剥夺了孩子实现自我的机会
  生活自理，是孩子自立的前提
第6计  不为孩子包办一切
  别人的故事：妈妈的好心
  不要替孩子一包到底
  早放手，孩子就能早“成人”
第7计  让孩子学会自己解决难题
  豆丁的故事：聪明的豆丁
  孩子的问题让孩子自己解决
  提高孩子处理问题的能力
第8计  培养孩子的持家能力
  别人的故事：勤快的孩子
  不要责备孩子“帮倒忙”
  有意识地让孩子干一些家务活
第9计  信任你的孩子
  豆丁的故事：豆丁的委屈
  以爱和信任的情感维系亲子关系
  给孩子一点信任的空间
  相信孩子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第10计  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
  别人的故事：难以想象的自信
  孩子的自信心要从小开始培养
  让孩子自信地面对生活
  帮助孩子树立积极的自我形象
第11计  对孩子进行爱心教育

Page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豆丁的故事：豆丁只爱自己
  孩子并不是天生就缺乏爱心
  让孩子明白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关爱
  不要让孩子的爱心枯竭、泯灭
第12计  教育孩子不要自私
  别人的故事：自私的小男孩
  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要先人后己
  让孩子从小学会关心他人
第13计  教孩子懂得礼让
  别人的故事：无理的孩子
  不要磨灭孩子的爱心情感
  让孩子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怀
  教育孩子学会与他人分享
第14计  教孩子礼貌待人
  豆丁的故事：有礼貌的好孩子
  要及时制止孩子讲粗话、脏话
  尊重自己的孩子，给孩子作出榜样
第15计  对孩子进行感恩教育
  别人的故事：一碗馄饨
  让孩子懂得感激他人、关心他人
  让孩子学会帮助和体贴家人
  让孩子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第16计  拓展孩子的视野
  豆妈的故事：带豆丁外出旅游
  不要使孩子的视野局限在小范围内
  为孩子提供丰富知识的机会
第17计  培养孩子的勤奋和耐心
  别人的故事：徐悲鸿学画画
  循循善诱，引导孩子学会勤奋
  帮助孩子克服做事磨蹭的毛病
  用心培养孩子做事的耐心
第18计  教孩子做事不半途而废
  别人的故事：遇难就退的孩子
  教育孩子做事要有恒心
  告诉孩子做事要有始有终
第19计  杜绝孩子的虚荣心
  别人的故事：攀比的后果
  不要让孩子沉湎于对别人的羡慕中
  别让虚荣心迷失了孩子
第20计  教育孩子要健康消费
  别人的故事：妈妈的错
  让孩子拥有健康的消费心理
  告诉孩子节俭是一种美德
  让孩子在理财中养成良好的品格
第21计  教育孩子要珍惜“小钱”
  别人的故事：穷人和富人
  让孩子明白不剩饭的重要性
  告诉孩子打电话要简明扼要
  教孩子懂得节约，杜绝浪费现象

Page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教孩子珍惜“小钱”
第22计  保持孩子的营养均衡
  豆妈的故事：旧愁才去，又添新恼
  要善于控制孩子的饮食
  均衡营养能使孩子受益终生
  一日三餐的科学分配
第23计  让孩子按时就餐
  豆妈的故事：母亲的担心
  吃好早餐，孩子才能够健康成长
  夜间随便加餐容易导致肥胖
  纠正孩子吃饭看电视的坏习惯
第24计  纠正孩子挑食的毛病
  豆丁的故事：“惯”出来的
  偏食会给孩子的健康带来不良影响
  让孩子不再挑食、偏食
  吃甜食过多，会使孩子显得过分肥胖
第25计  教育孩子要讲究个人卫生
  别人的故事：教孩子讲卫生
  干净整洁，能使孩子健康、自信
  让孩子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让孩子有双明亮而有神的眼睛
第26计  控制孩子的情绪
  别人的故事：母亲的诉说
  了解孩子在情绪表达方面的特点
  教育孩子从小就学会控制情绪
  对淘气的孩子在于“顺应”和“引导”
第27计  让孩子多交好朋友
  豆丁的故事：渴望得到友谊
  孤独是人类不健康的情感体验
  创造条件并引导孩子与他人交往
  教孩子正确处理好人际关系
第28计  让孩子多与人沟通
  豆妈的故事：豆妈的懊悔
  让孩子学会交流沟通
  学会倾听是一切沟通的开始
  要学会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第29计  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
  豆丁的故事：不爱看书爱运动
  要善于开发和发现孩子兴趣
  对孩子的兴趣要因势利导
  亲子共读，提高孩子的读书兴趣
  第30计  教孩子学会适当幽默
  豆丁的故事：孩子的幽默
  幽默感能提升孩子的社交能力
  经常给孩子讲幽默故事
  不断丰富孩子的幽默词汇
  第3l计  允许孩子提出质疑
  别人的故事：父母的权威
  正确对待孩子的提问

Page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允许孩子和父母争辩
  要让孩子敢于说“不”
  第32计  给孩子适当的鼓励
  豆妈的故事：赏识的眼光
  要懂得欣赏自己的孩子
  赞赏孩子的每一点进步
  多给孩子一些鼓励
第33计  孩子进行遵纪守法教育
  别人的故事：上行下效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教育孩子要按时上学，杜绝逃学现象
  为孩子树立好的榜样
第34计  告诉孩子要勇于面对挫折
  豆丁的故事：爱跌跤的豆丁
  挫折和困难能够磨炼孩子的意志
  坚强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重要
  提高孩子对付挫折的能力
第35计  帮助孩子学会自我反省
  别人的故事：一大堆歪理
  孩子犯错并不是出于本意
  让孩子正视自己的不足
  让孩子具备接受批评的承受力
第36计  做孩子的良师益友
  豆爸豆妈的故事：良师益友
  以亲情和友谊与孩子相处
  让孩子在温馨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Page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豆爸的故事：豆爸的教子经 说起豆丁的成长，豆爸常对人说：我有三条法则。一是娇生不
能惯养。所以，我从来不迁就孩子。因为我心里想的不是孩子现在可怜不可怜，我想到的是将来。她
将来大部分时间是不在父母身边过的，如果我们大人再为她准备一个“温室”，会使她变得娇弱不堪
，等她成年以后自己独立生活时就会很可怜。 第二个法则是，用爱的责任惩罚孩子。俗话说“吃一堑
，长一智”，世界上的“堑”吃多了，却不一定都长智。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一些孩子们没有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也就没有承担应负的责任。 在生活中。孩子们难免会犯些错误，但有许多父母常常在事
前提醒孩子，事情发生后又总是责骂孩子，并千方百计地去补救。结果是大人操碎了心，磨破了嘴皮
，孩子却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一点感觉也没有，甚至还嫌大人烦。所以，当豆丁做错事的时候，我就必
须让他自作自受吃点苦头，让他自己承担错误的后果，让他吸取教训非常有必要。 第三个法则是，用
爱的意志磨炼豆丁。光说不练，不会成功。做父母的不要一切都替孩子代劳，如果这样的话孩子是长
不大的。成功人士之所以出类拔萃，就是因为他们深知“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要让孩子们知道，喊
出“我能行”的孩子不是在说教中长大的，而是在行动中成长起来的。有些父母嘴上说让孩子锻炼，
可事事都替孩子做，孩子渐渐地产生了依赖性，不愿意面对困难和挫折，自身的潜力也就发挥不出来
。所以，在我们的家庭中，只要孩子们能做的事情，做父母的最好不要插手。孩子喜欢自己动手做事
，哪怕他们做不好也不要去干预。因为在做事的过程中，能够使孩子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豆爸
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自己也曾是父母的独生儿子，小时候也曾被父母娇惯了，也曾让父母十
分头痛。现在豆爸自己也做了大人，并且只有豆丁这一个孩子，豆爸不希望豆丁像自己一样不成器，
所以不再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去娇惯豆丁。尽管豆丁和其他孩子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豆爸认
为这是难以避免的，关键问题是不要过于娇惯孩子，并让其懂得一些做人的道理。 父母要树立正确的
教育观念 在培养孩子的智力方面，父母们应该有正确的观念，才能有效地帮助孩子正常发挥。 一、
“因材施教”，注重孩子智力发育的个体差异 每一个孩子生来都各不相同，孩子的先天禀赋更是不同
，因此，如何对待他们的可接受性也是不同的，要求和方法也应有所区别。绝不可因邻居2岁的孩子
会认字，而自己的孩子不会就急不可待。教育应“因材施教”，及时发现孩子的天赋才能，及时强化
培养，千万不能揠苗助长，恨铁不成钢。正确地教育，尤其对儿童期的孩子来说，一定要根据他们的
具体特点一步一步地尝试着施教。 在正常情况下。智力的发展有一般规律。孩子大体上在同一时期得
到类似水平的发展。不同的孩子之间的发展有快有慢，有早有晚，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参差不齐的。
孩子能具有某种基本能力，是以其神经系统发展到相应程度和相应极限为前提的。如果孩子的器官尚
未发展和不可能发展到某种水平时，他必然在完成某项任务的过程中显示其欠缺，因而不能过于强求
孩子的发展速度和水平。 二、运动能力发展是孩子智力发育的重要方面 孩子运动能力的正常发展，
一方面是检验神经系统发育是否正常的重要指标，也是随之而来的心理发展的重要准备。尽管有的孩
子运动能力发育十分迟缓或因伤残引起运动能力的欠缺，以后仍显示出良好甚至杰出的智慧能力，但
一般而论，运动能力发育拖延对智力发展有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神经——肌肉运动向脑提供的刺
激作用是智力发展的源泉，是启动先天素质或遗传结构的动力因素。 （一）在孩子期，与大脑发育最
相关的是运动能力的发育，如单独坐稳、爬行、站立、行走和抓取物品的动作。1岁半的孩子如果成
人牵着他的手，他可以走上楼梯。2岁左右的孩子学会了双脚原地跳，学会了跑和攀登，并且很少跌
跤。他们的动作虽然仍不够灵活，但是活动的积极性却非常高。看见一个小土堆，他要爬上去，看到
一个小水坑，他要迈过去等；以后，孩子又陆续学会越过小障碍，单独上下楼梯，双脚学小兔向前跳
。到了3岁时，还能学会单脚跳等比较复杂的动作。这些动作的发展。使孩子得到了解放。他们可以
自由地进行活动，大大开阔了视野，扩大了认知范围，促进了心理和智力的发展。 （二）早期孩子的
智力发展，手的运用技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培养孩子用手的精细动作技能是智力发展的首要部分。对
孩子而言，探究物体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锻炼。他们用手抓住一个物体，经过反复地抚摸和把弄，一方
面增进对物体的了解；另一方面锻炼手的灵活性和手指的敏感性。而手的抓握动作是需要运动系统的
良好调节、感官反应和动作协调的良好结合，及其准确地指挥活动，才能精确地完成这种活动。 这种
活动本身不但可以促进大脑的进一步成熟，同时，也标定智力诸如思维的灵活性、敏捷度等特征的发
展。 1岁半以后，孩子逐渐深入地拿着东西做各种动作，他不再只是敲敲打打、扔扔捡捡，他开始把
物体当“工具”来使用。例如，端起碗来喝水，拿小匙吃饭，用小毛巾包娃娃，用积木搭高楼等。2
岁以后，开始学着自己穿脱衣服、系扣子、洗手、用筷子吃饭等。可以说，这是人生开始使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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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这一年龄的孩子在学习使用物体的动作中，有时会出现倒退现象。例如，已经学会熟练使
用匙子，忽然有一段时间不好好用黜子吃饭，而把饭粒弄得到处都是。这时不要怪孩子，这是表面倒
退中的实际前进。原因是孩子对熟悉的动作已失去新鲜感，对新的动作产生了兴趣。他喜欢用手指去
捡细小的东西，故意把饭粒撒在桌上，然后再用手捡起来。孩子刚开始学习一种新动作时，往往是劲
头十足，学会以后，很快又把精力转向别处。 （三）玩具是锻炼手的灵活性的凭借和工具。孩子在玩
各种玩具的过程中，通过触摸感受，促进了其触觉和感知觉的发展；在玩各种操作性的玩具过程中，
促进了其动作的发展；在玩各种智力性的玩具过程中，又促进了孩子智力和创造力的发展等。因此，
选择适宜的玩具是十分重要的。具体地说，适合于12～18个月孩子的玩具是一些能拉着走的玩具和安
装玩具（如盒子中装的积木、能插取的积木、模型模具等）；对18～24个月孩子可增加一些铲子、小
桶等玩沙土的玩具，装水玩具和小的生活器具；到了24～36个月，合适的玩具是为从事模仿性游戏所
需要的各种生活小器具，如医院设施，打针、“药品”等；过家家的玩具，如餐具、炊具、卧具等。
选择多少玩具为宜呢？玩具太多易使孩子养成散漫的个性，以及喜新厌旧和见异思迁的缺点；玩具太
少，又会影响孩子心理的正常发育。大致上，孩子在周岁时以不超过10种玩具为原则，2岁时差不多20
种，3～6岁间，维持在30种以内最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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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是最权威、科学、实用、专业、畅销的教子指南针！ 一名资深教育专家26
载的工作心得，献给普天下殷切教子的父母！ 每位父母都要读！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由孙三
宝著：36招教你读懂孩子，读懂未来！ 著名教育专家、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王一冰，哈佛大学教育学博
士、金太阳教育顾问刘珂，鼎力推荐！ 腾讯儿童频道、新浪读书、凤凰读书、天涯亲子鼎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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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喜欢里面的案例，内容值得学习
2、内容很赞，书的质量也很好，必须推荐给我周边的朋友看！！
3、书是送人的 不过感觉还不错 自己平时也经常看书
4、长见识了，值得去看，学习
5、很是值得一看！！包装业好！
6、学校推荐要买的，老实说内容只是一般，没有看完就送人了。
7、很不错，很鼓舞人
8、书的内容不错，学习了。
9、这是学校推荐的，要写读后感，但我看完，觉得没有想像中好！
10、快递太差经，望改善
11、最权威、科学、实用、专业、畅销的教子指南。一名资深教育专家26载的工作心得，献给普天下
殷切教子的父母。)书籍是人类数百年来无数聪明才智的载体，它记录着人类记几十年的知识教训。随
着社会发展，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书卷也日益繁多。当我面对如排山倒海般袭来的“书山书海”，不禁
会想，我们为什么读书。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为生存，为了考学，拼命的读书
，有人甚至说书籍是生计的敲门砖，有了事业即可不要书。对于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正如培根所
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物理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使人善辩
。”在我看来，读书的目的并不在于为考试，而在读书，若只为考试而读，那变是读死书。我认为，
读书的真正目的应是以下四点： 第一， 读书让人获得知识。这是最浅显的作用。 我们从小到大所读
的教科书目的也大于此。它让获得丰富的知识，获得渊博的学识，也让人们得到学位和工作，这些无
足轻重的“副产品”。这一层的读书只是为了生活和学识。不可否认，知识的获得也是十分重要，毕
竟“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吗？ 第二， 读书让人提高修养。 阅读一本好书，正如同一
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谈话，“他”的语言中无不闪烁智慧的火花，无不传答着高尚的修养，从一本书中
学到的修养，提高的品格，远比在生活磨砺中体会的深刻，体会的彻底。正如林语堂所说的如果读者
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了风味，他在写作中免
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着此间浅移默化的“味”，不正是在读书中体味的素养吗？ 第三， 读书让人
开阔视野。 人生活的范围有限，限制于空间与时间的连锁中，当他只能同身边的交谈，他的认识是肤
浅的，他的学识是简陋的。但当他打开一本书，时间，空间便再不能限制于他，他可以坐在家中看到
世界各地，品味古今中外，他可以体会古战场上“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宏大，可以体会
大草原上“风吹草地牛羊”的生机；可以体会黄昏下“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忧；可以体
会“白日放歌需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欢喜。在书中人可以翱翔于智慧的天空，他的视野也不会
只存在于一省，一市，一县，一国而是整个宇宙整个空间。着也许读书所换来的乐趣吧。 第四， 读
书让人明白事理。 韩愈曾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或？”我想最大的疑虑也莫过于不明事理吧，
读书里的名人，也许刚好可以找到答案，看世界名人的作人处事，从中可以学到许多方法，对于明白
事理，应是非常重要的吧。
12、书还不错 ，虽然一百个孩子一百种教法但是有一点不变，那就是教会孩子怎么做个有善心的人。
能善待自己也能善待他人，能更好的融入这个社会
13、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最权威、科学、实用、专业、畅销的教子指南。一名资深教育专家26载的
工作心得，献给普天下殷切教子的父...
14、这本书刚收到还没有看完，我觉得做父母的必须看一看。
15、质量挺好，囤货用的
16、质量很好，非常喜欢，比较认同书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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