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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妈妈这样教自立》

前言

成为“教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也许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总会不停地担心或是不断地后悔：“那
个时候要是没那么做的话”，“这个时候如果这么做的话”⋯⋯不过没关系。你是在为培养你的孩子
而努力。如果感觉没有自信的话，那是因为你背上了不需要背负的包袱。现在就清理一下任务，开始
变身为孩子的教练吧！所谓教练，就是为了使对方的能力得到发挥而创造机会并予以提示的人。举例
来说，如果是跑步选手的教练的话，那就要准备好易于跑步的环境，首先让选手自己就想跑：激起他
们的干劲，让他们“想跑得更远，想跑得更快”，要给他们提示，让他们思考怎么做才好。也就是说
，让对方注意到自己“现在”的状况，自己去想为了“今后”变得更好能做些什么，自己推动自己去
行动，这就是教练的工作——训练。因为这是能有效地激发每一个人的独特才能的方法，所以即使在
体育界和商界中也是通用的。把这种训练应用于儿童教育上，就是我提倡的“心灵沟通”（heart full
communication）。在心灵沟通中，我提议父母要做孩子人生中第一个教练。目标就是使孩子幸福地自
立。充分地去爱，好好地放手我是人才开发方面的顾问。我知道只需活用训练方法、给予适当的机会
，人就可以发挥巨大的能量。这点我已经不知见证过多少次了。另外，我也从自己教的孩子们身上学
到了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拥有令生命闪耀出自己独特光辉的力量。刚出生的婴
儿看似什么也不会，但是，没人教他们也慢慢学会了翻身、伸手拿吃的、说话。就像花的种子，只要
注意给它水和阳光最终就能开花，只要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孩子就能发挥出其与生俱来的天赋，展
现自己独特的才能。为了创造这个环境，作为父母的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这么想的时候，在我的心中
“训练”和“培养”孩子就自然而然地联结起来了。于是我产生了“充分地去爱，好好地放手”这个
想法，这也可以说是心灵沟通的关键。孩子是不可替代的宝贝。为了守护什么都不会的婴儿，父母会
尽一切可能好好照顾他们。但是，如果任何时候都无微不至地照顾的话，也许孩子与生俱来的能力还
没来得及发挥他们就长大了吧？所以我为了照顾好我心爱的女儿，同时为了避免上述可能，决心在给
女儿“充分的爱”的同时“好好地放手”，把女儿的人生交给女儿自己。放手并不是放任。“放任”
的背后是对孩子的不关心，但是“好好地放手”背后总有悉心注视着孩子成长的父母。确定“好好地
放手”的范围父母代替“不会做”的孩子去做叫“帮助”，而父母“好好地放手”，让孩子变得“会
做”叫“支持”。如果说那种紧紧包起来的守护着的爱是“帮助”的话，那么站在孩子身旁给予支援
的爱就是“支持”。教练的基本任务就是支持。当一直“帮助”孩子的父母转而开始“支持”孩子的
时候，就是父母开始作为教练的时刻。父母作为教练的任务是给孩子机会和提示，支持孩子自立，让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把与生俱来的独特能力发挥出来。其实不只是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有“想变得更
好”的愿望。如果给孩子体验各种各样事物的机会的话，他们就能把那种干劲落实到行动中去。“好
好地放手”就意味着给他们这个“机会”。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放手“什么”。让孩子体验什么不体验
什么，体验到何种程度，这个范围父母要慎重决定。这个范围是父母的价值观的体现，即“想让孩子
成为这样的人”，孩子需要学会做什么。父母可以在家里讨论一下想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培养孩子。超
出这个范围的行为是禁止的。比如“珍视生命”是这个范围内一个很大的要素。禁止孩子突然跑到马
路上等危险行为自不必说，对其伤害自己及周围人的行为也要制止，反复告诉他理由，最终让孩子明
白父母的这个范围。但是，决定这个范围并不是为了圈住、支配孩子，而是为了给孩子发挥自己能力
的机会。所以，只要孩子的行为在这个范围之内，父母就要尽量少指手画脚，要让孩子自由行动。这
样孩子就可以通过接触很多的事物而学到各种各样的东西，而这些光靠父母教是远远不够的。提高孩
子的自我肯定感自由地行动和天马行空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不是一回事。只有在与周围的融洽的关
系下展示自己的特色，人才能享受自由。这就需要提高孩子的“自我肯定感”。所谓自我肯定感，就
是“喜欢自己”，认可自我存在的感觉。这是人活出自我的力量源泉，也是和生命直接相连的情感。
自我肯定感高的孩子因为对自己很满意，所以不会受到周围过多的影响。即使遇到什么问题，也不会
否定自我，而是会通过行动来跨越障碍。所以，如果父母作为教练给了孩子自由行动的机会的话，那
么下一步还要给孩子提示，让其提高自我肯定感，从而能活用这个机会。这提示就是“爱”、“责任
”、“助人为乐”这3个价值观。首先是“爱”。被父母深深爱着的孩子，会喜欢自己，重视自己。
这是自我肯定感的开始。所谓“责任”，就是接受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学习了责任之后，那些
将“不会”变成“会”的孩子，就得到了自我肯定感。得到了自我肯定感的孩子，会积极地与外界接
触。把“想变得更好”的干劲不仅用在自己身上，也在与他人的接触中发挥出来。这时如果教给他“
助人为乐”的话，就能助推他这种意愿了。自立的人会重视自己，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够承担，并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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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妈妈这样教自立》

与周围建立和谐的关系。也就是说，父母作为教练给予3个提示，提高孩子的自我肯定感，本身就是
帮助孩子自立。孩子长大了之后，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就会变少。孩子离开父母自立的过程，同时
也是父母离开孩子自立的过程。本书的由来以上这些我的想法，是1995年左右以“心灵沟通”这一概
念提出的。这个概念，从我的研究会、学校及地方演讲会等一点一点扩展，最终变成了《孩子心灵的
训练》这本书。而且值得庆幸的是，它得到很多儿童教育界相关人士的喜爱。而这次出版的这本书提
出了如何在生活中进行孩子的心灵训练的一些具体建议。这本书中，将儿童教育中经常出现的“为难
”的事例做成了40组漫画，再添加上我的评论。每一种情况都是以我在传达“心灵沟通”理念的现场
遇到的事例为基础的。第1~3章详细说明了作为孩子的心灵教练的姿态和想向孩子传达的3种价值观及
礼仪。第4~6章从“看”、“听”、“传达”的观点来阐明如何对孩子进行训练。位于最后的第7章是
给手拿本书，认真致力于儿童教育的你一些帮助信息。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解说都不能直接提供解
决你烦恼的“答案”，只是提供给你克服困难的小提示或是解决问题的可选方法之一而已。决定“答
案”的是你自己。怎样活用提示，就全看你——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个教练了。衷心地希望本书能够启
发你的人生，让它变得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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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妈妈这样教自立》

内容概要

《日本妈妈这样教自立》内容简介：秉持“自立教育”的日本父母认为：孩子是小花也是大树，成长
过程中需要阳光、雨露，更需要在风雨中历练。《日本妈妈这样教自立》就通过40多幅可爱的漫画，
帮父母们比对不同教养方式所衍生的差异，更直观地体验如何从“帮”孩子转变为“支持”孩子。40
个日式教养规范，让孩子从生活点滴学会珍视自己、承担责任，在历练中成长。
你最头痛的问题，日本妈妈这样做：教养规范1：与其“帮助”孩子，不如“支持”孩子；教养规范2
：要让孩子自己思考，父母不要“控制”他；教养规范3：爱孩子“本来的样子”；教养规范4：不以
自己的经验，取代孩子的感受；教养规范5：在不娇惯的基础上让孩子撒娇；教养规范6：在说话之前
，先看看孩子在干什么；教养规范7：不要发火，要把生气的实质传达到；教养规范8：定个让家人都
能愉快生活的规则；教养规范9：你能够引导出自己的“父母能量”；教养规范10：父母幸福了，孩子
才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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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菅原裕子，日本人气最旺的亲子教育专家，亲子作品长居亚马逊排行榜榜首。
　　菅原裕子在亲子教育方面有独特的理解，针对“少子化时代”父母的教养难题，提供给家长多种
教养方法，被日本父母奉为教子严规。
　　1995年以来，她为家长们启动协助孩子提高生存能力的爱心工程“心灵教练”项目，热心参与日
本各地的学校、全国家长会等举办的演讲，备受家长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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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妈妈这样教自立》

书籍目录

序 言 成为“教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第1章 父母是支持孩子的教练
CSAE1 还是个孩子，父母伸手帮一下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从“帮助”孩子的父母转变为“支持”孩子的父母
CSAE2 明知不该说，可还是因为担心不小心说出口了，郁闷 ！
 “注意到”是训练的第一步
CSAE3 本应放手让孩子去做的，可还是帮了
 没关系，“会”的能力不会打折
CSAE4 孩子应自己做的事情撒娇让父母做时怎么办？
 在不娇惯的基础上允许他撒娇
随笔 1 女儿眼中的我
第２章要教给孩子３种能力
CSAE5 我们家孩子干什么都不行，结果他抑郁了
 爱传达到了，就能培养孩子的自我肯定感
CSAE6 本来是想鼓励孩子的，怎么还起了反作用了
 你是爱着孩子“本来的样子”吗？
CSAE7 想对每一天的催促说再见
 重视“现在”就是爱孩子
CSAE8 说多少遍她都不去练习弹钢琴，真愁人呀 ！
 孩子的问题交给孩子自己
CSAE9 孩子的问题没能解决时的应对办法
 要让孩子好好地面对“苦涩的结果”
CSAE10 经历了“苦涩的结果”，却完全不长记性
 要认清问题是孩子的，还是父母的
CSAE11 听说“多夸奖有助于孩子的培养”，可是⋯⋯
 用I
Message教给孩子“助人为乐”
CSAE12 都已经9岁了，可从来不知道帮我忙
不是让他做，而是让他协助大人做
随笔２ 关于学习
第３章教育孩子不是为了父母
CSAE13 孩子晚上不睡觉真愁人。本想让他9点就睡的⋯⋯
 “教养”究竟是为了谁？
CSAE14 在公交车上大声吵闹，说他多少遍都不听 ！
要让他思考，而不是控制住他
CSAE15 孩子沉迷于游戏，要是不管他他就一直玩儿
定一个让家人都能愉快生活的规则
CSAE16 孩子不能遵守规则的时候该如何应对？
规矩不需要有人监视着
随笔３关于钱
第４章交流从“看”开始
CSAE17 一叫他干点儿什么立刻就不高兴，真是管不了
 在说话之前先看看孩子在干什么
CSAE18 儿子胆小怕事，女儿却很大胆，这是为什么呢？
好好观察就能了解孩子的脾气
CSAE19 不能好好说“对不起”的孩子不是好孩子吧？
要看其全部的表现，而不只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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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妈妈这样教自立》

CSAE20 “衣服脱了就要放进洗衣筐里”，说多少遍你才会听？
要聚焦到他“会做的事”上
CSAE21 女儿的屋子总是乱七八糟的，真是受不了
找到双方的“恰到好处”
CSAE22 越着急的时候她越慢，简直是在讽刺我的样子
要看透孩子态度中隐藏的正面意图
CSAE23 兄弟姐妹间的争吵如同家常便饭，父母该怎么做？
不需要“裁判的目光”
随笔4 蜥蜴的战争
第5章 “听”孩子说就是爱孩子
CSAE24 想听听他在学校的事，他却什么都不跟我说
 听孩子自己想传达的事
CSAE25 好友之间突然“反目成仇”，孩子很受打击
 倾听语言中深藏的“心”
CSAE26 我们家孩子总是撒谎糊弄人
 调整问的方式，让孩子不需要撒谎
CSAE27 如果孩子哭着说“不想再练了”，该怎么问呢？
 要沉住气问
CSAE28 想帮助受伤的孩子！
 不要抢孩子的话，应该听他说到底
CSAE29 孩子看上去有心事，我该怎么问才好呢？
 通过“问”，理顺孩子混乱的心
随笔5 “哎呀”
第6章 “传达”真正想要传达的事情
CSAE30 夸她“练得越来越好”却适得其反，这是怎么回事？
 在传达之前先留出“间隔”
CSAE31 对晚归的孩子忍不住就发脾气了
 不要发火，要把生气的实质传达到
CSAE32 孩子一有想要的东西就打滚哭喊
 轻轻地告诉孩子任性是不好的
CSAE33 两岁的孩子见什么都咬，真是拿他没办法了
对想象力还不成熟的孩子，要把事实直接告诉他
CSAE34 虽然决定早上不再叫他起床，但他自己起不来呀 ！
 要绞尽脑汁让他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CSAE35 儿子想学芭蕾，可我想让他学男孩子该学的东西
 把父母的希望作为选择项之一告诉他
CSAE36 孩子自己做不了决定，总是问我
 询问并了解孩子的困惑
随笔6 “像你爸爸真好”
第7章 父母自身幸福的话就没问题
CSAE37 有没有能治我这种“没用的父母”的良药呀？
 你能够引导出自己的能力
CSAE38 自我介绍变成自己孩子的介绍
 了解本来的自己，磨炼自己
CSAE39 5年后、10年后，你在做什么？
为了成为心中理想的自己所能做的事
CSAE40 能不受自己父母的影响吗？
 “会”的能力能够改变周围
结束语走出自己的“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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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父母是支持孩子的教练CASE1 从“帮助”孩子的父母转变为“支持”孩子的父母做出了自己想
要的城堡，麻美的母亲看起来很得意，然而关键人物麻美在中途放弃了堆城堡。堆好的漂亮城堡与其
说是麻美的，不如说是妈妈的。这位母亲其实完全没有打算夺走麻美的干劲，只是为了让孩子做出漂
亮的城堡而尽全力帮她，但结果孩子反而丧失了干劲，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位母亲认为麻美是
一个“我要是不帮她她就做不好”的孩子。实际上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过于疼爱孩子而造成的一个很大
的误解。做父母的很容易把孩子一直当作昨天那个“不会”的小孩，进行积极地保护，认为干涉等于
帮助。但是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惊人的。他们昨天还不会的事情，今天可能就会了。父母认为做起来太
鲁莽的事情他们也会一往无前地去挑战，将自己“会的”范围不断扩大。如果父母不论到何时都把儿
女当作“不会”的孩子来对待，一个劲儿地帮他，结果会怎样呢？受到父母保护的孩子，也许就一直
“不会”，不去挑战不会做的事情了。自己“会”的能力得不到施展，孩子就无法自立，就会一直依
附于别人而生存。为了帮助孩子自立，父母要结合孩子的成长状况，从积极保护、干涉的角色转变为
在一旁注视着孩子、支持孩子的角色，这是非常重要的。孩子到了1岁半左右的时候，就会表现出什
么都想自己做的倾向。那就是父母应转变成支持角色的信号。孩子想做的事情就尽可能放手让孩子去
做，从而培养孩子“会”的能力。不要指使孩子，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应该静静地注
视着孩子，让他们尽情地去体验成功和失败。对父母来说，重要的是看法的转变。要从“眼里只看到
孩子不会的地方”转换为“认可孩子会的地方”。这样一来，等待孩子成长就会变得比以前更轻松。
让我们把歪歪扭扭的“沙子城堡”也看成是孩子“会”的能力的结晶吧！CASE2 “注意到”是训练的
第一步这位母亲不断命令自己“不能帮他，不能命令他”，但还是没有抑制住涌上来的帮助孩子的想
法，然后就郁闷了。脑子里明明知道成为支持角色的重要性，却总是无法落实到行动上。继而只好责
备自己。不过，脑子里想到的东西未必立刻就能实行。明知道却没法做的情况是常有的。这时候请不
要责备自己。转换一下看法，把事情当作“还有另一个选择项”接受下来。也就是说，不是“不能多
管闲事”，而是“不多管闲事也可以”。这个例子中小强的母亲注意到了与其帮孩子令其厌烦，不如
在一旁注视着更好。虽然她注意到了这一点，可还是不小心多说了一句话。不过没关系，注意到了就
好。注意到是训练的第一步。只要注意到了，就能考虑今后该怎么做才好了。不过，为什么有那么多
的父母明明是想只默默支持孩子的，可最终还是去帮了呢？这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做作业会被老师骂
，怪可怜的”，或是“学习跟不上可不得了”，等等。他们是“为了孩子”才这么做的。那么，这种
想法真的就是“为了孩子”吗？想帮孩子其实是为了让自己安心吧！作为孩子来说，错过了一次战胜
“不被催就不做作业的昨天的自己”的机会。着急的父母扼杀了孩子主动去做的能力。父母如果注意
到了支持比帮助更重要，那就考虑“如何做才能支持”吧！比如，为了让孩子能自发地去做作业，父
母可以想想要是换成自己的话会怎么做？然后，让我们姑且从比较容易做的事开始试试。即使一开始
用的是很笨拙的方法，随着不断地重复，就会变得得心应手了。那时孩子会有显著的变化，而且也会
让父母有了“能够支持他”的感觉。引导出孩子“会”的能力，本身也是引导出父母自身的“会”的
能力。CASE3 没关系，“会的能力”不会打折孩子上小学后，离开父母的时间就变多了。“能否适应
与以往不一样的生活”“能否与新认识的朋友及老师和睦相处”等很多问题就会浮现在父母的脑海中
。但是，如果父母从孩子小时候开始就转成支持的角色，引导出孩子“会”的能力的话，那就不需要
担心了。即使遇到什么问题，父母和孩子根据经验也都知道这是可以解决的。孩子从根本上是想自己
去做自己的事的。“会”的能力觉醒的孩子会越发展现出其干劲，所以父母也应该结合新情况，不断
放手，让孩子接触一些新事物，让孩子“会”的能力得到施展。像美玲的母亲这样，把选衣服的事情
交给孩子自己去做就是其中一种做法。当然，孩子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选得那么协调那么完美，令人目
瞪口呆的造型也是常有的。有些父母心情好的时候会一边苦笑着说“就这样吧”，一边把孩子送出门
；当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一想到“别人会以为是我把他打扮成这样的”就会变得沉不住气，继而手
忙脚乱地给孩子换衣服。一直支持得好好的，突然有一次没法支持了，父母也许会感到以前的努力都
像化成了水泡一样，但其实绝不是那样的。即使在支持的间歇父母帮助了孩子，但他们之前含辛茹苦
培养起来的孩子“会”的能力是不会缩水的。就像游泳一样，即使在游的途中累了，脚着地休息一会
儿，若调整好呼吸的话，还能继续游下去的。父母应该把这样的帮助看做是为了“调整呼吸”而需要
的小休息。只要自己认识到帮助了孩子就没关系。还可以向下一个支持“游”去。如果父母以别人眼
中完美无瑕的教练作为目标，那每帮助孩子一次都会给自己减分，也会慢慢丧失自信。就像支持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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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样，对自己也不要总是“责备自己不会的地方”，而应该试着着眼于“认可自己会的地方”
。CASE6 你是爱着孩子“本来的样子”吗？你最近一次对孩子说“加油”是什么时候？孩子听了后是
什么反应？“加油”这个词乍一看是肯定的意思，其实未必都是如此。如果孩子看上去真的很高兴的
话，那就是你的“加油”传达了正面的信息。但是，如果是像正美一样积极性受到了打击的话，妈妈
的“加油”就成了“再多下点儿工夫”这样的命令，也就成了孩子的压力了。这个不同在于，你是否
爱着孩子“本来的样子”。自己“本来的样子”得到认可的孩子，会把父母的鼓励看做是对真实的自
己的鼓励，能坦然地接受并将它转变成能量。然而，如果被父母指责“没做好”，接收到的信息是“
自己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孩子就会很不安，觉得父母爱的并不是自己，而是父母心中那个“理想的
孩子”。即使父母是因为爱才期待才鼓励的，但对孩子来说，只能让他们感到“现在你这个样子是不
行的。你要多努力变成我喜欢的孩子”。正美看上去自豪地向妈妈展示其试卷，是因为她认为85分“
考得不错”。然而想让孩子得满分的妈妈眼中却只有“不是满分”的试卷。不管妈妈以多么明朗的态
度说“加油”，对于自己认为“考得不错”却没有得到认可的正美来说，只会觉得这是指责自己与父
母心中“理想的好孩子”之间还有差距。只要父母还在追寻那个幻影，孩子就会因为觉得父母不爱“
本来的自己”而感到难受，逐渐对父母感到不满，甚至会对无法满足父母期待的自己感到不满。孩子
就不会喜欢本来的自己。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你的“加油”，那是对孩子自立的声援还是让他
变成你心中“理想孩子”的喊声呢？当你意识到自己期待过高时，请紧紧地抱住孩子，感受下抱住孩
子的那种温暖。怀里的孩子才是真实的。请珍视这种温暖。CASE8 孩子的问题交给孩子自己孩子遇到
问题时父母要帮助，这一点自不必说，但是很多时候只是我们做父母的想象孩子也许会遇到问题，就
开始担心孩子了。“做不好可怎么办？”“遇到难受的事可如何是好？”简直像是对自己的事一样惶
惶不安，随即开始想要努力做点儿什么。嘉惠的母亲担心嘉惠没练琴的事，于是给老师打了一个其实
并不需要的电话。这里请注意一下。所谓“像自己的事一样”，就是说这个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作
为支持孩子的父母，在着急要做什么之前好像应该先考虑考虑吧？孩子遇到问题担心的时候正是让他
们锻炼自己能力的时候。父母不要为了孩子的问题而做什么，而应该教给孩子“责任”，支持孩子自
己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孩子的问题要问题到接受结果的过程，父母应该在一旁注视。自己的问
题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的孩子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对于学习到“责任”的孩子来说，再遇到新问题时
会觉得“这是提高自己能力的机会”，人生从而变得更有意义。教给孩子“责任”的父母也会比全盘
接手孩子的问题时感到更放心，更开心，会变得更加信任孩子。的确，孩子年幼的时候，他们的问题
也许父母帮着做会更快解决。但是，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解决的孩子，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时还会同
样的手足无措，如果问题变得错综复杂又无法借助父母的力量时，他们就完全成了“不会做的孩子”
，甚至连面对问题的勇气都没有了。这样的孩子心中恐怕只有对人生的不安吧！如果对孩子的事感到
担心的话，父母首先要问问自己这是“谁的问题？”如果这是“孩子自己的问题”的话，那么这种担
心就是要教给孩子“责任”的信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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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走出自己的“盒子”我在演讲的最后一定会说这句话：“不要责备自己。”觉得自己很出色、自己育
儿有方的父母当然是幸福的，但是现实中这样的父母似乎很少。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不，可以说绝大
多数的父母都是整天想着“本来应该做得更好”之类的。我觉得后悔及内心纠结是父母通向更好生活
的入口。问题是，即使你后悔即使你纠结也找不到别的方法和摆脱烦恼的出路，光是后悔或烦恼，只
会损伤你的心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希望你不要后悔，不要责备自己，取而代之的是稍微学一点儿
方法，用自己特有的方法试试。实施与以往不同的方法是需要勇气的，然后，这勇气能够使事物发生
变化。我们都在“自己的看法”（价值观）这个小小的盒子中生活着。这个盒子越小，我们接受外界
事物的能力就越弱。无法理解无法接受孩子的语言行为或是生气，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盒子太小
。我们应试着让这个盒子变大一些：“还有这样的看法”，“这么想很有道理”，就能更好地接受孩
子。想要让盒子变大，你必须走出这个盒子。就是说你要尝试去做一些迄今为止没有做过的事。小盒
子的限制令你总是责备自己，不断地烦恼。请做个深呼吸，尝试挑战新事物吧！这时我们就成长了。
这本书中收录了以“心灵沟通”为主题的种种活动中的例子，都是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的教养
小难题。如果能从这一个一个的例子中学到什么的话，我们的生活应该会变得更加美好。如果本书能
给你一些提示的话，那我真是再高兴不过了。我要向在本书中登场的各类人物的原型，以及在研究会
上、在演讲中、在心灵沟通培训讲座等各种各样的场景中和我们一起思考各种烦恼与纠葛的所有参与
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出版社渡边纯子的大力帮助。渡边也是一位母亲，所以我们
就能理解为什么她会如此致力于出版帮助父母的书籍，这本书就是在这些力量的支持下完成的。感谢
与本书相关的各位人士，希望本书能对更多的人有所帮助。菅原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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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ldquo;不以自己的经验，取代孩子的感受&rdquo;，这个教养规范让我受益匪浅。感谢~~　
　&mdash;&mdash;一位6岁孩子的妈妈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充满好奇心和生存的动力，用自己的头脑
来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手去做&hellip;&hellip;各位父母在帮助孩子&ldquo;自立&rdquo;前
，请先帮助自己独立吧，看看是孩子太依赖父母，还是父母不敢放手让孩子自己走。&mdash;&mdash;
一位15岁孩子的妈妈，从业20年的小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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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妈妈这样教自立》编辑推荐：日本最畅销的家庭教育文库本，长期位列日本亚马逊网站亲子畅
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孩子懒惰、自私、过于依赖，一直是让中国父母头痛的问题。日本妈妈们却通
过40条教养铁律，轻松帮孩子养成自立、自信、自律的好品格。她们究竟有什么样的育儿绝招，看看
就知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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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不以自己的经验，取代孩子的感受”，这个教养规范让我受益匪浅。感谢~~——一位6岁孩子的妈
妈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充满好奇心和生存的动力，用自己的头脑来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
手去做⋯⋯各位父母在帮助孩子“自立”前，请先帮助自己独立吧，看看是孩子太依赖父母，还是父
母不敢放手让孩子自己走。——一位15岁孩子的妈妈，从业20年的小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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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先学习再实践了
2、其實獨生子女政策真是讓父母難為，教育不是光靠父母如何如何就能達到效果，我自己本身就是
獨生女，那種光靠父母的言傳身教實在很有限，有兄弟姐妹的家庭，孩子自然而然在生活中學會很多
東西，而不是光靠父母一張嘴。
3、标题好，内容一般，没有深度
4、迷上普洱一直很想买，这次终于入手了
5、内容太少了些，不怎么值得
6、粗略看了一些，作为家长个人受益很多，视角新颖，值得阅读。
7、还没看，据说很好，期待
8、书中有很多漫画故事，用漫画加文字评论让人很易理解，有帮助，不错的书
9、名字吸引了我，但读了之后很失望。
10、内容太简单，如果买啦其他教育宝宝的书，就不建议买这本啦。没有深度
11、书是漫画形式的，我看得有点不习惯
12、孩子爸爸看过了，说不错，我要抓紧学习
13、好评，实用，喜欢！！！！！！！！！！！！！！！！！！！！！！！！！！！！！！！！！！
！！！11
14、拿到书一翻，居然是漫画！全书有一半的部分是漫画形式，生动的呈现了育儿过程中一幕幕头疼
的画面。
15、很实用，家长多读对育儿很有帮助。
16、书店看上之后这里买的。
17、内容不多，但值得一买，很多的部分我们中国妈妈应该好好借鉴下
18、不具体内容很少.
19、书很脏，感觉放了好久了
20、一般了。不过里面有些观点还是可以认同的。
21、看来全世界的孩子都一样，作者通过漫画的形式表现出孩子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分析了他
们的心理，对家长们来说，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相对其他理论性的书籍，本书值得一看。
22、插图很多
23、有一定方法。
24、还没来得及读，没之前了解了我很喜欢
25、比美国的书比较容易理解，可能是因为是讲实际例子的书。
26、哈哈~偶然遇见的书，漫画部分很生动有趣，内容也起到引导作用。蛮喜欢的书，希望对以后带
孩子有帮助~嘻嘻
27、生活场景+漫画+点评，轻松学会怎么与宝宝相处。
28、给妈妈们一个提醒吧！
29、没想象中的好。不知是不是翻译的问题，感觉好多地方读者不太通顺。
30、还不错，作者的立足点是支持孩子自立，其他都是一些小技巧，比如倾听等。
31、翻了一下，还有漫画讲解
32、教育有很多漫画看起来轻松愉快，理念没什么特色。
33、很实用的一本书，而且用漫画的形式表达出来，很有日本特色。每个书中提到的小案例，我几乎
都体会过，书中虽然只给出一种解答方案，但是同时提供了一种思路，原来很多我们认为头疼死的问
题，可以这么举重若轻地化解掉。最近怀宝宝，看了不少育儿书，真是担心会被原生家庭影响而继承
妈妈的暴脾气，所以要温柔对待孩子的每一个看起来是错误的举动。错误与否只是大人的判定，孩子
们的世界纯真的很。
34、家长们值得一读
35、这个商品不错~有教育意义
36、好 值得学习
37、很多观点都很不错，只是图画太多内容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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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感觉很不错，好好学习一下~
39、很实用。在按书里的方法教育儿子。
40、日本妈妈这样教自立
41、很不错。每章开头都是一则漫画，然后附上短篇的论述。抓问题很准，论述也条理清楚。同类书
里边算是不错的。正在学习中。半价买的。
42、轻松易读，可以借鉴！
43、书里的教育方式值得借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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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日本妈妈这样教自立》的笔记-第79页

        “吉木假扮怪兽，给周围人带来了麻烦，让妈妈很为难”，而且可以试着问问他：“你觉得怎么
做好呢？”

要让他思考，而不是控制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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