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孩子的28堂必修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培养孩子的28堂必修课》

13位ISBN编号：9787802031524

10位ISBN编号：7802031524

出版时间：2005-7

出版社：中国妇女出版社

作者：罗秋龙

页数：2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培养孩子的28堂必修课》

内容概要

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篇章，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尤其是人格与心理的健康成长。本书整合了世界
上最优秀的家庭教育理念，创造了一套切实有效、科学简洁的中国式家教方法。书中提供的28堂培养
孩子的必修课程，故事性、可操作性强，读者一定能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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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秋龙，男，1964年生，高级教师。四川省高寨中学校长。从教二十余年，形成“大教育论”观念体
系，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类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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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堂课 每个孩子都是天才　　每个孩子都是天才　　毕加索3岁那年，发现母亲的肚子一天比一
天大起来，便好奇地问道：“妈妈，你的肚子为什么会长大，里面装了些什么？”　　妈妈摸着肚子
回答：“你的弟弟或者妹妹。”　　“谁把他们装进去的？”　　“你爸爸。”　　“怎么装进去的
？”　　大人们哄堂大笑，两个未婚姨妈难为情地跑开了。　　母亲摸着儿子的头说：“孩子，长大
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可是我现在就想知道。”毕加索缠着妈妈问。　　妈妈说：“以后你会
明白的。”　　毕加索得不到答案，更加好奇，就画了一幅画，画上的妈妈挺着大肚子。大人看见后
都笑弯了腰。　　父亲看了毕加索的画，眼睛一亮，由此发现予儿子的绘画天赋。后来，父亲又发现
毕加索不喜欢上学，就同意了毕加索不再上学的请求，让他专心学画。最终，毕加索成为举世闻名的
大画家。　　孩子的特殊才能都是在偶然中被发现的。发现孩子的特殊才能是父母的天职。　　很多
父母感叹自己的孩子没有特殊才能。著名雕塑家罗丹有一句话：“世间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
眼睛。”在教育上，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这些父母，是父母没有发现孩子的天赋。因为，每一个孩子都
是天才。　　天赋并不是少数人才具有的禀赋，而是人人都有的、潜藏在每个人内部的一种能力。人
的潜能是指在理想状态下能发挥出的最佳才能。无论多么平庸的人都有可能是某一方面的天才，只是
在发挥上有障碍而己。　　人的血液在长期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形成通道，一个血细胞要流遍全身是很
容易的，但如果出现血管硬化或有淤血堵塞，就会遇到障碍。人的潜能发挥就像血液在血管里流淌，
一旦发挥的渠道受阻，再卓越的才能也无法展示出来。多数疾病的形成并非血液本身的问题，而是血
管障碍造成的。庸才的形成也正是如此。　　每个孩子都是天才，重要的是对他的天赋的发现。　　
美国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指出，一个人具有语言、音乐、逻辑、身体、人际
关系、内心和自然主义七个方面的智能，即七种才能的显现方式。这些智能的特征是：　　一、每个
人都拥有这七种智能。　　二、每种智能都有自己的表现方式。　　三、做每件事情都需要多种智能
共同起作用。　　四、所有的智能都各不相同，但它们同等重要。　　五、不管你某方面的智能如何
，都可以培养和开拓这种智能。　　六、你可能了解自己的长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有这方面的智能
。　　七、这七种智能对各种文化、各个国家、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有效。　　也就是说，一个刚出
生的婴儿在异国他乡、学他国语言和文化，与在那个国家出生的婴儿是一样的，并没有种族上的差别
。所有婴儿刚出生时的起跑线都是一样的。　　由此可知，每个孩子的先天条件几乎是同等的，孩子
是否表现出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才能，关键在于潜能是否得到挖掘。所以需要父母给孩子创造机会
，让孩子的多元智能得到协调发展。　　天才儿童是由父母促成的　　美国对天才儿童进行了研究，
发现孩子成才与家庭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可以这么说，天才儿童是父母一手促成的。这对天才
宿命论是一种很好的抨击，也为天下父母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　　研究者们对这些超智儿童进行了
调查，发现这些儿童在家庭中都有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孩子的中心地位。
　　大多数天才儿童或日后成为杰出人物的成年人，一般不是头生子女就是独生子女，童年时代大多
在家庭中占有中心地位。人们对这种情况已司空见惯，因而这一发现普遍为大家所接受。其原因是头
生子女或独生子女在父母眼中受关注的程度很高，父母在他们身上寄予的希望也很高，投入的精力明
显比其余孩子多。　　在美国，培养出天才儿童的家庭尤其倾向于以孩子为中心。被视为天才的儿童
通常被挑出来特殊对待，全家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孩子身上。　　对孩子的培养计划甚至影响
父母的职业取舍。毕加索儿童时期就表现出超常的绘画天赋，父亲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画笔促进儿子绘
画天才的进一步发展。　　爱迪生7岁那年，他那难以满足的好奇心让教师大发雷霆。爱迪生的母亲
发现，再让孩子在教师门下学习，不会有更大的发展，便把他带出学校，自己在家里辅导，以满足小
爱迪生的好奇心。　　梅纽因的父亲放弃了工作来帮助自己的孩子立业。　　莫扎特的父亲也把自己
的全副身心都倾注到对孩子非凡才能的培育上。　　美国天才儿童研究学家布鲁姆研究发现，那些培
育出钢琴家、游泳选手及网球运动员的家庭都比培育出雕塑家、神经病学家和数学家的家庭更加以孩
子为中心。有音乐、体育天赋的孩子的父母常驱车带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听课、观看运动会。孩子练
琴时，父母就守在一边。有时为了孩子能得到一流教师的指导，他们不惜举家搬迁。古代中国孟母三
迁的意义即在于此。　　如果儿童的天赋表现在体育、音乐和棋类等操作性很强的项目上，以儿童为
中心的家庭会孤注一掷地满足孩子的需求。在这些家庭里，悉心培养孩子是为了让他到公共场合去献
艺，如运动会、独奏（唱）音乐会以及象棋比赛等。　　父母花大量的时间激励和教育孩子，或是出
钱聘请最好的教师，以确保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在这两种情况下，家庭生活完全围绕孩子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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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父母把自己的志趣倾注到孩子身上，为孩子的进步付出了巨大代价。　　二、环境造就人才。
　　天才儿童一般都成长于丰富多彩的环境中：活泼有趣、富于变化、充满刺激。屋子里摆满了书，
很小就有人读书给他们听。有人带他们去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他们的父母从不以居高临下的口吻
教训他们，而是很小就和他们讨论复杂的问题。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在孩子天赋的发展过程中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受过教育的父母有条件而且能够有意识地为孩子提供丰富多彩的环境
。许多受教育不足的高收入家庭不肯在孩子的教育上多投入，不肯为孩子创造丰富多彩的环境，任其
在电视机前或街头巷尾虚掷光阴。　　但是，天才儿童的父母不一定非要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布鲁姆
的研究中，雕塑家的父母受正规教育的程度及社会经济状况千差万别，但共同点是这些父母几乎总是
能够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发展其才能所必需的良好条件：为孩子购买艺术材料，为他们提供活动场地，
带他们去参观博物馆。　　只要父母注意引导，天赋在贫困家庭中也一定能够得到发展。有些天才儿
童的父母很贫穷，但他们能够本着负责的态度对孩子进行激励和鞭策，为孩子的阅读、玩耍和讨论问
题创造条件。　　因此，重要的是要树立将教育置于优先位置的文化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与社会
阶层和受教育水平有关，但又不完全取决于这些因素。贫困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家庭也可以培养出不凡
的孩子。　　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辉煌的成就似乎总是与父母的努力分不开。他们不仅以
身作则，努力工作，还督促孩子勤奋学习。　　居里夫人数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工作，提炼出镭元素而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她不用一遍又一遍地对儿女说：“你们要努力，只有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获得辉
煌的成就。”她甚至可以不说一句话，儿女们从她的行动中就可以受到感染。居里夫一家中就有三个
人获得诺贝尔奖，完全出于家庭的熏陶。　　父母必须做到身体力行。一味地鼓励孩子成功而自己却
工作懒散的父母，对孩子成才的作用微乎其微；而既期望孩子获得很大成功，自身又很有成就的父母
对孩子的成才影响较大。　　天才是培养出来的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某一方面有天赋，你肩
上的责任将增大，意味着你为孩子的付出将会很大，同时你也将从中感受到作为一个天才父母的自豪
和愉悦。　　但培养天才是需要细致的情感和耐心的，因为天才最容易受伤害，一个小小的意外就可
能折断一根会长成参天大树的幼苗。家长应时时关注孩子的心理，及时为孩子排解各种压力。　　天
才儿童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潜能发展与学校教育的冲突。他的画可能画得很好，但学习成绩有可
能一塌糊涂，因为孩子身上的潜能分布是不均衡的。　　美国父母的普遍做法是倾向于才能发展，他
们这样对孩子说：“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要做就把它做好。重要的是自我完善，不是学习成绩。”
　　这些父母很少关心孩子的功课。当孩子向他们表明，手工、绘画和劳作最能发挥他们的才能时，
便支持他们在这些方面发展，其中有一半父母帮助孩子寻找专门的美术学习班，另一半父母虽未帮忙
，但并不横加阻止。他们培养孩子的美术技能不是为了在美展中夺魁，而仅仅是因为孩子对此感兴趣
。　　学习成绩是暂时的，才智的发展则是一生的财富。父母在这个问题上要有长远的目光，更为理
想的方式是为孩子请家庭教师，针对孩子的学习状况作特殊辅导，减轻孩子在学校中感受到的学习压
力。　　天才儿童的特征　　对于长大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天才儿童比一般儿童有更强烈的意识。
天才儿童大多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这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是否是一个天才作出判断。　　一、
独立。　　各个领域的天才儿童都喜欢独立行事，喜欢争论，不轻易“认输”。他们经常纠正别人的
错误，甚至老师的错误。如果他们认为老师对他们的批评是愚蠢的，就会拒绝接受；如果他们认为自
己比老师更有见解，就会批评老师。　　二、敏锐。　　对事物具有敏锐感知力的现象在高智商儿童
中是很普遍的，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儿童喜欢对问题进行判断和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美国心
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设置了许多涉及道德问题的两难伦理情境，要求孩子们做出判断，以此来判
断儿童的智性。其中最著名的一道两难推理题是：一名男子的妻子快要病死了，只有一种药能挽救她
的生命，但药价太高，他买不起，而卖药人又不肯降价将药卖给他。这位男子该不该去把药偷来？如
果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该偷，证明他的道德意识并未跳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水准；如果孩子难以抉择，
说明公共道德与个体需求之间的冲突已经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说明孩子已经开始思考个人与社会之
间的关系问题。　　三、内向。　　内向者从自身获取能量，只愿意接受低度外界刺激，所以常常避
免社交场合。他们不容易交上朋友，大部分时间独处，而且与主流文化的价值观相去甚远。外向者则
恰恰相反，他们从其他人身上获取能量，能主动找别人，并很快与他人交上朋友。　　四、敏感。　
　天才儿童普遍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和警觉性，即使是在婴儿时期也是如此。敏感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观
察力极其敏锐。　　天才儿童对刺激极其敏感，无论是来自感官上的还是情感上的。音乐家阿尔贝特
·施韦策第一次听到铜管乐时几乎晕了过去。拉埃勒不能忍受看到或读到任何恐怖或悲伤的东西。当
时流行于孩子们中间的一本读物叫《夏洛的网》，看这本书对5岁的她来说也过于伤感，承受不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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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被卡在树权上的情节，不得不把书放下不看了。由于害怕情感的流露，拉埃勒只能看屈指可数的几
部儿童电视剧。她对听觉刺激的反应非常强烈。有一次，母亲兴奋地说“噢！下雪了”，却发现女儿
被她兴奋的语调吓呆了。　　这种现象与心理分析家菲利斯·格里纳克的观察相符。也许对外界刺激
具有特别强烈的感官反应是许多具有某种突出能力的人的特征。这与这种人内向的性格是相符合的，
因为内向和腼腆常常伴随着强烈的感官反应能力。发展心理学家杰罗米·卡根发现，受压抑的儿童与
不受压抑的儿童相比，往往对恐吓的反应更敏感、心理上的反应也更强烈。　　五、寂寞。　　心理
学家特曼认为，最成功的成年人比不那么成功的成年人具有更好的社交关系。但是据这些成功者记述
，与那些注定不那么成功的人相比，他们在青春期感到与同学们的差别更大，感到自己在社交和身体
方面处于更为不利的位置，在社交活动中无法应付自如。　　发现你的孩子　　一、仔细观察。　　
在日常生活中，务必注意孩子的行为举动、好恶，在他与别人玩耍、交谈或自己阅读时，可以发现他
的某种天分，比如他不爱弹琴却喜欢绘画，没有耐心却有创意，或很善言、热忱。记下孩子的性格倾
向，从而诱导他。家长应做孩子生活的有心人，切不可对孩子置之不理，无视孩子的特别之处，错失
了培养卓越人才的时机。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当你决定测试孩子有无绘画能力时，就给他一张
纸和一支笔，让他按照你规定的题目画画，结果发现孩子无法动笔，由此认定孩子并无绘画能力。而
当某一天，孩子拿着小石子在地上画出各种图形，你悄悄走近时大吃一惊，原来孩子画得很好。　　
孩子的才能最终被发现，这是幸运的。更多的孩子的才能却终身未被发现，许多天才被埋没了。这是
在发现和引导上出了问题。　　有这样一个故事：　　古时候，有位将军打猎归来，天色将晚，路边
的草木变得有些模糊。突然，一只老虎出现在眼前，将军取弓抽箭，用尽全身力气向猛虎射去，然后
策马狂奔。他回到驻地，不再惊慌，心想那只老虎也许被射中了，于是便召集众人一同前去捕捉老虎
。到那里一看，原来是一张虎皮披在一块大石头上，而将军所射的箭头已深深扎进了石头里，许多人
一起用力也无法拔出。为了核实自己的力气，将军使出全身力气再射，箭头再也无法射进石头里。　
　我们衡量这位将军的潜能，证明他的力量能够将箭矢射进石头，但当他有意测量自己的潜能时却达
不到那样的指标。　　潜能的完全发挥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浓缩能量的瞬间释放能产生爆
炸般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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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的28堂必修课》

编辑推荐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苏霍姆林斯基　　西方教育经典的中国式运用。　　发现
您的孩子，培养您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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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的28堂必修课》

精彩短评

1、有启发，教陔子要多看书。
2、归类一下也好
3、有待学习～～～还未及细看。。。
4、且不说书的内容是否好，但至少书的封皮不好，旧旧的，像地摊上买回来的。
5、等那么久，值得！
6、这本书写得还不错
7、正在看，还没看完！
8、同行写的，有启迪呀！！！
9、这一本书对于正在育儿路上的我有很大的帮助！
10、我的孩子已经十多岁了，发现这本书对我来说似乎有些迟了，但我仍然愿意买来读一读。中国的
家长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对孩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越来越苛刻了。许多家长在不经意间愿意以
一个成人的思想、世界观和价值观来要求孩子，使得孩子的童年多了些无奈和压抑。我是昨天晚上收
到的这本书，粗读了几节感觉让我豁然开朗，相见恨晚。我的孩子非常聪明，学习很好，对于将来他
是一个有着非常明确目标的孩子。但是却是一个人际关系不太好的孩子，为此我们作为家长伤透了脑
筋。一度使我们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但是这本书告诉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天才，而天才是父母培养
出来的。“孩子最有创造力的时候，是他们感觉最轻松的时候”。或许家长的一句为经意的话语，就
轻松的毁掉了一个天才。我很庆幸得到了一个教育孩子方面的专家－－《培养孩子的28堂必修课》，
我愿意将这本书推荐给广大读者，或许一本书不能解决太多的教育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只要我们多
看多学，就一定会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
11、从书中受到了很多的启示，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价钱合理，值。我也看过相同的书籍，千篇一
律所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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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的28堂必修课》

精彩书评

1、一本很老的书，本着凑合看的心态读起，虽然免不了带着一些酸腐气，但系统性和广泛性都不错
，比起微信里那些片面的且有失偏颇的“秘诀”，这本书更值得所有家长和家长的家长做为入门教材
去读一遍。书中出彩的是写在每节之前的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遗憾的是最后几节作者明显对于青
春期的一些问题缺乏了解草草带过，明显凑数，不如不写。做为国内专家写的，虽然陈旧，胜在全面
，可以一看，给个60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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