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下掸子教孩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放下掸子教孩子》

13位ISBN编号：9787807437352

10位ISBN编号：7807437359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社：宁波

作者：蒋玉燕

页数：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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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掸子教孩子》

前言

上编 教育故事——别样的教育方法老师们在教育实践中创生的教育方法大致有两类，一类比较个性化
，他人难以模仿和学习，这些可称之为“小聪明”。另一类，教师的教育手段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教
育规律，体现教育原理，可以称之为“大智慧”，这样的经验更具有推广价值和借鉴意义。我小聪明
不多，大智慧更不足，但非常努力地在这两者之间寻觅。本编三十二个教育故事中，每一个故事都蕴
藏着一个或若干个教育方法、技术，而且这些方法或有一定的理论背景，或有相当的实践基础。如自
然后果惩罚法受外国教育史启发而生成，矛盾意向法、空椅子法、自我质辩法、行为契约法、提供信
息法、赞美技术等是对某一派心理辅导理论的活学活用，优势扩大技术则是对焦点解决短期咨询中例
外扩大技术的拓展。青春恋后果暗示法、知识自信双补法、优生免疫法、心灵故事引导法、名著感悟
法等都是自己在实践中创生的。而情绪自修日记、时间占领法、心理沟通法、情境体验法、书信辅导
法、估算法等则是对其他优秀教师经验的总结和发展。此外“教育故事”部分蕴藏的教育理念也极其
丰富。如心中要有他人，也要有自己；要以人为本，不能以事为本；关系比教育更重要；要关注正向
因素；要珍视小改变等等。只要走进这些故事，您的眼前就会洞开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下编亲子日
记——另类的教育思路在我用心陪伴女儿的那一段时光里，我对“教育孩子要从平时的点滴做起”有
了更为直接的感受。当我去整理尘封已久的日记时，发现自己有一个特别的嗜好：见好的教育资源就
用，见好的教育方法就学。《渗透责任感教育》、《回避还不如引导》、《用“估算法”督促女儿惜
时》等均由此而来。亲子日记中还集中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引导孩子时力求无痕、无形、无声的境
界。本编三十三个亲子故事，其中涉及亲情教育的文章比较多，如《催化“亲情”就这么简单》、《
用发丝般的心感受女儿的“用心”》、《浓浓亲情从何来》等等。现实中极度自我中心的孩子并不鲜
见，亲情淡薄更是许多孩子的通病。如何培育亲情，我有一些肤浅的心得与大家分享：一个负责任的
母亲（或父亲），得用发丝一般的心去捕捉催化、培育亲情的机会，并用发丝一般的心去感受、享受
亲情。我还特别想告诉大家，只有在乎孩子的亲情，亲情才有成长的土壤，亲情才会开枝散叶，开花
结果。青春期异性交往问题也是我关注的焦点之一。预防胜于补救，我以为这是实施青春期教育的首
要原则。我历来以包容、接纳态度对待“敏感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叩开女儿的心灵之门，才
能了解女儿在想什么，只有知道了女儿在想什么，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引导。教育契机来了，教育资
源有了，我仍然是小心翼翼，以求拿捏适度。我深信预防青春恋问题，（很多时候）点到即止是上策
，捕风捉影是大忌。“考试焦虑辅导”案例是令我深感欣慰的教育成果之一。女儿从“有三分之二时
间在焦虑”到盼望早点高考，最后考出了比平时都满意的成绩，这一过程中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有心
者可以阅读《越近高考，女儿的心态越好》。此外，我在部分日记中，对亲子沟通障碍、孩子爱买衣
服、小灵通的使用、妈妈“唠叨”引发冲突等家庭教育的常见问题、棘手问题，作了一些探索和反思
，以期找到原因和对策。但愿“亲子日记”对有心于“亡羊补牢”的父母有所启发，对有心于指导家
庭教育的老师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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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掸子教孩子》

内容概要

《放下掸子教孩子:教师、家长让孩子成才的密码》共约20万字，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教育故事
——别样的教育方法”由三十二个教育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蕴藏着一个或几个教育方法、技术，且
这些方法都有一定的理论背景，或有相当的实践基础。可谓“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新，效果好”，
作者蒋玉燕将教育方法化难为易，化繁为简。下编“亲自日记——另类的教育思路”由三十三个亲子
故事组成，十分适宜于家庭教育遇到“瓶颈”的父母阅读，如何消除与孩子的隔阂，作者更是为我们
提供了多种思路与方法。市场上介绍教育经验的书籍并不少见，但这些书中展示的教育有一个共同点
——告诉家长如何从孩子一出生（或从小）就是有目的的培养，老师如何从接触某特定孩子之初起有
计划的引导，但更多的家长和老师需要的是“亡羊补牢”的故事，而《放下掸子教孩子——教师、家
长让孩子成才的密码》正是为这一读者群量身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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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掸子教孩子》

作者简介

蒋玉燕，网名一路追梦，原杭州大学教育系毕业。《班主任之友》杂志的专栏主持人，浙江省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专业委员。热心于教师校本培训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两项相关课
题分别获浙江省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大研究成果二等奖、浙江省基础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浙江
省第三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并先后被评为浙江省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浙江省心理健康教育
先进个人等。现工作于嵊州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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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掸子教孩子》

书籍目录

导语(开篇语)序一序二上编  教育故事——别样的教育方法点燃学生心中向善的火花“刺猬”不再蜇人
了如春风化雨般熄灭“战争余火”让学生感悟“争吵”从“道歉风波”说开起用心灵故事滋润学生的
心田冲动男孩的心声“科代表”的转变被激起来的耳光我给学生上“人际交往”复习课背负重荷的女
孩小玲考得相当不错她闯过了昕写单词的难关“双补”的神奇功效今天的课堂与往日不一样自修纪律
已经好了两个星期不同寻常的“留学”一回“体验”胜过一打“道理”但愿“伤痕女孩”一生平安走
过青春沼泽地优生免疫法的尝试我要的就是“害怕”效应“争创”失败怎么办三个目标引领班级登上
三个台阶相信班干部的力量课间十分钟的延伸效应轻松化解“尿裤子”背后的难题让闲人“忙碌”起
来“以事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从学会保护自己的角度引导巧用SFBC策略转化“再世华罗庚”男孩
终于可以进教室上课啦下编  亲子日记——另类的教育思路我犯了责过扩大化的禁忌女儿似乎真的长
大了老师说你脑子灵活呢女儿为什么很压抑不愿接受“约束摆布”的女儿于细微处见精神浓浓亲情从
何来怎样对孩子提要求积极暗示胜于消极命令近来女儿表现不错给孩子一个表现的机会女儿说：“身
体是革命的本钱。”和女儿谈青春期问题渗透责任感教育女儿把短文抄到心里去了吗谨慎从容面对敏
感问题请女儿笑纳“唠叨”与女儿讨论买衣服的问题女儿不肯看我推荐的书女儿笑着说：“谢谢你！
”女儿向我推荐一本好书尊重女儿的主体性用“估算法”督促女儿惜时从冲突到其乐融融我给女儿买
小灵通女儿也爱时尚我给女儿创造自我辩护的机会了吗？不论对错，导利弊反复阅读和尝试回忆相结
合优于单纯诵读谈复习中的“倒摄抑制”和“前摄抑制”回避还不如引导女儿的建议真是及时雨越近
高考，女儿的心态越好附录簇新的教育思路莫把说服教育当万能钥匙跳出怪圈，路就在前方“亲子冲
突”呼唤爱心教育寻找情绪困扰之源，体味“超凡脱俗”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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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掸子教孩子》

章节摘录

版权页：有一天，某校班主任小王与我聊起了这样一件事：高一女生小A言行怪异，讲话时常常会提
到一些血淋淋的字眼，有时还会自言自语，晚上会在睡梦中又哭又叫。开始同学们还能包容她，但时
间一长，就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现在班里同学都不接纳她，同桌要求调换位置，室友要求调换寝室
。小王老师感到很为难，同桌的位置安排好了，班长愿意跟小A坐，可寝室问题怎么解决？没有一个
寝室愿意接受小A呀！为了解决寝室难题，班主任专门召集小A的全体室友谈话，动员大家发扬助人为
乐的精神，多关心和帮助小A。并告诉大家，寝室中途不宜调整，新学期开始时再作统一安排。事后
小A的境遇并没有多大改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寝室里越来越容不下小A，最后多数室友联合起来欺侮
小A。大家（除一人外）用难听的语言辱骂她，不搭理她，故意损坏她的物品等等，其情其景着实令
人心寒！据说目的是为了把小A赶出寝室。当时班主任很困惑，在场的其他老师也不解，现在的学生
太自私了，对同学怎么一点侧隐之心也没有？老师们把“寝室难题”归因于学生自私，我却不这样看
。现在的学生确实有自我中心的一面，但也有善良的一面。她们之所以不肯帮助小A，反而要排挤小A
，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为了保护自己（站在她们的角度看，晚上与小A同室确实受到一定程度的
伤害）；二是心中潜在的向善之心没有得到激发；三是不知道怎么帮助小A，也就是说不懂助人的方
法，助人的能力不足。找准了原因，我心中就有了应对办法。于是我主动向班主任请缨：“同学不接
纳，会促使小A原有的问题迅速恶化，所以如何使小A有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特别是寝室环境，这已
经成为燃眉之急。寝室同学的工作就让我来做吧！小A本身的问题我没精力关注，最好另找专业人士
咨询。”小王老师自然应允了。做小A室友的工作，我主要定了三条策略：一是理解她们；二是点燃
学生心中的向善之心；三是指导方法，让她们懂得如何帮助小A。接受任务的当天下午，我来到该校
的心理辅导室，对小A的8位室友作了一次集体辅导。我与小A室友原来并不相识，于是就作了简单的
自我介绍，紧接着就对她们表达了真诚的理解：“我能体会你们的难处，我也想象过寝室里每天晚上
都有人恐怖地哭叫的感受。你们要承受的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每一个晚上啊！这样的情况成人也会
感到是一种折磨，更何况是你们年少的学生呢！当班主任不答应调换寝室时，你们就用自己的方法来
逼走小A，以此摆脱心理折磨，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大家都不是很自私的人，而是与老师一样有
着善良之心的普通人。”这样表达理解有着多方面的意义，首先我处理好了自己的情绪，从内心深处
理解了她们，接纳了她们，就能在辅导过程中保持足够的真诚和尊重。其次，我走近了她们，在心理
辅导中表达理解是建立辅导关系的重要手段。这就为下面的真诚沟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看到她们已
经开始接纳我，就继续谈自己的想法：“特级教师魏书生有这样一个说法，人的内心世界分为真善美
与假丑恶两个方面。所以有的人善良，有的人不善良，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两者比例不一样。你们说世
界上有没有人一点善念也没有？”大家听得很认真，从她们的表情看得出，内心已经有所触动。“没
有这样的人吧！”大家点点头。我继续道：“我也深信魏老师的观点，其实即使是犯人，内心深处也
会有善的成分。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人性善的一面？看电视时，看到好人与坏人，你们站在哪一边？为
什么？”她们用眼神给出了答案。“这说明我们都有善良的本性。四川大地震时，哪些故事比较感人
？（引导学生回忆了几个感人故事）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人性本善。”学生听得更入神了。“看
看自己心中的善与不善比例，如果满分是10，你心中的善有几分？有1分吗？”大家齐声回答：“不止
。”“2分？”“不。”“3分？”她们还是摇头。“哦！我知道了，你们心中的善至少有5分。”大家
点点头。“给大家讲一个心理健康教育专家的亲历故事吧！‘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专家的父亲自
杀了，他自己则被下放。一年一次回到杭州，才能到亲戚家过几个晚上。可是亲戚们对他也很冷漠，
一副唯恐避之不及的样子。每天晚上他站在钱江桥头，都有一种想跳下去的冲动。许多年后有人问这
个专家：‘人为什么活着？’他说：‘这问题没好好想过，活着就是活着。’可我想过：人为什么不
想活？那是因为没有归属感（不被人接纳、被抛弃的感觉）。那个专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了一
个结论：没有爱不一定出大问题，没有归属感会出大问题。”同学们仍然很专注地听着。“现在这个
同学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找不到归属感。没有归属感的后果是什么？专家说要出大问题，会产生不想
活的冲动。大家明白吗？”学生又点点头。“当然现在她的问题还不算很严重，只是得了心理感冒而
已。患感冒没人会说不正常吧？但抵抗力有好坏，有的人会不药而愈，有的人却会转化成深度疾病。
她的抵抗力不好，需要打针吃药，才能防止病情恶化，这工作就需要我们去做。”我说这段话的目的
是把心理问题一般化，以避免负效应。“对小A同学，你们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吗？如果完全愿意打10
分，你可打几分？思考一下。不需要10分，几分都行。”她们的心有所动，但没人明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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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注重实战，理论变实招，在真实世界里解决实际问题，并将感性层次的“小聪明”提升为理性层次的
“大智慧”，从而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吸收内化。因而这本书一定能实实在在地提高教师、家长的教
育实力和沟通能力。　　——熊华生（博士，《班主任之友》常务副主编）蒋玉燕老师是一名优秀的
班主任培训专家，我就是在蒋老师的关注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阅读着蒋老师的书稿，我想起她当年
辅导我的一幕幕情景：告诉我一个成长中的教师应该注意的事项；点评我的案例，告诉我缘何失败，
成功何在⋯⋯多少人曾羡慕我有机会得到如此恩师的指导。如今，蒋老师的教育成果出版了，此乃教
育的幸事、年轻班主任的福音。　　——李迪（全国知名班主任，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我几乎一
口气看完了蒋老师的三十三篇亲子日记和三十二个教育故事，仍觉意犹未尽不忍释卷。作为家长，我
曾守着大堆的教育理念而无从着手，苦恼不堪；作为心理辅导教师，我曾手握各种教育方法却无法实
施，束手无策。不曾想，在蒋老师的书稿中，我发现解决这一切竟是那么轻松便捷而又充满温情。原
来家长可以这样陪伴孩子一路成长；原来引导学生的方法可以如此信手拈来，立竿见影。这真是一本
“迷你版”的教育小百科。　　——李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作为一个母亲，面对充满青春期骚
动与逆反的女儿，蒋老师用发丝一般的心去关心和引导她，用天空一样的心去包容和接纳她，用无形
无痕无声的教育技巧去影响和帮助她。作为一个教师，面对形形色色的学生，蒋老师将德育与心育有
机结合，轻轻地叩开学生的心灵之门，从而使助人工作更人文更高效。　　——应西芳（浙江省嵊州
市剡山小学老师）如果你像曾经的我一样为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而犯愁，那么这本书你的确应该看一
看，它是我十多本孩子教育图书中最为简单而实用的一本，买它一定会让你获益匪浅。　　——陈秀
丹（湖北黄冈一家长，其子已被保送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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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放下掸子教孩子:教师、家长让孩子成才的密码》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由三十二个教育故事组成，每
一个故事都蕴藏着一个或若干个教育方法、技术，而且这些方法或有一定的理论背景，或有相当的实
践基础。下编包括三十三个亲子故事，其中涉及亲情教育的文章比较多，如《催化“亲情”就这么简
单》、《用发丝般的心感受女儿的“用心”》、《浓浓亲情从何来》等等。用心理学研习孩子心理，
对症下药，从而助孩子快乐成才。记住，你的教育方法将决定孩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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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掸子教孩子》

精彩短评

1、“棍棒底下出孝子”之类的想法虽然已经很少，但是打骂仍然是家庭教育中并不缺少的元素，是
时候试试放下掸子教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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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掸子教孩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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