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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历了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时代，如今“二孩儿潮”的背后不仅仅是政策的变化，更是没
有兄弟的孤独体验的反弹，是对因为独生而失去平常心教育的反思，是回归到每个家庭
，乃至每个人的真实期待。
这本书帮我们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
�生二孩儿需要理由吗？
�生二孩儿谁的意见*重要？
�经济压力真的难以承担吗？
�生二孩儿大宝为什么会有危机感？
�二宝会有责任负担的心态吗？
�亲子依恋这个心理学概念意味着什么？
�不同年龄差的两宝儿要怎么相处?
�究竟要“长幼有序”还是要“*公平”?
�该如何在两宝之间建立“比较”“分享”“合作”关系？
�二宝妈妈的心理健康要怎么维护？
�爸爸的第三人身份意味着什么？
�老人帮忙带孩子该如何调整心态？
�家中的教育争端要怎么协调？
⋯⋯

 

内容简介

《二孩儿心理手册》是为二孩儿家庭量身打造的一本心理指导手册，从心理学的角度关
注二孩儿家庭，关注家中的每位成员，并结合生活中的具体案例为二孩儿父母提供有效
具体、拿起来就能用的教养方法。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条以时间为主线：准备要二宝—
—二宝出生——两孩儿共同成长。另一条以角色为主线，大宝——二宝——两宝——父
母/祖父母——家庭。两条主线相互推动，帮助二孩儿父母理清在“家有两宝”的问题上
，不同时间段，不同家庭角色可能会经历什么样的心理波动，又需要什么样的心理支持
，并尝试通过案例分析破除一些教育误区，提供一些简单易行的教育方法。在这个大框
架下，全书共分为七章展开。*章全面分析要二孩儿前全体家庭成员应有的心理准备。第
二章重点描述二宝出生后，全家面对新的家庭问题，尤其是大宝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时
，都该如何应对。第三章阐述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需求。第四章对一些基本的教



育理念进行剖析，如 “比较”“期待”“赞扬”等。第五章主要讲二宝度过家庭新成员
阶段后孩子间的相处之道。第六章以家庭和父母为重点，关注父母的心理健康和情感需
要。第七章仍把教育放在家庭这个系统中，介绍一些具体的家庭规则。

作者简介

“兰州守望者心理健康服务推广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沙盘游戏咨询
师，首批国家实务技能证书获得者。“心阶梯”咨询师专业成长课程组成员，执行组负
责人。兰州新闻综合广播《桑榆晚情》节目特邀嘉宾。《兰州市中学生考试焦虑现状调
查与对策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其中一篇论文获得甘肃省中小学德育、心理健康教育优
秀论文（报告）、案例评选一等奖，甘肃省学术年会优秀奖；《未来之星》青少年成长
项目负责人；甘肃省未成年人案件心理干预机制主要策划人；腾讯公益“抹去那滴泪”
关怀抑郁症人群公益项目负责人。参与了城关区“虚拟养老院”心理咨询工作，中科院
“圆心曲”项目并长期坚持临床第一线的咨询工作。擅长个人成长探索，家庭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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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宝：怎么突然变“小”了？
4 大宝：为什么总要我让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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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四口之家的心理准备

2 生二孩儿谁的意见最重要？ 



4 事业与孩子之间怎么选？

 

1 大宝：有“弟弟”就不喜欢我了？

3 大宝：怎么突然变“小”了？ 

5 大宝：他是来跟我争财产的吗？

7 父母：给孩子依恋安全感 

9 父母：安慰大宝有妙招 

孩子成长中的普遍问题

2 0~1岁：“妈妈，我怕！” 

4 4~6岁：“妈妈，我不羞。”

6 12~18岁：我就是我 

8 注重出生顺序与养育的关系！

理解每个孩子的特别之处

2 发现孩子的特点 

4 对孩子的赞扬

6 破解孩子哭泣的秘密 

 

1 大宝欺负小宝的背后

3 妈妈给得了“公平”的爱吗？

5 如何教会孩子分享 

7 游戏，怎么可以没有你 



 

1 孩子的“起跑线”是家庭 

3 快乐的妈妈

5 每个阶段父母都要怎么做

7 夫妻间相互支持的法则

好家庭有好规矩

2 言行一致在教育中的重要性

4 要批评，不要伤害；会道歉，不讲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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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经历了三十余年的独生子女时代，如今“二孩儿潮”到来了。然而，漂亮二宝带来的不
只是快乐，还有改变，改变也不仅仅是温馨和陪伴，还包括横亘在我们面前的种种问题
。比如，作为家中独子（女）成长起来的你，如今做了父（母）亲，是否做好了适应四
老两小家庭新模式的准备？是否理解两个孩子既要坚持个性，又要公平分享的需要？又
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让孩子们相互陪伴的愿望呢？⋯⋯
《二孩儿心理手册》是为二孩儿家庭量身打造的一本心理指导手册，从心理学的角度关
注二孩儿家庭，关注家中的每位成员，并结合生活中的具体案例为二孩儿父母提供有效
具体、拿起来就能用的教养方法。
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条以时间为主线：准备要二宝——二宝出生——两孩儿共同成长；
另一条以角色为主线，大宝——二宝——两宝——父母/祖父母——家庭。
两条主线相互推动，帮助二孩儿父母理清在“家有两宝”的问题上，不同时间段，不同
家庭角色可能会经历什么样的心理波动，又需要什么样的心理支持，并尝试通过案例分
析破除一些教育误区，提供一些简单易行的教育方法。    经历了三十余年的独生子女
时代，如今“二孩儿潮”到来了。然而，漂亮二宝带来的不只是快乐，还有改变，改变
也不仅仅是温馨和陪伴，还包括横亘在我们面前的种种问题。比如，作为家中独子（女
）成长起来的你，如今做了父（母）亲，是否做好了适应四老两小家庭新模式的准备？
是否理解两个孩子既要坚持个性，又要公平分享的需要？又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让孩子们
相互陪伴的愿望呢？⋯⋯ 《二孩儿心理手册》是为二孩儿家庭量身打造的一本心理指导
手册，从心理学的角度关注二孩儿家庭，关注家中的每位成员，并结合生活中的具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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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二孩儿父母提供有效具体、拿起来就能用的教养方法。 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条以时
间为主线：准备要二宝——二宝出生——两孩儿共同成长；另一条以角色为主线，大宝
——二宝——两宝——父母/祖父母——家庭。 两条主线相互推动，帮助二孩儿父母理
清在“家有两宝”的问题上，不同时间段，不同家庭角色可能会经历什么样的心理波动
，又需要什么样的心理支持，并尝试通过案例分析破除一些教育误区，提供一些简单易
行的教育方法。 在这个大框架下，全书共分为七章展开。
第一章全面分析要二孩儿前全体家庭成员应有的心理准备。 第二章重点描述二宝出生后
，全家面对新的家庭成员、家庭结构和家庭问题，尤其是大宝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时，
都该如何应对。 第三章阐述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需求，本书虽是为二孩儿家庭量
身打造，但有一才有二，了解每个孩子的成长规律，才能进一步了解家有两孩儿的教养
方向。 第四章延伸了前几章的内容，同时对一些基本的教育理念进行剖析，如何让“比
较”“期待”“赞扬”⋯⋯真正积极地作用于对孩子的教育。 第五章主要讲二宝度过家
庭新成员阶段后孩子间的相处之道，而父母又该怎样让孩子间的互动更积极互利。 第六
章以家庭和父母为重点，看似与孩子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其实这正是当下较大的教育盲
点之一。当我们发现孩子行为的偏差时，千万不能忽视家庭的影响，孩子其实正是家庭
这个大系统的小小缩影，如果不对整个家庭关注，是谈不上真正关注孩子的。同时，在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心理健康和情感需要容易被忽视，希望通过这一章的讲述，
让家庭的核心——父母——能够放下一些疲惫，将紧盯孩子的视野扩大，从而收获真正
的幸福。 第七章仍把教育放在家庭这个系统中，介绍一些具体的家庭规则帮家长更轻松
地实现好的家庭教育。 任何理论学习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任何方法的使用也不能“包治
百病”，希望本书能给到读者一些对教育、对孩子、对自己、对家庭的思考方式，祝愿
每个家庭都和谐健康！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大宝：为什么总要我让着他？
该遵从传统观念吗？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支撑下，形成了我们长久以来的基本家庭
模式，落实到多子女家庭的教养之道就是：“当哥哥就要有当哥哥的样！”相对的就是
“你小你就应该听哥哥的话。”这样的理念是在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背景下形成的文化
传承，不能简单地用对错好坏来评价，而是要注意如何让传统的教育理念和家庭观念适
应社会文化的发展，为传统的理念注入时代的内涵与活力。
【案例13】
我家两个孩子相差四岁，他们平常在一起玩得挺好，但我总担心，老大也没多大，万一
不小心会伤到小的，又担心兄弟俩关系不好，所以总是对老大说，“你是哥哥，要多照
顾弟弟，让着他点儿。”其实这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从小也是受这样的教育，
大的就得让着小的。可有一天，我听到老大和朋友说，“我不想当哥哥，因为什么都得
让着弟弟。”这让我想了很多，我在家是小的，从小哥哥姐姐确实让了我很多，现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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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们应该也挺委屈的吧！但我开始不知道该让哥俩如何相处了，总不能让小的让着大
的吧？
看到这个案例，也许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态度，只是不知你会选择站在传统教育理念一边
，还是孩子的感受一边呢？
长幼有序背后的情感因素
如果你更关注孩子的感受，不愿意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有委屈的感受，很可能你会选择
挑战甚至批驳传统的观念。的确，有不少哥哥姐姐想起小时候都是委屈与被忽视，一味
的谦让甚至让出了为自己争取的勇气，让得没了自己的个性。这也可能就是很多家庭中
老大都是稳重的化身，而老小就是“有个性”的代名词的原因之一。如果你认为老大的
这种想法是不懂事，就应该让孩子从小有规矩，你自然会选择传统的教育方式——长幼
有序。
显示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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