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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锐亲子作家分阶段指导，陪孩子走过小学六年
★阶段特征、学习方法、行为习惯、人格培养、心理素质面面俱到，全面助力孩子成长
★1-2年级，优秀学习习惯养成的关键两年
★1-2年级，良好学习方法形成的基础两年
★1-2年级，思维力开发的**黄金期
★小学启蒙这两年，将决定孩子一生的学习力

 

内容简介

本书是写给小学一二年级孩子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书。小学一二年级是孩子入学的启蒙
期。本书从一二年级孩子的特点着手，向家长介绍了此阶段孩子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
和行为习惯。本书案例丰富，说理透彻，实用性强，是小学生家长的必备读物。

作者简介

木紫，致力于家庭教育研究，以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作为依据，寻找家庭教育的共同规
律，尊重孩子的个性化差异，让科学、实用的家庭教育方法惠及每个家庭，真正做到“
个性化培养”“让每个孩子都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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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说：老师让做，我就做！
◎孩子具有“向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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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贪玩，有妙招第1章 去了解：孩子不是你想象上课总“走神”，怎么回事
◎导致一二年级孩子“走神”的原因☆有助于孩子专注听讲的方法
重要的自我认识：“学业自我”◎自我认识关键点：“学业自我”
☆找优点，激励孩子积极地去学习孩子说：老师让做，我就做！◎孩子具有“向师性”
☆利用好孩子的“向师性”吹牛、说谎背后的心理秘密◎吹牛、撒谎背后的心理秘密
☆引导孩子说实话、真话孩子贪玩，有妙招◎普雷马克效应：以玩促学
☆和其他的方式结合运用低年级学习特色：“唱读”
◎认识孩子的“小和尚念经阅读法”☆从出声读到默读需要一个过程
要睡觉了，才想到写作业◎学习动机决定学习状态☆用外部力量强化孩子的学习动机
缺少控制力：不随心，就发脾气◎“外控听话型”：虚假的自我控制水平
☆提升孩子的自我控制水平第2章 幼升小，先疏导心理上的不适应
“孟母三迁”，迁到哪里去◎幼升小，第一次择校☆择校，三思而后行
幼升小，“准备”在先◎新环境，孩子需要适应☆准备越充分，孩子越快适应
不上学理由的很奇怪◎孩子“为什么不想上学”☆解开孩子的心结，消除负面情绪
手里攥着橡皮：怕写不好◎学习中的“沉锚效应”☆预防孩子患上“橡皮综合症”
为何谎称自己生病了◎孩子为何怕学习☆消除孩子怕的情绪孩子说：不馋不懒是人吗
◎小学阶段是勤奋感培养的关键期☆培养一个勤奋的孩子孩子，你在学校还好吗
◎家教沟通，必要性强☆巧妙地和老师沟通第3章
不只做“分数状元”，做全面发展好孩子成绩只是成长的一部分
◎养育大目标：社会化发展☆小学低年级，实现社会化的三个原则
优势智能：是福不是痛◎优势智能不是生硬地培养出来的☆开发优势智能，才能做自己
考试，破坏不了孩子的素质◎考试只是一种考核方法☆改变我们以往的错误做法
妈妈的学习寄语◎学习行为的指引：学习观☆培养正确的学习观98分，100分
◎好成绩可能是个“假象”☆关注孩子的“隐性学力”多参加课内课外活动
◎不是副科，是技常科☆积极参与，就有收获没有坏孩子，只有好孩子
◎思想道德判断力比较低☆德育，从小事开始第4章
成功智力早培养，才能达到人生的主要目标大脑越用越灵活
◎让孩子认识到：大脑越用越灵活☆学习过程中，领着孩子多动脑我有一双小巧手
◎巧手练习：勤能补拙☆爱上手工制作把奇思妙想做出来◎发明创造从实践中来
☆鼓励孩子去创作孩子有他的道理◎孩子一定有他的道理☆带孩子做说理训练
是它们把小鱼弄死了吗◎大自然是孩子的启智大师☆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你的孩子“瞎鼓捣”吗◎创新就是拆卸、鼓捣☆创新从动手做开始第5章
比黄金更宝贵的：早期学习习惯培养一二年级，学习习惯养成的关键期
◎学习习惯决定学习状态☆一二年级，首要培养的学习习惯你的孩子会听讲吗
◎听讲，学习过程的中心环节☆高品质听讲习惯，慢慢来孩子写作业，“陪”还是不陪
◎写作业是一项学习任务☆独立、按时写作业的习惯没检查，不算写完了



◎检查，提高正确率☆写完作业就检查不懂得时间的宝贵◎一计算，谁的时间都不多
☆养成珍惜时间的习惯当下最好的复习：考考孩子◎复习可以巩固记忆
☆复习的四个基本方法孩子天生爱读书◎阅读，开启好人生的大门
☆“自读”和“协读”相结合写话训练：写出来就好◎思想的载体：语言表达
☆多做写话训练第6章 在爱和自由的环境里，教育出有规矩的孩子你买吧！我忍了
◎有爱有自由，才有规矩☆给孩子立规矩叫不醒，怎么办◎睡眠决定学习效率
☆睡好了，孩子才聪明孩子爱看电视，怎么看◎当心，电视会让孩子变笨
☆让电视帮助孩子成长网络，孩子应该怎么使◎电脑：是一把双刃剑
☆把电脑变成孩子的“益友”执拗，不听说◎有规矩才能有“方圆”☆教孩子守规矩
遵守校园规则◎让规则内化，才能成方圆☆培养规则意识，要注重“内化”
不姑息“三分钟热度”◎良好的意志品质：坚持到底☆劲头保鲜法：预防半途效应第7章
抓住一点一滴，帮孩子建立自信别让识字难倒了孩子◎识字能力关系孩子的自信心
☆孩子容易接受的识字方法学不会，怎么办◎不能让知识把孩子难住
☆想一些特别的办法帮助孩子孩子可能不会考试◎不懂考试才焦虑
☆培养孩子的考试能力给同学一点帮助◎帮助别人就是成就自己
☆消除孩子的“自我中心”一二年级没有“学困生”◎找到孩子暂时“学困”的原因
☆对症下药，转化后进生粗心马虎，危害大◎粗心马虎不是小问题
☆改掉孩子粗心马虎的毛病第8章 机械记忆占主导的形式下，孩子怎么记得住
记得快，忘得也快◎一二年级记忆特点：机械性☆“死记硬背”是不可缺少的记忆方法
来孩子，背诵一遍◎重复记忆，有助于避免“回生”☆重复记忆最常用的几种方法
就在嘴边，却说不出来◎记忆中的“舌尖现象”☆对抗遗忘：过度记忆法
背了好久，也记不住◎知识在打架：系列位置效应☆把记忆任务变小、变少
字词难记，怎么办◎创设情境记忆法☆运用创设情境的原则第9章
不让成长小问题，发酵成性格大缺陷窝囊：不能总被别人欺负
◎打架，一定有挨打的一方☆引导孩子变强壮变勇猛小摩擦：可以有，但要妥善处理
◎发生小摩擦，很正常☆教孩子宽以待人礼仪、礼貌：内心的展现
◎礼貌，是社会化的重要部分☆懂礼仪、有礼貌靠的是教育自我中心：眼里没有别人
◎因为自我中心，可能会自私自利☆去中心化：预防自私自利依赖：自己拿不定主意
◎依赖的孩子长大不大☆适当“甩手”，孩子更独立拖拉：最容易被轻视的坏习惯
◎拖拉背后的复杂心理问题☆培养一个不拖拉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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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1章 去了解：孩子不是你想象
一二年级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应该怎么教育他们？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想这个
问题的时候，孩子已经背上书包蹦跳着走进了校园！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就多了：上
课走神、放学后不写作业、吹牛撒谎、把“老师说的”挂在嘴上⋯⋯本以为很简单的问
题，和孩子商量商量就解决了！谁知，三番五次地说到焦头烂额还是搞不定！怎么办呢
？很简单，去了解孩子吧！因为孩子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上课总“走神”，怎么回事
虽然拥有的不是相同的孩子，但是家长们却面临着相同的难题。最近，我身边有几个刚
入学的孩子，这些孩子的家长中只有一位妈妈没有向我求助，其余几位都很着急地问：
“我家孩子上课走神，不注意听讲怎么办？”“我无数遍地跟孩子说上课要注意听讲，
可是，老师还是反应他上课思想开小差！”同时，我又注意到网络上各大论坛的热帖，
关于“走神问题”的讨论更是热火朝天！看来，孩子上课走神，对妈妈们来讲是个大问
题！
◎导致一二年级孩子“走神”的原因
听讲作为学习过程的重要一环，是需要感觉器官参与的一项认知活动，即使刚刚读到一
二年级的孩子，在课堂上学习的知识在大人眼里很简单，也是需要视觉、听觉、嗅觉、
味觉、位置觉等高品质的参与，否则，就会影响对知识的吸收。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孩
子的感知觉正处于成长期，没有达到成人的水平。
1.注意趋向新奇性
所以，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以无意注意为主，这样的注意形式既没有预定的目的，也不
需要意志努力，往往是只注意新奇有趣、吸引人的事物和学习材料，一旦遇到新奇刺激
的事件，注意力就会变得分散。比如，卡通玩具似的多功能文具用品、课堂上有谁咳嗽
了一声、同学的铅笔盒掉地上了、哪位同学恶作剧了一下等，都能够造成孩子分神。
2.注意保持时间短
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注意保持的时间很短暂，不到20分钟，有的孩子甚至更低，10分钟
都不到，超过这个时间，孩子会感觉到累。有的孩子甚至坚持不到20分钟就会觉得累了
。所以，孩子走神第1章 去了解：孩子不是你想象 一二年级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呢？我们
应该怎么教育他们？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孩子已经背上书包蹦跳
着走进了校园！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就多了：上课走神、放学后不写作业、吹牛撒谎
、把“老师说的”挂在嘴上⋯⋯本以为很简单的问题，和孩子商量商量就解决了！谁知
，三番五次地说到焦头烂额还是搞不定！怎么办呢？很简单，去了解孩子吧！因为孩子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上课总“走神”，怎么回事 虽然拥有的不是相同的孩子，但是家长们却面临着相同的难
题。最近，我身边有几个刚入学的孩子，这些孩子的家长中只有一位妈妈没有向我求助
，其余几位都很着急地问：“我家孩子上课走神，不注意听讲怎么办？”“我无数遍地
跟孩子说上课要注意听讲，可是，老师还是反应他上课思想开小差！”同时，我又注意
到网络上各大论坛的热帖，关于“走神问题”的讨论更是热火朝天！看来，孩子上课走
神，对妈妈们来讲是个大问题！ ◎导致一二年级孩子“走神”的原因 听讲作为学习过程
的重要一环，是需要感觉器官参与的一项认知活动，即使刚刚读到一二年级的孩子，在



课堂上学习的知识在大人眼里很简单，也是需要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位置觉等高
品质的参与，否则，就会影响对知识的吸收。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感知觉正处于
成长期，没有达到成人的水平。 1.注意趋向新奇性 所以，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以无意注
意为主，这样的注意形式既没有预定的目的，也不需要意志努力，往往是只注意新奇有
趣、吸引人的事物和学习材料，一旦遇到新奇刺激的事件，注意力就会变得分散。比如
，卡通玩具似的多功能文具用品、课堂上有谁咳嗽了一声、同学的铅笔盒掉地上了、哪
位同学恶作剧了一下等，都能够造成孩子分神。 2.注意保持时间短 小学低年级的孩子，
注意保持的时间很短暂，不到20分钟，有的孩子甚至更低，10分钟都不到，超过这个时
间，孩子会感觉到累。有的孩子甚至坚持不到20分钟就会觉得累了。所以，孩子走神 那
么，在这20分钟里，孩子是否就不会“走神”了呢？对于大脑来来讲，从注意到理解记
忆是需要一个加工过程的，而这个过程是包含在集中注意力里面的用于大脑工作的“走
神”时间，工作过后就接着集中注意力听取下面的知识点。但是，这个阶段的孩子还不
具备或者说不善于根据学习任务的变化把注意力从一件事情主动转移到另一件事情上。
于是，在从对一个知识点的注意转移到另一个知识点的注意上时，思想就脱离了学习内
容，“走神”到学习以外的事情上去了。 3.听不懂所讲内容 孩子可能听不懂老师在讲什
么。如果这个孩子属于听觉学习型，那么，就难以集中注意力了。因为听觉型学习者偏
好通过听讲、朗读、歌曲、诗歌、广播等听觉刺激来学习，他们对语言、声响、音乐的
接受力和理解力强，而孩子不能听懂他听到的内容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对所学内容不感
兴趣了，于是，难以集中注意力了。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是孩子的生理特点决定了上
课容易走神这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要孩子不走神，就需要孩子进行自我控制，而刚上学
的孩子，玩心还很重，学习上的自觉性不高，不知道老师讲的内容哪里是重点，更不能
积极根据所讲内容调控自己的注意力，所以，“走神”是一个伴随孩子成长过程出现的
一个阶段性难题，这个难题需要改变，但是不能着急，我们家长和老师所要做的就是帮
助孩子提升注意力品质，养成注意听讲的好习惯。 ☆有助于孩子专注听讲的方法 一二年
级的孩子，是纯纯粹粹的“新生”，在学习上除了经验不足外，还存在着许多的能力上
的成长空间，这个时候，我们要抱着一种等待孩子成长、扶着孩子养成好习惯的心态，
才能从容地帮助孩子无痛地度过这段成长期。 1.理解但是不纵容 我们要理解我们的孩子
，他们刚刚踏入校门，对学习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即使他们自己在说：“我已经是
小学生了，不能光玩了！”但是，他们不一定在行为上就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要给孩
子时间，让他们慢慢地进入学习状态。不要总是对着孩子唠唠叨叨，说孩子不听话、不
好好学习，这样的负面标签只会使得孩子更厌倦学习，觉得学习很无趣，让自己不舒服
。 如果老师向我们反映了孩子课堂上有走神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急着训斥孩子
，而是要看看孩子的学习效果，如果孩子课堂知识掌握得还不错，我们可以小忍孩子一
段时间，在不声张的情况下默默地锻炼孩子的注意力。比如，给孩子分配一个可以需要2
0分钟完成的学习任务，让孩子坚持做完。 但是，绝不可以因为走神没有影响学习效果
就放手了，因为行为是与习惯紧密相连的，一旦孩子养成了“走神”的习惯，那么到了
小学高年级、甚至是中学都会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对学习的负面影响可就大了。
2.做一些提升专注力的训练 孩子的注意力品质高低包括注意的灵敏度、广度、稳定性等
，如果我们平时多带孩子做一些这方面的选练，那么，孩子的注意品质就会比较高。比
如，打乒乓球、拼图、找不同、找错字等。 有位妈妈发现自己的孩子常常分不清数字中
的3和8，于是，就不断地写出一些含有3和8的数字，让孩子画出来，时间长了，孩子就
不在这两个数字上出错了。 3.不轻易扣上“多动症”的帽子 小孩子好动是很正常的，也



是一个重要的成长特点。如果我们因此给孩子扣上“多动症”的帽子，不但不会控制住
孩子，反而给了孩子一个多动的理由，那就是“我是多动症，我就要多动啊！”一般情
况也不需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因为孩子多动症发生率还是很低的，人为地给孩子扣上
这样的帽子，只会耽误孩子的成长。 4.不要把知识提前学会 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早早成
为优等生，还没有进入一年级或者二年级之前，就利用业余时间把当年要学习的内容学
会了，导致孩子因为记住了而觉得在课堂上没有必要听了，于是，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
学习以外的事情上去了。所以，超前学会不但没把孩子带到前面反而助长了孩子的不好
好听讲的坏习惯，实在是没有好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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