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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不耻最后——培养优等生的“神话”》(作者
李少聪)这本书，针对造成孩子学习成绩差的各种因
素，分“案例回放”“专家解析”“给父母的话”和
“专家手记”四个板块，《不耻最后--培养优等生的
神话》对如何提高孩子成绩做了深入切实的分析，更
有家长对孩子提高成绩所能做的策略与指导，是一本
能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帮助的学习型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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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其假期每天睡懒觉、玩电脑，不如送去补习班吧 4．怎么选择补习老师
5．参加补习班，孩子的成绩怎么越补越差 6．辅导班的优势和弊端
7．出国留学不是“差生”的“后路”第八章 呵护心灵，关注“差生”的心理健康
1．除了孩子考多少分，你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吗
2．好孩子值得我们去爱，“差生”更需要我们去爱 3．孩子不爱学习可能存在心理疾患
4．成绩差的孩子更敏感、脆弱 5．孩子成绩差，多自卑 6．后进生的心理负担有多重
7．经常发生纠纷的家庭，孩子会丧失安全感 8．教孩子释放压力
9．改变孩子的焦虑状态第九章 永不放弃，父母孩子都要提升逆商指数
1．不急于求成，耐心等待孩子进步 2．即使所有人都瞧不起你的孩子，你也要瞧得起
3．让孩子拥有无往不胜的意志力 4．坚持到底，不半途而废232 5．勇敢面对挫折
6．帮助孩子树立高远的志向 7．保持永远不服输的劲头 8．培养孩子乐观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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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别让成绩变成评判孩子成败的唯一标准
2．“差生”身上有许许多多优等生所没有的优点 3．不攀不比，让孩子超越自己
4．让孩子做个有尊严的人 5．注重提高孩子的自制能力 6．不让依赖性阻碍孩子成长
7．别让孩子交上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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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其实不然。反应说明思维活动迅速，但思维活动迅速并不意味着比别人聪明，反而容易
形成浅尝辄止和浮躁的毛病。也就是说反应快的孩子也可能成绩差。
相对来说，反应慢的孩子，凡事都要慢一拍，写字比别的孩子慢，回答问题慢吞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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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答非所问，在这个什么都要求效率的时代，成绩自然会跟不上。但家长们不要急着
给孩子下“笨”的定义。有教育专家说，这些都是适应性低的表现，但并不代表孩子的
能力差，这种慢”的适应性恰恰是这类孩子的一种行为方式。比如孩子”可能学一首唐
诗的速度比较慢，但他们相应地也会记得比较牢、比较久。
因此，孩子反应慢，家长不要过多地埋怨、责备，而应该耐心地给孩子以关心和指导，
引导孩子逐渐“加速”。
家长不要埋怨孩子慢，而要主动去让孩子快，这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来完成。同时
，我们要为自己的孩子树立好榜样，家长做事情也要讲时间求效率，长期给孩子这样一
种积极暗示，孩子也会进步的。
告诉孩子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并且要做好。比如写作业的时候就写作业，不能看电视或
听音乐。家长要在平时生活中慢慢训练孩子专心做一件事情的习惯，因为只要孩子沉下
心来做一件事，做事的速度不应该是很慢的。
做什么事情需要多长时间，都要根据孩子的特点和情况做一个明确的规定，当然这个规
定是灵活的，可以随着孩子的进步而做相应的更改。
以当天老师们留下的作业来说，如果数学题目较少，而且难度不是太高，你就可以规定
孩子在半小时内完成，避免他有空闲时间去发呆、走神；假设英语作业题目较多，并且
语法不易掌握，那就把这些题目分为几类，对每类题目做出时间限制，以此来提高孩子
的反应能力。
在学习过程中，要努力培养孩子动脑筋的好习惯。预习、听课、复习、作业、考试等各
个环节都要勤于思考、独立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怎么办。做到不依赖、不
等待、不偷懒，不断增强好奇心、增加求知欲、增强独立性。
此外，家长也要做好协助工作，不能以“动脑筋、独立思考”为由对孩子撒手不管，致
使孩子思考疲劳，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也不能一手包办，干脆给孩子写出答案让他往这
上面靠，而是要适时引导孩子往正确、高效的解题思路上走，才能有效地锻炼孩子在学
习上的反应能力。
齐贺虽然不调皮捣蛋，但也从来不积极学习，从未问过老师问题，也没有向同学请教过
。在家里，爸爸为了激发他的学习欲，买了很多有趣的图书，但他也不怎么感兴趣。别
的孩子都爱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齐贺却从来没有问过。他似乎天生对知识就没兴趣
，成绩自然好不到哪里去，这让他的爸爸妈妈很是烦恼。 其实不然。反应说明思维活动
迅速，但思维活动迅速并不意味着比别人聪明，反而容易形成浅尝辄止和浮躁的毛病。
也就是说反应快的孩子也可能成绩差。 相对来说，反应慢的孩子，凡事都要慢一拍，写
字比别的孩子慢，回答问题慢吞吞的，还会答非所问，在这个什么都要求效率的时代，
成绩自然会跟不上。但家长们不要急着给孩子下“笨”的定义。有教育专家说，这些都
是适应性低的表现，但并不代表孩子的能力差，这种慢”的适应性恰恰是这类孩子的一
种行为方式。比如孩子”可能学一首唐诗的速度比较慢，但他们相应地也会记得比较牢
、比较久。 因此，孩子反应慢，家长不要过多地埋怨、责备，而应该耐心地给孩子以关
心和指导，引导孩子逐渐“加速”。 家长不要埋怨孩子慢，而要主动去让孩子快，这需
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来完成。同时，我们要为自己的孩子树立好榜样，家长做事情也
要讲时间求效率，长期给孩子这样一种积极暗示，孩子也会进步的。 告诉孩子一次只做
一件事情，并且要做好。比如写作业的时候就写作业，不能看电视或听音乐。家长要在
平时生活中慢慢训练孩子专心做一件事情的习惯，因为只要孩子沉下心来做一件事，做
事的速度不应该是很慢的。 做什么事情需要多长时间，都要根据孩子的特点和情况做一



个明确的规定，当然这个规定是灵活的，可以随着孩子的进步而做相应的更改。 以当天
老师们留下的作业来说，如果数学题目较少，而且难度不是太高，你就可以规定孩子在
半小时内完成，避免他有空闲时间去发呆、走神；假设英语作业题目较多，并且语法不
易掌握，那就把这些题目分为几类，对每类题目做出时间限制，以此来提高孩子的反应
能力。 在学习过程中，要努力培养孩子动脑筋的好习惯。预习、听课、复习、作业、考
试等各个环节都要勤于思考、独立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怎么办。做到不依
赖、不等待、不偷懒，不断增强好奇心、增加求知欲、增强独立性。 此外，家长也要做
好协助工作，不能以“动脑筋、独立思考”为由对孩子撒手不管，致使孩子思考疲劳，
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也不能一手包办，干脆给孩子写出答案让他往这上面靠，而是要适
时引导孩子往正确、高效的解题思路上走，才能有效地锻炼孩子在学习上的反应能力。 
齐贺虽然不调皮捣蛋，但也从来不积极学习，从未问过老师问题，也没有向同学请教过
。在家里，爸爸为了激发他的学习欲，买了很多有趣的图书，但他也不怎么感兴趣。别
的孩子都爱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齐贺却从来没有问过。他似乎天生对知识就没兴趣
，成绩自然好不到哪里去，这让他的爸爸妈妈很是烦恼。 求知欲，就是探求知识的强烈
欲望，按照我们的话说，就是“爱学”。孩子只有“爱学”，对获得丰富的知识和好的
成绩具有一种内在的持续的追求愿望，才可能“学好”，并持续地保持好成绩。 求知欲
并非人人都有，所以我们发现有许多家长在为孩子对学习不疼不痒的态度发愁。有位家
长求助说：“我家孩子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好像根本就没有求知欲。人家孩子课上课
下都围着老师问个不停，唯有他听话得不得了，从来不肯打扰老师。老师都说，他是班
里唯一一个没有问过问题的孩子。”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很多。孩子一旦没了求知欲，
对学习就失去了兴趣与信念，他每天只关心如何打发时间，什么时候下课，什么时候放
学，放学之后干什么等等。日子一天天这样过去，学刊成绩早就没了指望。 但是孩子没
有求知欲，或者求知欲不强烈，仅仅是孩子的问题吗？当然不是，家长在这个问题上往
往有很大的责任。当孩子忽然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方程的解法怎么这么繁琐，有简单
一点的方法吗？”你可能会不耐烦地说：“自己想去！”当孩子问你为什么要学习英语
时，你可能会生气地告诉他：“好好学就是了，哪儿那么多废话！”这样的情景不计其
数，严重挫伤了孩子求知的积极性。 家长们要正确看待孩子求知欲不强这一问题，不仅
要从孩子身上找原因，更要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才能重新激起孩子的求知欲。 对未知
事物产生疑问，对于孩子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是孩子求知欲的表现。但如果自
己的孩子没有这么强烈的求知欲，我们就要从细微处着手，激发、培养并保护孩子的求
知欲。 家长在忙于手头工作的时候，往往对孩子的纠缠不耐烦，特别是当孩子为一个问
题打破砂锅问到底时，家长对孩子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到旁边玩去，没看到妈妈(爸爸
)正在忙吗？一‘自己查资料去，我没空！”时间一长，孩子就会对探求知识逐渐失去兴
趣。 对待孩子提出的问题，家长应该尽快正面回答。 如果有时间，还应把它与孩子已掌
握的知识或喜爱的事物联系起来，与孩子共同探究，找出答案。P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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