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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儿童的早期教育

Q我有一个５岁的孩子，既想给他进行早

期潜能开发，又不想让他失去快乐的童

年，让他亲近自然。所以我想问朱老师有关儿童

早期潜能开发的适度的问题。

　　　 适度的教育和适当消费一样，都是一种

智慧。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早期教育

热”，有各种“班”。目前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

的期望也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家长都很揪心，

期望自己的孩子最好是样样都会。我也做过家长，

我对儿子的希望是他能成功，成为有用人才，但

现在有了孙女，就希望随她去吧。这种心态说明

同样是家人，但家人的价值观不同，最终孩子是

否成功，是取决于你的期待。如果直接回答你的

问题，那么你是最了解自己的孩子的，他在哪些

方面有优势，在他感兴趣的地方下工夫就可以了。

但千万不要太累，否则花钱也一事无成。你总觉

得不去的话就会欠他什么，但从我们过来人的经

验来看，只要你多花力气，跟孩子积极交流，比

外面的任何教育都有效。除非画家钢琴家等不能

无师自通，需要专业的老师之外。但很少有家长

有此希望吧。

Q现在很多家长让孩子去背古诗等经典著

作，这样是否会影响孩子的逻辑性发展？

　　　 目前还没有任何研究证明其影响。很多

学者认为可以，但另一些认为没有，观点截然相

反，这是学术界也尚在争议的一个问题。孩子学

习，背古诗和经典，有没有价值呢？这种价值判

断是因人而异的，如果长大以后记得当然很好，

但如果忘掉甚至孩子因此产生畏学心理，就反

而不好了。因此要靠家长进行判断“度”的问题，

你认为有价值，就让孩子开开心心地学，这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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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让孩子放任自由，未必好。从前写书的时候

我也在告诉家长具体的做法，但后来我只告诉家

长“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定要用智慧去教育

孩子。所以我的书里有很多的寓言故事，从别人

的故事中感悟自己的教育方式。

Q据调查，２３个国家调查统计，中国孩子

想象力倒数第一，创造力倒数第五，计

算能力第一，请问如何在应试教育体系下提高孩

子的创造力？

　　　 首先，我要说的是这也是我们教育工作

者孜孜以求的问题。当然，这个统计的数据我们

不需要太过在意。想象力本身跟知识息息相关，

举个例子：同样一个圆，幼儿园的孩子、小学生

和大学生对一个圆的认识不同，小孩子可以把圆

说成是太阳、月亮，但大学生便会从几何图形的

角度去解释圆。那是因为随着知识的积累而不

同，并不意味着想象力的退化。中国的文化是否

就是扼杀思维的独创和思维的发散呢？我认为不

是的，西方文化是分的文化，他们强调专业化。

中国文化是和的文化，和谐，作为整体来看问题。

文化不同，文化的交融，不能说某种文化扼杀创

造力。在中国，孩子首先要适应，不能脱离环境

异想天开，在这个环境文化中有创造力的孩子还

是很多的。

关于儿童的健康问题

Q冬天孩子反复感冒，我想原因可能是衣

服太薄，幼儿园老师说孩子呼吸道脆弱，

要带围巾之类的。是否有道理呢？第二是如果已

经感冒了，怎么办呢？不想轻易去医院。

　　　 感冒其实是儿科最多见的疾病，常说，

冬春感冒夏腹泻。感冒是把双刃剑。如果整天给

孩子创造一个恒温恒湿的温室，这样的孩子会弱

不禁风。刚入园或者放假后再入园，容易感冒发

烧。为什么说“双刃剑”呢？每感冒一次，体内

的免疫就受到一次战斗的洗礼。过于频繁的感冒

的孩子叫做“复感儿”，诊断的标准一是频繁，二

是引起其他的肺炎气管炎等病，比较严重。作为

预防感冒的措施来说，对孩子来讲，是“既不捂

也不冻”，而大人是“春捂秋冻”。冬天要有大背心，

保护胸和肚子。另外，鞋要保暖，“寒从脚下起”。

头上有汗，及时擦干，特别是过年过节，新衣新帽，

特别是帽子回到家不舍得摘，出汗后容易着凉。

　　关于饮食，我们可以大有文章可做。冬春的

感冒绝大多数都是病毒性感冒，我们可以在日常

饮食里，多些十字花科的蔬菜，比如大小白菜、

油菜、荠菜、西兰花、菜花、以及各种萝卜，还

有一种常见的药----板蓝根。为什么可以预防呢？

因为该类蔬菜里含有抗干扰素诱生剂，可以诱发

身体产生干扰素，干扰病毒的复制。所以我们的

菜篮子里多一些十字花科蔬菜是非常好的。

　　冬春季还有一种被誉为“御寒无机盐”的物

质----铁。如果铁充足，多余的铁还可以储存在

肝脏里。遇到天气发生突然变化，备用的铁就可

以从肝脏中出来，它是制造红细胞的原料之一，

红细胞运输氧气的能力增强，可以滋润抗体。还

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便通”，做到“要是小儿安，

需使肠中清”，古人说排便如“河道行舟”，冬天

特别注意要多喝水，不渴先喝，还要有“动力”，

喝水引起肠胃蠕动。便秘、上火、发烧是三部曲。

所以从冷暖方面加以调整，冬天一定不要长时间

躲在温室里，要每天接触冷空气，保证通风。前

一阵大家都非常重视病毒通过空气传播。有人说，

我们把窗户关紧，不让脏空气进来，怎么样？但

不可取。感冒是飞沫传播，大人的嗓子的病毒通

过喷嚏等喷在空气中，被孩子吸入而引起感冒，

但室外的尘土不会引起感冒。所以要注意空气流

通。我们做好冷暖适度，注意饮食，就可以预防

感冒了。但孩子感冒了我们也不用担心，只要不

是发烧。进入幼儿园，小孩一般发烧不会引起中

风。让他退烧，多喝水在水中加入一些新榨的果

汁，增加维生素C，增加抗体，吃清淡的食物，

这样感冒也无大碍。

　　　 我是小儿科医生，所以要对刚才的问题

进行一下补充。如万老师所说，感冒是由病毒引

起的。病毒细分的话有200种以上，一种病毒进

入身体，产生抗体以后就不会被相同的病毒再感

染。但对其他的病毒尚没有抗体，一旦进入，无

法抵抗。因此，刚进幼儿园的时候，孩子抵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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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能力尚弱，新的病毒就会从一个人到另一个

人不断传染，引起感冒。我们都知道，一般病从

口入，或从鼻腔进入。如万老师所说，加强空气

流通可以减少病毒感染。还有多吃水果蔬菜，增

强抵抗力。

　　另外，要想防治感冒，最好的办法就是勤洗

手。别人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唾液会沾在桌子上，

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摸了桌子的手再摸到自己的

嘴和鼻子的时候，就会感染上病毒了。

     像万老师说的，痢疾也是病从口入的，勤洗

手可以减少感冒和拉肚子。这个是经过科学验证

的。日本有一个调查显示，让孩子们勤洗手的幼

儿园和不洗手的幼儿园比起来，孩子感冒和拉肚

子的概率大大降低。

Q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过敏，是什么原因

呢？是跟环境污染有关吗？能治愈吗？

　　　 过敏，这方面我的恩师小林登先生是专

家。过敏一方面和体质有关，一方面和食物有关。

确实现今受环境的污染影响越来越多的孩子容易

过敏。

　　　 我补充一点，关于空气的问题，现在干

净的空气越来越少，包括和空气污染无关的花粉

症的影响，全球过敏普遍增加。哮喘是由于支气

管粘膜发炎造成的，所以，治疗炎症至关重要。

现在日本有研究表明，酸奶、纳豆对防治过敏有

益。

　　　 过敏是变态性反应，身体对无害的东西

产生过度的反应。如何应对？三个字：找、避、治。

找到过敏源，尽力避开导致过敏的东西。家长有

时会忽略治疗，但对于过敏性鼻炎，家长要及时

给予一些治疗。

儿童的性格和行为问题

Q想问问榊原洋一教授，如何判断孩子的
多动症呢？

　　　 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患多动症的孩子，研

究表明５％到８％的孩子属于多动。他自己并不

想捣乱，但无论如何无法集中和安静下来，这是

与生俱来的。孩子特别多动的话，父母和老师往

往会训斥他们。但总是挨训的话，孩子的自信就

渐渐没有了，长大以后就成了不自信的人。
　　所以对这样的孩子，不能单方面的总是训斥，

而是要找到他的优点去表扬他们。现在日本美国

等国家的教育者们都共同致力于研究如何提高他

们的自信这一课题。

Q我家孩子特别容易发脾气，应该怎么办

呢？　

　　　 在发育的阶段变得容易发脾气是很正常

的。人在长大，本来性格很老实，有可能变得爱

发脾气，这是发育过程中的问题。发脾气发到什

么程度，有没有引起情绪障碍，怎么解决这样的

问题，我觉得这些不是病，至少是用药治不好的，
需要家长用智慧和教育来解决。

　　　 我也同意朱老师的意见，正常的孩子和

有情绪障碍的孩子之间只是一线之差。诱因的存

在与否，是区分发展障碍的标志。如果孩子真的

没什么特别原因，而经常毫无理由地发脾气，那

才能算是情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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