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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人的肌体与大脑之间有五条神经通道, 分别为视觉通道, 听觉通道, 感觉

通道, 味觉通道, 以及嗅觉通道.  我们的所有知识都是通过这五条通道获得

的。 

 

 有上千种方法可以起到刺激这五条神经通道的作用。 

 

 当大脑某一方面的功能得到改善后, 其他方面的功能也会随之有所改善. 

 

 多年以来, 人类大脑曾被认为是一成不变和无法改变的. 但事实并非如

此, 大脑处在不停的发育以及不断的改变之中. 

 

 大脑在使用过程中发育. 

 

 To be added. 

 

 

 
 

家长是问题的答案，而非问题的本身。 



研究所简介 

 人类潜能开发研究所是一个非盈利研究机构.  自 1955年成立以来, 

研究所向世界各地的脑损伤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以及专业人员提供了优质服务. 

 

 本研究所的宗旨是: 研究所接受所儿童并帮助他们在体能，智能，生

理,以及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都达到最佳水平。 

 人类潜能开发研究所为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儿童提供服务.  人类潜能开

发研究所的总部设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  欧洲分部设于意大利伐各

利亚. 姊妹机构分布于巴西和日本. 分所设于墨西哥, 西班牙, 及法国巴黎. 研

究所在美国费城, 意大利, 日本, 及墨西哥都提供定期课程. 

 

 



 

 

 在我们的研究所里决不允许存在性别歧视.  我们关爱并尊敬所有的母

亲, 父亲, 男孩, 和女孩. 

 

 经常有人使用 “大男子” “小女人”的称呼. 为了避免这类恼人的

称谓, 我们在本手册中将分别使用 “母亲” 和 “男孩” 称呼所有的父母

和孩子们.   

 

 这样才公平. 



研究所里的儿童简介 

本 书提 到 的 儿 童 都 曾 经 或 者 正 在 人类潜能开发研究所里进行培训。 

 

研究所里的家庭简介 

半个世纪以来, 来自 135 个国家的家庭在研究所找到了他们所寻求的帮助. 

这些家庭涵盖了地球上所有不同的种族和宗教信仰. 

 

 虽然这些家庭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各有不同, 但是他们对孩子都有无尽

的关爱与期待. 为了使他们的孩子发挥所能有的全部潜力, 他们契而不舍, 

竭尽全力。 



运动能力 

运动能力须知 

1. 生命在于运动。 
 

2. 婴儿和儿童都需要最大限度的运动。 
 

3. 创造一个理想的运动环境对你的孩子至关重要。 
 

4. 婴幼儿只有采取腹部朝下的姿势时才能做出正确的运动，背部朝下躺着的

时候无法做出正确的运动。 
 

5. 任何限制儿童运动的器械都可能对儿童有害。 
 

6. 运动能够加大呼吸，增加大脑的供氧量，有助于改善大脑功能。 
 

7. 运动能够改善身体结构。 
 

8. 运动有助于视觉发育。 
 

9. 运动有助于智力开发。 
 

10.  运动有助于改善肠胃消化， 排便功能，以及全面健康。 
 

11.  运动能够减少呼吸系统疾病。 

 



 

创造一个良好的运动能力发育环境 

 

1. 为你的孩子创造最大限度的运动机会。 

2. 创造一个理想的运动环境，包括尽可能大的空间和干净, 暖和, 安全的地

板。 

3. 让你的孩子做尽可能多的腹爬。 

4. 当你的孩子能够手膝爬时，就让他做尽可能多的手膝爬。 

5. 到你的孩子能够走路的时候，就让他尽可能多地走路。 

6. 当你的孩子能够跑的时候，就让他尽可能多地跑。 

7. 最聪明有效的做法是你在孩子旁边和他一同爬, 走, 跑。 

8. 让你的孩子完全独立地去做他所能做的任何运动。 

9. 只要是你的孩子能够独立做的运动，则让他每天经常反复地做；每次做的

时间要短, 次数要多。   

10.  要使每次运动都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并且取得成功。成功才能激发对运

动的热情，有了热情才能获得进一步的成功。 

 

 



避免对运动能力发育有害的做法 

 

1. 不要让孩子仰面朝上睡或仰面朝上躺着玩。 

2. 在安全的环境中, 不要限制孩子的自由活动。 

3. 不要抱的时间太长, 因为抱着会限制了孩子的自由活动。 

4. 不要给孩子穿令他行动不便的衣服。 

5. 除非是在途中, 不要给孩子使用任何对运动有所限制的器械 (例如轮椅, 游

戏床, 背包, 婴儿车, 矫形器, 摇车等).  

6. 不要把孩子放在学步车中，学步车可能导致危险。 

7. 当孩子正在动或者正要动的时候，不要以碰他，推他，或是扶他的方式去

帮助他。 

8. 不要以强迫或是诱惑的方法让孩子运动。 

9. 不要批评或者纠正孩子的运动。 

10.  不要把孩子弄的过分疲劳，也别让他把自己弄的过分疲劳。 

11.  家长不要忘记孩子在运动时，他的每一个努力都是了不起的举动。 

 



智  能 

智能须知 

 

 

1. 婴儿在出生时就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进行学习。 

2. 婴儿绝对爱学习，因为对婴儿来说学习是玩耍的最高形式。 

3. 孩子和母亲在一起是最理想的，因为母亲是孩子最好的教师。 

4. 在诚恳, 实事求是, 愉快的气氛中, 孩子教什么会什么。 

5. 对待教给孩子的知识, 要像送给孩子的礼物一样, 给了以后就不要再往回要, 

也不要要求回馈.  

6. 教学成功的关键是欢乐的气氛。 

7. 儿童有强烈的求知欲，因为学习是人类的生存手段之一。 

8. 在出生时，婴儿的感觉通路（视，听，和触觉）尚不成熟，所以需要对婴

儿进行适当的刺激以促进这些通路的成长和发育。 

9. 增加视，听，和触觉刺激的频度，强度，和持续时间会使婴儿的学习变得

更为容易。 

10.  许多脑损伤的孩子对声音过度敏感, 这也是影响学习和成绩的一个重要原

因。 

 



创造一个良好的智能发育环境 

 

1. 在愉快的, 充满爱和尊重的气氛中进行教学。 

2. 每天为你的孩子提供有利于刺激智力发育的环境。 

3. 每一天的所有时间里，不管你做什么，都要向孩子述说，每天都应念书给

孩子听。 

4. 不要再等了，立刻开始教你的孩子阅读。年龄越小，学起来越容易。 

5. 给幼儿用放大了的粗体字做阅读材料。 

6. 坚信你的孩子的智力。婴儿比你和任何成年人所想像的都聪明得多。 

7. 要尊重孩子。你和孩子一起处于只赢不输的地位。 

8. 跟孩子谈话时要像你和大人谈话一样。  

9. 给孩子提供工具而不是玩具。 

10. 消除家里的一切环境噪音 (例如关掉收音机, 电视, 音响设备等等)。 

 



避免对智能发育有害的做法 

1. 不要对孩子进行学习测试。 

2. 不要让孩子觉的枯燥厌烦。 

3. 不要讽刺打击孩子，不要用儿语对孩子讲话。 

4. 不要老想着别人才是你的孩子最好的教师。你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爱自己的

孩子，也更了解自己的孩子。 

5. 不要因为孩子还小，就假设他学不会，或者学的慢。 

 

6. 不要因为孩子还不会说话或者还不能够很好地交流，就以为他真的听不

懂。 

7. 不要等到孩子被证实了是聪明的才开始教他。任何时候，只要你教，他就

能学会。 

8. 不要给孩子看太小的字。 

9. 不要忽略不理你的孩子，也不要容许其他人忽略不理你的孩子。 

10.  不要让孩子处于嘈杂, 混乱，或者情况无法预料的环境中。 

 



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须知 

 

1. 所有儿童都渴望同别人交流。 

2. 孩子发出的每一个音都是他的语言。 

3. 即使你听不懂孩子的语言，他也是在试图与你说话。 

4. 如果你的孩子能够说话，他一定会尽量去做。 

5. 婴儿说话困难，是因为他们的呼吸还不成熟。 

6. 因为婴儿不成熟，他们会有系统反应时间延迟。就是说，当你对他说“再

见”的时候，他马上就能理解。但是，他却需要４５秒到１分钟的时间才

能运用发声或者手势对“再见”作出反应。 

7. 当你期待你的婴儿作出反应的时候，务必要有耐心。他需要时间作好准

备，然后才能发出声音或者说出话来。 

 

8. 如果我们不能耐心地等待婴儿的反应，他就会有挫折感，因而用哭喊代替

了本来应该是正常的交流。 

9. 还不能说话或者不能清楚地说话的婴儿非常喜欢用指或看书写的选择版的

方式进行交流，如果我们能够经常提供选择版的话。 

 

 



创造良好的语言能力发育环境 

 

1. 让孩子参与成人间的对话。 

2. 整天经常不断地让孩子用选择来回答问题（例如 : “你要吃苹果还是

梨?”）。 

 

3. 认真地听孩子说话。 

4. 每次问完问题以后，要耐心地等待孩子的回答。 

5. 每当孩子发出声音或者说话时，大人都要有所回答，有所反应。 

6. 只要孩子努力做了，大人就应该接受他当时的语言水平。 

7. 如果你的孩子还不会说话或者说话有困难，可以给他用有选择回答的写字

板来完成交流。(例如, 写字板上有 “是” 和 “不是” 的选择。) 

8. 当听不明白孩子的意思时，要尽量尝试弄清楚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

通过让他看或者指写字板加以确认。 

 

9. 尽量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以便使得你与孩子的交流更为容易。 

 

10.  给孩子充裕的时间组织思路。 

 



避免对语言能力发育有害的做法 

1. 当孩子说话，或是想要说话的时候，不要置之不理。 

2. 当孩子和别人说话时，不要容许别人对孩子置之不理。 

3. 当孩子说话的时候，不要打断他。 

4. 不要要求孩子复述大人说过的话。 

5. 不要要求孩子重复他自己刚说完的话。 

6. 不要改正或者批评孩子说的话。 

7. 不要要求孩子当众表演。（例如让他 “跟大夫说再见”，或者 “给奶奶背你

的诗”。） 

8. 不要反复要求孩子回答同样的问题。（例如: “爸爸在哪?” 或是 “你几岁

了?”） 

9. 不要模仿孩子的声音或说话。 

10.  当孩子说话的时候，不要催促他。 

 



社交能力 

社交能力须知 

 

1. 孩子的文明行为首先是从父母身上学来的。家是锻炼良好品行最好的地

方。 

2. 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在品行方面有高标准的要求。 

3. 在家庭环境中，应该对孩子的品行有明确的要求。 

4. 婴儿希望明确了解父母对他的要求是什么。 

5. 婴儿需要也希望自己能对别人有所帮助。 

6. 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学会如何对自己负责, 对家庭的其他成员负责。 

7. 在学校学习有困难的孩子，在家里会学得更好。 

8. 婴儿并非诚心和大人过不去，他们只不过想弄明白到底是谁说了算。 

9. 孩子和其他孩子在一起时，常会互学不良品行。 

10. 孩子的难以预测，反复无常，或者经常性的行为问题，往往是由于视觉障

碍，听觉障碍，触觉障碍，过敏，或者营养等方面的原因而造成的。 

 



创造良好的社交能力发育环境 

 

1. 孩子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越多越好，这样他才能从父母身上学习良好的举

止和品行。 

2. 包括你的小孩子在内，对家庭每一个成员的品行都应该以高标准要求。 

3. 让孩子明确了解大人对他的期望是什么。 

4. 对孩子的要求一定要做到前后一致，有始有终。 

5. 大人对孩子的态度要诚实，公平。 

6. 每当孩子表现好的时候，一定要表扬。要让他知道你喜欢他这样做。孩子

受到表扬以后会表现得更好。 

7. 凡是孩子能够自己独立做的事，一定要让他去独立完成。 

8. 逐渐增加孩子的家庭责任，使他成为有贡献的家庭成员之一。 

9. 给孩子分配家庭责任的时候，一定要责任明确，步骤清楚。 

10.  随时随地保持孩子的衣装整洁。 

 

 

 



避免对社交能力发育有害的做法 
 

1. 不要对你的孩子降低品行标准。 

2. 不要对孩子每天的要求有所不同。 

3. 不要让你的孩子和不成熟的或者品行差劲的孩子在一起玩。 

4. 不要认为你的孩子需要有其他孩子陪伴才有助于社交能力的发育。 

5. 不要认为你的孩子由别人带比由你自己带更好。 

6. 不要认为花太多的时间教你的孩子自立是不值得的事。 

7. 不要低估或者阻止你的孩子希望帮助别人的愿望。 

8. 对于你的孩子没有经历过的社交场合，不要假设他应该知道如何表现。 

9. 不要让你的孩子衣衫不整，或是穿戴与年龄不符。 

10.  永远不要以你的孩子为耻。你的孩子有和其他所有的孩子一样的学习及

成长的权利。 

 



营 养 

营养须知 

 

1. 吃什么, 喝什么, 呼吸什么, 都对大脑功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2. 良好的营养有助于大脑的成长发育。 

3. 不良的营养可能减缓甚至停止大脑的成长发育。 

4. 健康的脂肪对于大脑发育至关重要，同时也是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  

5. 健康的蛋白质及炭水化合物是人体能量，大脑发育及修复不可或缺的因

素。 

6. 阳光对于骨骼健康, 人体免疫, 及大脑功能都极为重要。 

7. 食物过敏或者环境过敏可能会导致呼吸道, 鼻窦, 中耳等炎症.  

8. 食物过敏还可能引起大便干燥, 拉稀, 消化问题, 皮肤问题, 疹子, 易躁, 多动, 

行为问题, 以及癫间发病率增加。 

9. 类似感冒或别的常见病症状, 有可能是食物中毒的结果。 

10.  安全处理及适当冷藏食物可以预防食物中毒。 

 



养成良好的营养习惯 

 

1. 母乳喂养越久越好。 

2. 每天多次给孩子吃各类蔬菜和水果。 

3. 给孩子每天吃多样化的，粗加工的蛋白质，例如新鲜的肉类, 鱼类, 蛋类, 

禽类。  

4. 给孩子每天吃多样化的健康脂肪, 例如果仁, 瓜子, 粗加工橄榄油, 椰子油, 

鲜鱼。  

5. 给孩子每天吃多样化的粗加工炭水化合物, 例如糙米, 豆类, 全麦食品。 

6. 自己给孩子准备食物, 在家里做饭 (最好用无污染食品)。一天最少四餐。 

7. 如果孩子有咀嚼或吞咽障碍, 应每日少量多餐。 

8. 不吃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 如牛奶制品, 小麦制品, 大豆制品, 玉米制品。   

9. 给孩子用 “生态制剂” (健康肠胃细菌), 如做酸牛奶用的嗜酸菌。 

10.  养成良好的食物操作及保存习惯, 如: 细读食品标签及过期日期，不要吃

肉馅，禽肉类一定要做得熟透，做饭时使用不锈钢锅或者高温玻璃锅。 

 



避免有害的营养习惯 

 

1. 不要让孩子吃不健康的加工食物, 如热狗, 饼干, 糕点, 快餐。 

2. 不要让孩子吃过多的盐, 糖, 或糖精。 

3. 不要让孩子吃食物颜料, 食物添加剂, 人工味道调料. 

4. 不要让孩子喝软饮料, 可乐, 运动饮料, 巧克力牛奶, 果味饮料, 咖啡, 或无咖

啡因咖啡。 

5. 不要让孩子吃人造黄油, 人造猪油, 以及任何氢化或半氢化油脂。 

6. 不要让孩子吃油炸食物，如炸土豆片, 炸薯条, 炸鸡块, 等等。 

7. 不要让孩子吃对行为有影响的食物, 因为他有可能对这些食物过敏。 

8. 不要让孩子每天都吃相同的食物。 

9. 不要给孩子吃从冰箱取出来两个小时以上的易腐坏食物。 

10.  不要忽略食品和奶制品标签上的过期时间。   

11.  不要容许别人给你的孩子吃未经你同意的食物。 

 



体内水份和液体的平衡 

体内水份和液体平衡须知 

 

1. 白开水是最健康的饮料。 

2. 适当的水份平衡对于健康的大脑功能非常重要。 

3. 适当的水份平衡标志之一为嘴唇湿润, 小便清亮。 

4. 摄入水份过少对身体及大脑均有害。 

5. 摄入水份过多亦对身体及大脑均有害. 

6. 果汁, 软饮料, 加糖饮料等, 均干扰体内的营养平衡, 降低食欲, 增加口渴感,

加剧胃食管反流。这是一些孩子存在的问题。 

7. 加盐或加糖的食物可以造成体内水份积存, 增加口渴感。   

8. 水份过多可能导致造成易躁, 多动, 流口水等症状，也会增加某些儿童癫间

发作的可能性。  

9. 多动症孩子经常会趁大人不注意时偷喝非饮用水, 如自来水, 洗澡水, 游泳

池水等。  

10.  边吃饭边喝饮料或水干扰消化, 加剧胃食管反流。 

 



如何达到良好的体内水份和液体平衡 

 

1. 在两餐之间, 给孩子喝白开水, 喝的次数要多, 每次少量。  

2. 确保孩子喝水够量, 保持嘴唇湿润, 小便清亮。 

3. 如果孩子喝水时有吞咽障碍, 给他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 和其他含水份多的

食品。  

4. 当孩子发烧, 呕吐, 拉稀时, 为了防止脱水, 应常给他喝水, 喝的次数要多, 但

是每次少量。 

5. 如果孩子有癫间症, 对他的液体摄入量和种类应格外小心。 

6. 如果孩子有多动症, 应格外注意控制他的液体摄入量, 以及摄入液体的种类. 

 



如何避免破坏体内水份和液体平衡 

 

1. 不要让孩子以果汁代替水。 

2. 不要让孩子喝软饮料, 可乐, 运动饮料, 巧克力牛奶, 果味饮料, 咖啡, 或无咖

啡因咖啡. 

3. 不要让孩子喝水不够。 

4. 也不要让孩子喝水过量.。 

5. 不要让孩子在餐前或就餐时喝水。 

6. 如果孩子有癫间发作, 不要在睡前两至三小时之内给他喝水。 

7. 不要让不到六个月大的婴儿喝自来水。  

8. 不要让多动症的孩子有自由接触饮用水及非饮用水的机会, 例如接触洗澡

水, 游泳池水等。 

 



环  境 

环境须知 

 

1. 在高温或高湿度的环境中，大脑需要增加供氧量。  

2. 发育中的大脑极易受到香烟, 尘土, 花粉, 霉菌, 动物皮屑等造成的损害，这

通常导致过敏和哮喘。 

3. 发育中的大脑极易受到家用及食用杀菌剂所含毒素所造成的损害, 这些毒

素也常经由大人的衣服鞋帽带回家里。 

4. 二手烟，以及粘带在衣服和家具上的二手烟余味, 烟灰, 烟油等, 都会造成

孩子的呼吸道问题, 引起过敏, 癫间次数增加, 并降低体内维生素, 特别是维

生素 C 的含量。 

5. 自来水可能含有过量的氯, 氟, 铜, 细菌, 以及重金属。 

6. 铅, 汞, 砷, 以及其他重金属中毒会造成脑损伤。 

7. 香烟的烟雾中含有 4000 多种毒素, 包括一氧化碳和砷。 

8. 铅的摄入常常是因为喝含铅的饮用水, 或是因为吸入汽车排出的废气, 室内

尘埃, 油漆气味等。 

9. 汞和其他重金属的摄入常常是通过呼吸道吸入, 或是因为吃受污染的鱼

类。 

 



保持良好的环境 

 

1. 注意温度和湿度的调节，一年四季都使孩子处于舒服的环境。 

2. 尽可能吃无污染的有机食品。 

3. 使用安全, 不含毒的洗洁剂仔细清洗水果和蔬菜, 然后用清水冲洗, 以达到

杀菌及清洗杀虫剂的效果。 

4. 使用过滤水或纯净水给孩子饮用, 做饭, 洗澡.  

5. 用空气过滤器, 离子器，或纯净器清洁室内空气。  

6. 大人孩子每天都要经常洗手, 上厕所后一定要洗手, 以减少与细菌, 寄生虫,

病毒接触的机会。 

7. 尽量在室内做到无尘土和脏物, 进屋要脱鞋。 

8. 用带 HEPA 过滤层的吸尘器吸尘, 以便清掉小颗粒尘埃。 

9. 及时修复室内剥落的油漆. 

10.  检查孩子体内的铅及其他重金属含量。 

 



避免有害的环境 

 

1. 不要让孩子待在高温高湿度的环境中。 

2. 绝对不要让孩子接触二手烟。 

3. 不要允许在室内或车内吸烟。 

4. 不要使用有毒的清洁剂和化学制品，使用最安全自然无毒的方法做室内清

洁。 

5. 不要在室内外使用杀虫剂或其他危险的化学制品。 

6. 不要让你的孩子接触燃烧蜡烛或木头的烟雾。 

7. 如果孩子有严重的过敏或是呼吸道问题, 不要在家里养宠物。 

8. 不要给孩子吃白金枪鱼, 白金枪鱼含汞量高。 

9. 不要在家里储存化工制品, 例如化学溶剂, 清洁剂, 油漆等。 

 



医疗及手术 

医疗及手术须知 

 

1. 不恰当使用抗菌素可以造成过敏, 以及导致免疫功能低下。 

2. 儿童的耐药性比成人要低。 

3. 同时使用多种药物可能会增加危险的副作用。 

4. 癫间是脑损伤症状之一。 

5. 在脑损伤发生之后, 抗癫间药物既不能治疗脑损伤, 也不能预防癫间的发

生。 

6. 抗癫间药物可以改变或压抑大脑功能, 起到镇静作用，但也可能造成行为

或学习障碍, 或导致癫间发作。 

7. 抗癫间药物的副作用包括引起皮肤, 肝脏, 血液, 肾脏等问题。 

8. 大多数患癫间症的孩子不需要长期服用抗癫间药物, 许多有癫间症的孩子

完全不需要服用抗癫间药物. 

9. 非那明类药物, 例如利他林, 不能治愈大脑功能失调所引起的注意力不集中, 

或多动症。 

10.  用于脑损伤儿童的手术, 例如眼睛的韧带或肌肉手术, 胯关节手术, 膝关节

手术等等, 都是只是治标不本的办法。 

 



建立良好的医疗卫生习惯 

 

1. 孩子应该有自己的固定的, 胜任的, 富有爱心的, 需要时能挂上号的大夫。 

 

2. 明确了解孩子为什么用药, 以及所用的药物作用。 

 

3. 明确了解孩子所用药物的潜在副作用。 

4. 仔细检查孩子所用的处方药物，其它药物，或维生素营养品标签上的计

量。 

5. 如果孩子由于细菌感染需要服用抗菌素, 一定要按处方的计量服用。 

6. 做细菌培养以鉴别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 

7. 在服用抗菌素的疗程之中及其后至少一个月, 都应服用健康肠道细菌（益

生菌）。 

8. 确保大人和孩子都有足够的睡眠 (大人每天 7-8 小时, 小孩每天 10-12 小

时)。 

 

9. 在不得已使用药物或手术之前, 尽量寻找其他可代替性的方法直接增进大

脑的发育。 

 



避免有害的医疗卫生习惯 

 

1. 不要同意给孩子使用抗菌素治疗一般的感冒。 

2. 不要同意给孩子使用抗菌素, 除非孩子有细菌感染, 例如链球菌感染, 肺炎, 

或尿道炎症等。 

3. 不要同意给孩子使用具危险性的药物, 除非孩子有生命危险, 非用此药不

可。 

4. 不要忽略对药物的危险性与疾病本身的危险性加以比较。 

5. 除非孩子有生命危险, 不要同意通过手术 (如韧带手术) 来矫正由于脑损伤

所引起的连带症状。 

6. 不要假设因孩子目前需要服用抗癫间药物, 就需要长期或终生服用此药。 

7. 不要在没有医嘱的情况下, 自动停止服用抗癫间药, 镇静剂, 抗悒郁剂等药

物, 即使此药物有副作用或效果不明显。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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