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变自己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
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改变自己读后感篇一

每一个问题孩子背后几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可悲的是，有
部分家长身处在问题的漩涡中却不自知，受困于孩子问题的
表象，整日里就孩子的行为问题和孩子拧巴，既不懂得寻求
第三方的帮助，又不懂得自我救赎、自我学习和成长，结果
是问题越来越严重，关系越来越恶劣，最后是自己痛苦，孩
子痛苦，家人也痛苦。值得庆幸的是，也有部分家长思想觉
悟高、懂得反思，懂得求助，懂得自我成长和改变。

比如今天案例当中的这位母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她从
来没有给过孩子好脸色，孩子的父亲更是简单粗暴，对孩子
常常采取高压政策，非打即骂。一位情绪失控的妈妈加上一
位简单粗暴的爸爸，无疑是孩子的恶梦。孩子十六岁时出现
迷恋网络游戏，离家出走等问题。

一个不被父母欣赏和关爱的孩子，一个心无所属的孩子，有
今天的问题呈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庆幸的是这位母亲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地寻求解决办法，
辗转找到贾老师当面请教。她信奉“求救于教育专家，不如
把自己打造成教育的内行。”决心改变自我，提升自我，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孩子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这也是最令我
感动的地方。

在我学习家庭教育以来，所接触和了解到的所谓问题孩子



的“回归”和“转变”，无一例外不是通过父母自身的学习
和改变来实现的。

错误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成长的契机，犯错是通往正确的必经
之路，暂时的迷茫、寻找人生的路径也是人生中的一部分。

当父母看到孩子行为问题背后的实质和情感需求；接纳孩子
的现状；给孩子无条件的爱、理解和支持；从生活的点滴之
处挖掘孩子的优势并加以赏识和认可；不断创造机会让孩子
体验价值感、成就感和存在感；当父母放下内心的焦虑，保
持心态平和、时刻保持正念；读书笔记.当父母自身改变，给
孩子做好福德示范和正能量的传递；当父母信心满满，把自
己活成爱和信念的一道光，去照亮孩子的精神世界。孩子内
心的优秀品质就会被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展现在父母面前
的也都是懂事、美好的一面。

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专家教我们如何养育孩子，但并没有
教我们如何养育自己的孩子，教育理念是普适性的规律，但
每个孩子都有个体差异，专家再了解我们的孩子都不如我们
自己了解我们的孩子。所以，只有我们自己深入地学习科学
的教育理念，彻底地改变旧有的心智模式，才能拥有全新的
行为模式，也才能给到孩子正确的、正向的、也是更有力的
支持和引领。尤其是面对“问题孩子”和“问题家庭”来说，
只有自己深入、系统地学习，掌握教育的规律，才能号准孩
子的脉搏，对症下药。

一了千明，一迷万惑。祝愿我们都能在教子路上结出恒久迷
香的果实！

改变自己读后感篇二

当今社会，人们迫于生活的压力或者抱着终生学习的态度，
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训班，然后拿到各种各样的证
书。奇怪的是，当人们成为父母之后，很少有学习如何教育



孩子的，多数家长要么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随意而为，要么
把教育孩子的重任放在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身上，当
孩子上学以后，又一股脑的把责任推到老师身上，甚至花钱
推到各种各样的辅导班老师那里，悲哀!

先有自己，后有自己选择的另一半，后有家，再有孩子;人的
问题，造成了家庭问题，问题家庭培养出问题孩子。改变孩
子先改变家庭，改变家庭先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先改变观念，
改变观念从阅读开始，阅读从经典开始。

面对孩子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反
而来抱怨、责怪、谩骂甚至打孩子，何其悲哉!

每个为人父母的人都应该好好的去研究如何教育孩子，其实
很简单，身教胜于言教，父母的思想言行及家庭环境造就了
孩子的品性和习惯。家庭教育做好了，做人的根基打实了，
所谓科学、文化、知识、技能的教育就简单多了。提升自己，
培养孩子，归根结底还是老祖宗讲的到位--修身齐家，身不
修，何以齐家?至要莫若教子，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固然重要，
但不能以断送孩子的前程，乃至断送整个家族的未来为代价，
此两者须权衡。

改变自己读后感篇三

首先要说，作者用心且有阅读量，对于快餐阅读、几本书想
见效果的家长，这本书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国内的同类中算不错的。和国外同类比，弱点就明显了。

先讲倾听表扬批评惩罚几部分吧。

同样运用了吉诺特博士的理论和方法，《如何说》那本分成
几个大类，用插图、案例、模拟练习来说明，做到了分类清
晰、操作性强，个人见过当中最佳。这本，同一个主题会在



不同章节出现，显得凌乱，方法有点不得要领，比如夸奖孩
子，作者提供的参考答语啰嗦，家长观点过多，可能是爱子
心切吧。

然后，作者过分强调语言的魅力，可是洋洋洒洒不是孩子喜
欢的语言方式吧?让家长心态、观念的转变是核心，作者这部
分力度弱。

行文有点用力过猛，个人议论、心路历程太多，事例被挤压
得少且弱，吉诺特认为，指出孩子的错误时，最好是“客观
描述看到的事情”，必要时“说出期望”，最好让孩子觉察
错误，自己想办法补救。对家长也是这样吧?作者说教太多，
读者思考空间就少，效果也不好。

改变自己读后感篇四

寒假前的一个研讨会上结识了贾容韬老师，他在积极推广自
己的教育方法，他倡导的“在爱中管教”的方法，与我提倡的
“信念法”高度相似。

我把我写的《你的思维决定一切》赠给了他，他也回赠我他
写的《家庭教育中国行》，贾老师的言行令人折服，书里面
的案例令人惊叹。

下面引用一个贾老师的案例：

某高一男学生在校多次打架，虽不是主要责任者，但其平时
的恶劣表现（打架、旷课、逃学）令班主任和学生家长非常
头疼，因为他总在班里起哄，影响大家学习。这次，学校下
决心要开除他了。

他的妈妈得知后，到学校求爷爷告奶奶，赌咒发誓这是最后
一次。学校见她可怜，就立下字句，再犯事一定不容，最后
给了留校察看处分，以观后效。



孩子妈妈也一筹莫展，孩子倒是老实了，从此上课天天睡觉，
而下课就精神百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这时她向贾老
师求助。

贾老师告诉她：“你先假设孩子在学校好好学习呢。”哈哈，
假设，这太搞笑了。

贾老师接着说：“他一回家，你就说：回来啦，在学校学习
很辛苦吧，在家多玩会儿吧，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这位妈妈一听就傻眼了，说：“不可能，他光在学校睡觉呢，
一点都不学，这话我说不出口哇。”贾老师说，你先对镜子
练习，练好了说，天天说，就会有用。

死马当活马医呗，这位母亲就天天对着镜子练习：“你回来
啦，在学校学累了吧，在家多玩会儿吧，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呜呜呜呜”，说着说着她哭了起来，因为这太违背自己的内
心了，说的话太不符合实际了，太假了。

但她天天练习，冲着镜子练了一个月，终于能说出口了，能
说顺嘴了，下午放学他儿子一回来，她就低着头（因为她怕
儿子看出心口不一的眼神儿）冲着儿子说：“你上学辛苦了，
在家多玩一会儿吧，我去给你做好吃的。”

小淘气多聪明啊，一眼就识破了，冲他妈妈说道：“你少来
这套，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也就是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反正我回家就玩游戏，唉，实验第一天就这么结束了。

此后的时间里，这位母亲天天这么说，他儿子天天回来都能
听到这句话。她说了15天后，她自己的心理产生了变化，她
后来说：“我越说越感觉是这么回事，我儿子在学校就是好
好学习的，他就是优秀学生。”我的妈呀，谎话说得自己都
信了。



奇迹发生在第xx天，她儿子竟然开始回家写作业了。此后一
段时间捷报频传，老师联系家长说“你儿子开始交作业了”、
“交得越来越多了”、“不会的还知道问了”、“有几科不
低分了”、“小测验竟然有及格的了”，几个月后，这个小
东西竟然在大考中夺得全班第一，真的成了其他学生的榜样，
真的成了优秀学生，全校都震惊了。

关键就在于妈妈的改变，她天天冲孩子念叨那几句，越说越
像真的，说多了，孩子心理自然有了压力，感觉自己再不加
油学习就对不起自己妈妈的这几句话。

这与我提倡的“信念法”的理念完全一致。学生都反映念叨
完目标的感觉：有劲儿了；不困了；有思路了；心能静下来
了；再玩有负罪感；一拿手机就感觉有事还没干完；感觉再
玩就对不起自己；感觉有力量推着自己学习；感觉不想贫嘴
了；感觉对不起家长；感觉对不起老师；不想玩游戏了；有
愧疚感，所以要好好学；感觉上课精神了；感觉效率提高了；
感觉背东西快了；感觉有奔头了……五花八门，要是心里没
有目标，他们玩起来可带劲儿了，哪里有玩够的时候，哪里
有什么负罪感，高兴、傻乐还来不及呢。

“强化目标……”是我们开学时主席台大屏上的字，的确每
个人都需要有目标。学生也需要学习目标，如果每个学生都
有了学习目标，无论是像贾容韬老师这样的，通过家长不断
地暗示、催眠、提醒，或是像我这“信念法”一样积极地自
我暗示、自我激励，都可以使学生自主创造自己精彩的人生。

改变自己读后感篇五

孩子的叛逆，作者几句话就搞定;孩子不爱阅读，家里到处放
书就ok;孩子贪玩不爱学习，顺着他就行了……作者笔下的家
庭教育不要太轻松。

当然他有说资本：年轻时忙于事业忽视家庭，导致儿子叛



逆(高二时成绩倒数，校外打架三次险被开除)、夫妻感情不
和。不惑之年痛定思痛，关掉厂子租房专职陪读，看书研究
家庭教育，儿子成绩突飞猛进，考上重点大学，女儿也考上
上财。

那作者是如何教育他那顽皮的儿子的呢?

1、提升自己，给孩子树榜样。

提升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陪读期间作者看了不少书，
这不仅仅带来知识上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让作者重塑自我，
在认识上有很大转变。你改变不了孩子，但是你可以改变对
孩子的态度啊。

读书也让作者反思曾经的种种，同事关系、亲子关系、夫妻
关系等等，书使他变得更宽容、更平静。而作为当事人的儿
子也感受到了父亲的变化，这种变化也默默地影响着儿子。

2、培养“共同语言”，拉近关系。

有不少家庭都是“沉默家庭”，夫妻之间没话说，父子之间
没话说，如何打破这种沉默?这就需要培养共同的兴趣点，比
如都感兴趣的话题、明星、运动、爱好等等。有时候虚心向
孩子请教也是拉近关系的好法子哦。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我们班的男孩们，张嘴闭嘴的王者荣耀，
有那么好玩儿么?我是不是也得试试。

3、三天两头跑学校。

我也真是佩服作者的“毅力”，三两天去一次学校，找老师
谈话，还写教育心得让老师看了交流，你考虑过老师的感受
么?到底是专职陪读，有的就是时间。



作为老师我是不建议这么频繁的往学校跑，两个星期一次的
频率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真如作者号召，个个家长两天来
次学习，老师不用上课了。曾经有个家长来学校接孩子，扯
着我说了一个小时，结果就是加班改作业。

4、少惩罚，多接纳。

作者认为应无条件接纳孩子所犯的错误，以维护孩子的自尊
心。“惩罚并不能阻止不良行为，它只能使行为者在犯错时
变得更加小心、更加巧妙地掩饰以及更有技巧而不被发现。
小孩遭受惩罚时，他会暗下决心下一次要更小心，而不是要
更诚实、更负责。”儿童心理学家这么说。

以他儿子的网瘾为例：

5、懂批评的艺术。

对孩子的严厉批评，容易让孩子失去反思错误、厘清是非的
机会，也让孩子抵消了原本的愧疚和不安，心安理得地沿着
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

所以批评应掌握以下几条原则：

·家长要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保护孩子的自尊心要放首位

·有人在场时不要批评孩子

·批评要客观公正

·批评内容要精准严谨(如只谈感受，不涉及孩子的个性及品
格、多提示少谴责、言简意赅胜过喋喋不休)

虽然从书中学到很多，但是阅读体验并不好：



·错别字相当多，排版也有问题(微信读书)

·作者太自信，通篇都有家长的感谢信，时不时炫耀自己的
各种荣誉

·文章结构不严谨，重复啰嗦的多

·往往几句话就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不太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