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走进孩子的心灵 家长会发言稿走进
孩子世界倾听孩子声音(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走进孩子的心灵篇一

现如今，越来越多人会去使用发言稿，发言稿的写法比较灵
活，结构形式要求也不像演讲稿那么严格，可以根据会议的
内容、一件事事后的感想、需要等情况而有所区别。为了让
您在写发言稿时更加简单方便，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家长会发
言稿：走进孩子世界，倾听孩子声音，欢迎阅读，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尊敬的各位家长：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学校参加家长会，您的到来就是对
学校工作的大力支持，本次家长会我发言的题目是： 走进孩
子世界，倾听孩子声音，做高品质的陪伴。也是本学期德育
处对初一家长学校的第三讲。

问题：孩子进入中学，绝大多家长会有这样的感觉：以前无
话不谈的孩子，逐渐变得沉默，越来越不愿意和自己说话，
甚至变得不听话了，变得越来越不好管了。一回家不是看电
视就是玩手机、ipad，反复督促才勉强写作业。

许多家长问，那我们该怎么办？



实际上，不是孩子变化的错，而是我们不变化的错。社会在
发展，时代在进步，对孩子的教育也应该不断进步。有人说
的好：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爱人时，婚姻会出现问题，当
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孩子时，教育会出现问题 ；当你的成长
速度跟不上老板时，工作会出现问题 ；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
上客户时，合作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市场时，
公司会出现问题。教育孩子更需要学习，需要提高，需要改
变。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

大家知道，孩子进入初中，会逐渐进入青春期，或者“逆反
期”。心理学上讲，与现实世界（外在）相对应，每个人心
中都有一个个人世界（内在自我世界）。父母是孩子个人世
界的预装系统，是孩子个人世界的第一批客人。如果父母在
这个世界中给她温暖，（不是物质的，而是心灵和精神上的）
他就有足够的安全感去邀请和接纳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世界，
比如他的朋友、老师、同学、同事、伴侣等。他的个人世界
接纳的人越多，他就越有力量。同时它的抗击打能力也就越
强，一般的伤害并不能摧毁它，因为他有强大的亲友团在内
心支持他，这在心理学领域叫做“社会支持系统”。家长在
孩子的个人世界中，作为第一批客人，家长的任何言语和表
现对孩子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孩子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也倾向于迫切听取家长的建议。可是，家长一旦被孩子踢出
自己的个人世界，他们就不在对孩子的任何决策起作用，他
们的话在孩子听起来已经成为无臭无味的耳旁风，不管你是
苦口婆心还是暴跳如雷，孩子只顾自己玩自己，完全没有把
家长放在眼里，这不是孩子自不懂事，也不是什么叛逆期的
表现，你已经被孩子踢出来了。孩子一般不会轻易这样做，
如果孩子走到这一步，大多数责任在于家长。正所谓“哀莫
大于心死”。

有的家长反映孩子不愿跟自己说话，那你得重视了：你们的
亲子关系就进入了比较危险的时期。因为你已经或者马上就



会被孩子从他的个人世界踢出去了。 孩子从小由爷爷奶奶带
大，这种情况更容易出现。

怎样不被孩子从心理上踢出去，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就是需要
陪伴，需要尊重孩子，留给孩子一定的空间，而不是只盯着
分数，最后可能失去分数。研究结果的确发现，常有父母陪
伴的孩子比较有安全感，情绪比较稳定，学习动机也比较强。
在这一问题上，父母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父亲的陪伴
更重要。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前期，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火爆荧屏，5个一贯在台前光
芒耀眼的明星爸爸，却被自家孩子的哭闹折腾到手足无措；5
个宝贝个个天真、可爱、活泼，镜头前不是明星胜似明星。
节目播出后，立刻引来强烈追捧。

据制片方强调，中国亲子问题是关系到祖国未来一代健康成
长的大事，较为普遍的问题是，一些做父亲的往往忽视甚至
放弃了自己的教育责任，致使孩子所受的父性教育严重不足。
此话题一出，再次引来吐槽一片：中国的爸爸是全世界最不
负责的爸爸！中国爸爸把孩子的养育都推到了妈妈身上！调
查显示，在1988名被调查者中，60.7%认为“现在的孩子缺失
父教”，仅有13.0%认为“父教并不缺失”。在回答“在你的
成长过程中，谁承担了更多教育责任？”时，46.9%选择了母
亲，28.7%表示“父母均担”，仅有13.0%表示是父亲。

美国心理学家发现： 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就，20%取决于后天
努力，80%取决于父亲教导。作为孩子生命中“重要的人”，
同样一句肯定的话，如果由爸爸说出来，对孩子的影响力会
是妈妈的50倍。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是孩子能不能成为一个独
立的人，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而爸爸则是塑造孩子对人生
的看法；关系到人格的形成。



每天早上，中国很多家庭上演着这样的一幕：孩子不愿起床，
妈妈作战般催促孩子，爸爸熟视无睹。一个家庭的情况就呈
现出来：焦虑的妈妈，缺席的爸爸以及无力成长的孩子。

由于母爱的天性，妈妈一般会不自觉地将更多焦虑和注意力
放在孩子身上，甚至用注意力将孩子裹挟，造成孩子和妈妈
之间的过度依赖。当家庭不那么需要自己时，爸爸则将注意
力转移到工作上。孩子因此更多地生活在一个母亲的世界里，
而不是父亲的世界。如果夫妻关系紧张，这种情况会更严重、
更糟糕。

孩子被母爱过度包围，和爸爸过度疏离。妈妈的关注转移了，
夫妻间的感情也容易出问题。妈妈那本应由丈夫承担或平衡
的焦虑和需要，都被投射到孩子身上。那么，孩子也承担了
一部分成人的角色，家里会出现小大人，或者孩子会进入那
种拒绝成长，依赖性强的状态，没办法探索社会。渐渐地，
当爸爸的更觉得没有自己的位置，更觉得心灰意冷。最终，
成为一个怪圈，一个循环。加之，有时女同志到了40多岁，
对婚姻不稳定的恐惧使得自己对于婚姻的依赖、对于丈夫的
依赖减弱了，此消彼长，于是母亲便把情感寄托在孩子身上。
丈夫继续被往外推。母亲认为安全感要从孩子身上获得，毕
竟这是血缘关系，母亲认为这是牢靠的、最安全的。丈夫没
有办法作为妻子的重要情感的寄托，所以妻子慢慢地把感情
从丈夫身上抽离出来，而放在孩子身上。

对孩子而言，孩子生长分三个阶段：一、把我抱紧点；二、
把我放下来；三、别来打扰我。这三个阶段中，我们把"把我
抱紧点"认为是母亲的阶段。"把我放下来"就是他要学走路，
他要奔跑，这时候他最需要父亲了。父亲可以带他到草坪上，
满足他要运动的需要。如果没有父亲，就是一个空档，孩子
运动能力和与自然的接触能力将来就欠缺，而这个欠缺对他
将来的交往和他的认识，对自然对社会都是有防碍的。

由于很多爸爸的长期缺位以及因此导致的补偿心理，目前部



分家庭已经出现"母亲父性化、父亲母性化"的趋势，很多妈
妈不得不承担爸爸的角色。当妈妈把本该由爸爸承担的角色
全部担当以后，爸爸出于补偿心理就会去寻找本该由妈妈担
当的角色，最终导致父亲和母亲的角色颠倒。

母亲做的多，家务的琐事多，就唠叨和抱怨的多，加之本身
有些女性在家里就比较强势，说一不二，男性出于爱也好让
也好，不太爱争什么，这样又无形的剥夺或削弱了丈夫在家
说话的机会和教育孩子的力量。

这是中国的现状，最需要父亲的陪伴在孩子成长中中往往是
缺位的。爸爸缺位，妈妈能补回来吗？明显是不行的。

我只是想告诉各位家长，陪伴是一种选择，是在你还有其他
选择的情况下，你宁愿跟孩子在一起。明白了父亲在孩子成
长陪伴的重要性的道理，如果能改变，希望尽快改变。如果
不能改变，妈妈的陪伴就必须是高质量的陪伴。

但是如果认为只要在孩子身边就是陪伴或者以让孩子更优秀
为目的、加入过多期待的话，这种陪伴是没有质量的。例如
本来是开开心心的出游，就会变得户外教学，大家游完回家，
都松一口气，好像都尽了义务。高质量的陪伴就是陪伴孩子
的当下，父亲或母亲是全心全意的和孩子一起互动，心无旁
骛没有跑神，没有想着工作，没有想着压力；固然这些都存
在。只需要营造一种氛围，你做你的事情，不需要说什么，
就算什么都没做，也不觉得浪费时间。 如果能和孩子一起读
书讲故事； 和孩子一起游戏或打球；一起听段音乐唱唱歌；
和孩子一起坐在沙滩上听海浪的声音，讲解大自然的知识，
和孩子一起爬山、一起坐在地上研究自然，观察小动物、小
花儿、小草树木，那就再好不过了。与孩子尽可能多一些身
体上的接触：拍拍孩子的肩膀，摸摸孩子的头， 跟孩子握握
手，拥抱孩子等等，满含欣赏的眼神。方法还有很多，而最
关键的就是：在那个片刻为人父母的你是否是——全身心的
同在。



还有一些家长自身的事业很出色，对人生的意义与生活的本
质认识也很有高度，可是跟孩子之间的联结不够，或根本没
有联结，孩子的心门对他们关闭，因此，他们对孩子的影响
力也十分有限。至于最终走进孩子内心的那些来自于教师、
社会、同伴的教育因素究竟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作用，只能
听天由命。

在家里，你以为孩子都喜欢看电视、玩ipad、手机，其实不是，
他们只是害怕孤独而已；在学校，你以为孩子最自豪的是学
习成绩好，其实不是，他们最自豪的是人缘好。孩子成长中，
你以为孩子进入青春期就与你不爱跟你说话吗？其实不是，
他们只是与你无话可说 等等。

各位家长，陪伴是我们走进孩子唯一有效的办法。唯有陪伴
才能走入孩子的心灵世界，才能与孩子真正建立链接，才能
真正懂得和体会孩子心理的酸甜苦辣，情绪的千变万化，才
不至于被孩子从心里踢出来。真心的陪伴会让你有机会观察
到孩子真正的个性，在轻松的相处中，亲子双方培养互相的
了解和信任。其实孩子需要的是这一刻的感受，父亲只要陪
伴、等待，孩子自己会由内而外地生出作为人的心智。这个
不需要被要求被教育，尊重他就好。

各位家长，孩子的成长教育如果在早期没有打好基础，青春
期是唯一的补救机会，这时候的孩子处于心理发展健全阶段，
还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多一些有效
的时间陪伴孩子。

各位家长，许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总是局限于具体问题
（比如：孩子上网怎么办？比如孩子做作业拖拉怎么办？），
实际上家庭教育的方法、窍门、技巧这些都是“术”，是很
个性化的，因人而异，别人孩子的成功不一定适合自己孩子。
家庭教育的成败取决于家庭教育的“道”，而不是“术”，
只有关注和认识家庭教育的“道”，大道成大器，才能培养
出道德、智慧和幸福的子女。



家庭教育的“道”就是家庭教育的价值和信仰，家长的教育
理念，这是根本。教育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 真正懂
得了教育的道，术的问题会迎刃而解。

尊敬的家长朋友，寒假马上来临，对于如何安排孩子假期的
时间是一个让不少家长头疼的问题。害怕孩子整天上网、整
天看电视、作息没有规律等等。。。希望刚才说的能给您在
这个假期如何陪伴孩子有一些启发。《爸爸去哪儿》第一季
结束之时，每个爸爸给孩子写了一封让“亿万网友泪奔”的
信，我认为书信是家长和青春期的孩子交流的很好方式，建
议：把你平时不好表达、不好直接交流的写进信里。我相信
在逢辞旧迎新之际孩子收到您的这一封信意义自然非凡！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光临！新年来临之际，祝您身体健康、
平安辛福！祝孩子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谢谢！

走进孩子的心灵篇二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秘诀，更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基础。
我深切体验过不能沟通的苦恼，也感受了过沟通的神奇。

我和爸爸很少沟通，因为爸爸脾气急躁，我也缺乏耐心，往
往我们俩一开口就吵架。妈妈是我们的“和事佬”。可时间
久了，妈妈也觉得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便把我和爸爸
叫来，和我们说了一个秘诀——“纸条沟通”。我和爸爸只
好试一试这个方法了。

第一张纸条来了。地点：冰箱。发送人：爸爸。时间：早晨
起床后。内容：冰箱中有牛奶，要喝的话自己拿。我看了，
心里还真佩服妈妈，这个方法不错。



第二张纸条发送出去。地点：爸爸衣柜上。发送人：我。时
间：早晨8点半。内容：您最近工作辛苦了，腰还疼吗？千万
注意身体。

后来，纸条渐渐减少了，因为我和爸爸已经能正常沟通了。
想起以前的我，真是感到惭愧。现在我们虽说不是无话不谈，
但彼此交流顺畅了。这还多亏了妈妈的好主意，是妈妈让我
和爸爸变得那么亲密。

由此可见，沟通很重要。我们都要学会沟通。

走进孩子的心灵篇三

若说沟通是情感的核心，一点也不为过。

沟通就像土壤，孕育着爱的花朵。沟通就像细线，紧紧缠绕
着你我。沟通就像钥匙，释放出最真实的自我。

当我们刚刚脱离母亲的胚囊，带着哭喊声出世时，一切都还
在零刻度线上。眼睛里看到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恐惧感
围绕着我们。是父母的爱，是他们热情的交谈驱赶我们的恐
惧。

当我们刚刚踏进校园时，脱离了父母的羽翼，再一次面对新
世界。是老师同学的爱再一次融化了恐惧感，取而代替的是
一份份问候和关怀。

一个个普普通通的汉字，一句句平平凡凡的话语，构造成沟
通的桥梁，各种情感在桥上通过。

沟通不是似有若无的谈天气说八卦，是交换对某些事物的意
见和看法。沟通不是传递虚伪、散播谎言，是敞开心扉，用
心交谈。



沟通让我们了解彼此，信任彼此。化妆品装饰出来的容颜，
固然美丽，却有一种莫名的距离感。所以，请不要再紧闭着
你们的心门，禁锢着你们真实的情感。请卸下胭脂水粉和伪
装的面具，换上一副素颜，与他人沟通，释放出最真实的爱！

走进孩子的心灵篇四

我们怎样才能走进孩子的心灵？我们怎样才能和孩子成为真
正的朋友？我们怎样才能让孩子们从心底喜欢我们？我想：
树立一种“孩子几岁，我们几岁”这样的思想，我们就能做
到吧！

“孩子几岁，我们几岁”包含这样几层含义：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课堂上教孩子们学习知
识，我们和孩子们是师生关系，一个高高地站在讲台上，一
个稳稳地坐在座位上，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知识，学生在下面
认真听讲，这无形中是不是扩大了我们和孩子们的空间距离，
阻碍了我们和孩子们之间的交流。参与各种活动是最好的沟
通方法，是最好的和孩子们交流的机会，在这个时候，孩子
们会觉得老师不再是那么高高在上，而是一个可亲可近的朋
友。因为这时我们和孩子们的空间距离缩短了，我们和孩子
们站在同样的位置，在一起跳绳中，在一起游戏中，他们会
看到我们失败的样子，他们会看到我们开心得大笑的样子，
总之他们会看到我们除了在课堂之外的另一个和他们一样的
模样，他们会觉得我们是他们的真心朋友。放下我们的架子，
抽时间和孩子们一起玩他们喜欢的游戏，站在同一个起跑线
上，和他们一起欢喜一起忧；丢开我们的矜持，孩子们会真
心地让我们参与他们的活动。孩子几岁，我们几岁。

因为阅历的加深，因为年龄的不同，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总是
和孩子们不同，我们无法理解他们的恶作剧，我们无法理解



他们的顽皮，我们无法理解他们保证之后不再犯错误的反复，
这个时候，不要焦急，想想我们小时候的`摸样，想想我们那
个时候的心理状况，或者看一看有关孩子年龄段心理的书籍，
用孩子的心理看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孩子的心
理了，我们就不会不再理解孩子们，我们就会用一种平和的
心情和孩子相处，理解以前关于孩子们许多错误的不理解。

叶老还说“教师应当和小孩子一起玩，而且应当引导小孩子
一同玩。”虽然已经具备了以上两点，但我们仍要做孩子们
的引导者，我们是他们的小组长，在和他们自然地相处过程
中，我们在孩子们的心中既要有有威严，又要有亲和力，把
我们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在一起玩耍中，
我们会给他们出一个很好的主意；出现纠纷时，我们会进行
调节，在不知觉中，我们把握着活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向
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当然做好引领者，我们就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学问，常有
新鲜的东西吸引学生好奇的心理，这样才能做一个很好的引
导者。

孩子几岁，我们几岁，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走进孩子，孩
子们就能真正的接受我们了。

走进孩子的心灵篇五

我觉得，沟通为一门艺术，真的！人说，春是华丽的；有人
说，春上绚美的；还有人说，春是高贵的。而我却要说，只
要你与春天沟通，它就是淳朴自然的，举世无双的！

我想每个人总会有宠物罢，或小猫，或小狗，从它到你家的
第一天，你便与它交流。它吃饭时，你或许叫它的名字，或
摆着小铃铛，不管怎样，它总是耷拉着舌头，摇头摆尾的跑
过来。你给它吃的时，它又会高兴的乱蹦乱跳。你家的小狗



也许会才艺表演，你一声令下叫它握手，它会伸出小爪子踮
到你的脚上，你叫它做“恭喜恭喜”，它会抬起俩前腿，抱
成拳。

你应该是每天都在沟通，与父母，与同学，与朋友，与老师。

我觉得，与父母沟通是最最有意义的沟通，因为父母总是无
微不至的关怀我们的学习和健康，从我出生那一刻，父母就
与我们沟通，先是儿语，什么“筷筷”“饭饭”“勺勺”。
到一句话（简单的）叫“爸爸”“妈妈”“哥哥”“姐姐”
再到说话，识字一切的一切都存在沟通的关系。

只要你用心与他人沟通，那么，很快会取得别人的信任。

学会沟通吧！它可让你快乐，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