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捕捉儿童敏感期读后感 读捕捉儿
童敏感期有感精彩(汇总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捕捉儿童敏感期读后感篇一

读了孙瑞雪著作的《捕捉儿童敏感期》后，我受益匪浅。书
中收录了一百多个孩子敏感期的真实案例，而且作者还针对
每个不同个案均作了点评，全面深入地揭示敏感期这一生命
现象，让读者了解儿童成长的规律，对家园共育十分有益，
作为幼儿教师了解幼儿的敏感期也是非常重要的。

敏感期是指儿童在0-6岁的成长过程中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
求，在某个时间段内，对他所感兴趣的特定事物产生尝试或
学习的狂热，直到满足内在需求或敏感力减弱。敏感期是培
养孩子的性格、兴趣、思维能力和独立能力的最佳时期，敏
感期得到充分发展的孩子，头脑清晰、思维开阔、安全感强，
能深入理解事物的特性和本质。作为幼儿教师不但可以在幼
儿敏感期对幼儿进行正确的引导，在做家长工作上也有很大
的帮助。对于家长提出的疑问也能做出正确的分析，让孩子
在充满爱、快乐、自由的环境中成长。

本书收录了200多个孩子（0岁到10岁）敏感期的真实案例，
所有案例由家长或老师记录，孙瑞雪点评。看这些案例是一
种很大的享受，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孩子从那么小起就开始
构建一生的行为准则，而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又是那么独特。

记得韩寒的《后会无期》里有一句话说：小孩子才分对错，
大人们只看利弊。其实真正的小孩子连对错也不分的，他们



只重感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两个小孩分一个蛋黄派，一个
孩子拿到大的那块，一个孩子拿到小的那块，拿到小块的孩
子不乐意，拿到大块的孩子就说，你等我先吃一口你再吃，
这样你的就比我的大一点了。于是他们这样做了，两个人都
很开心。

书中说的秩序敏感期是在2岁半左右，执拗敏感期被认为是在
秩序敏感期后，儿童形成了一种秩序的内在模式，一旦被破
坏，儿童就会哭闹、焦虑，我认为这两个时期可以在一起谈
感想。小朋友有自己的内在秩序，需要你的尊重。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任性的孩子，很多都是因为自己的内在
秩序被破坏，被误读为任性固执，如果用暴力制止的话，他
会混乱的，以后所有的秩序对他来说都是无用的。秩序敏感
期是最容易被误读，被破坏的，在孩子处于这个敏感期时，
要多理解，多尊重，并尽力创造好的有秩序的外部环境。

捕捉儿童敏感期读后感篇二

读完《捕捉儿童敏感期》一书后，感觉孩子简直就是一门艺
术品，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地去挖掘他们的另一面，就无法了
解孩子的内心。如打人、扔东西、执拗、咬东西……这一个
个在成人看来无法容忍的行为其实是孩子的一个个敏感期，
如果成人不了解这些敏感期，那么所实施的教育也只会南辕
北辙，与初衷相违背，孙瑞雪的这本书可谓给婴幼儿教育工
作者和家长指明了一条教育孩子的正确方向，让成人更加了
解孩子，让孩子在爱与自由中健康成长。虽然通过工作实践
我也了解了不少敏感期，但这本书给了我更多的案例和启示。

对于幼儿的一些不正确行为，我们不要一味的去指责孩子，
而要深入去了解这种行为出现的原因，做好引导教育，帮助
幼儿一起去改正，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教育的目的。因为幼
儿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在上面画什么东西，他呈现出来的
就会是什么。如宝宝从三四个月开始，就有着极强的用嘴巴



来探索事物的欲望，如果没有得到满足，会延迟到两三岁，
便会出现咬人、咬手指、成人后骂人等问题。

《捕捉儿童的敏感期》可以说为我们教育幼儿提供了一条好
的路径，建议父母、老师们都能细细品读这本难得的好书，
这将是孩子们的福音！

捕捉儿童敏感期读后感篇三

有些人觉得这本书写得缺乏重点，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
告知概念及现象，让父母去自行理解怎么去做的一本书。我
们不是教条主义，更不应该去当拿来主义。个人觉得这本书
不错，让人充分去理解孩童的发展需要和心理活动。

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件特别浅显的道理，那就是我们不能理所
当然的用自己的定向思维去理解他人。孩子就是孩子，他做
一些事情的初衷与成人并不相同，只有充分理解他们，才能
够更好的去帮助他们成长。我们不能用我们成长经验中的思
维方式去阻止他们的自由发展。我们应该思考怎样对他们而
言是充满安全感并感觉自己是自由的，不受压制的，充满爱
意的。孩子的理解有时候非常直白，他不会拐弯抹角地去想
你这么做初衷是为了他好，只有你去配合他，他才能更好地
成长起来，学会尊重，秩序，爱他人，明事理。

我们要做的就是不去阻挡他们学习和探索世界的同时保护他
们，给他们足够的爱。

孩子需要一个全身心爱他的父母，书中有位父亲说，为了孩
子，他要更爱孩子的母亲，只有这样才能为孩子营造一个充
满爱的环境。

书中开头有一个实例，一个婴儿出生时因为患病蒙住左眼长
达一个月之久，后来眼睛虽然发育健全，却永久的失明了。
因为孩子正处在发展发育的初期，一切事物对他来说显得尤



为重要，如果错过了，很可能就会像那只眼睛一样，永久失
明，使孩子成长为人格不健全的成人。

这本书不但让我们理解了孩子，也让我们学会分析自己的行
为和性格形成。

我并不是一位母亲，我养了两只狗一只猫，但说实话，我觉
得许多事物都完全相通。我时常为自己教导小动物所犯的错
误而懊悔，特别是当狗狗睡觉做噩梦和猫猫突然对我表现出
不信任感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
爱意，并学会用他们的理解方式去对待它们。这对我将来为
人父母在某种程度上也提供了帮助。

这本书也许并不能让你完全解惑，也或许有些你正遇到的问
题它并没有提及。但是作为一本以众多例子举例说明的书，
我想你很快能学会应对的方式。学会怎么去种豆子可比给你
一袋豆子要有用得多。

我觉得这本书是对蒙式教育的禅释和理解，并具体实施的事
例，让人能够较为浅显地理解这种教育方式的理念。如果把
两本书一起看，或许会给你更大的启发。

我相信这一点，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怎样去
做——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爱。为了让爱落到实处，理解，
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捕捉儿童敏感期读后感篇四

阅读了《捕捉儿童敏感期》一书中的案例和孙瑞雪老师对案
例的深入点评，我从中学到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想起
了以前在迎宾幼儿园时发生的一些和书中案例相似的事情，
那时都会错误地理解孩子的一些做法，甚至扼杀了孩子的某
个敏感期。



本学期构建区角，小朋友带了自己的玩具来幼儿园。有的小
朋友，老师通知家长多次，但都没有把玩具带来，后来经询
问才知道孩子坚决不让带。每次妈妈想偷偷带来，孩子发现
后都会大哭大闹一场，妈妈还说孩子很小气，怕东西带来后
别的小朋友玩，他从不让别人玩他的玩具，就算是他不喜欢
的也不行，真拿他没办法，也许是独生子吧，特自私。”我
认同了孩子妈妈的话，同意“孩子很自私”的说法。

现在我明白了，这个时候的孩子跟自私毫无关系，而是自我
意识逐步形成。此时的父母和老师应满足儿童的需求，不要
谴责孩子的行为。要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因为这是
儿童建构自我的开端。

户外活动时，孩子们总喜欢拾地上的小东西，把它当成宝贝
一样捧在手心，或装进口袋，被我发现后，告诉孩子们不许
捡地上的东西，它不卫生，并要求孩子把它扔掉，看着孩子
们扔东西时依依不舍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做法太残
忍了。如今阅读了《捕捉儿童敏感期》，便知道了一些正确
的做法，那就是给幼儿自我发展的空间，给他充分的自由。

婴儿从一出生进入了第一个敏感期：口的敏感期，现在我明
白了婴儿最初是用口感知世界的，首先用口唤醒了自己的手，
用手去探索。以前不知道孩子们专心反复地做他喜欢的。事
时是他的某个敏感期到来了。自从阅读了《捕捉儿童敏感
期》，我特别喜欢去捕捉班上幼儿的敏感期和书中对照深刻
体会一下。

一天，孩子们喝完水后送水杯，把水杯摆回杯架后，其他小
朋友都回座位了，只有琦琦小朋友站在杯架前边看边说。原
来杯架上的数字吸引了她，想起近几天她总是喜欢问我一些
字的事，我知道她认识数字的敏感期到了。她边读边
问：“老师，这是‘8’吗？那是‘19’吗？这是什么？”我
依次告诉她，并一一读给她听，她边听边小声跟读，我放慢
速度把每个数字读清，生怕她听不清楚读错了。



这时期的孩子对敏感的对象因为感兴趣而投入，因为投入而
专一、持久。成人千万不要打断孩子，而是应该先观察再判
断，否则会扼杀孩子敏感期的萌芽。虽说孩子失去的敏感期
有些可以弥补回来，但毕竟有缺憾。希望老师一定要细心观
察，为幼儿的敏感期多做准备。班上已经有明显的教具：班
上的物品和门窗都贴着相应的词语，还有识字家园。也可以
在发作业时让识字敏感期中的幼儿对应着小朋友的名字去识
字。让儿童把文字和语言与它对应的对象在自己的生活中联
系起来，以便孩子能深刻地记住并理解地识字。成人要多给
幼儿展示自我、发展自我的机会，更要给幼儿充分的爱和自
由。

我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这次学习的机会，让我有幸阅读了
《捕捉儿童敏感期》，我感到非常幸福。这本书会让我更爱
我的孩子，我也会把我的爱传递给我遇到的每个孩子。我呼
吁所有父母不要光用嘴说爱孩子，要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吧：
多抽出时间陪孩子，多观察孩子，多给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
多关注并捕捉孩子的每个敏感期，让我们的孩子在爱和自由
的环境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捕捉儿童敏感期读后感篇五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不得不说它真的是以一种简单案
例呈现的方式却是能直观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孩子的敏感期
以及对案例的分析。

从这本书中，我发现宝宝们的成长原来有这么多的秘密。成
长中的宝宝有着一个接一个的敏感期，所谓敏感期是指在0-6
岁的成长过程中，儿童受内在生命力的驱使，在某个时间段
内，专心吸收环境中的某一事物的特质，并不断重复实践的
过程。而这本书就从四个孩子:畅畅、恒恒、缇缇、毛毛开启
的敏感期观察之旅，也开始了我的收获之旅。

我觉得我们成人对于孩子的一些思维了解的太少，只是在用



自己的思维，用成人的价值观来判断孩子的行为，殊不知自
己其实是严重破坏了孩子自己发展的探索行为。孩子在敏感
期内的固执、蛮不讲理，老师没有耐心的疏导，认为是孩子
任性，对孩子没有很好的理解、变通……有问题的儿童，如
多动的、痴呆的、焦虑的、自闭的等儿童，正是他们的探索
活动被严重阻碍而造成的。而孙老师在这本书中提到了判断
一个孩子是否进入了某个敏感期，看的不是年龄，而是孩子
的表现，所以孙老师认为蒙氏教师重要品质之一是会观察，
不去干扰孩子，充分给与宝贝们爱和自由的空间。

爱和自由是我们老师所需要的、也是我们还没跨进这个工作
岗位时常挂在嘴边的，可是等到的真正的情况下，我们还能
记得吗？这时的你是不是只有那句:不能对学生好，他们会骑
在你头上，要凶到让他们怕你，才是好老师！才认为是真理。
这时我依稀记得林剑萍老师在一次教研中也提到过爱和自由，
林老师要我每天要抱抱每个宝贝并说“我爱你”，就像孙老
师说的“幸福会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这件事会成为我
成为一名真正的幼儿教师后第一件要做的事。

在这本书中我重点看了3-6岁一些案例，也为我先积累一些处
理经验，有些幼儿执拗的问题如恒恒一定要拿着影碟穿外套，
这只是他怕光碟会被拿走而已，教师此时所要做的只是理解
他，然后去变通，这只是幼儿对事物一种秩序的追求；幼儿
的色彩敏感期，小班属于此阶段，她们喜欢乱涂乱画，尝试
不同的新颜色，在以后的绘画中我就会对此有所了解，给幼
儿提供形式、材料的绘画工具让其尝试；语言她们追求完美；
她们在用手思考；人际关系也有敏感期等等，都有大量非常
典型、鲜活的实例阐述和理论的，让我读后既有认识上的提
升，又有实践上的指导。

总之，这本书让身为教师的我去感受到了幼儿的世界，帮助
了我了解幼儿，我们老师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些经验下去灵活
运用到实际的情况中，让每个幼儿都能在爱和自由健康成长，
这也是我收获最多的一个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