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牵着蜗牛去散步读后感 牵着一只蜗
牛去散步读后感(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牵着蜗牛去散步读后感篇一

蜗牛已经尽力爬，为何每次总是那么一点点?

我催它，我唬它，我责备它，

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

彷佛说:“人家已经尽力了嘛!”

我拉它，我扯它，甚至想踢它，

蜗牛受了伤，它流着汗，喘着气，往前爬…

真奇怪，为什么上帝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上帝啊!为什么?”

天上一片安静。

“唉!也许上帝抓蜗牛去了!”

好吧!松手了!

反正上帝不管了，我还管什么?



让蜗牛往前爬，我在后面生闷气。

咦?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还有个花园，

我感到微风，原来夜里的微风这么温柔。

慢着!我听到鸟叫，我听到虫鸣。

我看到满天的星斗多亮丽!

咦?我以前怎么没有这般细腻的体会?

我忽然想起来了，莫非我错了?

是上帝叫一只蜗牛牵我去散步。

多么形象的诗歌，孩子们不就是小蜗牛吗?他们慢慢地吃饭、
慢慢地穿鞋，全然不顾秒针在飞速旋转，即便大人急得如热
锅上的蚂蚁，还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有一次，妞妞的班级群讨论，每天跟孩子说得最多的是哪两
个字。我恰好qq在线，回复说:宝贝。其他家长纷纷回复说:
快点。这个回复引起了家长们的共鸣，纷纷吐槽自己的孩子
动作慢。

我平时基本不会用“快点”这个词来催促。我观察过妞妞和
豆豆对“快点”这个词的反应，妞妞听完后有些生气，但是
不太敢发作，豆豆听到后依然不急不躁不受影响。

周日舞蹈课结束后，先生一直不停地催促妞妞快点换衣服回
家，妞妞有些生气，畏惧于爸爸的权威不敢发作，只好拿衣
服出气，急躁得连衣服都穿不利索了。先生对妞妞的情绪变
化一点都没有感受到，依然催促，我只好出手帮妞妞穿。在
先生的催促声下，为了加快速度，就没有脱下薄薄的舞蹈裤



换上带绒的冬裤，妞妞出了大门就喊冷。

豆豆最近迷上了剪纸画画做手工，好几次我们要出门了，他
却说等我把这个剪好，然后他不紧不慢，继续剪纸，直到完
工了，才匆匆过来穿鞋子。

孩子是慢吞吞的蜗牛，我们站在旁边大声喊“快点、快点”
也效果不明显，不如把“快点快点”换成孩子们更容易接受
的语言，使孩子更愉快地加速，跟上我们的速度。

以下是我平时经常会用到的催促语言:

一、你是要先穿外套还是先穿鞋子?

要出门了，给孩子一个选择出门前的选择，孩子更乐意参与，
心理上更容易接受，不会有抗拒抵触心理，也能自然而然地
进入出门前的准备。

二、宝贝，今天吃馄饨，快起床吃早饭吧!

每天早上我都会在家里做早饭，用美食唤醒孩子，孩子满怀
幸福起床，一整天都是开心的。

三、今天先做语文作业吧!

我每天上班时，都会选择一个简单轻松的工作，让自己以最
快的速度进入工作状态。

妞妞更喜欢语文作业，先从她喜欢的作业开始，她会更愿意
坐下来开始做作业。

一般我都会把她的作业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使她快速进入
作业状态。

四、你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吃饭



早饭时间，豆豆慢吞吞地吃着早饭，我偶尔就会提醒:你还有
五分钟的时间吃饭，豆豆听力以后会加快吃饭的速度。

时间是公平的、客观的，用客观的时间来管理孩子的进度，
父母可以避免自己成为那个“强迫孩子执行的人”,从而避免
自己成为和孩子对立的人，孩子不容易对大人产生抵触情绪。

当然我给的时间是能够保证孩子稍微加快速度就可以完成的。

五、妞妞，把玩具收好，手洗一洗，过来吃饭

饭菜做好了，两个孩子却沉浸在游戏中，不肯放下玩具过来
吃饭。

我让他们过来吃饭时不会直接喊“吃饭了!”,而是告诉她先
收玩具，再洗手，再来吃饭。

包含了一个个步骤的指令，孩子一步步地完成，自然而然就
坐下来吃饭了。

牵着蜗牛散步，就要用蜗牛能听得懂的语言来指挥他们前进。
少一些单一的“快点快点”,就会少些对一些对立的抵触情绪，
我们的孩子就会更可爱一些。

这篇文章构思了有接近一周的时间了，终于没有赶上在“三
八”女王节奉上。晚到的祝福，祝各位妈妈永远年轻漂亮!

昨天儿子细细地给我梳头，让我好感动，我的“小棉裤”好
温暖。女儿送了精美的纯手工贺卡给我。谢谢幼儿园老师们
费心搞这样的充满温情的活动，谢谢小学老师用一节课的时
间，让孩子制作贺卡送给妈妈。幸福就是拥有这样一件件暖
心的小事。爱你们，我的孩子!



牵着蜗牛去散步读后感篇二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一直把这句话当作真理，当作
座右铭。大人需要陪伴，老人需要陪伴，孩子更需要陪伴。
陪伴孩子不仅仅是家长的事儿，也是老师的事儿。作为老师，
我们不仅肩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更肩负着陪伴孩子心灵
健康成长的重任。我们在孩子眼里不仅仅是老师，更是朋友，
姐姐，妈妈……来到幼儿园，我们就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他
们的喜怒哀乐都会告诉我们。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放下老师
的身份，做孩子的知心朋友，陪伴孩子左右。

中午，一个小女孩儿对我说：“老师，你能不能搬个椅子坐
在我身边。”我说：“为什么呀?”她说：“我就想让你陪着
我，坐在我身边，因为我爱你呀！”孩子的话，说的我心里
暖暖的。我不忍心拒绝她，就搬了个小椅子坐在她身旁。当
我坐在她身旁后，她时不时看看我，再笑笑，然后才安心做
自己该做的事情。或许陪伴就是：你静静地坐在她身边，不
用说话，却能让孩子感到心安。这种安全感是语言无法表达
出来的，只有用心去做，才能感受到其中力量的伟大。

不仅仅是老师坐在孩子身边，孩子能够感受到安全感。有时
候孩子也会主动依偎在你身旁，主动寻找安全感。班里有好
几个女孩儿，每次走到我身边都喜欢抱着我，抱一下还不行，
她会抱着你不肯放手。当你告诉她抱一下就可以的时候，她
眼神里渴望的目光，告诉你不要松开我，抱紧我。还有的小
女生总是喜欢搬着椅子坐在我身边看书，有时候我也会好奇
地问：“为什么非要坐到老师身边看书呢？”孩子有时候还
很不正经地说：“我就是要给你坐一起嘛，就是要跟你在一
起”说这句话的时候，她还会趴在你腿上，或者两只小手搂
着你的胳膊，特别紧。当你试图松开的时候，她就会拉的更
紧。我知道，拉起的不仅仅是一双手，拉起的是安全感，是
爱。虽然说女孩儿一般喜欢跟老师撒娇，可是我发现男孩儿
也如此，他们也总想和老师坐一起，离老师近一些。每天身
旁左右两边，似乎成了孩子们“争宠”的胜地，他们会争论



谁先来的，谁应该坐在老师身边。有时候看着他们争论的样
子，天真可爱，就不忍心去批评。我知道，你们太需要老师
了，太爱老师了。我知道，你们就是想让老师多陪伴你们一
会儿，我都懂。

每天，能被孩子们需要才是我最大的幸福。当有一天他们不
再需要我陪伴，我也没有了存在的价值。趁着孩子们还需要
我们，趁着我们还有被需要的价值，多给孩子一些陪伴，多
给孩子一些爱。陪伴孩子学习，陪伴孩子游戏，陪伴孩子度
过每一天。

牵着蜗牛去散步读后感篇三

世上恐怕不会有人会闲到去牵一只蜗牛散步。蜗牛的速度太
慢，同它散步无异于浪费时间。但事实上，“牵蜗牛散步”
的事情正真切地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遛”蜗牛的“我”
便是成千上万的家长，而“蜗牛”便是他们的孩子。

家长总是觉得孩子做得不够好，尤其是在学业方面。出于望
子成龙的心态，他们为孩子设立了高远的目标，寄托了无限
的希望。但这些标准和希望往往远超出孩子们的能力范围。
于是有些家长催促孩子、责备孩子，也有家长吓唬孩子。于
是总会出现这一状况：孩子们认为自己已经尽力而为，却总
是不被承认，于是反抗的势头渐起。长此以往，亲子关系成
了拉锯战和消耗战的战线，家庭关系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
损伤。就如同牵一只蜗牛散步，它已经尽力在爬，却始终赶
不上你的标准。

这是很棘手的一个普遍状况。不能责备家长们的一片苦心，
也不能一味打压孩子们的苦衷。但是，就像误把散步看成一
种竞争一样，如今高压的社会环境下，家长们教育孩子已然
不只是一种崇高的事业，更是一场异常激烈的竞赛。希望自
己的.孩子能够在竞赛中取得有利态势，这无可厚非，但我们
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审视一切，不能忽略平凡的普遍性，



更不能忽略孩子们取得的进步。竞争的激烈已经导致追求高
学历成为一种很奇异的社会风气，甚至要掩盖人性道德的光
辉。近日翟天临学术不端引起社会热议，究其根本，还是追
名逐利的心态深入人心，正在教育事业的角落里暗中作祟。
望子成龙固然重要，但始终在尽力前行的蜗牛不也有它的可
取之处吗？慢不一定是弊端，就像人们常说的慢工出细活。
不仅如此，蜗牛为了能跟上“我”的步伐，也能够锲而不舍。
“蜗牛与黄鹂鸟”的故事家喻户晓，但简单故事蕴含的深刻
道理似乎已经失落。

令人欣喜的是，许多“遛”蜗牛的人已经能够蹲下来，仔细
观察蜗牛前行的轨迹，为它的每一点进步而感到欣喜，理解
它的辛苦与付出。家长们开始认识到孩子们也很辛苦，亲子
对话正在向更加平等的阶段发展。以雄鹰的视野去衡量蜗牛
的进步，显然有失偏颇。与蜗牛一起散步，重点在于耐心。
不妨将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放大一些，陪伴它一同前进。

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让蜗牛再多爬一会儿吧，
相信它的努力终有一日会成就超越自我的傲人成果。

牵着蜗牛去散步读后感篇四

暑期培训时，伴随着优美的音乐，静静聆听了北方工业大学
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姚彩琴教授读的《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
（台湾作家张文亮写），我当时就被其精炼的语言，形象的
比喻，深刻的寓意，深切的关怀所深深吸引和感动，我仿佛
享受到一种自然，轻松，平等，尊重，和谐的育人氛围；仿
佛走进了一个充满宽容，善良，爱心和支持的美丽世界，
《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读后感。

这本书的作者是台湾作家张文亮，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水土空气资源系博士，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教授，
校园杂志及佳音杂志专栏作家，担任学生辅导工作已二十余
年。科普作品集《谁能在马桶上拉小提琴？》获台湾第二十



七届金鼎奖。该书曾获台湾校园书房最佳图书。这本书有30
篇文章，基本都与小动物有关，其中，《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更是受到广泛赞誉，给读者带来无限的深思和启迪。

文章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上帝交给我一任务，让我带着一
只蜗牛去散步，可我却嫌他爬的慢，催他，唬他，责备他。
放弃他，任他往前爬，忽然，我闻到了花香，听到了鸟叫，
体会到了这些以前没有的东西，我恍然大悟，原来，是上帝
叫蜗牛带着我去散步。

我一遍一遍地去读这篇文章，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工作。其实
在这篇文章里，最引我注意的是那只蜗牛，那只蜗牛真的很
可怜，已经尽力了却还被责备、被训斥。我觉得孩子就是那只
“小蜗牛”，无论他怎么努力，怎么用功，只要没有达到老
师和家长的要求，得到的总是责骂。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成龙成凤，让孩子学这学那的，给了孩子太多的压力。教师
也严格的要求着孩子，把自己主观的想法强加在孩子身上，
然而我们却很少去了解过孩子的内心，站在孩子的角度上看
问题了。

而我不正是文中提到的那位牵蜗牛散步的人吗？作为一名教
师，我觉得严格的要求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孩子犯错
的时候，事情没有做好的时候，不会的时候，我会去责备他，
我会心情急躁、焦虑和不耐烦，恨不得抱着、背着她，替他
往前走，在这样的心情驱使下，蒙蔽了自己的双眼，看不到
孩子眼中的歉意，看不到孩子其实已经很努力了，也看不到
沿途美妙的风景，最后，孩子受伤，自己疲惫，弄得“两败
俱伤”，读后感《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读后感》。

身为教师，要善于分享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所有快乐，分担
孩子的担心，忧虑，不安和烦恼，他们是活生生的'人，需要
耐心和爱心，需要倾诉和倾听，需要安慰和帮助，需要肯定
和激励，他们单纯善良，天真无邪，活泼可爱，对一切美好
的事物充满渴望和憧憬，好奇心很强，思想活跃，求知欲也



很强，他们的眼光是率真的，他们的视角是独特的，我们应
该视这些为珍宝，充分发挥这些优势，抓住教育的最佳契机，
和孩子做好朋友，走进孩子童话般的心灵世界，和他们一起
笑，一起哭，倾听他们的心灵之音，用耐心和爱放飞求知的
翅膀；用真诚和鼓励敲开孩子的智慧之门；用善良，正直打
动孩子稚嫩的心灵；用规范和公约来纠正孩子的日常行为；
让他们感受心与心碰撞产生的温暖，感受支持，鼓励和帮助
带来进步的快乐，正如管建刚在《不做教书匠》里写道
的：“让孩子感受教育的幸福，感受人的幸福，这种幸福是
双向的，当学生感到幸福的时候，你将感到幸福，当学生感
到幸福的时候，你的幸福将是几十个学生的幸福的总和。”
和学生交往是一件惬意的事情，更是一个永远美丽的童话，
当孩子微笑着面对生活，我会更开心；当孩子在学习上取得
了进步，我会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当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会不遗余力；当孩子将一张发自内心的感谢老师的纸条夹
在英文作业本里，倾听着孩子的肺腑之言，我感动得想流泪；
当看到经过帮助和指导而书写的整齐，认真，规范，美观的
英语作业，我突然感到无比欣慰；当看到现在已经走向工作
岗位上的那些大孩子曾经写给我的问候短信，我感到做教师
无比得骄傲和光荣，因为我曾经陪伴他们走过孩提时代；我
知道他们给予我很多很多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人生
的价值和生活的快乐，这是教育的欢笑，是教育的快乐！

由上帝让我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到上帝让一只蜗牛牵着我去
散步，这正是教育的双向幸福，也是教育的双向快乐。

牵着蜗牛去散步读后感篇五

忙碌而又充实的日子里、迎来了黄园长的到来，既感到开心
又感到了压力，每一次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实用性的知识，
懂得了实用性的知识后，我们不单单只是听听而已，而是要
付出实际的行动来让自己学习、成长起来、并给予孩子最好
的学习环境、和良好的氛围。



这一次的开场白我很喜欢，也是我一直以来特别喜欢的一首诗
《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教育孩子就像是牵着一只蜗牛在
散步，和孩子们一起走过它的幼儿时代，虽然也有被气疯和
失去耐心的时候，然而，孩子们也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展现
他们最美好的一面，孩子们的眼光是率真的，孩子们的视角
是独特的，我们有时候又何妨放慢自己的.脚步，把自己的主
观的想法放在一边，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用爱环绕着他们，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在生活经验和学
习的能力都在不断的发展中，遇到困难或者向我们成人发出
去寻求解决办法是他们的主要策略，但是在寻求过程中我们
给予幼儿的而不应该是一味的帮忙解决，应该做到的是主动
帮助，并支持幼儿自己的想法，指导幼儿应该用什么方法，
做一半、留一半，留一半给孩子们自己动手操作，而不是一
手包办来扼杀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的机会，这样非常的不利
于孩子们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培养。在这次的培训中也让我们
更深意识到了要和孩子们常沟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做
到彼此沟通、尊重、信任彼此，保持良好的关系互通，和孩
子们一起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