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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你知道心得感悟
如何写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大全，供
大家借鉴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一起来
了解一下吧。

家庭教育的读后感悟篇一

近日，拜读了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
陈鹤琴先生的《家庭教育》一书。此书分十三章，以浅显平
实的语言，阐述了儿童的心理特点以及为人父母者如何对孩
子进行家庭教育。书中陈鹤琴先生运用了一百多个案例，而
其中绝大多数案例都是有关儿子一鸣的。从所举事例可以感
受到，陈鹤琴先生在教育子女上，非常用心、细心而有耐心，
其程度超过许多的母亲。陈鹤琴先生对自己的子女进行了长
期的观察试验，探索出了一条科学的家庭教育道路。

陈鹤琴先生指出，“对于教育小孩子，做父母的应当在小孩
子面前取同一态度。”此话说得不无道理。在不少家庭里，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作法：一个唱红
脸，一个唱白脸。一个对孩子怒气冲天，大发雷霆，一个却
对孩子好言相劝，哄骗利诱。如此一来，孩子便可能会得寸
进尺，甚至对父母之言产生轻视之感，教育的效果自然是大
打折扣。不仅如此，年轻父母与爷爷奶奶辈之间，在教育孩
子的问题上，也必须采取统一的态度。此外，学校教育与家
庭教育之间，也同样如此。作为教师，不管是学习习惯还是
生活习惯，一旦发现了问题，都会严肃对待，认真教育。可
现在很多家庭，要么是称没时间管教孩子，要么是过于溺爱
孩子，对于孩子身上出现的问题极不重视，听之任之，放任
自流；更有甚者，家长所教的，完全跟学校教师所教的.背道



而驰。结果呢，老师辛辛苦苦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抵消，
造成了1+1=0的后果。这岂不令人难过？因此，在孩子的教育
问题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方方面面都应该
达成一致，这样才能形成教育合力，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
果。

书中124页，有这样一句话：“做父母的对待子女应当有相当
的礼貌。”陈鹤琴先生的话，促人深思。是啊，不管是父母，
还是教师，我们面对的都是孩子。虽然他们年龄小，但同样
是独立的有个性的完整的“人”。因此，我们在与孩子相处
时，就应该遵守这样一个原则，把他们看做一个真正
的“人”！既为真正的“人”，就应当享有作为“人”的尊
严。我们就应当同样给予他们尊重，而不能因为是他们的父
母或教师，就任意的训斥，或时整天板着脸孔，做出一副威
严无比的样子。这样，有可能表面上让孩子驯服了，但孩子
的内心呢，却不见得信服。甚至，还会在父子、母子或师生
之间，出现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导致彼此的隔膜。此举，
实在是百害而无一利啊！但如若尊重孩子，则孩子会心悦诚
服地接受父母或老师的教诲，教育效果自然很好。同时，有
了尊重作基础，孩子与父母或教师之间的关系则会显得和谐、
和睦而快乐。这种良好的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则是用金钱
也买不回来的。同时，孩子是善于模仿的。父母或教师的言
行会在耳濡目染中影响孩子，潜移默化地教会孩子怎样与人
相处，怎样尊重他人。

陈鹤琴先生在书中还提到，“做父母的应当教育小孩子爱
人”。看到此处，不禁想起了一位学生家长曾经愁容满面地
对我说起的一句话：“真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怎么了，一点儿
都不晓得关心父母！”其内心的忧虑，溢于言表。我想，有
此烦恼的肯定不止她一人。其实，这怨不得孩子。孩子不是
生下来就什么都懂得，需要后天的培养。为人父母者，肯定
都非常爱孩子，给孩子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用最好的……
掏心掏肺地为孩子操劳，为了孩子，再苦再累都在所不辞。
但可怜的父母们忘记了一件顶重要的事，忘记在爱孩子的同



时，教会孩子关爱他人。于是，培养出了一大批自私自利的
小皇帝和小公主。于是，父母们无奈地发出上述的感慨。其
实，教会孩子关爱他人，并不难。关键在于，为人父母者要
有高度的教育意识，要善于抓住生活中一个个转瞬即逝的教
育契机，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爱心培养。比如，家人生病时，
可让孩子端水拿药，嘘寒问暖；吃饭时，教孩子把好吃的饭
菜夹给长辈吃；出门购物时，让孩子帮着拎东西；家人生日
时，自制或选购小礼物，并送上几句祝福的话语；遇上自然
灾害，引导孩子用零花钱为灾区捐款……事不在大小，但只
要父母有意识地长期进行训练与培养，那孩子必定会成为一
个富有爱心、关爱他人的人，而不会成为为世人所不齿的自
私自利之徒。

沉浸在字里行间，听陈鹤琴先生娓娓道来，真的是受益匪浅。
陶行知先生曾赞道：“这本书是儿童幸福的源泉，也是父母
幸福的源泉。”因此，真心希望有更多的为人父母者能捧起
此书，认真拜读，这样，“小孩子可以多发些笑声，父母也
可以少受些烦恼了”，多好！

文档为doc格式

家庭教育的读后感悟篇二

五年级刚开学的时候，女儿带回来一本《苏州家庭教育读
本》，并叮嘱我要好好阅读，苏州家庭教育读本读后感。我
还开玩笑说，妈妈这么高的`素质还用再学习吗？女儿很认真
地告诉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按照女儿的指示，我认真读完了
五年级版的所有章节，感觉获益匪浅，有一些感悟记录如下：

龙应台说，做父母是有“有效期限”的，不该偷懒那十年。
孩子在小的时候，父母对他们来说是万能的，是完全可以依
靠的。这就是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黄金时期。等孩子一到了青
少年时期，父母的“有效期限”就快到了。该说的，该教的，
该做的，应该早在“有效期限”内就做足了，过期后的父母



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那10年有效了。在孩子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逐步形成的过程中，父母不偷懒，不回避，身体
力行的努力，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花上成倍的精力也
会收效甚微。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不能抱着“天下无不是的
父母”这样的观念固步自封。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都不是一
成不变的，父母要蹲下身来学会聆听，要学一点心理学的知
识以更好地了解掌握孩子的动态。之前一直认为女儿有一些
不思进取，不愿意树立较高的学习目标，为此还甚为烦恼。
过后经过沟通了解，原来是女儿怕完成不了故意佯装无所谓。
突然有一些小小的心疼，为人父母一定不能武断，要不断的
再次成长，以便能跟上孩子成长的步伐。

女儿有时候很宅，我总希望她多出去运动。为此我自己也会
利用周末、节假日散步、爬山，鼓励她一起出游。希望孩子
将来变成什么样，首先自己要向那个方向努力，这样她才能
站在我们的肩膀上无限接近目标。

家庭教育的读后感悟篇三

暑假里第一次翻开《赵忠心谈家庭教育》这本书时，凭感觉
认为它只是本普通的教育丛书，仅此而已。可仔细阅读之后，
我却汗颜了，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家庭教育类书籍。为我们做
家长的指引了一条怎么教育好孩子的光明之路，从此帮助孩
子在各方面能健康成长有了明确的方向。

这本书籍的文章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从内容上说，有胎
教问题、智力开发问题，有文化学校问题，有良好行为习惯
的训练和培养，有道德品质教育问题，有家长和子女的关系
问题，有家长的修养问题，有教育方法和教育艺术问题，也
有教育思想观念问题等等。从教育对象的年龄跨度上说，从
孩子尚未出生，学龄前儿童，中小学学生，直到成年子女。



书中例举了古今中外很多家庭教育的事例，有成功的也有失
败的，对我启发很大。我们的孩子各不相同，书中的事例应
该因人而异地去效仿，其实最重要的是在每个故事的背后都
隐藏着一个道理，围绕着这个道理可以用许多方法来达到相
同的`结果。我被书中一个个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感动着、学
习着。

当今社会，多少父母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倾注了半生心血，
一切以孩子为中心，指望孩子成龙成凤，但怎样才能让孩
子“出人头地”，也就给当父母的提出了一个怎样教育的问
题。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环境，父母是孩子天然的老师。亲情的纽
带，使家庭教育具有着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可代替的地位
和作用。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道德观，帮助孩子走向成功；反之，必然使孩子滑向反面。
因此，父母应该尽好教育子女的责任与义务，当好孩子的首
任老师。读了《赵忠心谈家庭教育》一书，使我受益匪浅，
好父母是学出来的，好孩子是教育出来的，好习惯是养出来
的，好成绩是帮出来的，好沟通是听出来的。确实，没有天
生成功的父母，也没有不需要学习的父母。只有不断学习和
掌握现代家庭教育科学知识和方法，才能扮演好家长的角色，
孩子的健康成长才有基本保障。

相信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孩
子的教育方法，我们的孩子也一定会越来越值得我们骄傲和
自豪！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精心编织美好的童年。让孩
子们在希望和梦想中快乐成长，朝着自己美丽的理想努力振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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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的读后感悟篇四

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作为学生家长，孩子的父母，在孩
子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对孩子的影响非常
深远。因此同时也肩负着十分艰巨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现在
的家庭多数只有一个孩子，独生子女特有的一些性格特征，
让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多数都感到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情况。

哪个父母不希望子成龙女成凤，但是看看现在的孩子，真是
让人头痛呀。一个个不再像我们小时候这么听老师听家长的
话了，小小的年纪总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和理论。与我们大人
的想法格格不入。在我的印象里，儿子小时候是一个很听话
的孩子，爱笑爱闹，就是脾气有点倔。当时我们也都不以为
意，但是越来越觉得，他的脾气让我无法容忍了，家长说的
话总是不听，只可以听好话不能听批评的话，不然就发脾气，
故意捣乱，而且经常用一些从动画片上学来的不良语言对父
母讲。气得我只好用拳头和他讲道理，但是效果却一点也没
有，反而弄得他变本加厉了。

这两天看了《不输在家庭教育上》这本书，有一篇文章

《当孩子”输不起“时》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案例中所说的
小朋友与儿子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只能接受成功和夸奖，
无法面对失败和批评。我想这都是因为从小在相对比较优越
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家里只有他一个小孩子，无人和他争
宠，已经习惯了在家长的夸奖中生活。但是当他走向一个更
大的天地时，比如上学校时，和同学之间就是一个平等的关
系，在各方面可能都无法再享有高人一等的待遇，心理产生
了一些不平衡，遇到挫折就发脾气。一开始我们也是认为这
是有上进心的表现，没有过多的进行管束，但是有的时候，
儿子会出现破罐子破摔的心里，越是做不好的事情，干脆就
主动放弃，免得遭受批评。这才让我意识到，他确实还存在
很多问题。



文章里专家给的几点建议我觉得还是很可行的，第一、举例
开导。儿子从小喜欢听我讲故事，我想用一些古代故事里的
道理来感化他，比较可以听得进去，因为小孩子还是最喜欢
模仿故事里的人物的，单纯的讲道理，恐怕效果不会很好，
他们也不会很明白。学习故事里的人的行为应该比较容易做
到。塞翁失马的故事比较形象的表达了祸福可以转换的道理，
小孩子因该比较容易接受，以后一定要讲给他听了。

第二、移情教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这个道理传递
给孩子，家长故意，也作出受到了失败就灰心丧气的表情，
给孩子看，让他也感受到这种行为的害处，往往可以得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儿子看到我难过的表情估计也很迷茫吧，说
不定还会反过来劝解我，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孩子的性格，是环境塑造的。家长是这个环境里，最重要的
因素，而这本书，给我们做家长的指出了许多，原来尚不明
确的道理，让我明白了疏导强于逼迫的道理，希望通过学习
这本书的指示，我这个爸爸可以做得更好，我的儿子可以更
加快乐的成长。

家庭教育的读后感悟篇五

在读《家庭教育》这本书之前，我一直觉得好的孩子总是好
的，不好的孩子总是不好的，至于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一
直没有深究，觉得或许这就是父母的命。但事实上这并不是
命，而是和教育分不开的。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父母永远是孩子最重要的教师。父
母的潜移默化才是对孩子最大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人父母最
大的压力，所以要培养教育好孩子，就先得从自身做起。

现在的许多父母十分自私，打着给孩子创造富裕生活条件的
幌子，好像是为了孩子愿意付出一切，但其实却很少舍得多
为孩子花一点心思。孩子的一言一行都在模仿着大人，既然



把他带到这个世界就有责任关心他爱护他。现在的孩子由于
家庭条件的优越，而且独生子女比较多，有一部分孩子不在
父母身边长大，而是由老人们代为看管，很多父母只是定时
去看望一下而已。其实孩子小的时候是特别需要父母的关爱，
倒不是说长辈们不关爱他们，但是此爱非彼爱。惭愧地说，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有时也抱怨也觉得很累，看着别人在潇
洒的享受生活，我过着围着家庭转的日子，而且还总是有
个“小尾巴”跟在身边。现在想来，幸好由于种种原因，我
不得不自己带孩子，如果我也把孩子放在父母身边，放手不
管，将来我一定会后悔的。以前孩子都因为让老人带惯的不
听话，脾气太犟了，还好现在孩子还小，改正还不晚。千万
别小看孩子，别以为他小小的，貌似什么都不懂，其实他心
里都明白，只是说不出来而已。

这本书的很多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书中谈到的很多教育孩
子的方法我也非常赞同，只是真正做起来有点难度，尤其是
坚持长期如此，更是难上加难。读完这本书给我上了非常有
意义的一课，也是对我这个不太称职的妈妈敲响了好好教育
孩子的警钟。

班主任老师曾说过，教育孩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哪一个父
母坚持的时间长，哪一个孩子就是最优秀的，现在不为孩子
操心，孩子的后半辈子都需要你操心，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其实每个孩子都是天才，每个父母都是艺术家。相信我们做
父母的只要选对了正确的方式方法，用心的去关心教育孩子，
那么每个孩子都是最出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