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三岁孩子说谎办 孩子说谎心得体
会(优质8篇)

辩论是一种能够提高我们表达和沟通能力的方法，通过对话
和辨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观点和不同的思维方式。
辩论过程中，我们要注重与对方的对话和交流，尊重对方的
观点，并且适时地引用对方的观点支持自己的立场。接下来
是一些关于辩论技巧和方法的实用建议和指导，希望能帮助
大家写作的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

十二三岁孩子说谎办篇一

说谎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遭遇到的一件事情，无论是在家
庭中还是在学校里，都会有孩子说谎。说谎是孩子成长过程
中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正在学习辨别与表达真实与否的能力。
在我与孩子的相处中，我发现了一些孩子说谎的特点和心得
体会。

首先，孩子常说谎是因为害怕受惩罚。孩子们往往对于犯错
心存恐惧，怕家长或老师发现他们的错误后会受到严厉的惩
罚。所以，他们会选择编造谎言来为自己开脱责任，希望能
够逃避处罚。例如，当孩子被发现偷吃零食时，他们会害怕
被责备，便会说谎称自己没有吃过。这时，作为父母或老师，
我们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宽容和理解，告诉他们犯错误并不
可怕，只要承认错误并从中学习，我们都会给予他们帮助和
支持。

其次，孩子说谎也是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有时候，孩子可
能会编造谎言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比如得到一些他们喜欢的
东西或者避免做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们还没
有学会通过其他方法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对于这种情况，我
们应该耐心引导孩子，让他们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去表达自己
的想法和需求，而不是通过说谎来达到目的。



再次，孩子说谎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有时候，孩子
会编造一些谎言来掩饰自己的弱点或防止别人对他们进行攻
击。这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嘲笑或被伤害。当我们发现孩子在
这种情况下说谎时，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安全感，让他们明白
自己的弱点并不可怕，只要勇敢面对，我们都会支持他们。

最后，孩子说谎也是因为他们渐渐学会了社交规则。在社会
交往中，有时候为了保护他人感情或维持友好关系，孩子可
能会为对方说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孩子的朋友做错事情
时，他可能会选择为对方开脱。虽然这种行为不被鼓励，但
是它表明孩子逐渐意识到了社交规则和互助精神。我们需要
教育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让他们明白说谎并不是
解决问题的方式。

综上所述，孩子说谎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应该
理解并给予他们引导和教育。我们要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
了解他们说谎的原因，并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方式去表达自
己。通过与孩子的互动和引导，我们可以培养他们诚实守信
的品质，也能为他们以后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十二三岁孩子说谎办篇二

1、想象与现实混淆

他们常会将想像与现实混淆在一起，明明是自己的愿望，却
说得像真的一样。如将幼儿园的东西带回家，说：“这是我
的！”其实，他并不是有意“说谎”。而是以为玩过的就是
自己的。

2、“虚荣心”作怪

很多孩子为了能“赢”而在游戏或学习中“撒谎”。明明知
道规则，却偏偏违反，还装作无辜的样子说“不知道”。再
如，为了与同伴攀比，没有的东西却说“我家也有，可好玩



了”。

3、取悦长辈

孩子做事时不仅想做好，很大程度上也想让父母、老师高兴，
从而得到更多奖励。成功难度较大时，为了不让父母、老师
失望，只好“说谎”。

4、逃避惩罚

“要真说了我不乖，爸爸妈妈会批评我。”这些都是孩子真
实而又天真的想法，而“说谎”有时还真能躲过“一劫”！

5、获得“自由”

孩子看动画片正在兴头上，父母开始催促：“该写作业
了！”于是孩子顺口说：“写完了”，因为说“不想做”往
往不被接受，而随口一个谎话倒容易搪塞过去。

6、引起对自己的关注

孩子很多时候不会表达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可能用一些“谎
话”来表达。“妈妈，我一个人很怕黑！”——其实只是想
让母亲陪他。“爸爸，我这里疼”——其实是想和父亲亲近
一下。

对孩子的说谎现象，不同年龄的孩子，含义不同，成人要善
于合理分析，找出孩子说谎的动机与原因。这样可以让孩子
知道你不仅关心他们的行为，更关注他们的需求。不要因孩
子的某一次谎言就定性，如对孩子说“你就是爱说谎”“你
这个小骗子”等，更不要用暴力的方式试图改变孩子，这样
做只能让孩子把谎话编得更圆满。对于孩子说谎是因为不诚
实或其他不够积极向上的心理，家长应直接告诉孩子说谎不
好，让孩子明白说谎的后果，并以身作则。



十二三岁孩子说谎办篇三

第一段引入：说谎是人类在交往中常常使用的一种策略性行
为，而初中孩子正处于人生的关键时期，他们说谎的频率也
逐渐增加。然而，通过反思和经验积累，他们也在慢慢认识
到说谎的后果与价值，逐渐沉淀出了自己的说谎心得体会。

第二段言之有物：初中孩子在说谎过程中经历了心理的摇摆
与痛苦。在他们第一次说谎时，往往会出现一些内心的质疑
和焦虑，真相与谎言在他们心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然
而，当谎言成功被接纳并达到目的时，他们内心的痛苦也逐
渐消散，给予他们一种错误决策的错觉。这种错觉一度让他
们沉迷于说谎，不自觉地为了一个小小的目的而编织更多的
谎言。

第三段剖析说谎的后果：初中孩子在不断说谎的过程中，渐
渐理解到谎言给他们带来的后果。首先，谎言会导致信任危
机，被说谎的人很难再信任你，这对于孩子这个正在建立人
际关系的阶段来说是极为致命的。其次，说谎也会让孩子产
生罪恶感，让他们觉得内心不安，无法面对自己的行为。最
重要的是，说谎会让孩子迷失了正确判断的能力，长此以往，
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也会因此错位。

第四段分享正确处理说谎的方法：经过一番思索和自省，初
中孩子开始寻找正确处理说谎的方法。首先，要善于反思，
反思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选择欺骗，弄清说谎的内在原因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次，要学会坦诚与沟通，诚实是
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石，只有真实的表达才能带来真诚的回应。
此外，要积极接受错误的后果，认真反思问题，从中汲取教
训，不断成长。

第五段总结回顾：说谎是初中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常常面临的
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有机会认识到谎言对人生的伤
害，积累了一定的说谎心得体会。通过思考、反省和沟通，



他们开始明白诚实的重要性以及说谎的后果。因此，我们有
理由相信，初中孩子在经历言谎的迷茫后，将能逐渐成长为
诚实、责任、坦诚的人。

十二三岁孩子说谎办篇四

我的妈妈长得楚楚动人，一双水灵灵的眼睛镶嵌她精致的瓜
子脸上更是特点。

我妈妈什么都好，就是“爱说谎”。

“说谎”的经历可不少。记得有一次啊，我和妈妈经过一家
面包店，往橱窗里望，我不禁感叹：“哇，马卡龙哎，这个
很好吃的，可惜就太贵了!”我咽下一口口水。妈妈看了看我
那期待的'眼神，拉起我的手就往面包店里走，狠下心，给我
买了两个马卡龙，买好之后，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
一个，我才记得妈妈还没吃，便说：“妈妈，你还没吃
呢。”妈妈看看我，说：“这东西我哪爱吃了，你吃，你吃。
”我见到妈妈这样就狼吞虎咽地吃了，我还是有点半信半疑
就去问姐姐，姐姐奇怪地说：“不会啊，上次我还给阿姨
（我妈妈）买了几个吃呢，阿姨很喜欢啊！”为什么妈妈要
撒谎呢？”我似懂非懂地想着。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去买衣服，妈妈看见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紧握着那件衣服，看得出来妈妈很喜欢,我跟妈妈说：“妈妈，
你很喜欢，是不，喜欢就买呗！”妈妈偷偷看了一眼标价，
三千八百多呢，妈妈支支吾吾地说：“我我，这也太老土了，
我，我才不喜欢嘛，走，咱们走！”妈妈朝下一家店走去，
留给那家店的只是一个路人的背影······我心里暗想：
“一定要改掉妈妈这爱说谎的毛病，等我攒够了零花钱，一
定再来买这件说谎的衣服！”

这时我才明白，妈妈只是处处想着别人忘记了自己才撒了谎
言，然而妈妈这撒的谎言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谎言，善意的谎



言，我爱我这“爱撒谎”的妈妈！

十二三岁孩子说谎办篇五

研究者指出善意的谎言不会成为孩子未来的发展障碍，相反，
幼儿早期的善意谎言会帮助他们长大后成为高层的领导者，
经理或者金融人员，研究者还称形成谎言的大脑复杂运作过
程是早期幼童智力开发的引擎。

因此下次当你的女儿或者儿子挂着满嘴饼干渣对你说他并没
有偷吃饼干的时候，你大可不必担心。

孩子不会转变成病理学意义上的“撒谎成性”，几乎所有孩
子都说谎，但这也是孩子达到一个新层次发展的里程碑。说
谎说的好的孩子有着更好的认知发展，因为他们可以掩盖自
己的缺点。

说谎时大脑正在复杂的运作，包括要把真相隐藏起来，这个
过程表明孩子有着较好的管理才能，长大后可能会进入金融
业。

当你的孩子反复撒谎时

孩子说谎是肯定的，但是孩子不承认，教训他也没有意义，
置之不理又担心孩子养成不良习惯。

幼儿期的孩子容易将真话和假话混同，现实和想象也没有明
显的界限。因此，孩子经常把在童话书、电视、电影里看到
的事情与现实混同，把强烈的愿望也当成现实。所以，孩子
会没有意图地撒谎。

这时，父母要告诉孩子，孩子所相信的“事实”，并不是真
正的事实。父母有必要认真地关注孩子当时的内心想法。所
以，让孩子放心地说出真心话的氛围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弄



清孩子的'立场，无条件地批评孩子，那么，孩子就会害怕，
再编出另一个谎言。

资料

奖励诚实，教育孩子对自己诚实

孩子诚实的时候，父母要大力赞扬孩子。想让孩子知道诚实
的可贵，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首先要通过称赞来让孩子
养成诚实的习惯。通过这个过程，孩子们会明白诚实的正面
性。另外，为了得到父母的认可，孩子们也会努力做一个诚
实的人。

同时，父母还要对孩子说明，做了错事后，坦白错误要比撒
谎好在哪里，而且有必要告诉孩子，想要隐瞒错误的态度要
比错误本身更不好。

就算孩子很诚实，父母也有要注意的问题。孩子不但会为了
不受惩罚而撒谎，也会为了不受惩罚而诚实。作为父母，要
教育孩子对自己诚实，有必要引导孩子因为诚实而自豪，因
为撒谎而感到可耻。

要提前告诉孩子撒谎可能导致的结果

“你偷偷地把朋友的铅笔拿来，不还给朋友，那朋友用什么
来学习呢?他把铅笔弄丢了，可能会被他妈妈骂的。如果以后
朋友知道是你拿了他的铅笔，他会讨厌你，不和你玩儿
的。”

父母在问清楚孩子撒谎的动机和过程之后，要把这种行为导
致的结果告诉给孩子，这远比直接说“撒谎是错误的”有效
得多。我们利用《狼来了》的童话故事教给孩子诚实的重要
性，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提示

当孩子反复撒谎时，父母斥责或体罚孩子只会带来相反的效
果，恐惧会让孩子不断地撒谎;反复体罚后，孩子对实施体罚
的大人产生反抗心理，为了避免体罚，孩子会说更大的谎言;
孩子因为害怕斥责，会变本加厉地撒谎。孩子在明明没有做
作业的时候却总是撒谎说自己写完了，这时，父母不能大声
斥责孩子“你明明没有写作业，为什么总是撒谎?”而是首先
要理解孩子的心情，比如对孩子说：“因为朋友找你，你想
和他一起玩才这么做的，是吗?”等。

十二三岁孩子说谎办篇六

第一段：引言（100字）

孩子时代，说谎是我们所经历的一种常见现象。孩子之所以
说谎，往往是因为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包括想要逃避责任、
保护自己、获取利益等。然而，学会诚实地面对问题以及承
担后果，是我们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课。下面，我将分享我
在孩童时期说谎的经历和所体会到的心得。

第二段：迎接挑战（200字）

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里调皮捣蛋，不小心摔碎了一台电脑。
我知道老师会让我赔偿，于是我起了个念头，想要编一个谎
言来逃避责任。于是，我告诉老师是几个调皮捣蛋的同学干
的。老师相信了我的谎言，结果那些同学被惩罚了。然而，
尽管我逃避了责任，但心中却一直有着愧疚的感觉。我逐渐
明白，撒谎虽然一时能够逃避一些问题，但却会导致更多的
麻烦和伤害。

第三段：道德与责任（300字）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诚实和责任的重要性。我开



始主动地承认错误，并且努力面对问题。这不仅让我感到释
然，也让身边的人对我有了更多的信任。虽然时常会犯错，
但以诚实和勇气面对错误，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才是一个
真正有担当的人所应有的素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
长、进步，并在社会中受到认可。

第四段：识破谎言的能力（300字）

逐渐长大后，我开始学会分辨谎言。我通过观察对方的眼神、
微表情、语言细节等来辨别对方的真实意图。这种通过细节
察觉真相的能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了解真相，我
们才能知道如何应对，如何去改变。同时，这也让我明白了
诚实和信任的可贵之处，因为只有与他人建立起诚实和信任
的关系，我们才能更好地互相成长。

第五段：成为值得信赖的人（300字）

孩童时期的谎言经历教会了我一个重要的人生原则——诚实
和正直是成功与幸福的基石。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会赢得他人
的尊敬和支持。而谎言只会伤害自己和他人，破坏人际关系。
因此，我努力成为一个真实可信的人，尽可能地避免说谎，
保持真实和坦诚。与此同时，我也在教育孩子时注重诚实和
真实的培养，帮助他们认识到诚实和责任的重要性，使他们
成为值得信赖的人。

结尾（100字）

回首往事，我意识到孩童时期的谎言经历对我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学会诚实地面对问题和直面自己，不仅让我成为一个
值得信赖的人，也让我在人际关系中建立了良好的基础。诚
实是一种美德，它不仅让我们取得成功，还能帮助我们赢得
快乐和幸福。因此，我相信只有真实的心灵才能拥有美好的
生活。



十二三岁孩子说谎办篇七

近年来，我瞧见初中生们受到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他们当
中有的变得沉默寡言，有的变得越来越自闭，有的甚至在某
些时刻变得欺骗父母、老师以及同学。这让我不禁产生思索，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一群体变得如此不愉快和迷茫。经过
一番调查研究，我的体会是，初中孩子说谎的背后往往隐藏
着他们内心的苦楚和无助。接下来，我将针对初中孩子说谎
这一现象展开分析。

首先，初中孩子说谎往往源于恐惧。在这个年龄段，他们正
经历着身心的许多变化，比如对未来的恐惧、对他人评价的
恐惧等。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一些孩子选择逃避，他们害怕
面对家长和老师的批评，怕自己的努力不被认可。于是，他
们便选择了说谎，隐藏自己的实情，以期获得别人的理解和
接纳。这种说谎虽然暂时能让他们摆脱困境，但却无法获得
真正的解决，只会让事情陷入更加复杂的困境中。

其次，初中孩子说谎还与他们对友谊的渴望和追求有关。在
这个阶段，孩子们迫切地想要获得同龄人的认同和接纳。他
们渴望成为团队中的一员，渴望被视为与众不同的个体。然
而，现实却往往令他们失望。为了在朋友中获得尊重和关注，
一些孩子便开始撒谎，夸大自己的经历或者伪造出一些与众
不同的事情。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他人的赞美和注
意，从而填补内心的孤独和缺失感。然而，这种所谓的友谊
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的，最终只会使他们与现实越来越疏
远。

再次，初中孩子说谎还与他们对于情感的表达不足有关。初
中生正经历着情感方面的诸多困境，他们无法准确地表达自
己的感受，也无法对他人的情感做出恰当的反应。于是，他
们只能假装自己无所谓，无动于衷。在面对一些困难和挫折
时，一些孩子选择说谎来掩饰自己的脆弱和无助。他们害怕
被他人嘲笑和伤害，害怕被别人看穿内心的脆弱。通过说谎，



他们试图保护自己的内心，追求一种安全感。然而，事实上，
这只会让他们更加迷失自己，并且疏远与他人的联系。

最后，初中孩子说谎还与家庭教育的缺失有关。家庭是孩子
成长最重要的环境，是他们性格培养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基
石。然而，很多家庭在教育孩子方面存在着种种问题，比如
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缺乏尊重和理解、过度的干预等。这
些问题会导致孩子内心的负面情绪日益累积，进而影响他们
的行为表现。当孩子在家庭中感受不到温暖和关爱时，他们
会寻求其他方式来满足自己内心的需要，比如说谎。他们希
望通过说谎来引起家长的注意和关注，从而得到他们内心所
渴望的爱和关心。然而，这种方式只会让家庭关系进一步疏
远，甚至导致家庭的裂变。

综上所述，初中孩子说谎的原因很复杂，背后隐藏的是他们
内心的苦楚和无助。我们应该正视初中孩子说谎这一现象，
采取有效的方法帮助他们。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环节，父母
应该给予孩子充分的关爱和关注，倾听他们的心声，给予他
们正确的引导。同时，学校和社会也应该积极关注初中生的
心理健康问题，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只有通过多方共同
努力，才能帮助初中孩子走出谎言的阴影，找回真实的自我。

十二三岁孩子说谎办篇八

从小，我们就经常听到“小孩子不会说谎”。然而，事实却
告诉我们，孩子也有撒谎的时候。比如，我们身边的周孩子
就是一个善于编织谎言的小家伙。接下来，我将就周孩子爱
说谎的原因以及他在说谎中所获得的心得体会进行分析。

第二段：爱说谎的原因

首先，作为一个独生子女，周孩子很容易获得家人的关注。
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周孩子都会因此感到自己的存在。这
种关注让他觉得自己重要，于是他开始制造各种谎言来引起



注意。此外，周孩子也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在电视剧、动画
片中，有时会出现主角通过说谎解决问题的情节。这让他觉
得谎言可以带来一些好处。因此，说谎成了他感到激动和验
证自己能力的途径。

第三段：心得体会之一--冲突与矛盾

周孩子通过说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谎言与真实
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他清楚地知道，说谎可能会给他带来短
暂的好处，但同时也可能失去他人的信任和尊重。举个例子，
他曾经编造过一次和他同班同学吵架的谎言，结果同学不愿
再和他交朋友。这让他意识到，说谎可能会让他失去真正的
友谊。

第四段：心得体会之二--良心的内疚感

周孩子爱说谎过程中，还得到了“良心”的教育。每当他撒
谎之后，他总会感到内疚和不安。尤其在得到别人的信任之
后，他会开始担心真相被揭穿，而对内心产生一种压力。通
过这种内心的痛苦体验，他逐渐明白了谎言背后的代价和后
果。这些感受和体会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尝试改正
自己的错误。

第五段：心得体会之三--诚实与信任的力量

由于说谎经历的“教育”，周孩子逐渐学会了诚实。他发现，
只有真实面对自己的错误，才能获得他人的真正支持和帮助。
曾经有一次，他因为不敢承认偷吃了零食而编造了一个谎言，
最后被父母发现了。父母没有责备他，只是坦诚地告诉他，
如果他能诚实面对错误，他们会更愿意原谅他。这次经历让
他深刻体会到诚实与信任的力量，于是他开始放弃说谎，努
力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结尾：



说谎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许多孩子都或多或少有过撒
谎的经历。周孩子作为一个活泼聪明的小孩子，通过自己撒
谎的经历，得到了许多心得体会。通过冲突与矛盾、良心的
内疚感以及诚实与信任的力量，他逐渐明白了说谎的后果和
诚实的价值。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应给予孩子正确的引
导和教育，让他们成为有品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