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变自我读后感 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读
后感(大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改变自我读后感篇一

读一读《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真是不错的选择。它将是你
家庭教育道路上的明灯，读过之后，你会豁然开朗，真是柳
暗花明又一村。

最近看过一段文字，即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一段碑文：当我年
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
世界。但我成熟之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
光缩短了些，决心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
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
家庭也不可能。走到人生终点，我才意识到：如果我能先改
变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进而可
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读后震撼，
想改变问题孩子要从改变自己开始，作者整本书向我们显明
了这个最简单质朴但也是最正确的道理。

这是一本能让人收获幸福的书，告诉你怎样身体力行教育好
自己的孩子；是一本能改变千万人命运和家庭的书，能帮你
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如果你真爱孩子，并希望孩子成人、
成才，进而提高生活质量乃至生命质量，你一定要阅读此书，
它值得你认真读、反复读！



改变自我读后感篇二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不再愁吃愁穿，反而把大把的时
间和精力投入到教育孩子的身上。

教育孩子是一个可大可小的话题，有孩子的地方就有“江
湖”。人人都有自己的教育想法，传统经验也好，某个教育
专家也罢，无一例外都是希望能够把孩子教育成大人喜欢或
者社会认可的人才。只可惜每个人拼凑出来的都是一些零零
碎碎的教育片段，不成系统，不能完美地满足家长在教育孩
子的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教育困惑。读了贾容韬老师的
《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一书，突然有种茅塞顿开的感悟。

教育孩子不是满足大人的教育愿望，而是给孩子宽容和理解，
让孩子发自内心地想要成长，向着自己的理想不断努力。现
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希望孩子乖巧懂事，在我们忙碌的时候
自己独立做自己的事情，在我们无聊的时候陪我们打发时间，
可是如此的教育期望到底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结果不得
而知。

生而为人，总是想着改变别人，甚至奢望可以改变世界，其
实最应该改变的就是自己。改变自己需要勇气，改变自己需
要理念，改变自己需要否定曾经的自己，开拓崭新的自己，
自己改变了，理解世界的角度也便改变了，同时意味着自己
眼中的世界也会改变，教育孩子亦然。

作为功利性的家长最先改变的便是以自我为中心，去阅读，
去学习，去反思，去尊重孩子，理解孩子，接纳孩子，去鼓
励孩子，去相信孩子，去改变传统只重视学习成绩的教育思
路，去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各项人格发展。去营造适合孩子
成长的环境，去修心，去修夫妻关系，去培养优秀家风。

当觉得改变孩子穷途末路，去试试改变自己吧！把重点放在
自己身上，在自己的身上花费心思，或许，你变了，孩子也



一定会有所改变。

改变自我读后感篇三

“诚信”是一个人幸福的基本保证，缺乏诚信的人很难取得
别人的信任，也很难脚踏实地在社会上立足，故而也很难有
真正的幸福。所以，“诚信”是我们父母培养孩子的重中之
重。但实事求是地讲，世界上没有绝对不说谎的孩子。

那为什么孩子会说谎？如何避免孩子说谎？让我们跟随贾老
师的智慧了解一二：

一、为什么孩子会说谎？

孩子说谎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成人世界的谎言诱导
他们混淆了是非观念；二是不切实际的赞扬和过度的惩罚使
孩子把谎言当作工具。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成人世界的谎言诱导他们混淆是非观念。

贾老师用几个生动的案例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孩子是如何在父
母的思维模式和言谈举止下，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地学会了
说谎。

比如有些父母，为了哄孩子，求得暂时的安宁，信口讲出一
些假话来哄骗孩子。“宝宝在奶奶家乖乖的，好好听话，妈
妈回来给你买奥特曼！”结果晚上回来接孩子时对孩子
说：“真不巧，妈妈办完事商场已经下班了，下次一定买给
你。”其实，妈妈并没有真的打算给孩子买玩具，她给孩子
开出的是空头支票。

再比如，有些家长出于工作和社交的需要，对别人说一些虚
伪的话，这在家长眼中是社交的技巧，但于孩子而言，虽然
没有恶意，但是说多了，就会混淆孩子的是非观念，久而久



之，孩子也学会了圆滑和世故。

父母的品质对孩子的影响深远，甚至是入木三分。虚情假意
的父母培养不出诚实、坦荡的孩子，信口雌黄、企图用假话
和借口敷衍，欺骗孩子的父母也培养不出真诚、善良的孩子。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不切实际的赞扬和过度的惩罚使孩子
把谎言当作工具。

贾老师通过讲述儿子、女儿以及14岁说谎男孩的案例，从正
反两面对比呈现告诉我们：更多、更普遍的导致孩子说谎的
直接原因，是孩子迫于家长的压力而说谎。

这让我也想到一个案例，8岁的小明数学考试连续两次都是六
七十分，爸爸很生气，说再考不好就别回来了。结果很不幸，
在又一次的考试中小明又没有考好，而且更糟，居然没及格。
怎么办？爸爸说了，再考不好就不让回家。于是小明做了一
个惊人的举动，把同桌的试卷偷偷地塞进了自己的书包，并
把名字换成了自己的名字。

如果爸爸能对孩子宽容一点，孩子无论如何是想不到用这样
的方式来欺骗父母的。如果每位家长都能充分理解孩子，理
智、开明地对待孩子，凡事替孩子着想，善于和孩子同感共
情，平静接受孩子犯错，孩子感受到父母的信任和关爱，孩
子根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对家长说假话。

“理解、接纳、体贴、尊重往往比批评、斥责、打骂、惩罚
更有力量。前者维护了孩子的尊严，保全了孩子的面子，后
者伤害了孩子的自尊，撕破了孩子的面子；前者具有建设性，
后者极具破坏力；前者是医治孩子心理顽疾的灵丹妙药，后
者是促进孩子问题进一步严重的催化剂。

二、如何避免孩子说谎？



第一，家长要以身作则，做一个诚实的人。对孩子、对其他
人都应该光明磊落、坦诚相见、言而有信、信守诺言、不说
假话、不讲虚话，当好孩子的榜样。

第二，父母发现孩子有说假话的倾向时，要认真反思自己。
是不是你对孩子太严厉了？是不是你在孩子面前太强势了？
是不是你对孩子缺乏体贴了？读书笔记。是不是你对孩子不
够理解，以致孩子对家长不信任、说话有顾忌？孩子撒谎大
多是为了逃避父母打骂、惩罚的不得已选择，孩子措施是对
家长错误家庭方式发出的警示信号。

第三，努力营造一个温馨、和谐、轻松的家庭环境，让孩子
感到父母是最可依赖的人，让孩子相信即使自己犯错甚至闯
祸，都不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当孩子向父母说明事实真相时，不论他的错误性质有
多严重、给家庭造成的损失有多大，家长都不要揪住这件事
不放，不但不要惩罚孩子，还要肯定孩子做的对的地方。

第五，当父母确信孩子说谎时，不要急于揭穿孩子的诺言，
更不要把孩子推向难堪的境地。要冷静分析孩子撒谎的原因，
给孩子一定的空间，给孩子反思和弥补的机会。父母态度越
平和，对孩子越尊重，孩子越能主动反思；父母态度越激烈，
孩子越遮遮掩掩。要把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在事件本身，而不
是父母的情绪反应上。

如果孩子没打算说明事实真相，家长认为确有必要澄清此事，
也要在保护孩子自尊、给足孩子面子的前提下引导孩子把事
情讲明白。父母要让孩子明白，父母针对的是这件事，而不
是孩子本人，父母永远是爱孩子的。孩子有了一家认识后，
父母要及时给孩子台阶下，帮助孩子卸掉思想上的包袱。

最后，务必要给孩子肯定和鼓励，让孩子看到希望，使孩子
增强信心，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转化为孩子成长的



动力。

读本篇文章，也让我想到“三块巧克力”的故事，宽容和理
解往往比惩罚更加深刻，可参阅。

合理“惩罚”也是一种保护。

改变自我读后感篇四

“诚信”是一个人幸福的基本保证，缺乏诚信的人很难取得
别人的信任，也很难脚踏实地在社会上立足，故而也很难有
真正的幸福。所以，“诚信”是我们父母培养孩子的重中之
重。但实事求是地讲，世界上没有绝对不说谎的孩子。

那为什么孩子会说谎？如何避免孩子说谎？让我们跟随贾老
师的智慧了解一二：

一、为什么孩子会说谎？

孩子说谎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成人世界的谎言诱导
他们混淆了是非观念；二是不切实际的赞扬和过度的惩罚使
孩子把谎言当作工具。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成人世界的谎言诱导他们混淆是非观念。

贾老师用几个生动的案例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孩子是如何在父
母的思维模式和言谈举止下，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地学会了
说谎。

比如有些父母，为了哄孩子，求得暂时的安宁，信口讲出一
些假话来哄骗孩子。“宝宝在奶奶家乖乖的，好好听话，妈
妈回来给你买奥特曼！”结果晚上回来接孩子时对孩子
说：“真不巧，妈妈办完事商场已经下班了，下次一定买给
你。”其实，妈妈并没有真的打算给孩子买玩具，她给孩子



开出的是空头支票。

再比如，有些家长出于工作和社交的需要，对别人说一些虚
伪的话，这在家长眼中是社交的技巧，但于孩子而言，虽然
没有恶意，但是说多了，就会混淆孩子的是非观念，久而久
之，孩子也学会了圆滑和世故。

父母的品质对孩子的影响深远，甚至是入木三分。虚情假意
的父母培养不出诚实、坦荡的孩子，信口雌黄、企图用假话
和借口敷衍，欺骗孩子的父母也培养不出真诚、善良的孩子。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不切实际的赞扬和过度的惩罚使孩子
把谎言当作工具。

贾老师通过讲述儿子、女儿以及14岁说谎男孩的案例，从正
反两面对比呈现告诉我们：更多、更普遍的导致孩子说谎的
直接原因，是孩子迫于家长的压力而说谎。

这让我也想到一个案例，8岁的小明数学考试连续两次都是六
七十分，爸爸很生气，说再考不好就别回来了。结果很不幸，
在又一次的考试中小明又没有考好，而且更糟，居然没及格。
怎么办？爸爸说了，再考不好就不让回家。于是小明做了一
个惊人的举动，把同桌的试卷偷偷地塞进了自己的书包，并
把名字换成了自己的名字。

如果爸爸能对孩子宽容一点，孩子无论如何是想不到用这样
的方式来欺骗父母的。如果每位家长都能充分理解孩子，理
智、开明地对待孩子，凡事替孩子着想，善于和孩子同感共
情，平静接受孩子犯错，孩子感受到父母的信任和关爱，孩
子根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对家长说假话。

“理解、接纳、体贴、尊重往往比批评、斥责、打骂、惩罚
更有力量。前者维护了孩子的尊严，保全了孩子的面子，后
者伤害了孩子的自尊，撕破了孩子的面子；前者具有建设性，



后者极具破坏力；前者是医治孩子心理顽疾的灵丹妙药，后
者是促进孩子问题进一步严重的催化剂。

二、如何避免孩子说谎？

第一，家长要以身作则，做一个诚实的人。对孩子、对其他
人都应该光明磊落、坦诚相见、言而有信、信守诺言、不说
假话、不讲虚话，当好孩子的榜样。

第二，父母发现孩子有说假话的倾向时，要认真反思自己。
是不是你对孩子太严厉了？是不是你在孩子面前太强势了？
是不是你对孩子缺乏体贴了？读书笔记。是不是你对孩子不
够理解，以致孩子对家长不信任、说话有顾忌？孩子撒谎大
多是为了逃避父母打骂、惩罚的不得已选择，孩子措施是对
家长错误家庭方式发出的警示信号。

第三，努力营造一个温馨、和谐、轻松的家庭环境，让孩子
感到父母是最可依赖的人，让孩子相信即使自己犯错甚至闯
祸，都不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当孩子向父母说明事实真相时，不论他的错误性质有
多严重、给家庭造成的损失有多大，家长都不要揪住这件事
不放，不但不要惩罚孩子，还要肯定孩子做的对的地方。

第五，当父母确信孩子说谎时，不要急于揭穿孩子的诺言，
更不要把孩子推向难堪的境地。要冷静分析孩子撒谎的原因，
给孩子一定的空间，给孩子反思和弥补的机会。父母态度越
平和，对孩子越尊重，孩子越能主动反思；父母态度越激烈，
孩子越遮遮掩掩。要把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在事件本身，而不
是父母的情绪反应上。

如果孩子没打算说明事实真相，家长认为确有必要澄清此事，
也要在保护孩子自尊、给足孩子面子的前提下引导孩子把事
情讲明白。父母要让孩子明白，父母针对的是这件事，而不



是孩子本人，父母永远是爱孩子的。孩子有了一家认识后，
父母要及时给孩子台阶下，帮助孩子卸掉思想上的包袱。

最后，务必要给孩子肯定和鼓励，让孩子看到希望，使孩子
增强信心，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转化为孩子成长的
动力。

改变自我读后感篇五

教育孩子需要大智慧：站在孩子的高度思考：

在日常教育中，我们父母常常摆出家长作风，以“我吃过的
盐比你吃过的饭多，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长”为由，在孩
子面前扮演上帝。我们认为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是对孩子好的，
什么样的路是适合孩子走的。故而以“过来人”自居，企图用
“爱”的名义来管教和操控孩子。

然，我们的“认为”真的是正确的吗？从其一生的角度来看，
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对孩子最好的吗？我们所谓的一些人生
经验，只是基于我们自身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总结出来的主观
思想。以我们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和知识架构来衡量和要求仅
仅只有几年或十几年生活体验的孩子理解、接受和认同，就
有点“强词夺理”。就像有的妈妈和我说的，“感觉自己说
了一大堆道理，其实孩子根本不理解或者是根本不听。”

要求、期望或所谓的负责，只是父母内在恐惧的替代物而已，
任何企图通过“控制”和“改变”孩子来达到让孩子按照自
己意愿和设想走路的父母，都是不成熟的父母。

常言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的就是人际交往中的换
位思考，放到家庭教育中的亲子教育，就是将自己置身于孩
子的立场和视角，去体验孩子的内心感受，了解孩子的内心
需求。



为人父母者，一定要站在孩子的高度，经常问问自己：如果
我是孩子，希望父母怎么和我说话？希望父母怎么对待我？
如果我是孩子，会不会为有我这样的父母而庆幸、而骄傲？
当我们角色转换，以孩子的目光来观察自己、审视自己时，
就会发现自己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怎么做才叫做站在孩子的高度？

贾老师用两个小游戏，详细的阐明了站在孩子的高度，就是
要从内心伏下身子，用孩子的视角观察世界、体验世界，用
孩子的心来感受世界；进而更加准确地理解孩子的意图和感
受。也只有理解了孩子，我们才具备了教育孩子的前提和资
格。

影响孩子的“黄金法则”：

引言部分：“黄金法则”的核心是，当孩子没有意识到自己
在被父母影响，家庭教育成功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不露痕迹，藏锋有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永远都是教育
的最高境界。当孩子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被父母影响，家庭教
育成功机会就大大增加了。就好比一则广告，使我们对一款
产品或一种理念产生好感，又察觉不到它在操纵我们，这才
是顶级的广告。

本小节，贾老师以一个真实的案例给我们详细的叙述了“黄
金法则”的核心与功效。

韩女士的儿子游戏基本处于失控状态，成绩直线下滑。针对
这个案例，贾老师给韩女士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表现出对孩子学习的淡然、超然。在孩子面前不谈学
习，不对孩子进行学习说教。只管自己沉下心来学习，给孩
子做好表率就行了。



第二，对孩子玩游戏，不仅不表现出反感，还要表现出兴趣，
甚至可以鼓励孩子玩，最低标准是不干涉、不限制。

事实上也是如些，家长越在学习上和孩子过多的纠缠，孩子
越会在学习上掉链子；当家长将目光抽离出来，转到自身的
学习提升上时，孩子也就卸掉了心中的对抗，承担起了他的
职责；当孩子感受到父母是心甘情愿地让他玩游戏时，孩子
也就放下了追求挑战刺激的心理，慢慢减少游戏的时间；就
像贾老师说的：“教育孩子，其实就两件事，一是增长智慧，
二是提高德行。”父母的品德是孩子成长的软环境，对孩子
最有说服力的教育是父母完美的`人格形象。当韩女士潜心学
习，不断提高自己道德水平的时候，其散发出来的人格力量
是无比强大的，甚至是无坚不摧的。

父母如何做人，决定了孩子如何为人；父母怎样做事，决定
了孩子怎样做事。在贾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在韩女士的持续
努力下，韩女士的儿子实现了从一个网瘾少年到同时被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皇家建筑学院等六所世界名校录取的华
丽转身。所以，对孩子的教育在于父母的修为，在于潜移默
化的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