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生活中的化学读后感 催眠术生活中
的心理诡计读后感(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当我们
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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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的化学读后感篇一

教育中的心理效应读后感

近段我阅读了《教育中的心理效应》一书。实际上，在读
《教育中的心理效应》之前，我对那些枯燥的、抽象的心理
定律常常望而生畏，所以很不喜欢心理学。但是读完了此书
以后，反倒觉得心理学中的现象饶有兴趣。这本书是北京师
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儒德所着，他用浅白
的语言、生动的故事、有趣的实验以及鲜活的案例来介绍、
演绎那些严肃的、科学的.心理学规律、效应和法则，书中精
心挑选了64条心理学的规律和效应，分为教学、教育和管理
三个部分。阅读此书，激活了我本身的知识经验，激发了我
探究的兴趣，一个一个故事看下来，一个一个效应读下来，
感觉自己在学习心理学知识的同时，顿时豁然开朗了许多，
受到了智慧的启迪，心灵的震撼。

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超限效应”。它是指刺激过多、过
强或作用时间过久，从而引起心理极不耐烦或逆反的心理现
象。在我们的日常教育中经常出现类似的现象。如：老师上
课拖堂、用同样的方式反复传授同一内容、放学时学生都准
备收拾书包了老师还在不停地布置作业、对学生犯下的错误
一次两次地批评教育……这样做其结果却是学生对于学习的
兴趣减少了，学习效率降低了，而学生对于老师的重复批评



教育不但没有反省和改正，反而出现了逆反心理。

作为教师，在教育和教学中都要注意避免“超限效应”。教
学中应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不是一味地填塞。教育
学生时也要尽量避免超限效应在批评中出现。()当学生犯了
一次错，只能批评一次。千万不要对同一学生的同一件错事，
重复同样的批评。如果一定要再次批评，也千万不要重复同
样的方面、同样的角度、同样的批评语句，应该换个角度进
行批评，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同样的错误一再被“穷追不
舍”，厌烦心理、反抗心理就会随之减低。中国绘画讲
究“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疏可走马”指的就是“布
白”。而教育也应该讲究“布白”的艺术，注意“度”，让
学生自己去思考、去反省。就如我们成语“过犹不
及”、“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其实正是“超限效
应”的最好诠释。

阅读此书，我明白了想做好教育工作仅凭自己的一腔热情还
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的科学的、理性的方法。而这本书就
是从理性的层面上保证我们的教育行为充满智慧。我将常
常“温故而知新”，利用心理学的知识使自己在教育教学中
更进一步！

生活中的化学读后感篇二

本周，我读了《教育中的心理效应》一书，刘儒德教授把严
肃的心理学的规律、效应和法则用浅白的语言、生动的故事、
有趣的实验以及鲜活的案例来介绍、演绎，将“超限效应”、
“禁果效应”、“扇贝效应”、“南风效应”、“霍桑效
应”、“晕轮效应”、“马太效应”、“蝴蝶效应”、“图
形-背景现象”等一系列看似很玄的心理学术语，结合浅显生
动的教学案列，娓娓道来，深刻阐述了教育活动中各种心理
学的规律、效应和法则。一篇篇文章读下来，在学习到新的
心理学知识的同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生活中的化学读后感篇三

沉锚效应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教育心理名词。初看书时，
接触到这个名词，觉得它怎么会和教学扯上关系呢？仔细阅
读了刘教授的书，认真听了他的讲座后，才发现这个名词看
似陌生，其实和我们的教学息息相关。在日常教学中，我们
会经常用到它。

沉锚效应它会有正负两种作用产生。我们要想办法避开它带
来的负面效应。记得三上《习作2》时，让写一篇文章介绍一
下自己的长处或本领，选择自己最得意的一方面写下来。在
写之前的前一天，我布置了一项作业，让学生写出自己的优
点、长处，并让家长也写出了对孩子的评价，主要也是优点。
第二天上作文课时，我先检查了一下他们完成的情况，然后
问他们，如果一个人说他跑得快或力量大，你信不信？学生
说，不信，也可能半信半疑。这个时候就需要举两个具体的
事例来证明他跑得快或力量大。我又挑了三位同学站起说说
自己的长处是什么，通过哪件事来证明。为了让他们更有思
路，我又读了两篇范文，然后让学生开始写。一节课四十分
钟，有三十四个同学完成了习作，四个同学课下完成了。后
来我批改草稿时发现，大部分孩子写得较为成功，但有七、
八个同学写得几乎和范文一样，显然思维受到了束缚，也许
是他们认为范文比自己构思的好，就记得格外清楚，范文中
的成语、比喻句也用上了。如果在考场上，这样的作文也未
必不好，但这显然不是我这节作文课想要的结果。我想看到
的是他们自己的创作，原生态的作文。但读范文又是一个很
好的方法，可以让他们的思路更宽阔，也可以学学别人的新
颖的构思、开头和结尾。

后来，我在第一节课除了评讲前一次作文和本次作文要求外，
挤时间读了三、四篇范文，在扩宽他们思路的同时，也强调
要会把自己的观点用通顺生动、形式新颖的句子写出来，或
者把别人的东西化作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可以借鉴范文的
形式，不要照搬范文的内容。这样强调引导之后，像后来的



习作：用上合适的象声词写一篇文章，xx的自述，写得都很成
功，雷同作文已很少出现，有的同学写作时还能模仿范文写
个题记，三部曲等。在作文课堂教学中，锚要抛好，同时还
得提前预设好可能会出现哪些不良反应，及早避开，提高课
堂效率比辛苦的补课要强得多！

在日常教学中，除了运用自己吸取和积累的优秀经验外，还
得不停的学习、创新，不能因循守旧。要不断成长，永远做
一棵慢慢成长的树，做一棵永远成长的苹果树！于是我们就
可以以一棵正在成长的大树的身份来言传身教也正在成长的
小树！

生活中的化学读后感篇四

古人云：“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外界刺激过多，过强或
作用时间过久，则会引起心理极不耐烦或逆反的心理现象，
这便是“超限效应”，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心理学上的“超
限效应”很多，如教学中的心理超载现象（上课喜欢拖堂，
作业布置过多或课堂认知超载等）以及批评教育和赏识教育
中的“超限效应”。借此，我想着重聊聊如何规避批评教育
中的“超限效应“。

批评的“超限效应”时有发生。批评学生时，我们老师和家
长总是很心急，想要急切地纠正孩子身上的问题，因此往往
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批评，最后使孩子极为不耐烦，从
而产生逆反心理。其实每个孩子都是希望得到老师和家长的
关注和表扬，当孩子挨批时，可能内心已接受长辈们的正确
观点，并下决心进行改正，但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教，
其厌烦心理就会呈几何级数增加，说不定因而演变成反抗心
理。曾经教过的一个孩子跟我聊到自己离家出走的缘由是父
母总是在他面前翻旧账，父母总是看不到他的改变，最后他
索性就不改变甚至变本加厉。在批评教育中，作为班主任要
把握好教育的“度”，切忌大肆渲染，上纲上线。我们要讲究
“布白”的艺术，正如中国绘画讲究“疏可走马（即布白），



密不透风”，有了“布白”才能产生美感。适当地留点“布
白”，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去反省。

我认为班主任在批评教育中应遵循三条原则：适度原则、及
时原则、公正原则。给予学生以适度的教育：一是批评“量
刑”适度，做到既不能“量刑”太重（否则学生不服、逆反
抵触），也不能“量刑”太轻，起不到教育作用。二是选择
合适的场合。老师要选择合适的批评场合，尽可能避人耳目，
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前不久新闻报道一位家长和班主任在
走廊上当着同学的面批评一位男生，这位男生自尊心受挫转
身翻过走廊栏杆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惨剧则
是因为批评时没有选择合适的场合，及时原则是指教育要做
到及时、迅速。老师在学生犯错后的第一时间内给予处理，
这不仅能收到好的教育效果，也能使“事态”得到及时控制。
公正原则是指同样的情况应同等地对待。班主任对犯了错误
的学生进行处罚教育时，只有一视同仁，秉公处事，不偏不
袒，不能因为偏爱某位学生则对其放宽规则，否则则会使得
教师的.权威受挫，得不到学生的信服。只有公平公正学生才
能从内心接受批评、教育。它最能体现班主任的威信，更易
被当事学生接受。所以说批评要把握好“度”。如果批
评“过度”就会产生“超限效应”，如果“不及”又达不到
既定目的。

生活中的化学读后感篇五

前一段时间，买来几本关于心理学的书，想要弥补一下自身
在这方面的不足。除去大学时必修过这门课程以及进行教师
招聘备考时“恶补”过相关知识，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接触过
心理学了。而如果突然间再去啃那些高深艰涩的心理学专著，
我大概会雾里看花、不知所云。这次选的几本书，虽然是心
理学相关书籍，但结合着大量生动、具体的案例，尤其与家
庭教育或学校教育密切贴合，读来没有障碍，轻松舒畅。

当初在茫茫书海选书时，之所以挑中《教育中的心理效应》，



其实主要因为它是“大夏书系”中的一本。前前后后误打误
撞买来许多大夏书系的书，每一本都很喜欢，这一本也不例
外。疫情仍然没有消散，宅在家中是阅读的好时机。读完第
一遍后，回想到书中提到的“莫等墙倒再造墙”，趁着记忆
还温热，又抓紧时间复习了一遍，并且整理出几页读书笔记，
心中感到充实、踏实。

主编刘儒德教授在《代序・鱼就是鱼》中说，这个故事对建
构主义的核心要义作出了最为直接的表达、形象的注解。如
果对这句话进行延展，就可以概括整本书给人的感受。书中
精心挑选出66条心理学规律和效应，将它们分为教学、教育
和管理三部分，适用于教师工作的多个方面。而通读此书的
过程中，我不仅初步理解和学习了如何在教育教学和班级管
理中更好地融入心理学要素，同时结合书中提到的几个心理
学概念对自身行为与内心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产生了许多不
同的思考。

德西效应说明，当外加报酬和内感报酬兼得的时候，人的工
作欲望不仅不会增加，有时反而降低，甚至变成二者之差，
也就是外加报酬抵消内感报酬。教师在奖励和表扬学生时应
该运用“奖励内部动机为主”原理，使学生更关注自己的成
长，而不是一些额外的“蝇头小利”。如果过度讲究表扬或
报酬，甚至会损害学生原有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当然，教
师也可以通过巧妙地运用德西效应、调控奖励来消减、消除
学生的某些不良行为。有些地区和学校千方百计“引诱”教
师读书与写作，很多时候却成效一般。这种自上而下的、甚
至是行政上“强迫”的成长并没有从根本上激发教师的成长
愿望和主动性，甚至那些所谓的“诱饵”，比如如何如何加
分、颁发何种等级的证书等，会让教师产生反感和抵触，效
果自然可想而知。无论学生还是教师，想要真正获得成长，
都需要从内里寻找源泉与动机，否则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

配套效应也值得每一位教师深思。我们每一天、每一堂课、



每一段言语、每一个眼神都是在给学生“一件睡袍”。如果
我们给他的是积极的、鼓励的、充满阳光的睡袍，那学生很
可能会用自身良好的行动来搭配这件睡袍;如果我们给他一件
颓废的、懊丧的、长满虱子的睡袍，那他也很可能会用糟糕
的表现来呼应这件睡袍。一个人说，“如果想要我们的孩子
或学生成为什么样，那就先把他夸成什么样。”这句话虽然
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更加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在教养孩子
与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不妨不吝啬地给予学生更多“优质睡
袍”，比如鼓励的话语、关切的眼神或者悄悄竖起的大拇指。
当然我们也要提防自己或者学生走入过度配套的恶性循环。

情绪abc理论对我的触动也很大。尤其延迟开学的这段时间里，
每每接到“线上教学”的通知要求或是看到相关的报道，都
会引发自己的反感与焦虑。是这些真实存在的事实引发的我
的焦虑与不安吗?根据情绪abc理论来理解的话，并非如此。
引发我情绪波动的其实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与评价。我内心
里不认同、甚至抵触这种现象。我认为小学阶段的教学任务
并没有紧迫、严峻到必须争分夺秒进行线上教学的程度，这
段延长的假期里，孩子们可以在家里自由地阅读、做手工或
是学家务，而不必巴巴地守着手机或电脑“学习”。当我根
据这个理论进行自我对照时，我对这个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
也为缓解自己的紧张与焦虑找到了出口与路径。

这本书对我来说读得算是比较快的，而且比较有瘾。书中没
有板起严肃的学术面孔跟我们故作高深地讲解那些心理学科
学规律、效应和法则等，而是结合了充足有趣味又有意义
的“故事”，向我们娓娓地讲述。那些经典的心理学实验、
贴切的教育情境岂不就是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吗?我在读的时
候便被深深地吸引，想要继续读下去、不停地读下去。这整
本书就像在用亲和、明了、生动的语言向读者描绘一个个关
于心理学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笼统的、模糊的，是面向教
育的，是指向教学的，是帮助教师的，明确又清晰。

这本书清浅畅达，甚至我们不能说读它是在读“心理学”。



书的封皮上写着“教育艺术”四个字，或许更贴切吧。总之
我挺喜欢这本书――大概很少有人能够抵挡得了故事的魅力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