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孩子的问题读后感一年级 一年级
读后感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读后感(优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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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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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的问题读后感一年级篇一

这本书，讲了中国孩子四岁到十五岁的梦。我读了，觉得四
岁孩子的梦是天真的;五岁孩子的梦是可爱的;六岁孩子的梦
是奇怪的;七岁孩子的梦是美妙的;八岁孩子的梦是联想的;九
岁孩子的梦是美丽的;十岁孩子的梦是向往的;十一岁孩子的
梦是奔放的;十二岁孩子的梦是科幻的;十三岁孩子的梦是广
阔的;十四岁孩子的梦是童话的;十五岁孩子的梦是成熟的。
他们各有不同，奇奇怪怪，让人读了以后有了仔细联想，身
临其境的虚幻感觉，十分美妙!它是一部以梦幻为双翼，更充
分更自由地展示孩子的心灵空间的长篇小说。我深有感触，
故事里有明朗的，神秘的，活泼的，甜美的，辛酸的，阴郁
的，明亮的......这些色彩就像是魔方上的小块儿块儿似的。
它让我感到更贴近。其中，我读的最兴致勃勃的是十五岁孩
子的梦。因为这里面有指责，伤心，梦想，犹豫，香
甜......虽然他的年龄最大，却让我觉得这些故事像小朋友
的一样可爱，充满活力生机。但还是感觉比一般的年龄小的
孩子更成熟，稳重，拿得起，放得下。

孩子的问题读后感一年级篇二

时间过的可真快，转眼暑假就要结束了。在放假的这些天我



读了一些书，一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叫《手捧空花盆的孩子》。

故事里讲有一个国王自己没有孩子，国王就召集国内的几个
孩子，并发给了这些孩子每人一粒种子。国王说：“谁能在
三个月后将这粒种子种出美丽的花，他就是下一任国王。”

其中一个叫雄日的孩子他十分用心的培育花种，十天过去了，
种子没有变化，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的种子仍然不见发芽，
雄日就更加勤奋的培育花种。

三个月很快的过去了，国王把孩子们聚集到皇宫里。他们花
盆里的花真漂亮，五颜六色漂亮极了。可国王看后脸上却阴
沉无比。国王走的雄日面前看着他手中的花盆问：“你怎么
捧着空花盆呀！”雄日说：“我很用心的培育这粒种子，可
种子就是不发芽。”国王听完后笑了，就对雄日说：“你就
是我要找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惊呆了。

原来，国王给这些孩子们的种子是煮过的，根本就不会发芽，
更不会开花了。

这篇文章告诉我一个道理，就是人一定要诚实，要做一个诚
实的孩子，就像文章里的小雄日一样，诚实才是最美丽的花。

孩子的问题读后感一年级篇三

审视自身，觉得有许多的不良习惯，不禁想到，这会对孩子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导致孩子好的习惯难以养成或者
说已经形成了坏的习惯。

追忆女儿的现实表现，存在的问题，每每都折射了我自身不
良习惯的影子。

以前一直觉着孩子天性好玩，一直散养着以育天性，可是入
学做了两个礼拜的乖宝宝，第三个星期就状况频出，才觉着



有些习惯是得改改了：需要她明白学校的规矩，需要她学习
课堂的纪律；不单女儿需要改正，这更需要我们为父母的先
正己自律。

严格律己，要求孩子做到的大人必须先做到。孩子都有要求
被公平对待的想法，想想自身被责备时往往第一思维就是公
不公平，孩子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一味的以父母威严压制，
在孩子小的时候可能不会出大问题，但不免在孩子心中留下
不好的心理影响。日益积累，在孩子觉得能拧得过我们的时
候就会强烈地爆发出来，从而表现得尤为“叛逆”。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要与孩子之间应该保持沟通，
充分了解孩子的思想意识状态，以便“对症下药”。

自律的生活胜于诗和远方，这句话是我的座右铭，可是却总
是执行的差强人意。可见我们大人也会有不经意的偷懒，可
是孩子呢？要求她自律肯定比要求我们自身更难。

这就要求我们父母更加的自律，并同时监督孩子自律，准许
她犯错，也应给她改正的机会，但是需要她学会去承担相应
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让她不断地学习和完善。充分认识自
己的孩子，培养良好的习惯。

我们都希望科学地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希望能
给予她完善的翅膀得以飞的更远、更高。这可能是许多父母
心中的期望，是一种绝对的理想状态。

然而我们往往败给了现实，我们可能不够了解自己的孩子，
或者根本不了解，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付这些
“神兽”，我们都有工作，都特别忙碌。

如何快速有效的掌握孩子的思想状态、学习状态等问题，一
度成为大多数父母研究了一生的命题，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
伪命题。试想一下，我们怎么可能快速、有效的掌握这应该



属于意识范畴的状态问题呢。

所以说，我们没有捷径，只有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可走，那就
是陪伴辅学。

我女儿自小在我们身边长大，只不过我们夫妻从事的职业都
是建筑行业，假期没有别的父母那么宽裕，以前一到周六周
日，我女儿就会去我或者他妈妈工地上学习或者玩耍。由于
建筑施工场地的危险性与不确定性，她只能待在办公区域。
她总只能独自在办公室待上一段时间，或者写字，或者画画。

当时觉得，相对来说，她在学习方面可能比较自立。但是近
期观察发现，存在拖拉的习惯。因而，我们决定要求她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规定事项，以免养成拖拉的习惯。

这就是陪伴的重要性，能够让我们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状态，
以便及时纠正和调整。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父母应该培养孩子自理能力、自觉能力、
阅读能力、考试应对能力、选择辨识能力、与同学相处的能
力、面对困难和失败的能力、合作的能力；让他们懂得天道
酬勤、学习的终身性。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培育人文情怀。

知识犹如浩瀚的海洋，对于未知，我们总是喜欢去探索。孩
子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做的是给予引导，引导他们去探索，
在看似枯燥的学习过程感受到学习的快乐。经常与孩子共读
一本好书，共同分享、交流，养成阅读习惯。

孩子接受的学校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学校在全世界都扮演着
大体相同的角色，只不过有区别的是教授知识的人或者教授
方式的不一致，这应当是可以被理解的。

个人认为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教会自己
的孩子认真对待学习，认真对待考试，每次考试都认真复习，



每次上课都认真听讲。分数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直面
困难和失败的勇气，以及重整旗鼓出发的干劲，和面对成功
的不娇柔、造作。

这次天柱山之旅，我深觉女儿毅力可嘉。说实话，腿不疼是
假的，但是一想到在山脚南天门和女儿说好不登顶誓不还的
豪言壮语，以及培养孩子持之以恒的毅力以及坚韧不拔的勇
气的时候，毅然前行。

于是我鼓励他说，爸爸觉得你很棒，我觉得咱们坚持坚持就
能上去了。然后，她毅然迈出了继续登山的步伐……就这样
我们到达了天柱山顶峰。

陪孩子阅读，这件事我一直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好，因为自身
的专业知识所需学习的东西较多，工作确实也比较忙，只是
睡觉前有给她读故事的习惯，忽略了她自己的阅读能力培养。

所幸，凭着自己的好奇心，阅读这本书，我学会了不少，但
依然深感惭愧。这本书让我认识到了阅读的重要性，要让孩
子养成阅读的习惯。越早养成良好的习惯，对她将来探索知
识的海洋越会受用无穷。

人文情怀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词语，它包含的太多太多，在这
里我简单的理解为良好的品质。我们需要培养孩子的求知欲，
让孩子在学习过程总能够自理、自控、自制、自律，形成良
好的学习的习惯，从学习中体会快乐，具备终身学习的品质。

借鉴西方教育模式，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和她平等地交流、
对话。说实话，我是不介意孩子直呼我名字的，因为我一直
给她灌输着这样的理念：我们是平等的生命体，每个生命都
应给与尊重。

在我女儿幼儿园期间，经历了一次亲人的亡故，她外祖婆婆
的去世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凋零，当然她还很懵懂，



可能没什么感觉。她可能不理解什么是生活。生活是比生存
更高层面的一种状态，是指人类生存过程中的各项活动的总
和，为幸福的意义而存在。

最后，我想说的是辅子育人，我们都任重而道远，想说的话
也太多太多，《陪孩子读一年级》这本书有时间的话我会再
读几遍，它确实给我以及其他父母以警示和借鉴，重要的是
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育孩子的品质，不断地进行
自我完善。

孩子的问题读后感一年级篇四

1、关注学习情绪。

之所以,将关注孩子的情绪放在第一位,是因为我觉得,只有孩
子在学校开心了,他才会喜欢学习,渐渐也就有了学习的爱好,
渐渐才善于学习。家长与孩子之间养成平等交流的习惯,也便
于家长及时了解孩子的思想状况,有利于对症下药。这样经常
交流,养成习惯后,教育孩子的问题也就化难为易了;最怕的是
孩子有什么事情跟谁都不说,出了什么事情,家长什么都不知
道,后悔晚矣。所以,每当孩子放学回来的时候,家长可以问问
孩子:“今天,你在学校开心吗?因为什么事情开心呢?”。假
如他不开心,你要要询问他为何不开心,进而对孩子进行思想
上的开导,让他变得快乐起来,假如需要老师帮助的话,可以及
时跟老师交流一下。也可以开始是家长主动询问,以后最好养
成孩子主动与家长交流的习惯。

2、关注学习伙伴。

朋友,是倾诉的对象;朋友,是进步的动力。人是最怕寂寞的动
物,小孩子更加需要朋友,而且需要在某个方面比他强的朋友。
我没有强调一定要跟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交朋友。因为,一个人
的综合素质是多方面的,不仅仅表现在学习方面。一个孩子的
成绩好不好,并不是给他带来朋友的唯一因素,还涉及到性格、



为人等因素。所以家长要教会孩子如何在新的集体交更多的
好朋友。要了解你的孩子在学校有几个玩得好的伙伴,那些伙
伴的学习、性格、为人等又是怎样的呢。并且可以与这些伙
伴的家长联系一下,这样你会更加了解自己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就算孩子偶然撒谎了,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你还可以从别的家
长那里了解到教育孩子的好方法。假如你的孩子没有伙伴,你
更要创造机会让他多交朋友。

3、关注学习习惯。

良好的学习习惯会使孩子受益终生。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至
少需要21天。家长要注重养成孩子良好的看书、读书、写字
的学习方面的习惯;还要养成书写整洁、学习专注、用眼卫生、
劳动习惯等行为方面的习惯。如:天天保持看书最少半个小时,
读书要大声,有感情,眼睛离书本一尺远,握笔姿势正确,学习
时不开小差,书写尽量做到不用橡皮擦,天天能帮家里做一点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扫地、抹饭桌、端碗等)。

4、关注作业完成情况。

学生完成学校的作业就好比家长的工作一样,养成良好的做作
业习惯就显得非常重要。建议孩子一放学回家,先喝点水,吃
点水果,就要开始完成家庭作业了。做作业的时候,一个人单
独在一个专门的书桌旁学习,不要打搅他。每学习半个小时左
右,就可以休息10分钟。当孩子碰到不懂的问题,家长千万不
要马上回答他,要等作业做到最后,实在不会的时候,家长才去
帮助他。不光是要让他养成思考的习惯,更重要的是要提高他
学习的效率。假如,一会儿问:“妈妈这个字怎么写啊?”一会
儿又问:“爸爸,这道题怎样做呢?”以后孩子做作业就会很慢,
也不会独立去完成。不过,一年级有的题目中很多字不熟悉,
家长也可以采取先把题目都念完,孩子再做题。值得注重的
是:有的家长总认为作业太少了,或者有时候作业少了,就给孩
子多布置作业,弄得有的孩子想:早点完成作业也没有用,不如
慢点做,进而养成慢慢吞吞完成作业的习惯。在作业少的时候,



何不让孩子放松一下呢。顺便说一下,上学了,天天最多看电
视1小时。

[一年级孩子的教育问题]

孩子的问题读后感一年级篇五

和萧旭一起看完《雪孩子》之后，萧旭说：“妈妈，雪孩子
真好，动画片也很好看呢!”

是啊!这也不禁勾起了我们童年的美好回忆，记得小时候我特
别喜欢这个动画片，优美的画面，动听的音乐，还配上舒展
的舞姿，每每看一次都是一种享受。让2000后的孩子们看看
多读读，多看看，是对传统优良文化的继承和渗透，是对新
一代儿童进行美好道德品质的教育与宣扬。

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只兔妈妈和一只兔宝宝，妈妈给兔宝
宝堆了个雪人叫雪娃娃，雪娃娃做了很多好事，他帮助了压
弯的小树枝，帮助了冻僵的翠鸟，最让我感动的是他还从着
火的屋子救出了兔宝宝，他明知道被火烤后会融化，他还是
去了，最后变成了一朵云。

读着这个故事，雪娃娃深深感动着我，我会永远记着他的勇
敢和善良。

雪，一连下了好几天。终于，天晴了，兔妈妈要出去办事，
就给小白兔堆了一个雪孩子，小白兔和雪孩子玩的很高兴。
玩累了的小白兔要睡午觉了，屋子里很冷，小白兔就烧了火。
火越烧越旺，家着火了，可是小白兔正在酣睡，什么也不知
道，这时候雪孩子发现小白兔家着火了，就冲进小白兔家里
去，冒着呛人的烟，烫人的火，找呀，找呀，在火里终于找
到了小白兔，雪孩子用全身的力气把小白兔抱在臂弯里，冲
出了屋子。



小白兔脱险了，可是雪孩子却昏倒在地，融化成了一汪水。
树林里的小猴子、小刺猬、小松鼠，都赶来救火。不一会儿，
火就扑灭了。兔妈妈回来感谢大家，是谁救了小白兔?是雪孩
子。可是雪孩子变成了一朵美丽的白云，飞到天空里去了。

雪孩子的故事让我感动，雪孩子非常勇敢，他敢冲进大火去
救小白兔，舍己救人，救出了小白兔，雪孩子的心灵很美，
所以雪孩子最后才能变成一朵美丽的白云，我要向他学习，
做个互相帮助、助人为乐的人。

这个故事有动画片版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就看过。因为有
意义，所以给我也买了图画书和动画片两种版本的，我很喜
欢看。

每次看这个故事，到最后都会哭，我觉得雪孩子真的很了不
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一种精神叫做奉献。只要这种信念是
正确的，为了这种信念去放弃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值得
的。雪孩子为了救小兔不惜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它的生命是
如此短暂，但是它的意义是如此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