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防火预案多久修订一次 湖南省森林
防火应急预案(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遇见更好的自己篇一

《遇见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是由三位美国教育专家写给
天下父母的心灵成长课。第一次拿到这本书就深深被书的封
面场景以及字体迷住了：一位母亲拉着孩子的小手很是温馨，
封面上的字体：我们教育孩子，往往不因为爱，而是出于害
怕。害怕？我不是很理解，也许是因为我还没有熟读这书的
内容，但我猜想，所谓的害怕应该是父母对孩子教育的焦虑
吧。

作者是在一所家长咨询机构上班，根据几十年的心理辅导以
及教育子女的经验指出，要解决子女的问题，得先解决父母
的问题——后者才是最重要的。

教育中的爱与怕

“养育儿女是一个漫长的旅途，旅途上每一位父母都会体验
这两种情感，一举一动有时出于爱，更多则是出于害怕。”
我们家中，我是姐姐，我还有个妹妹，所谓“长兄为父”父
母因为工作原因，把妹妹上的生活，学习都交给我来管理，
教育。对于这个妹妹我十分的疼爱，爱的同时充满了害怕。
学习方面，即将进入中学的她，对学习没有积极，不上心，
回到家里对于作业总是拖拖拖，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很无奈，
虽说我已踏入工作岗位，可是学生时代的压力我都明白，她



想要去逃避这个现实，我想去理解她，更加想要去帮助她完
成。但是，我对自己这个无理的想法的后果充满了害怕，妹
妹现在只是小学，到了初中，高中作业量那么多，我都要去
帮她吗？踏入社会找工作我也要去帮她吗？理智下的我想了
一遍又一遍，我可以做一个“有感情”的姐姐，绝不要做一个
“感情用事”的姐姐，作为过来人我应该去告诉她自己的事
情要自己完成。

有耐心的人生往往更幸福

刚进入幼儿园资历经验还不是很丰富的我，每天顶着很大的
压力去学习，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家里很是不想说话。然而
每天妹妹恰恰跟我相反，回到家里吃饭时总会在我耳边唠叨
个不停，告诉我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而我则是急急忙忙的
吃完饭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有一天
妹妹突然对我说“姐姐！你干嘛老是很急啊？”说完后妹妹
就进了自己的房间，几天了没有她耳边的唠叨，做事情比以
前快了好多，自觉了，但是她不快乐了，我失去了倾听这个
资格，她变得沉默寡言。我总认为她还小，不会理解我的心
境，直到那一天听了她这句话，我才如大梦初醒般。妹妹说
得对，我总是在催她写作业，催她起床，嫌弃她很啰嗦，没
有耐心放慢脚步去等待她。我口口声声说爱她，却不知道无
形中伤害了她。我把最坏的情绪带给了最爱的人。事实上，
每一个在成长过程中，他的幼小心灵，需要我们大人细心呵
护。在孩子面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再小心都不为过。

鼓励远远超过贬低

歌德说过“有错必纠是对的，但鼓励她人上进的效果更
好。”妹妹上初中了，面临第一次的月考，她考的很差，回
到家垂头丧气，我上前安抚她的情绪并问她怎么了，她把情
况告诉了我，我只对妹妹说了一句话“我相信你”我鼓励她，
也许一句再不过普通的话却成了她的动力，在第二次月考中
她有了明显的进步，当然这少不了他平日里我们共同的努力，



以及我对妹妹身上倾尽的一切。在此期间也拉进了我们姐妹
之间的信任与感情。所谓的鼓励并非一句简单话，拉瑞。克
拉柏和丹。阿兰德写过一本书，名叫《鼓励的实质》，他们
在书中这样说“鼓励别人不是一种需要掌握的技能，而是一
种展露在外的修养，只有那些对他人保持敏感和爱的人才拥
有。”

上帝既然安排我们彼此遇见，则是一段来之不易的缘分。作
为父母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暴露自己的懦弱，用自己的一言
一行向孩子展示长大成人的实质——丰满、有血有肉的人生，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做好更好的自己，为人父母者优秀了，
示范作用会自然让你的孩子优秀起来。

遇见更好的自己篇二

初冬，冷冽的风在窗外呼啸，因为孩子不稳定的学习状态而
勃然大怒，心情瞬间到了冰点。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到了今
年教育局推荐的书目之一，《遇见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
在清冷的空气中，在阵阵墨香里，烦躁苦恼的心，渐渐沉淀，
而同时，我也对儿子的教育有了重新的认识和自我反省。

一翻开书，纪伯伦《先知》里头的诗结尾已经深深地触及了
我的心灵：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
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的身边，
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
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
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带着心灵的激动，我细细地咀嚼着这书中的真意。这本书是
三位加起来足有75年家庭教育的育儿专家所写。一个个朴实



却感人的故事，一个个朴素却又发人深省的观点，都在告诉
我作为家长如何保有一颗平常心；如何耐心正确地引导孩子
的情绪；如何把正确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我们都该走进
孩子生命的每一天，积极参与他们的成长，赏识孩子的点滴
进步，珍惜和孩子共同度过的每一次体验，在在时间里慢下
脚步，等待他们的成长。

我想孩子，就是上天赐予的宝贝，是他让我逐渐懂得教育要
掌握度，在爱与怕、自由限制中，做一个合格的父母。

孩子一直是个心思细腻的宝贝。他乖巧懂事，体贴入微。所
以在同学眼里，他属于比较乖巧的好同学。在我同事眼里，
他是听话的好孩子。可是，到了四年级，随着学业的加深，
作业量的加重，宝贝开始也有种种偷懒的念头出现了，并且
在学习上有诸多的粗心与不认真的表现。在又一次错的一塌
糊涂的数学卷面前，我再次失控了，严厉的指责如暴风骤雨
般爆发，孩子知道自己表现不好，哭了。那一晚，我和孩子
都在凄风苦雨中度过。就连躺着入睡前，我也不断思索，深
深地希望他能够有改观。

这一切看似朝着我所认为的、希望的方向发展，看似是做家
长的我胜出。但当平息了心情，翻着书页的我也开始细想，
就因为错了5大题，到五点还没有开始做回家作业就引发的风
暴是否有意义？再想想，或许这周是因为孩子感冒严重，所
以课上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听不进上课老师讲课的内容。或
许，他真的是累了，发了会呆。可是，就在那天，作业到五
点的孩子没有能吃上我特意留给他的一块奶油蛋糕，也再没
有心情一起分享为他藏了一整天的姑姑特意送来的饭团。虽
然，当时批评的畅快淋漓，也特别觉得不该给他好吃的，但
事后内心也真的懊悔不已。我内心是知道这些客观原因的。
而我自己其实也忙于工作而没有给予自己的孩子更多的关注。
作为家长的我其实自私地希望他能不要在我付出太多精力的
前提下，安稳地，正常地完成自己的学习。可是，事实上孩
子太小，能力有限。一旦有所差错，已经精疲力竭的我的管



教自然就变成了无情的体罚。

文中的经典故事层出不穷，能得到的启示也是各不相同，值
得细细品读。读了这本书后，我更明白：如何去爱孩子、保
护孩子。绝不要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对孩子狠狠责打。倘
若孩子因此就变得沉默少言，几乎不愿意和大人交流的话，
真的是得不偿失。事实上，孩子真的很稚嫩，他们的幼小心
灵，需要我们大人细心呵护。如果我们父母自己都无法很好
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或许会潜移默化地告诉孩子，以后他
也可以如此。所以假如长此以往，你今后再要求你的孩子好
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也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卿希拉里.克林顿曾这样描述他与女儿的关系：我第一次做你
的母亲，你第一次做我的女儿，让我们彼此关照，共同成长。
而这本《遇见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给了我重新认识自己
的机会。宝贝，是你让我遇见了最好的自己。我不要做自以
为是的家长，而应不断以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亲子关系，真正
地俯下身子，融入到孩子的生活中，陪伴你一起成长。

遇见更好的自己篇三

利用这个寒假，在陪孩子读书的同时，我选读了《遇见孩子
遇见更好的自己》这本书。因为是边陪孩子边读，所以可能
不太细致，但主要内容还是基本领悟了。之所以选择这本书，
是因为被其书名所吸引。在读完尹建莉老师的《好妈妈胜过
好老师》以及自己在教育孩子的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
到“改变孩子要先改变自己”的必要性，当看到这本书的书
名时，我想它一定会告诉我们要怎样做，怎样改变自己方能
教育出更好的孩子，因此带着这样的想法与希望读了这本书。

本书正如我所意。作者指出，要解决子女的问题，得先解决
父母的问题――后者才是最重要的。书中所言：“之所以成
为父母，不是要我们去书写孩子的人生，而是为了净化我们
的心灵，让我们彻头彻尾地改变自己，只有明白这一点，我



们才有机会进步、长大、成熟。”

本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把成长的权利还给孩子，真正
接纳孩子”和“a-b陷阱，父母只要a，孩子就会b。”这两种观点
都指出了我们在教育孩子中存在的错误导向。生活中，我们
总以为孩子是我们的附属品，我们怎么教育他（她），他
（她）就会什么样，也就是书中说的“a-b陷阱”。

为此，我们就怕做得少而耽误孩子，更有很多家长为孩子报
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只为孩子多学点，免得将来后悔，实则
这些辅导班让孩子筋疲力尽。而书中告诉我们：其实这是一
个陷阱，我们应该把成长的`权利还给孩子，真正接纳孩子，
对孩子要有耐心。比如说遇到事情不要急于发脾气，不要轻
易妄下结论；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深呼吸，给孩子留点余地，
专心倾听孩子表达自己的观点，多考虑孩子的感受、想法与
能力，设身处地为孩子着想；做事、出门打出提前量，可提
前15分钟，给孩子留着足够的时间。

其实读到每一个故事，每一种观点时都有自己的感受，或者
是我正在进行的不正确的教育方式，又或者是我要学会并运
用的教育手段。总之，教育之路很长很长，需要我们不断学
习，转变思想、更新观念，使之逐渐顺应孩子的需要，孩子
的发展。

遇见更好的自己篇四

这句话我深有体会，在我的周围总有那些爱计较蝇头小事的
人，他们不仅自己不读书，还见不得别人通过读书获得的快
乐，我想这正是由于他们的见识少，不读书的原因。

书籍超越了时间的藩篱，它可以把我们从狭窄的目前延伸到
过去和未来。于是只要坐拥书城那一本本犹如一双双千里眼
的书便能引领我们走出去，带我们四处游历。探访到自己想
去的任何地方，我们所见的便是一个全然不同于先前所见的



世界。

沐沐周姐姐深有体会，她是一个没有一天不读书的女子，把
生活过成了诗和远方。闲时遛狗，性之所至朗诵。既会写作，
也会生活。她完全是个书香浸染出来的女人。值班时对文章
的评论可见她文学功底深厚，我想这是她坐拥书城的原因。

读书的人都喜欢和另一个自己对话，通过读书和书中的'人物
对话，和作者共同思索，让彼此的心灵紧密地相互连接。读
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对话。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要求读者把自己读过的一切都记住，
就像要求吃东西的人把吃过的东西都保留着一样无滑稽。〞
在精神方面人靠所读的东西滋养，并因之成为她现在的模样。

董卿正是因为喜欢读书成就了一个完美的自己，她说几天不
读书就像一个人几天不洗澡那样难受。她不是最漂亮的，她
的气质来源于她不断地读书和学习。她不管在哪里总能放出
光彩，经常读书的她气质得到了美化。

遇见更好的自己篇五

关于这本书，我想带给我的，更多是鼓励和力量，因为它总
能让你在情绪不好的时候给你很多安慰，让你拥有很大的勇
气去面对一切，迎接未来。

关于未来先实现一个小目标，再完成大未来，身边总有一些
让你羡慕的人，他们要不就是事业有成，要不就是财源滚滚，
要不就是爱情甜蜜。总之他们的生活足以满足你对未来的一
切想象，反观你的生活，柴米油盐，平淡无常，成功似乎是
遥不可及的，难免让人心灰意冷，其实任何光鲜的人生都不
是一蹴而就的。你完全可以先实现一个小目标，再完成一个
大未来，你也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因为生活永远是
你自己的生活，由你自己决定，它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什么样



子的。或许你可能会害怕未来，而我想说你应该害怕的不是
未来，而是害怕未来的自己。所以为了明天，请大胆的接受
挑战，漂亮的完成每一个小目标，你想要的未来，终究会为
你而来。

接下来是努力做到努力到无能为力，拼命到感动自己。

你曾经用什么证明了你的努力，是凌晨五点钟，伴着微弱的
星，蒙着惺忪的睡眼上路，是地铁早高峰被压碎的包子，挤
丢的鞋，还是在繁华街区的写字间熬了一个通宵铺，不得休
息，再辗转到另一个城市里去提案。总有人质疑你为什么要
那么累，那么痛苦，难道在老家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不好
吗？他们永远不会懂得人生短暂，活着就是要证明自己的价
值，就是要在自己的世界里掌握话语权，就是要与命运对抗，
做自己的主宰。努力到无能为力，拼命到感动自己。努力打
拼，才能成为“很贵”的人，也唯有强大这个世界才会有你
的一席之地。

最后说，所谓的成功就是遇见了更好的自己，这个世界没有
绝对的成功，不管你赚了多少钱，永远有比你拥有更多财富
的人，不管你学习成绩多好，还是有比你厉害的最强大脑，
不管你工作能力有多强，总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成功是永
无止境的，一味的追求成功，会让你忘了生活的本质，最有
意义的成功就是今天比昨天好，今年比去年好，人生的轨迹
始终向高处行走，让自己的感觉到幸福，我所谓的成功就是
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在这本书中给我最深印象的一句话就是“女孩，你的名字绝
对不是弱者”。因为从那个女孩的故事，我看到并不是两个
感情关系不好，而是女孩自己的生活压力压垮了她，感到可
惜。说白了还是自己不够强大，所以为了更好的自己，加油
吧，我们终将与世界握手言和。



遇见更好的自己篇六

一直不太有兴趣去看市面上林林总总的教养书。跟周边很多
升级的朋友们也聊过，大多都有同感。倒不是因为我们这些
家伙自信满满，自居“高竿”不想提升，其实现在的孩子古
灵精怪，动不动就来句“你这当老爸（老妈）的也太不合格
了”“爸爸妈妈不爱我了”之类的话。孩子的话，往往最能
说明问题。

之所以提不起兴趣，是因为不喜欢此类书的“格调”，不喜
欢它们高高在上的“姿态”。在这类书中，父母大都是高高
在上教育者、管理者、财产所有人，孩子们自然成了学生、
员工甚至是私有财产。想想我们这一代的童年莫不如此，虽
然不至于走极端自封“小白菜”，对这种方式有点反感也是
在所难免有情可愿的。

我们心中的爱与怕很多年前读过纪伯伦的一首诗，至今仍念
念不忘——“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
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
而来/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

其实，父母之于子女，本不应该是创造与被创造，教育与被
教育的角色；父母之于子女，更多的是“高年级路人甲”有
幸遇上了“低年级路人乙”，应该珍惜和善待这种缘分。

近日，一位朋友送了一本名叫《遇见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
给我，书中的观点甚合我心。序言中有句话”今天的父母正
在经历一些改变，他们不再总是一门心思地想要改变子女，
他们开始认识到自身也需要改变，需要与孩子共同成
长。“我心中暗笑，是你们这些作者们经历了一些变化吧。

书中有个观点颇为惊人：我们教育孩子，往往不是因为爱，
而是出于害怕。真是父母心中的爱与怕，让我们的家庭教育
走入很多误区。



我去！我们心中对孩子满满的爱，怎么就变成怕了啊！？先
忍忍，别着急反对，接着看他所谓的“误区”。

误区一：“很多人是在做自己童年时代憧憬的父母，把自己
幼年希望拥有的东西加倍‘奉献’给现在的子女，于是教育
子女更多的是满足父母自己，而不是孩子们的需要。”

我有些不情愿地点点头，我们这些80后父母们是有这点倾向，
谁让我们自己的童年物质贫乏遗憾多多呢。

误区二：“大多数父母一门心思地指导子女、教授他们技能、
纠正他们的过错，却忘记了亲子关系最重要的元素，那就是
与孩子们共享快乐时光，与他们一起欢笑、一起成长。”

这次我不由地点了点头。最近闺女刚上一年级，我俩都有点
小焦虑，不敢像幼儿园那样撒欢放羊了。下班回家就盯着写
作业，背课文，作业完了刚想看会电视，睡觉时间又到了
（不好意思，因为正式上学了，上传时间提前至九点）。闺
女一脸的不高兴，觉得爸爸妈妈不爱她了，不陪她玩了。

接下来观点更让人吃惊，“之所以成为父母，不是要我们去
书写孩子的人生，而是为了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彻头彻
尾地改变自己。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有机会进步、长
大、成熟。”原来，我们心中的“爱与怕”源自我们的不成
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