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开学第一课教学反思 开学
第一课的教学反思(实用6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观后感了。可是观后感怎么写才合
适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观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镜子纪录片观后感篇一

近期，央视12频道播出了教育记录片《镜子》，有多处的中
小学校对家长统一做出要求，让孩子家长进行搜索观看。影
片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真实实例告诉我们，每个极端孩子的背
后都存在一个问题家庭。孩子出了问题，首先家长难辞其咎。

人们认为：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身心健康，学有所成。
家长往往就简单粗暴的用自己价值观来教育，甚至是控制孩
子，不自觉的就忽视了孩子的感受。可以说，没有去关心孩
子内心是否快乐，是不是真的在健康成长。没有走进孩子内
心的家长不是好家长，家长就要进《家长课堂》进行再学习、
再提高。

家长认为：应该多照照镜子，找找自身原因，提升家长的水
平。要和孩子交朋友，将心比心，交流沟通，变命令为商量。
要以自己为表率，尊老爱幼，尊师重教，诚实守信，培养孩
子乐于助人、关心集体、团结协作的好品质，不让孩子沾染
不良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老师认为：家长和孩子不小心发生冲突时，要讲究方式方法，
争取做到：态度不粗暴，语言不过激，从孩子角度来寻找对
策，解决问题。如果孩子的学习成绩与目标有差距时，家长
首先要安慰并告诉孩子“比学不比强”，尽最大努力学习了
就可以了，结果不如人意也算正常，逐步培养孩子正面应对



挫折的勇气。

镜子纪录片观后感篇二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

孩子更是家庭的镜子。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然而，在中国，不如说父母是孩
子的.模板，他们制定出一套方式，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方式走
向自己心目中的“成功”。

有些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是失败者对自我的救赎。家长忽视了
对孩子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一味地强调“分数”，使得孩子
对人生原本的美好、积极的向往和期待被无情地抹杀。

我的家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我的父母对我要求十分严厉，我知道他们爱我，但却时常遭
受他们爱的“创伤”。在我成绩不如意时，他们并不会选择
给我安慰与鼓励。反之，斥责、脸色、冷战，这让我曾经许
多次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但我明白我心中有梦，于是我坚
持。我母亲脾气暴躁，所以我努力使自己尽量温和。

像我这样的孩子何其多，能够自我调节的何其少！

这是中国首部情感教育纪录片，由《天网》栏目经过十年酝
酿、两年拍摄和制作而成。《镜子》讲述了一个关于心灵回
家的故事。三个家庭因孩子辍学而陷入困境，父母们无奈将
孩子送入一所特殊学校接受“改造”，却意外地让自己接受
了一次触及灵魂的启蒙教育。故事以情感问题为切入点，通
过客观冷静地真实纪录，以情感教育缺失这一新视角，重新
审视当今时代中国家庭面临的亲子关系、亲密关系等情感问
题。



镜子纪录片观后感篇三

国内知名实战派心理咨询专家张久祥在《镜子》走进石家庄
第二中学活动中表示，“这是我看到央视拍的、与心理有关
的节目当中最接地气的，直入父母、还有成长中的青春期孩
子心灵深处的穴位点，接触得最近的。”以下是我个人对于
《镜子》的一些心得：

一、家长要重视家庭教育

家长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孩子最容易模仿家长的言行，只有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收到最好的教育效
果。在校每周五天的教育，老师都是有意识的培养孩子的性
格、品行、意志和兴趣等等，孩子也易于接受和成长。可是
周末的两天，孩子在家容易受到家长的溺爱，没有规律的学
习和生活，把在学校五天培养出来的好习惯给忘掉了。只有
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主动去做好家庭教育，孩子
才能健康茁壮地成长，才能成长为可以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
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益的栋梁之才。

二、父母要以身作则

孩子需要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这些受父母的影响最
大。你让孩子不乱扔衣服，自己回到家后却随手把衣服扔在
沙发上，还口口声声地让孩子把衣服整理好，孩子会照你说
的做吗？不让孩子看电视、上网玩游戏，可在孩子做作业的
时候，家长却目不转睛的看着放大音量的电视节目或坐在电
脑旁忘我地玩着各种游戏，孩子的心里会怎么想，能感觉到
平衡呢？所以，家长要以身作则，要求孩子不做的，首先自
己不做。最好的方式就是陪着孩子一起写作业，或者孩子写
作业的时候，家长看看书，读读报，轻声地做些家务，让孩
子感觉到他（她）写作业时父母也没有清闲，这样孩子的心
里会有一种平衡感，也愿意写作业了。



三、加强与孩子的沟通

家长要多与孩子交流和沟通，哪怕再忙，家长也要抽出一定
的时间陪孩子一起说说话，聊聊天，给孩子讲讲故事。家长
与孩子的沟通，要注意讲究科学方法：首先要善于倾听。只
有倾听孩子的心里话，知道孩子想什么、关注什么和需要什
么，才能有针对性地给予孩子关心和帮助，也会使以后的沟
通变得更加轻松。孩子向您诉说高兴的事，您应该表示高兴；
孩子向您诉说不高兴的事，您应该让他尽情地宣泄，并表示
同情；当孩子向您诉说您不感兴趣的话题，您应该耐着性子
听，表示您关注他的谈话内容。这样，孩子便乐意向您倾诉，
父母也可以更多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纪录片《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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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纪录片观后感篇四

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镜子》，讲述的是我是这个年龄段上
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青春期的叛逆行为。



类似的片子有很多，只是这一部有所不同，更多的是将视线
放在家长的身上。 影片中的孩子多数已经辍学在家还几个月
了，节目的开始，便是家长们那充满焦虑无奈的眼神，在那
气氛的背后还充斥着希望。当一组又一组的问题家庭出现在
节目中，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少年，一句又一句的伤人话语，
一滴又一滴的泪水落满家长的脸颊。问题少年无一例外的被
送到心理教育学校（在我看来就是所谓纠偏所）。而家长们
也被要求为期6天的教育课程。

教育过程中，家长们的问题暴露无遗，孩子不是机器人，家
长们这一代人无情的将自己的思想强加到孩子的身上，不管
是不适合他们的发展，而这些家长也大多是中上阶层的商人
亦或是领导，更多的时间是在工作而不是陪孩子。在他们的
潜意识里，都存在了，“我的孩子，我的妻子，我的丈夫”
仿佛人已经变成一件物品，这与一个瓶子无异。

他们教育方针中都出现了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这
一据传承了几代人的理念，就是在给孩子们划定一条线—你
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我不禁大为感慨，作为同样处在这一理念下成长的人，人生
目标已经潜移默化的转变为——读书，学习，考大学。确实，
一个没有背景的人，想要成功，捷径就是读书，这无可厚非，
不可置疑。类似的纪录片竟引发了对于传统教育的反思，质
疑。在我看来，理念并没有错，几代人对于教育的剖析已经
极言深刻，这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物质追求的与日俱增相辅
相成。只是在这样一群少年的身上，这样的问题被无限放大，
厌烦读书，想要自由，（博众乐罢了）。我并没有涉猎多少
概念，只是有感而发，浅思简言，难登大雅之堂。

镜子纪录片观后感篇五

20xx年4月16日，在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召开之际，纪录单
元的影片放映活动先期展开。在200多部提名的纪录片作品中，



由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出品的真实电影《镜子》脱颖而
出，入围终审环节，它将于另外四部优秀的纪录影片角逐纪
录单元最佳中国长片奖。

4月16日下午，真实电影《镜子》在国家图书馆学津堂举行首
映典礼暨交流会。《镜子》这部影片经过《天网》栏目十年
的酝酿与策划，两年的拍摄与制作，最终完成。在影片放映
之前，《镜子》总导演、《天网》栏目制片人，《镜子》导
演就创作初衷和创作感受做了专题发言。父母对孩子满满的
爱变成伤害哪里出了问题?《镜子》是中国首部深度探讨家庭
情感教育的真实电影。由导演卢钊凯、范永东拍摄。影片讲
述了一个关于心灵回家的故事。三个家庭因孩子辍学而陷入
困境，父母们无奈将孩子送入一所特殊学校接受“改造”，
却意外地让自己接受了一次触及灵魂的启蒙教育。

父母对孩子满满的爱有时却造成了满满的伤害，这究竟是为
什么?“问题孩子”的背后往往有一个问题家庭教育模式的存
在。影片以代际情感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客观冷静地真实纪
录，呈现三个家庭的社会学样本，以情感教育缺失这一新视
角，重新审视当今时代中国家庭面临的.亲子关系、亲密关系
等情感问题。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而家庭更是社会的一
面镜子。纪录片在充分呈现社会生态复杂性的基础上，给观
众提供了充分的思考空间，让心灵回家!让爱不再变成伤害。

俞敏洪亲力推荐：这部影片值得中国家长一看在受邀参加北
京国际电影节纪录单元之前，这部影片的推出首先得到了中
央文明办相关领导和同志的认可，在他们的组织协调下，
《镜子》的主创团队分别于4月1日、4月5日和4月11日开启了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首都师范大学和河北省石家庄二中
的校园放映活动，在此期间，家庭情感教育、孩子的自我成
长等话题引发了广大师生和家长的热烈讨论。新东方教育集
团董事长俞敏洪分享了观看《镜子》的感受：“我的感受是
非常真实，因为这种跟踪拍摄中间没有太多的造作……我觉
得这部片子值得中国的家长们看一看，因为对于孩子教育的



启示还是蛮深刻的。孩子都是好孩子，就看家长是不是好家
长。”国内知名实战派心理咨询专家张久祥在《镜子》走进
石家庄第二中学活动中表示，“这是我看到央视拍的、与心
理有关的节目当中最接地气的，直入父母、还有成长中的青
春期孩子心灵深处的穴位点，接触得最近的。”中央电视台
社会与法频道(cctv-12)将于20xx年4月19日至21日每晚20：07
播出纪录片《镜子》的三集电视版。同时，纪录片《镜子》
将于20xx年4月19日中午12点通过央视网进行网络首映，在19
日至21日期间分段播完。

镜子纪录片观后感篇六

近期，央视12频道播出了教育记录片《镜子》，有多处的中
小学校对家长统一做出要求，让孩子家长进行搜索观看。影
片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真实实例告诉我们，每个极端孩子的背
后都存在一个问题家庭。孩子出了问题，首先家长难辞其咎。

人们认为：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身心健康，学有所成。
家长往往就简单粗暴的用自己价值观来教育，甚至是控制孩
子，不自觉的就忽视了孩子的感受。可以说，没有去关心孩
子内心是否快乐，是不是真的在健康成长。没有走进孩子内
心的家长不是好家长，家长就要进《家长课堂》进行再学习、
再提高。

家长认为：应该多照照镜子，找找自身原因，提升家长的水
平。要和孩子交朋友，将心比心，交流沟通，变命令为商量。
要以自己为表率，尊老爱幼，尊师重教，诚实守信，培养孩
子乐于助人、关心集体、团结协作的好品质，不让孩子沾染
不良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老师认为：家长和孩子不小心发生冲突时，要讲究方式方法，
争取做到：态度不粗暴，语言不过激，从孩子角度来寻找对
策，解决问题。如果孩子的学习成绩与目标有差距时，家长
首先要安慰并告诉孩子“比学不比强”，尽最大努力学习了



就可以了，结果不如人意也算正常，逐步培养孩子正面应对
挫折的勇气。

舆论认为：教育无定法，永远在路上。有老师的正确指导，
有学校的科学管理，加上孩子家长谦虚谨慎的努力和配合，
孩子们就一定会拥有快乐而又充实的学生生活，每个孩子的
将来就能有一个光明的前程。

镜子纪录片观后感篇七

《镜子》，是由央视社会与法频道《天网》栏目推出的特别
节目。纪录片只有三集，一共90分钟，央视社会与法频道花
了策划、两年摄制。

纪录片讲述了三个家庭因孩子辍学而陷入困境，父母们无奈
将孩子送入一所特殊学校接受“改造”，却意外地让自己接
受了一次触及灵魂的启蒙教育。

父母对孩子满满的爱有时却造成了满满的伤害，这究竟是为
什么?“问题孩子”的背后往往有一个问题家庭教育模式的存
在。

影片以代际情感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客观冷静地真实纪录，
呈现三个家庭的社会学样本，以情感教育缺失这一新视角，
重新审视当今时代中国家庭面临的亲子关系、亲密关系等情
感问题。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而家庭更是社会的一面镜
子。纪录片在充分呈现社会生态复杂性的基础上，给观众提
供了充分的思考空间，让心灵回家!让爱不再变成伤害。

镜子纪录片观后感篇八

女儿今年6周岁半，刚上小学一年级,在教育孩子成长的过程
中，我最深的体会是：



家是孩子们主要的活动场所，家庭气氛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孩
子的身心健康。父母绝不能经常在孩子面前拌舌头吵嘴，那
样会使孩子产生恐惧、自卑甚至厌恶的心理。不仅会疏远孩
子与父母之间的感情，在同伴之间还可能会出现偏激行为现
象。给孩子一个安全、舒适、温暖的家，是教子的第一步，
家人之间要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在这方面，我们是以实际
行动让女儿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

女儿从3周岁起上幼儿园,步入正规的教育系统，我们要为她
的人生的第一步打好基础，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培养她一些
优良品德，借此也可改掉“以自我为中心”的当代独生子女
的通病。比如：给她讲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并付诸于实
际行动，让她知道尊敬长辈的道理;告诉她帮助别人是件很开
心的事，让她知道应该助人为乐;在和小伙伴之间嬉戏时要相
互谦让等等。闲暇时，常和女儿做连句的游戏，我说上
句：“妹妹摔倒了。”女儿连下句：“我马上把她扶起
来。”……乐此不疲。

成人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孩子是否会养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成人重视与否，教育方法正确与否，首先是观
念问题。有些家长望子成龙，学习上不断加大压力，生活上
关怀备至，却将良好行为习惯置之脑后，听之任之。我认为
孩子爱劳动良好习惯尤为重要。让孩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不仅能够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和勤劳的品德，而且可以培养
孩子的独立性、责任感、自信心、意志力等良好素质和各种
能力。因此，在我女儿很小时，我就开始让她干一些力所能
及的家务活。如：收拾玩具、穿衣、洗手绢、洗袜子、整理
床铺等，当然，孩子干活常常不一定能够干不好，就此我们
不能以成人的标准去评价他们。只要孩子作出了努力，家长
就要充分肯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需要孩子付出很大
努力。

在学习之余要注意让孩子适当放松，每晚抽出半小时进行散
步、慢跑，并利用这一时间，了解孩子的精神需要，并经常



和孩子谈心，随时观察其身心的变化，善于利用生活小事，
敞开心扉，学会用欣赏的目光看待自己的孩子，善于捕捉她
身上的闪光点，不要将子女与别人的孩子相比，将子女的现
在和过去进行比较，纵向看进步，及时发现和肯定自己孩子
所获得的任何一点成绩，使孩子感受到我们的赞美和鼓励，
提高孩子的自信心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孩子的心田是敏感的，撒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开出什么样的
花果，就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因此，我真诚地希望家长们撒
下的是美丽、善良、友爱的种子。让美丽、善良、友爱的花
开满孩子的心田。不要让“望子成龙”的心理变成孩子的压
力，顺其自然，因材施教，让孩子轻轻松松学习，要相信：
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