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语言五颜六色的老鼠教学反
思(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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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观后感范文，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镜子纪录片观后感篇一

近来朋友圈被一部纪录片刷爆了，没有偶像、没有明星，主
角是三个普通的家庭。这部纪录片叫《镜子》。

这是一部由央视用十年时间策划、两年跟拍最后剪辑出来的
三集纪录片，耗时90分钟。

讲述三个家庭里出了三个辍学的问题少年，家人实在没有办
法，只好把他们送进武汉一家教育机构接受三个月的“改
造”，结果有了意外的收获。

纪录片一开始的画面是这样的，少年发现家里人要把自己强
行送往机构“改造”，和在场的工作人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再配上撕心裂肺的吼叫，父母在屋外默默地流泪。

有那么一瞬间，我不想看了。一般这题材都有套路，煽情夸
张的开端，然后孩子进入教育机构后被驯化了，父母看到了
很欣慰，高高兴兴把家还。

当我看到第二集，却被震撼到了。纪录片不着重于孩子在教
育机构的训练情况，而是放在父母一定要去上的家长学堂。
原因是，如果你不改变，你的孩子不会改变，有可能之后会
更糟。



一个作为企业管理人员的爸爸，不愿意请假去上课。他想解
决孩子的问题，可是不愿付出时间。

一个国企事业单位的爸爸，自信问题不是出在自己身上，而
且也不需要改变太多。

在家长学堂上，爸爸认为孩子不想上学的原因是早恋，孩子
却说与早恋无关，是学校的环境太压抑了，然而家长却不理
解。

孩子想要自由，想去做背包客，想去画画，想去唱歌。爸爸
说希望孩子过得好，能够实现理想，但这个理想要纠正。校
长一语中的，你说的理想，都是爸爸你自己的理想！

其实孩子为什么急迫想要自由，都是父母给的。因为受到过
多的保护和禁锢，所以希望能够走出父母的怀抱，靠自己走
人生之路。

一个问题的孩子背后，一定是个问题的家庭，虽然表面上是
孩子需要受教育，但实际上，最需要的其实是父母。

所幸，妈妈们是首先开始反思的人，孩子性格的形成是家庭
成员性格的一个综合体。这说明一切都不是算晚。

上完家长学堂后，曾经固执的一位爸爸选择了改变，相信一
切都来得及。

纪录片之所以取名叫《镜子》，正是因为孩子是家庭的一面
镜子，照出父母和家庭的所有身影。如果参照物不改，镜子
也没法改。

很多时候，我们把爱和家人物化了，变成自己的物品，这是
我的老公、这是我的老婆、这是我的孩子。



却没有意识到ta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思想、有梦想、
有个性。

ta需要你的尊重和爱，但不是控制，也不是复制。没有人想
过别人的人生，包括自己的爸爸。

所幸，只要能意识到这一点，只要一切没有变得更糟， 都不
算太晚。

作为家长，你将用一生的时间来当这个角色，请不要吝惜
这90分钟来看这部片，因为它可以帮你成为更好的父母。

镜子纪录片观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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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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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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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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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子纪录片观后感篇三

影片以情感问题为切入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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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网消息：“我告诉你们，最好不要抓着我，你们抓着我
是控制不了我的”，“你让他跳，你看他敢吗，他每次说完
这句话，我就想我要是再回家我就是孙子”，这些“狠话”
都是出自几个花季少年的口中，为什么父母对孩子满满的爱
有时却造成了满满的伤害？这是一个关于心灵回家的故事。



由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十年策划、两年摄制的中国首部
深度探讨家庭情感教育的真实电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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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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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镜子》的主创团队分别于4月1日、5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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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上午，中国人
民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和高中部的部分班级停课半天。三百
多名学生列队进入学校大礼堂，同时，还有一百多名学生家
长，他们将在这里观看一部还没有公映的纪录片。在整整九
十分钟的放映过程中，每一帧画面、每一段对白都牵动着学
生、家长和老师的情绪。

觉醒，一场盛大的成人礼

20xx年4月11日下午4点，在钢琴的伴奏下，河北省石家庄第
二中学九百名高三年级的学生和九百名学生家长坐满了主楼
前的喷泉广场。高三学子将在这里与父母互换家书，宣读成
人誓词，这是属于他们的成人礼。在父母为孩子们带上领花
和领带的时候，他们给彼此一个深情的拥抱，这是一个家庭
最温馨的时刻。而就在两个小时前，中国首部探讨家庭情感



教育的真实电影《镜子》刚在广场边的报告厅播映完毕，国
内知名实战派心理咨询专家张久祥的一句话仍然余音绕梁。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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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子纪录片观后感篇五

而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错误的教育方式导致了孩子过早
的叛逆心理比同龄的孩子更强。当孩子渴望得到家长关心的
时候，你们往往表现的是不耐烦?孩子对于家长的表现是最为
在意的，你们的一些行为，一些语言都会对成长中的孩子造
成很大的影响。

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孩子的未来，更不应该去剥夺和干预孩子
自主的选择权力。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探讨问题，重视和鼓
励孩子的独立判断和选择，在他们无力的时候推一把，在他
们跌倒的时候给予鼓励，相信他们自己成长的潜力，给它们
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去创造和实现自我的价值。

我们应该努力探索和追求自己的理想，活出生命自我的意义
和存在价值。父母是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榜样，只有我们做好
了自己，孩子自然会受益。事实上，很多的家长不是在孩子



身上投入太少而是太多，孩子幼小的心灵上承受了太多的期
待、太多的要求、太多的担忧和太多的恐惧，这份厚重
的“爱”压得他们透不过气，其实这都是家长缺乏自我价值
的表现。

知子花为您提供一对一心智辅导，帮您自我提升，解决婚姻
关系，为您困惑、焦虑、愤怒等情绪提供支持和疏导，改善
家庭模式，缓解教育压力。让您和孩子良好的亲子关系和爱
的连接滋养彼此的生命。

生活的过程，就是孩子受教育的过程，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以
自己的表现，为孩子示范我们希望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品质和
言行。如果说父母是原件，那么孩子就是复印件，家长朋友
们只有活出自己的精彩，才能成就孩子真实的幸福。

张馨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心理
医院实习经历，在校期间丰富的心理咨询与教育，团体辅导
经验。擅长青少年成长，亲子沟通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咨询与
辅导。

镜子纪录片观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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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孩子是家庭的镜子，纪录片镜子观后感。

辍学、早恋、殴打父母、轻生，不同类型的叛逆少年站在镜
子面前，我看到的却不是那张年轻的脸庞，而是布满皱纹的
父母的面容。

人之初生，性本单纯。

父母是孩子接触最多的人，从第一次睁开双眼到熟识数字，
是孩子一生的地基，很大程度决定他们未来的性格秉性。就
像白绢一展，任由父母书写。你所谓善与恶，所谓好与坏，
毫无保留地灌注在孩子脑海里。



影片中有所体现，时常因为母亲送水果饭菜打扰他下军棋而
殴打母亲的泽青，年仅十四的他为什么对爱母如此狠心？影
片后边讲述说到泽青的父亲一直有家暴的恶习，所以目睹一
次次的家庭暴力后的泽青也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殴打母亲天
经地义，是件常事，可怕却又引人深思。

思想的深度或许可以凭借年龄衡量一二，但思想的复杂是无
关年龄的。父母却认为孩子就只是孩子，思想简单不成熟幼
稚，所以父母总是忽视孩子的思想，认为小孩也想不到什么，
但是成长阶段是一个塑造性格的时期，尤为关键又十分敏感，
外界的一件小事可能蝴蝶效应似得颠覆一生。家长为了生计
为了家庭，日夜操劳，自然不可能注意到孩子的小情绪，青
春期的孩子不愿对父母吐露心思，双方如果也不及时沟通，
那么隔阂和摩擦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当孩子开始有较强的自我意识，有些父母天生控制狂，不容
许孩子有一点偏差在他规划好的最好看的道路上。读书、中
考、高考、毕业、工作、结婚、生子，然后仿佛就圆满了。
可人生不止一条路，大多数人的幸福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看
似幸福的大多数人其实也在黑暗处厌恶这平淡枯燥的生活。
可这种思维惯性牢固了三四十年，就变成对的了。自认为的
正路，这与思想跳脱异想天开的孩子的思维有极大的矛盾，
开始了冷战，吵架，离家出走，甚至以爱相连的两代人变得
刀剑相向，缺少的是沟通和理解。

中国人是含蓄的，年纪稍大的父母更是这样，他们从不说爱，
却时时都在爱着。他们的爱隐形在每天三顿平淡的饭菜中，
隐形在十几年如一日的叮嘱与唠叨中，隐形在每一次争吵后
滚烫的泪水中，隐形在每一次他看你的眼神中，隐形而伟大，
常见却无价。

语言这一最适合表达爱的产物或许失去本意变成了负累。当
语言失去美丽，变成冰冷的铁锤，伤害的不止一个人，那心
与心之间的爱的羁绊也变得摇摇欲碎了，有些或许已经粉碎。



碎满地的玻璃，扎身！更扎心！留下难以弥补的伤疤。

深爱着的爸爸啊，你怎忍心挥下手掌，打碎孩子脆弱的心灵，
毁坏家庭的和谐?

亲爱的孩子啊，你怎么让自己的快乐建立在父母每日每夜的
操劳上?

深爱着的妈妈啊，你怎能让一个爱心变成束缚孩子自由飞翔
的牢笼，只做你乖巧的小宝贝?

亲爱的孩子啊，你怎能无视那伟大纯洁的爱，带给他们痛苦
与折磨?

亲爱的，深爱的，你们都是对方最最亲爱的人啊！又怎能让
痛苦代替欢笑，让麻木代替温柔！

孩子像风筝，父母是你的牵线人，任你在风中飞舞。

当有一天，风足够大，风筝足够结实，便是父母撒开线的时
候了。

镜子纪录片观后感篇八

今天开始正式放暑假，暑假作业里头有一项“陪同家长一起
观看央视推出的关于家庭的纪律片《镜子》”

镜子，玻璃镜子，易碎。“孩子折射家庭形态”，与这个类
似想法在我看到这项作业时就忽然划过脑子。当然也没过多
地去想，毕竟我也是个孩子。

短短三集的纪录片主要记录了三个不同形态，而又有共同问
题的家庭与它里面的关系。问题表面的关键是孩子。倒叙的
手法将孩子们进入特训营之前的家庭关系梳理了一遍，可以



发现问题之严重，看得出孩子与父母之间那层无形而又厚的
隔膜。仿佛是两个世界，逾越不过的鸿沟。尽透出悲哀与无
奈。

真是，孩子们在父母的关系，父母的教育方式，等等之类一
大堆由父母构建出来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有自己的想法的时
候，一旦多次遭到父母的拒绝，遭到父母的反对，不耐烦了
就会用行动予以反抗。这种“反抗”是大多数的，小部分比
如我，是对父母报以理解态度。当然，理解归理解，我也有
自己的想法，当我认为父母的做法不妥时，我也会反对。我
想应该以家庭为初衷，结合现实来想问题。但是也终究避免
不了对之无奈的情况。家庭需要的是包容，理解，接纳，家
庭是以情感为基础的。

片中有个今年估计16、7岁的泽清。他小小年纪却有着太过于
成熟的思想。我应该和他同年吧，我同情他这种成熟，他的
成熟是父母之间关系的影响。他说大人们都不懂他的想法，
而我有时候又笑他成熟中的幼稚。殊不知，他的内心是多么
的渴望父母对他的爱！我岂不是在笑我自己！？笑我自己的
迂。我拥有他日思夜想的，却还不晓得幼稚是真情的流露。
他父母关系怎样在片中并未透完，但也印显匿迹。

孩子苦恼于父母的不理解，父母也是如此。父母常常将自己
的想法强加于孩子身上。比如在我小学时候，我爸让我好好
学习，将来当工程师，圆了他的梦。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
大部分兴趣根本不在数理化之类上。就在我上学期分科时，
我父母一致是同意我读理科的，但是我认为我不适合理科，
我无法对物理化学产生兴趣，虽然理科读出来好找工作，但
是作为读理科有阻力的我，真的会高中学好吗？再者说，命
运是自己在掌握。人活在世，我觉得再怎么样，也要独立地
掌握一次自己的人生，不然百年临时，是得有多么后悔啊！
我庆幸我父母支持我的选择，从小时候对我的包办一切到现
在的尊重我的独立。虽然我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但我是庆幸
的。可能有些时候父母的思想并不和潮流，我妈就这样，但



也很开明。那么作为孩子的我们是应该多多理解包容他们，
我教我爸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他感慨说用微信真方便。

时代的鸿沟或许无法直接越过去，但可以搭一座桥，是我们
与父母离更近。也正是因为时代，在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
是该考虑多去获取知识、精神上的财富了。

其实我今天是独自一人看完这部纪录片的。我应该与我父母
间也有那么一层薄薄的膜。我想独立，不想索取。父母就偏
偏要为我们付出吗？不是的。之所以为了我们而努力打拼，
是因为父母自从知道了他们有了“爸爸”，“妈妈”，‘父
亲’、“母亲’，这短短两个字的称谓，便感觉到了自己所
承担的责任，并付诸于实际。这是怎样一种伟大的思想啊！
这就是情亲，是爱！

然后，我想搬出片里的这段话：

“老实说我们接受的教育，知识并不欠缺，而我们欠缺的是
对一份爱的认知的教育。基本上对爱的认知的教育，还是一
个很大的空白领域。 ‘爱就是控制’、‘我是为你好’，那
么多人我不控制，为什么要偏偏控制你，‘是因为我爱你’。
这就是一个对爱的认知的扭曲。第二，‘你是我的孩子’这
也是一个扭曲的认识。我们会把人物化，类似于你是我的一
个物品一样。‘你是我的某某某’，在某种程度上，把那些
角色变成‘你是我的杯子’，是我的私人物品。我们把爱物
化了。家长爱不爱孩子？是爱的。爱始终都在那里、爱的能
力也是。没有不爱的。因着对爱的认知的扭曲，爱出不来，
被憋进去了。出来的全是改造孩子教育孩子，改变对方的想
法。慢慢的爱往往变成满满的伤害。”

镜子纪录片观后感篇九

最近中国首部深度探讨家庭情感教育的真实电影《镜子》在
央视cctv-12频道《天网》栏目上映，该纪录片分三集讲述了



各种“问题”孩子被强制带入训练营的.事情，让人感受颇多。
笔者并非心理专家、也非教育相关职业，所以本文仅仅是带
大家了解一下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纪录片，以下内容为业余观
点。

看完前两集，笔者不禁深思，是孩子出了“问题”，还是家
长本身就存在“问题”?这些“问题”难道都是孩子造成的?
哪一个“问题”孩子背后，没有一个“问题”家庭?究竟孩子
为什么会这样，家长的责任真的能推卸掉么?难道这些孩子不
想做一个阳光少年?为什么我的童年和别人不一样?本纪录片
都给您带来详细解答!

笔者记得片中有这样的情节“我告诉你们，最好不要抓着我，
你们抓着我是控制不了我的”，“你让他跳，你看他敢吗，
他每次说完这句话，我就想我要是再回家我就是孙子”，这些
“狠话”都是出自几个花季少年的口中，有的孩子甚至才上
小学，为什么父母对孩子满满的爱有时却造成了满满的伤害?
也许，纪录片《镜子》能给你带来更多思考。

而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错误的教育方式导致了孩子过早
的叛逆心理比同龄的孩子更强。当孩子渴望得到家长关心的
时候，你们往往表现的是不耐烦?孩子对于家长的表现是最为
在意的，你们的一些行为，一些语言都会对成长中的孩子造
成很大的影响。

家长总在用自己的思想去揣摩孩子的心理，而不是真诚的去
和他去沟通，去弄懂他真正在想什么。但是这些始终是片面
的猜测。

孩子也认为家长过于意识强加，让自己在生活中没有自己的
主见。自己买的东西回家就被家长丢掉，自己的想法还没说
完，就被他们否决。

其实孩子最希望得到的是家长的理解，得到家长的爱，但是



家长的错爱往往造就了这些“问题”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