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课堂读书心得(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父母课堂读书心得篇一

有人说，好父母不是靠学出来的，而是“悟”出来的。偶尔
的一次机会，在《父母课堂》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家长
应做一个明智的学习者”，在对待教育孩子的问题上给我不
少的启示。

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把总是用眼睛盯着孩子变
为不断反思和改变自己的教育行为，注重通过学习提升自己，
才是解决孩子问题的关键要素。做好家长的关键就是要自觉
地在教育孩子的实践中去感悟，伴随着孩子的成长历程，父
母必然有个不断进步不断学习的过程。

“把眼睛盯着孩子变为注重提升自己”。如何教育孩子是做
父母的最为绞尽脑汁的事情，可能大多数父母总是把眼睛盯
在孩子身上。

从孩子的饮食、言行、礼貌礼节等方方面面更多的是用一副
挑剔的眼神审视孩子，总想把他们规范到自己的理想状态，
可很多失败的教育例子告诉我们，孩子在家庭中普遍存在一
个共同点：“受到批评多、表扬少”。

所以，一味地针对孩子、只是靠外力矫治孩子是很难见效的。
因此文章告诉我们父母要不断反思和改变自己的教育行为，
注重通过学习提升自己，才是解决孩子问题的关键要素。

“向孩子学习、读懂孩子这本书”。孩子的问题大多都是因



父母缺乏对孩子的了解造成的。孩子的不同年龄段，会表现
出不同的生理特征、心理变化，孩子依赖父母的程度、看待
父母的教育方式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要伴随着孩子的成长，父母不断的学习，学会站在孩子
的立场思考问题，向孩子学习，了解孩子的特点和真正需要，
学习孩子热衷的而自己不熟悉的新事物，这样才有利于孩子
的全面发展。

“在家庭中建立学习团队，与孩子共同学习”。父母是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人的一生中最初的学习场所，也是渗
透力最强的学习环境。

为孩子营造家庭学习氛围，家庭中每一个成员对知识的追求，
对科学的崇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家庭中的民主空气，
生活中沟通与分享，知识互动，这种氛围的营造需要家庭每
一个成员对家庭的责任感和爱心。

因此正如文章最后指出的那样，学会学习是现代父母的基本
功，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自身的素质提升，为了家庭
的幸福生活，做个明智的学习者。

父母课堂读书心得篇二

常言道：关心则乱。的确如此，每天的紧张情绪使我这个在
小学工作了十几年的"老"教师，一时间竟将所有的教育理论，
教育策略抛之脑后。记得那是孩子刚开始学拼音时，声母、
韵母合拼不起来经常发生，比如"b-a"拼出"bo"的音，"p-a"拼
成"ba"。数学学习也是这样，初学数字"2、3、4、5、6、9"的
朝向问题，我认为非常容易的事在孩子那里屡屡犯错误。于
是，一向认为脾气良好的自己在不经意间竟也学会了"河东狮
吼"的武艺。

一天，孩子拿回了《父母课堂》，其中一篇文章是对教育专



家尹建莉老师的专访，她明确的指出--孩子的学习成绩是由
父母决定的。父母对学习中诸多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决定着孩
子的成功与否。尹老师说，如果把学习做成一颗酒心巧克力，
孩子如何能不喜欢;如果把学习做成一颗牛黄解毒丸，孩子又
如何能喜欢?让孩子爱上学习，首先要让孩子对学习感兴趣。
当孩子觉得学习是一件有意思的事的时候，他便会投入精力，
学习就会变得有趣、轻松，没有那么沉重了。家长可以用玩
游戏的方法引导孩子的兴趣，即所谓的"寓教于乐"。

一语点醒梦中人，尹老师的话引起了我对孩子教育的深深思
索：我对孩子的教育是不是没有考虑到孩子的节奏?我犯了严
重的拔苗助长的错误。

在以后的时间里，我尝试着慢下来，对孩子的要求相对降低。
跟随孩子的认知节奏，学习节奏，用一些更感性的方法帮孩
子突破学习的难点，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比如：孩
子"b""p""d""q"识记发生困难时，我采取做半圆加小棍抽拉的
方式加强记忆;当拼读发生困难时，我将声母韵母一一做成卡
片，让它们找朋友。这些做法既增强孩子的记忆，又增加了
学习的兴趣。

这样一个阶段下来，孩子在学习中找到了乐趣，增强了学习
的信心。想来，真的要感谢《父母课堂》，是它使我由偏激
回归了理性，重新认识到遵循孩子心理发展规律，尊重孩子
的重要性。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不应该侧重于充当指
挥者，更重要的应该是陪伴者，建议者和帮助者。家长只是
陪伴孩子在人生的路上成长，至于孩子有多大的舞台，取决
于家长给孩子自主能动的空间有多大。

父母课堂读书心得篇三

非常幸运读到《父母课堂》。我一直认为，每个孩子来到我
们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最好礼物。但为人父母本能的



爱很难有统一的标准。与孩子一起生活，将他们养育成人，
是一个极富挑战性、极易让人筋疲力尽的过程，仅仅有爱心
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每一个孩子所有的母亲都是好母亲，但
与孩子共同成长则更需要智慧和耐力，并且需要具有阳光和
开放的心态。

首先通过书中无数家长教育的心得体会让我看到优秀的孩子
之所以让老师省心，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细节注重对孩子优
良品格的培养，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他们注重孩子的情商教
育和素质教育，最终让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变得并非对立与
矛盾。这一点，很值得广大教师与家长研读与思索。

其次学习到在父母的言传身教和默默的陪伴下，孩子良好的
学习习惯的培养会延续和拓展，会伴随孩子从小学、初中、
高中到大学，最终走向社会，会终身受益。从孩子无意识地
学、去做，到孩子有意识地去学、去做，这就是孩子自我成
长的标志。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好乐之者，
教育不仅仅是大道理，而是把父母的爱化为涓涓细流，时刻
滋润孩子成长的心田，与孩子合拍。

最后启迪我们和广大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要懂得孩子就
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他不属于你，不属
于我，他终究属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不要因为虚荣心而
一味地在孩子成绩方面与别人攀比，否则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全面地成长。家长们不应该急功近利，要用教育的眼光和心
理看待学校与孩子，慢慢等待孩子一点一滴成长，多一点耐
心与爱心，让孩子各方面的基础都打扎实了，让他把阅读、
乐学、热爱集体、与人为善等好的习惯自然形成。我们常常
学的：学好教材，超越教材;立足课堂，超越课堂;尊重老师，
超越老师;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学习父母，超越父母!在
功利社会，应试教育的夹缝中，我们不要联手”折磨“我们
的孩子，而应该积极和老师们一起，用心陪伴孩子，启迪孩
子低头奋斗的智慧，培养孩子抬头看天的情怀，塑造孩子阳
光开放的心态!



父母课堂读书心得篇四

身为人母感到幸福，深知责任重大，怎么才能教育好孩子，
自己没有经验，只能凭父母那时怎么教育我的一些记忆，以
及同事、朋友平时交流的一些育儿方法，来尝试教育孩子，
总觉各有特点，不是十分满意。读了《父母课堂》杂志后，
感同身受，收获颇丰。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至关重要。
现在每个家庭一般都一个孩子，都深受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
疼爱，惯着宠很普遍。具宠爱于一身的孩子教育，基本上落
到父母肩上。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孩子，孩子善于
模仿，孩子会学父母的言行和动作。有一次早上送孩子去幼
儿园，为了赶时间，我看看两边都没有过往的车辆，便没有
带孩子走斑马线，走过马路后，孩子问我：“妈妈，你怎么
没带我走斑马线啊”。我的脸顿时红了，连忙给孩子道
歉：“妈妈这次错了，下次咱们一定遵守交通规则。”平时
跟孩子讲安全知识的时候说：“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
等一等”，“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孩子已经记住了父母所
教的，但是看到父母没有按照所说的去做，就会问为什么？
作为父母，给自己的孩子做出好的榜样。教会孩子正确地判
断事物，引导孩子健康成长。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作为父
母，一定要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树立正确的言行，
给孩子作出他们为之骄傲的榜样。

前段时间流传的“虎妈狼爸”式的教育方法，孩子成才需要
靠高压，父母的`威信是靠吼、打、板面孔树立起来的。我觉
得那只是个例，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方法。基础教
育阶段要强调学生自由地探索，主动地学习，健康地成长。
父母赢得尊重，要靠与孩子平等交往，靠理解、尊重孩子来
建立。父母同孩子面对面、目光平视着说话，特别能让孩子
感受到平等的家庭氛围。孩子说话时，父母最好专心倾听，
不要随便打断孩子的话题，让孩子感到父母和蔼可亲，可以
信赖。孩子如果觉得父母像朋友，他就会无话不谈，无拘无



束。在平等、宽松的环境里，孩子就会养成活泼开朗、自信
和勇于创新的健康。

父母课堂读书心得篇五

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总会遇到不同的问题，许多问题是第
一次出现，父母孩子都有些束手无策。这时候，《父母课堂》
就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你要问二年级孩子最怵什么，估计
多半会说是作文。看完《培养孩子写作的兴趣》一篇，我感
触良多：写作本身是快乐的，关键是让孩子走进生活，培养
孩子动笔的习惯。

去年暑假，我们一家三口去北京旅游，住在前门附近的一家
宾馆。宾馆附近有家山西人开的晋阳春面馆，里面的阳春面
他非常喜欢吃。在北京的一周里，不是去很远的景点时，他
总是中午晚上都坚持去吃，甚至去颐和园时，他还说，妈妈
早点回去，我爱吃阳春面。呵呵，可爱的孩子。最后一天中
午，照例我们又去吃了面，回宾馆时，孩子突然说：“妈妈，
我要写篇作文，题目就是《20__年北京最后一碗阳春
面》。”说写就写，去火车站之前，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呈
现眼前，我一边读着，一边感动着：孩子之前不喜欢写作文，
只是因为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啊!

回青岛之后，我立刻改变了策略，不讲所谓的篇章结构，而
是尽可能的带孩子走出家门，走进真实生活，让他随性写作。
只有见识多了，才会有感而发：爬了崂山，写写崂山上的蚂
蚁;去附院拔牙，写写拔牙的过程;语文书上出现了东方明珠，
就带他去上海实地旅游;课外看过《小桔灯》，出差去福州时，
就带着她去游览冰心故居;总之，写作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
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就这样，我们一边丰富着孩子的阅历，一边有意无意地让他
言之有物。他爱上了旅游，爱上了作文，上个学期期末考试
时，作文差1分就满分呢。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你在为孩子



的视力越来越差而担心时，有没有想过，让他抛开书本，排
开电脑，走出家门，走进生活?相信您一定会有一个更健康更
阳光的孩子!

《父母课堂》里的这篇文章，让我更加自信，相信自己在培
养孩子写作方面，已经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以后，我会计
划按照文章里说的，给孩子开博客，并尽可能寻找机会，让
孩子自我展示一下自己的写作。我深信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
大，《父母课堂》定会给予我们家长更大的启示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