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生家庭教育心得体会(大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好的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
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
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高中生家庭教育心得体会篇一

现在有些家长将对孩子的教育看得十分重要。他们宁可自己
吃苦受累，也不让自己的孩子给自己哪怕一点点的帮助，从
来不让孩子干任何家务，只是一味地让孩子在家读书、写字。
即使在假期，这些孩子也只是在家闲得无聊看电视、玩游戏，
没有机会去感受大自然的气息，这种被保护起来的孩子，就
极易形成好吃懒做，害怕吃苦受累的恶习。到头来，家长后
悔莫及。

基于以上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实施以下的家庭
教育方法：

高中生家庭教育心得体会篇二

学校专门请来优秀毕业生做学习经验、工作经验介绍。他们
学业有成，有的已就业，有的已升学。他们一一为我们讲述
过去三年的学习生活与经历。他们在不断遇挫、不断坚持后，
终究功夫不负有心人，获得不同成就。他们的经历与行动告
诉我们：只有学好专业知识，只有不断坚持与努力，才能收
获成果，实现目标。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我们也会以
他们为榜样学习，取长补短，好好珍惜三年的时间，为目标，
为前途而奋斗，像师兄师姐一样为母校争光。



高中生家庭教育心得体会篇三

由学校出色的教师为我们一一诠释各种专业的知识与技能，
同时结合自身和身边的亲身经历让我们清楚了解自身专业的
就业趋势，也让我们重拾中考信心，明白只有在学校认真学
好专业知识，获得一技之长，才能实现人生价值，使我们的
未来更上一层楼。我一定要努力完成三年的学业，学好专业
知识，无论三年后是选择就业还是升学，我都有信心，一点
一滴筑梦想。我选择?滨，信任?滨，它是我们学子明天的辉
煌与骄傲！

高中生家庭教育心得体会篇四

进入青春期前后的青少年，显著的特点是“变”。孩子们开
始发育了，生理上在变，心理上也有变。家长会发现，不知
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不听话了，你要东，他偏要西。这种
现象，心理学上称之为“逆反心理”。这个时期，心理学上
称之为“心理断乳期”。

这个时期的孩子们，最主要表现是独立活动的愿望变得越来
越强烈，但由于缺乏生活经验不能正确理解自尊，只是强烈
要求别人把他们看作成人。如果这时家长还把他们当孩子们
来看待，他们就会厌烦，就会觉得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就
会产生反抗的心理，萌发对立的情绪。

这个时期的孩子们，尽管自我意识发展了，但自我控制能力
还很差，常会无意识地违反纪律。他们喜欢与人争论，但论
据不足;喜欢发表见解，却又判断不准;喜欢批评别人，但又
容易片面;喜欢怀疑别人，却又缺乏科学依据。

因此，家长光满足于表面上了解孩子们是不够的，家长必须
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必须了解“心理断乳期”的实质。
心理断乳期，实质上是青少年们随着身心的成长发育，逐渐
从依赖于父母的心理状态中独立出来，自己判断、自己解决



所面临的新的问题的时期，这是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要与
他们建立一种亲密的平等的朋友关系;要相信孩子们有独立处
理事情的能力。这是一个人从幼稚到成熟的转折时期。

因此，家长要尊重孩子们的自尊心，要尽可能支持他们，尤
其在他们遇到困难、失败的时候，和他们平等交流，帮助他
们分析事物、明辨是非，正确处理。另一方面，家长又不能
过于迁就孩子们的不合理的要求和不良的行为，以防孩子们
以后总是用反抗的方式来要挟父母，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
比较严重的反抗行为，家长可以采取奖赏训练的方法，强化
孩子们的顺从行为。

高中生家庭教育心得体会篇五

“严是爱，松是害”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千百年来，家长教
育孩子们，老师教育学生，说的最多的也是“严格要求”。
的确，严格要求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能
够使孩子们按照成人理想的模式发展，少走弯路，这方面有
不少成功的范例。但是对“严格要求”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
视的。它使孩子们习惯接受，不会批判的思考，个性丧失，
创新意识淡薄，甚至有的孩子们心灵压抑，性格孤避，过早
地失去了童真。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在今年6月末日报
道的，13岁考上大学的天才儿童曾永康的悲剧就说明了这一
点。所以我认为对孩子们的教育，应该严格，更应该宽容。
严格不是苛责，苛求，应该严而有度，严而有序，严而有理，
宽容不等于放纵，放任，不等于对孩子们的问题视而不见，
不等于可以原谅孩子们的所有错误，宽容更多的是对孩子们
感情、心灵上的宽容，让孩子们有健康的心态在宽松的环境
下接受严格的教育。

家长要处理好要求的严格与环境的宽松，过程的严格与结果
的宽容的关系。宽容是对孩子们的信任，使孩子们有信心，
有勇气，严格要求是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有利于培养孩子
们做事严格要求自己，善始善终良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