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倾听孩子共同成长 倾听孩子心得体
会(汇总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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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倾听孩子共同成长篇一

第一段：引言（150字）

在如今快节奏的社会中，很多家长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
与孩子相处。虽然他们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但常常在言
传身教的过程中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倾听孩子的内心。
倾听是一种能够增进家长与孩子之间沟通、理解和尊重的重
要方式。本文将探讨倾听孩子的重要性以及一些倾听技巧和
体会。

第二段：倾听的重要性（250字）

倾听是一种关心和尊重孩子的表现。通过倾听，家长可以让
孩子感受到他们的关注和理解，这样孩子会更加愿意与家长
沟通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倾听对孩子的发展也有积极影响，
它可以帮助孩子形成自信心、培养良好的自我认知能力，并
学会倾听他人并尊重他人的观点。此外，倾听还可以帮助孩
子发现自己的兴趣、梦想和优势，为他们的未来规划做出有
益的指导。

第三段：倾听的技巧（300字）

倾听不仅是一种心理上的态度，更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首
先，家长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时间。在孩子需要倾诉或者表



达感受的时候，家长应该尽量避免分心和打断。其次，家长
要运用积极的非语言沟通来表达自己的关注。例如，适当地
点头、保持眼神接触、微笑等，这样会让孩子感到被重视和
尊重。另外，家长不要过于干预孩子的言谈，要让他们自由
地表达，而不是简单地说教。最后，家长要尽可能地表达自
己的理解和共鸣。可以通过简短的回应、肯定的评价和提问
来表明自己对孩子的倾听和理解。

第四段：倾听带来的体会（300字）

作为家长，我曾经在倾听孩子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和
体会。首先，我发现孩子们非常渴望被关注和理解，他们总
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倾听他们心声的人。当我真正聆听他们的
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倾泻出各种各样的感受和心事。我也
意识到，孩子的想法和感受常常与成人们不同，而这些想法
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不同的视角和思考。通过倾听，我也更
加了解了孩子们的兴趣和梦想，这使得我能够更好地引导他
们并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

第五段：结论（200字）

综上所述，倾听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方式，尤其对于家长和孩
子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要。通过倾听，我们不仅能够帮助孩子
培养自信心、发现兴趣和梦想，还能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
尊重。因此，我们应该牢记倾听的重要性，运用倾听技巧并
始终保持倾听的态度。只有当我们真正做到倾听孩子心灵的
时候，才能真正与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并为他们的成长
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引导。

倾听孩子共同成长篇二

笑口常开的孩子往往朝气蓬勃。他们在游戏中让自己和伙伴
们都得到快乐。如果成年人和蔼可亲，允许孩子随意玩耍，
孩子就会有安全感，觉得被人理解，就会发出欢笑声。有一



种特殊的游戏方式不但让孩子玩得开心，还可以帮助孩子解
除踌躇不安、恐惧和烦恼。游戏以孩子为主，父母的作用是
通过笑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开朗性格。游戏的要点是亲昵、
活泼地与孩子接触，保证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这种游戏叫
做游戏中的倾听。

孩子不断成长着，随着年龄和身体各方面发展成熟，他们思
想也在变化着，而父母们忙于工作，无法随时与孩子在一起，
更是不可能完全了解孩子。所以，父母要学会如何与孩子沟
通，利用专门的时间与孩子多沟通、多互动。在这个专门的
时间，父母们最好放下手边的杂事，以愉快的心情和孩子进
行互动，可以是一起游戏、一起谈天等等。不要总想着自己
是家长的身份，在这时候，家长和孩子应该是最要好的朋友，
从孩子的行为举止和话语中了解他的想法，同时尽可能的表
达对孩子的喜爱和鼓励，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被喜欢的、是被
人关心的。

这种专门时间应该是长期的，这样会让孩子的信任感增强。
父母可以通过游戏式倾听来帮助孩子。例如在游戏中充当弱
小的角色，做出逗趣的动作，并且在游戏中配合孩子，让孩
子通过这种方式放松自己的情绪。

作为幼师也是如此，除了照顾幼儿们，还要关注他们的情感
等方面。幼师也要学会把握和幼儿的每一次相处的时间，在
吃饭的时间、在游戏的时间，观察幼儿，不断地去了解他们。
让幼儿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和爱，让他的每一天都是充满活
力的'。

倾听孩子共同成长篇三

倾听孩子的心声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不仅能增进与孩子
的沟通和了解，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和发展。然而，过
去很长时间里，孩子们的声音常常被忽视或被轻视，他们常
常苦于无人倾听。近年来，倾听孩子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认



识到，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正在揭示倾听孩子的积极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倾听孩子的心听让孩子们感觉
被重视和被关心，有助于建立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当孩
子们意识到他们的得和体会。

第二段：倾听对孩子的影响

倾听对孩子的影响是积极且深远的。首先，倾声音被认真地
倾听和理解时，他们会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这有助于提升
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感。其次，倾听能够增进和孩子的沟通和
理解。通过倾听，成年人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
以便更好地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支持和引导。最重要的是，倾
听为孩子们建立了参与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他们感到
他们的声音被倾听和重视时，他们会更愿意参与到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去，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不再是被动接
受他人的指示。

第三段：倾听与家庭关系

倾听对家庭关系的良性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家庭中，
倾听可以帮助建立亲子信任和亲子沟通，让家人之间更加坦
诚和理解。当孩子们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倾听和支持时，他
们会更加愿意与父母分享自己的困扰和烦恼，而不再把问题
和感受埋在心里。这样一来，父母可以更好地了解到孩子的
内心世界，从而提供更合适的引导和帮助。同时，倾听也能
增进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系，让家庭更加温暖和睦。

第四段：倾听在学校中的作用

在学校中，倾听孩子的声音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和满足
学生的需求，提供更有效的教育。通过倾听，教师可以了解
到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困扰和疑虑，从而对课程内容和教
学方式进行改进和调整，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此外，倾听
也有助于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当学生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倾



听和尊重时，他们会更加愿意与教师合作，积极参与课堂活
动，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第五段：倾听的实践

为了有效地倾听孩子的心声，并将其应用于实际行动中，我
们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首先，我们应该给予孩子充足
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其次，
我们应该学会倾听的技巧，如主动倾听、积极反馈和理解。
我们要学会倾听他们言语背后的真实需求和意思，并用鼓励
和肯定的话语回应他们。最后，我们要给予孩子权利和信任，
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决策的主体和实践的主人。

总结：

倾听孩子的心声有助于建立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促进与
他们的沟通和理解，有助于家庭关系的发展和学校教育的提
高。我们应该意识到倾听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实际行动中，
为孩子们创设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倾听孩子共同成长篇四

新学期开学快两个月了，我更加感觉《倾听孩子》太有效了，
几乎每次都非常成功：孩子感觉到被接纳和爱，以前积压的
问题获得疏通，同时规则被孩子接纳，倾听里面包括着对孩
子或自己的内在孩童的感觉和情绪的无条件接纳，包括在对
方需要的时候陪伴、给予爱，倾听对方的声音。

大部分的父母只注重在物质生活上尽可能地满足孩子的需要
和愿望，当孩子在精神上和感情上需要支持和帮助时，却往
往因为时间和精力的不足无法满足他们，情急之中便同意满
足孩子的某个物质要求，以便使自己迅速从麻烦中解脱出来。
当孩子意识到父母及老师的这一弱点时，意识到自己的精神
和感情难以得到关注时，他们就会以不断提高物质需求的方



式来获取关注，直到父母发现孩子被“宠坏”了。物质是最
容易实现的关怀，心灵的关怀却是需要我们用身心来付出的，
无疑也是更艰巨的付出。

倾听这两个字本身就意味着少说话，

不要急于劝说孩子，不要急于发表意见，而是让孩子先表达
自己的.情绪。就好比家长和孩子都各有一只装满了彩色珠子
的瓶子，家长特别想把自己的漂亮珠子分给孩子一些，然而
当孩子的瓶子满的冒了尖儿的时候，你怎么给他，他都盛不
进去，都会洒出来，弄得一团糟。因此我们必须拿出倾听这
个空瓶子来，让孩子把情绪的珠子倾倒出来一部分，他的瓶
子有了空当，才能装进我们的珠子。哭泣表明孩子感到伤心
了。越是爱哭的孩子，越说明他心里深藏着一些痛苦和压抑。
而哭泣本身能够愈合孩子的创伤。因此我们要允许孩子发脾
气、大哭，以排解创伤，发泄平日里积攒的缺憾。

当孩子得到有效倾听之后，会逐渐平息下来，并且开始转变。
但我们一定要耐心，不要流露出不耐烦或者干脆命令孩子停
止哭泣。不要期望或者要求孩子，因为他们大脑的发育还没
有成熟到那个阶段。他们可能会找到一个补救的办法，也就
是所谓的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来，并且讨好家长。我们要悉心
捕捉孩子这种细微的转变，并给予积极的响应。当孩子出现
美好、善良的行为时，我们要由衷地给予赞美，让这种行为
保留下来。

倾听是一门重要的社会、人际交往技巧，学会倾听孩子不仅
有助于亲子关系，亦有助于身边其他的人际关系。通过书中
的观点，我觉得孩子的确不会存心跟我们为难，大多数时间
是我们误解他们或者我们的要求孩子们力有不逮!我们必须重
视与孩子的对话，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

倾听孩子--需要更多的爱和耐心才行啊!



倾听孩子共同成长篇五

倾听，是一种容纳、理解，是一种爱的技巧。倾听孩子要与
孩子站在统一纬度，这个纬度不仅是思维在一个纬度，身高
也在一个纬度，很喜欢我们幼儿园的教育宗旨：如果我是孩
子，如果是我的孩子，请蹲下来和我讲话。这就是同一个纬
度。

德国教育学家卡尔・威特说：“我认为倾听是一种非常好的
教育方式。因为倾听对孩子来说，是在表示尊敬，表达关心，
也促使孩子去认识自己的能力。如果孩子感到，他能自由地
对任何事情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他的认识又没有受到轻视和
奚落，他就变得毫不迟疑、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先
是在家里，然后是学校，将来就可以在工作上，自信勇敢地
正视和处理问题。”

曾经看过一个故事：美国知名主持人林克莱特某天访问一名
小朋友，问他说：“你长大后想要当什么呀?”小朋友天真地
回答：“嗯……我要当飞机驾驶员!”林克莱特接着问：“如
果有一天，你的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时所有引擎都熄火了，
你会怎么办?”小朋友想了想说：“我会先告诉坐在飞机上的
人绑好安全带，然后我挂上降落伞先跳下去。”

现场的观众早已笑得东倒西歪，林克莱特却注视着这孩子，
想看他是不是个自作聪明的家伙，于是他耐心地等待，听孩
子把话讲完。没想到，孩子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林克莱特问：
“为什么要这么做?”小朋友的回答透露出一个孩子真挚的想
法：“我要去拿燃料，我还要回来!”

主持人林克莱特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够让孩子把话说完，
并且在“现场的观众笑得东倒西歪时”仍保持着倾听者应该
具有的一份亲切、一份平和、一份耐心，这让林克莱特听到
这名小朋友最善良、最纯真、最清澈的心语。一颗纯真善良
的童。心在言说中得到了释放，在倾听中得到了呵护。这是



一次诗意的交流。

倾听与拒绝倾听，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得到的也是两种截
然不同的结果。其实，仔细想想，教育有时简单得只需要一
次充满善意、理解与信任的静静的倾听。孩子感觉到被接纳
和爱，以前积压的问题获得疏通，同时规则被孩子接纳倾听
里面包括着对孩子或自己的内在孩童的感觉和情绪的无条件
接纳，包括在对方需要的时候陪伴、给予爱，倾听对方的声
音。

倾听的另一面就是“共情”:不是说我自己就同意或者赞成你
的想法/做法，而是我从你的角度出发，对你的处境和感受表
示理解。你很难要求孩子你看法一致，但是至少你们可以相
互包容，体贴一下对方的感受，而无须放弃自己的观点。倾
听这两个字本身就意味着少说话。不要急于劝说孩子，不要
急于发表意见，而是让孩子先表达自己的情绪。

在自己的工作里要让爱和耐心是成为本能，让倾听成为习惯。

倾听孩子共同成长篇六

倾听是一种艺术，而在倾听孩子时，这种艺术更加需要细致
和耐心。作为父母和教师，我们时常关注着孩子的成长问题，
却常常忽略了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然而，在与孩子进行沟
通交流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倾听的重要性以及它对孩子心
灵成长的积极影响。本文将以五段式探讨倾听孩子的心得体
会。

第一段，倾听是体验孩子世界的窗口。孩子们的想法和感受
与成年人完全不同，他们还没有完全形成逻辑思维和认知能
力，所以他们的表达方式和想法常常令人费解。然而，只有
通过倾听，我们才能理解他们内心的真正需求。当孩子尝试
向我们表达时，我们应该用爱和耐心去倾听，而不是轻易地
进行指导和批评。只有当孩子意识到自己被真正倾听时，他



们才会更加开放和敞亮地与我们分享他们的内心。

第二段，倾听是建立信任的桥梁。孩子们通常很容易受到人
际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在他们年轻时。倾听不仅是理解他们
内心的方式，也是建立与他们之间的信任的方式。当我们倾
听孩子时，我们给予了他们被理解和接纳的感觉，使他们感
到自己是重要的，并且愿意更多地与我们沟通交流。通过倾
听，我们与孩子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他们也愿意将
更多的秘密和烦恼与我们分享。

第三段，倾听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在成长过程中，孩子们经
历着种种困惑和挑战，他们的自信心也会受到磨练。然而，
当我们倾听他们时，我们给予了他们肯定和支持，使他们意
识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是被重视和尊重的。这种尊重和肯定
会激发孩子们内心深处的自信，他们会更加勇敢地表达自己
的想法，也会更加积极地面对挑战。

第四段，倾听培养孩子的情绪智力。情绪智力是孩子成功的
重要因素之一，而倾听是培养孩子情绪智力的关键。通过倾
听，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情感状态，并教导他们如何
正确地表达和处理情绪。当我们倾听孩子时，我们给予了他
们情感的关怀和理解，使他们感到被接纳和支持。这种关怀
和支持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并培养积极的人
际关系。

第五段，倾听促进了家庭和谐和教育质量。当我们倾听孩子
时，我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其充满了温暖和关
爱。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们感到安全和放心，他们会更加
乐意与家长和兄弟姐妹分享他们的生活和感受。此外，通过
倾听，我们也增强了家庭教育的质量。当我们倾听孩子时，
我们与他们建立起了更为亲密和健康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好
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并以更加科学和细致的方式进行教育。

总之，倾听孩子的心得体会是多方面的。倾听不仅是了解孩



子内心的方式，也是建立信任、培养自信心、提升情绪智力、
促进家庭和谐和教育质量的关键。作为家长和教师，我们应
该时刻保持耐心和关注，真正倾听孩子的内心声音，让他们
感受到我们的理解和支持，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创造一个温
馨而充满爱的环境。

倾听孩子共同成长篇七

长假一过，又要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啦！

平淡生活的种种烦恼又浮头了，包括，娃不听话~

so，翻翻书柜，瞄到这本旧书，看看里面有没有解药~

er，我这种功利读书的心态虽然不好哈~但是读的过程还是很
认真滴！这不，感到有所收获马上分享读后感。

先来一则我家的小故事。图中这个小朋友，临睡前发现了零
食柜里有我新买的夹心果汁糖（天啊~你知道那有多好吃吗~）

然后嘛~就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朋友，明知道睡前吃糖的种
种坏处，也要哭闹一会，说要非吃不可。

好好好，哭就哭，闹就闹。正好我那天晚上也不太累，心情
也不糟，任由她在我怀里哭闹。反正我是雷打不动不允许吃。

我懂了。问题的本质不是那颗糖。我们俩确实有一段时间没
有享受过这样的“特别时光”了。

最后，就有了一坨奇怪照片。她莫名地不知道被什么搓中笑
点，胡乱扮鬼脸，还让我拍下来。

嗯，到书里找答案呗~



孩子都是善良的，需要跟我们建立感情纽带

这本书的讨论基础，是每一个孩子都是善良、智慧的存在。

他们天生乐于和我们交流、游戏、合作、和睦相处。

他们需要和养育者建立情感连接是他们生命中重要的需要，
就像需要营养和睡眠一样。

而所谓的“倾听”，表现为陪伴孩子尽情地哭、笑。

可能他们“失常”了。有些时候不那么可爱：发脾气、发怒、
失去理智、挑战大人、攻击同伴。

这些，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关注、陪伴、倾听的求助信号。他
们可能遇到困难了，也可能隐藏了一些伤痛。

孩子出现这些情况，原因可能是他感到沮丧，或者对某件事
情失去信心了。

例如，一个好奇的孩子到了超市，被禁止触碰任何商品；实
际上他的学习行为被否定了。又或许他正处于敏感时期而心
情不好：早起、作业遇到困难，等等。

也可能是在发对不公，为自己争取权力。例如，同伴之间冲
突时，大人的处理让孩子感到有所偏袒，不论是偏袒自己还
是对方，都有可能让孩子感到不公正而愤怒。甚至是一些戏
剧性的原因。例如，一个孩子无缘无故发脾气，可能是在幼
儿园受到小朋友的欺负，而不懂得表达与反抗。

（一）确保自己是冷静的。如果大人也被激怒，就只会关注
自己的情绪，而无法心平气和地陪伴。所以，先处理好自己
的情绪。

（二）了解问题的本质。一个不喜欢自己生日礼物的小朋友，



可能并非不喜欢，而是想获得大人的关注。因为孩子的意识
和能力所限采取了错误的方法。

（三）留在孩子身边，关怀与倾听。这时的孩子可能正在经
历狂风暴雨。他所需要的不是讲道理或说教。我们与他在一
起，平视对方，给予爱抚和关怀。

回到一开头：孩子总是善良与智慧的。他们天生不喜欢背负
不良情绪。

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急需一个排解的出口。有父母的陪伴，
让他们拥有更多时间和能量调整。反之，不良情绪的'累积，
会造成更加惊人的后果。

而父母需要示范的是，在家庭或夫妻间，如何成为倾听者，
让孩子了解他也有责任担当倾听者的角色，而不总是被倾听
的人。

是的。他的情绪蓄谋已久。你面对他的不理智行为说“不”，
正是一把“罐头起子”，让他的负面情绪倾泻而出。

回到开篇我家的例子。我和知知的这次互动，是为一次“倾
听”。我们没有讨论任何问题，过程中只是哭啊笑啊。结尾
是，我们彼此都更亲近了。也许就是书中所说的孩子的不良
情绪得到了疏解。

书里面有更多详细的说明和例子。作为读书笔记，很自私地
只写个梗概，是以留爪~希望抛砖引玉，可以引来和大家更多
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