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孩子心里成长家长写感悟(优质5
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优质的心得感悟该怎
么样去写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感悟范文，
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孩子心里成长家长写感悟篇一

我是xxx的家长。我的孩子xxx，今年四年级了，她从入学以来，
在老师和家长的共同帮忙下，很快地适应了学校生活，渐渐
地养成了较好的学习习惯，成了一名合格的小学生。在此，
我对各位老师的辛勤教育和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表示衷
心的感谢。

教育孩子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造就了孩
子良好学习习惯。而一个人拥有一个好的习惯，它将使人终
身受益。家庭是孩子的第二课堂，家长是老师的助手，在此
就孩子的成长教育谈谈几点自己的体会。

父母喜爱看书，忘情工作，都会给孩子留下深刻印象。同时
给他们起到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待孩子的学习，不能光
说不做。要求孩子做到的，家长首先要做好。此刻孩子接触
信息的途径很多，信息量也很大，有时他们提的问题，难免
把大人难住。大人不学习是不行的。因此我们经常会买书、
看书。当你看书的时候，孩子自然而然也会在旁边看书。有
时带孩子去户外，也会提到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这样既锻炼
身体又满足孩子的求知欲，一举两得。我们要求孩子干事情
要认真。孩子做完作业，我们会给她检查一遍。发现她字写
得潦草，会要求她擦了重写。有时候，她很不愿意，但不能
心软，得让她记住，如果第一次做不好，要负出更多的发奋。
因此干事情必须要认真，就应尽自己最大的发奋。



此刻家长都知道对孩子不能过分宠爱，不能为满足孩子的要
求，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样很容易让孩子在行为上难以约束
自己，最终导致自控潜质差，没有上进心，缺乏战胜困难的
勇气和毅力。随着孩子的长大，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我们也
都会让她去做。有时也帮忙大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
想让她明白不但要读好书，而且要学会生活和关爱每一个人。

家长都期望自己的孩子成材，我们同样有这种心理，但我们
不会强迫她学她不喜爱的事情。尽量让孩子干她喜爱的事。
做到爱好广泛，做事认真，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忠告各位家长一句：孩子做作业时我们不好在她旁边看电视，
玩电脑。我们能够看一些专业书籍，或看一些小说杂志。我
们家凡是让孩子读的小说杂志全是我们家长读过的，这样会
方便与孩子交流沟通。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可怕的，哪怕父母与孩子之间也不例外。
我认为：如果能找到适当的时刻跟孩子好好沟通，互相了解，
换位思考，多给孩子一些关爱，那么这种发奋必须有收益。
作为孩子，每个人都期望自己是最棒的，然而不可能每次都
是第一。我不求孩子办大事，但求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小事。
能够不在乎结果，但务必重视过程。孩子考砸的时候，帮她
分析原因，找差距，在以后的考试作业中不犯类似错误，我
的目的就到达了。

做人是孩子的立身之本，欲使孩子成才，先教孩子做人。这
是家教的最重要任务，当然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不是
一朝一夕能够培养起来的。只要我们有耐心，有毅力，持之
以恒，我坚信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发出自己最耀眼的光芒。孩
子的成长还离不开学校这片沃土，离不开园丁的辛勤培育。
还期望老师对所有孩子都悉心呵护，使孩子的明天更完美!



孩子心里成长家长写感悟篇二

“习惯了在黑与白构成的一层层调子中寻找美感;习惯了交错
纵横的线条相互交融;习惯了那百看不厌的黑、白、灰……我
想我是爱它的淡雅，爱它的毫不夸张，爱它的波澜不惊……
它总能使我平静……”(摘自韩一珵的习作《我的恩师》)。
或许是与生俱来，或许是绘画使然，她比较沉静，平和，不
张扬。升入高二以后，她出现了有生以来较大的变化。

身修

一个月前的月考，是文理分科后孩子们经历的第一次正式考
试。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此次考试，她的语文成绩又回到
了“久违”的全班第一、年级第三的水平;而全班第三的总成
绩，也是她中学以来的最好成绩。但是，她没有表现出丝毫
的兴奋和喜悦，而是反复强调在物理考试中不应该出现的失
误，为此扼腕叹息。这种表现，让我惊喜：之前，无论成绩
好坏，她总是强调各种客观理由，很少从自身找原因。如今，
能如此冷静客观地检讨自己，恐怕也是金老师强调“身修”
而自律的结果吧。

心静

00后，这些互联网的原驻民，对网络的娴熟和依赖，以及在
虚拟世界的游刃有余，远胜于他们的父母。智能手机、ipad等
电子产品，是他们的世界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已经成为生活
的一部分(其实这是所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一直以来，包
括中考前，她进房间写作业大多是一手ipad、一手手机;而我
每一次找借口进她房间的瞬间，她几乎都在匆忙的切换间。

我也曾采取过各种措施，但都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学
期，她突然不一样了——手机和ipad，很少进入过她的房间!
我曾经怀疑她有什么其他可替代的东西，但几次抽查打消了
我的所有不相信。



我很诧异她的这种主动变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哪
怕是极短时间离开手机的恐惧与不安!我很诧异她的这种改变，
直到有一天看到金老师发起的“手机运动”以及一系列相关
措施，不得不佩服老师的高超，能够让孩子们戒断这种“电
子毒瘾”。

摆脱了精神上的纷繁与干扰，她的心静了许多。她的床头，
从未有过地出现了各种学习资料;她的床头柜里，也偶尔会看
到写着英语单词的小纸条。金老师主张的“心静”、专注初
见成效。

言寡

开学两个多月以来，每天放学回来的她，满脸都写着满足，
浑身上下渗透着快乐。饭桌上，她会滔滔不绝地讲白天学校
里的种种。而在以前，她大多是用“没啥”来应付我们的各
种好奇。她本来不是一个多话的孩子，她的这种变化，应该
是愉悦的环境所带来的观察与兼听的自然流淌。因为很显然，
她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说!

体勤

韩一珵从小就心灵手巧，她的手上没有废物，哪怕一张废纸，
都能被她变成一件艺术品。她善于烹饪，手艺非我能比。她
喜欢帮姥姥和奶奶干各种家务，经常承担我们这些子女应该
承担的事务。而上学以后，尤其是自从上中学，这些事情她
都无暇顾及，如果说有哪方面进展不大，或许就是“体勤”
了。金老师倡导的“体勤”，应该是学业上的勤奋，生活日
常上的力所能及，以及健康方面的强健体魄。

对于孩子而言，“身修”让她明白“为了自由，必须控制自
己”;“心静”让她明白了“智可圆，而行必方”;“言寡”
让她明白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体勤，让她明白了“知
规律，笃行之”。



人生遇一好老师足矣!孩子，你是幸运的;我们，是幸福的!

作者|韩一珵妈妈

孩子心里成长家长写感悟篇三

孩子一落地，父母就盼着快快长大，抱着的时候盼着会走路，
会走路了又盼着会跑，会跑了又盼着可以上学……孩子在期
盼中长大，父母在盼望中焦虑地等待。

前段时间我给金老师发微信，麻烦金老师找孩子谈谈。金老
师给我介绍了两本书，我坚持很认真的阅读。从那以后我像
个孩子，每天忙完家务活早早洗漱完毕就认真看书，不再一
直捧着手机了。非常感谢金老师!我从中感悟很深，对我帮助
很大，我改变了不少。

通过金老师对孩子的教导及平常细心的关注，孩子变化挺大。
看见金老师发信息说孩子上课不睡觉了，各科任老师也表扬
他爱提问了，还认真做笔记，我的心里突然开朗，仿佛看见
了雨后天边的彩虹。

可是11月4日(周六)刚把他送去学校，回到家，感觉手机有来
电。一看是金老师来电话了，说孩子连续迟到三次要停课回
家。我的心一下子跌到了山谷。本来在家就磨蹭快迟到了，
去学校的路上又不着急，不迟到才怪呢?我心想这样也好，就
得好好治一下，要不天天早上叫床那个难得啊，不叫上三四
次是起不了的。

我到学校了，给金老师打电话让孩子到学校门口。我看见孩
子的那一瞬间，没有像以往那样火冒三丈劈头盖脸把他骂一
顿，而是笑着对他说：“看你每天磨蹭那么几分钟，迟到了
停课，好吧?”孩子脸带羞涩的说：“不好，不好，是我的
错!”



孩子啊，你啥时候才能懂事开窍啊?爸爸妈妈之前做得不够好，
但是现在已经改变了很多，但是你心里从来没有承认过。最
近爸爸几次敞开心扉和你谈心，让你有什么想法和对爸爸妈
妈有什么不满意的都说出来，我们改;但是每次你都不说或就
说对我们很不满，让你举例你也说不出来。爸爸为了你，和
你谈话时候的态度、语气没有像之前那样一下就上火了。反
而是你，看看你的表情和眼神!

孩子，我知道你一直对爸爸不满，爸爸从你小时到现在一直
没在口头上叫过你“儿子”。这可能和个人性格有关，其实
他比谁都关心你，在乎你。其实很多爱不是挂在嘴边的，他
爱你在心里。每天回家做饭，我着急早早做好等你回来。爸
爸说别做太早了，娃儿回来凉了。每次盛饭都是第一个给你
盛……孩子，很多时候很多事情要用心去感受!

儿子，爸爸妈妈已经在慢慢改变，希望你能用心去体会，也
希望你能改掉你的不好的行为习惯，有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爸爸妈妈希望你是一个活力四射的阳光少年。爸爸妈妈期待
你懂事开窍的那一瞬间!

儿子，加油!

妈妈的心，我懂，因为天下父母的心都是一样的。在此重点
说两点：

一是教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先金涛上交了手机，晚上
睡眠得到一定的保证，所以白天的精神状态有所好转，这是
事实，受到老师的夸奖是应该的。老师们看见了，也没有吝
惜自己的赞誉。可是，千万别指望先金涛从此就脱胎换骨，
一下子头悬梁，锥刺骨，发愤图强，上演一出青蛙变王子，
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式的“逆袭”。这只是文学作品中的童话，
而不是现实，不符合教育规律。

从昨天开始，先金涛又开始打瞌睡，尤其是今天，几乎睡了



一上午;但这并不能抹杀他的进步。他打瞌睡是有原因的，毕
竟睡了一个高一(初中如何，我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其
基础之差可以想见，即使他想努力学习，发奋赶上，也需要
一个过程。可能很多科目，比如数、理、化等逻辑性极强的
科目，他如听天书，而英语可能比天书还难。语文呢，可能
会好一些，但千万别小看了，以为他认识字就可以学好语文，
还是要靠文化积淀。如果一个学生只有小学水平，却要学高
二的语文，他照样是听不懂，不感兴趣。

所以，他近期的反复是正常的。我们不必大惊小怪，需要的
是继续鼓励他。下午第一节是语文课，我讲评随笔，他因为
没有完成而被罚站——他站着仍然无所事事，连笔记都没抄
一下(以前也从来不抄)。第三节课是数学课，我进教室的时
候，见他把凳子挪前了几排。我觉得不是坏事，这至少证明
他想学。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他挪凳子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
了找一个玩耍的伙伴。他与李佳桐先是摆弄眼镜，后是不停
地动消字液，还不时说话——我勒令他回到座位上。

回到座位上的他，开始听数学课了;而且不时地动笔写一写，
算一算。他俯身问他：“听得懂吗?”他点点头，说听得懂。
我从他的眼神看，他是真能听懂。

这就是教育的真实。我们得接受他，接纳他，宽容他，等待
他!

第二点其实是第一点的延续。既然教育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
综合的工程，那么出现反复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家长、
老师都要做出长期的准备，而不是期待孩子某朝某时突然来
个顿悟，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些只是检讨中的
套语，不符合客观事实。我们常常听到或读到一些幡然醒悟
的故事，我相信那也肯定是真的，但主人公醒悟之前可能有
一个长期的教育铺垫，醒悟过后绝对需要长期的坚持(这些也



许都是难以用语言叙述清楚的)，因为要把落下的课程弥补回
来，那不是一件说到就能做到的事。

教育者(老师、家长)一定要保持足够理性，才能搞好教育，
把教育简单化，行政化，命令化，都不是真正的教育。

作者|先金涛妈妈

孩子心里成长家长写感悟篇四

编者按：孩子的成长是家长的幸福，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位家
长对孩子的教育感悟吧!

“习惯了在黑与白构成的一层层调子中寻找美感;习惯了交错
纵横的线条相互交融;习惯了那百看不厌的黑、白、灰……我
想我是爱它的淡雅，爱它的毫不夸张，爱它的波澜不惊……
它总能使我平静……”(摘自韩一珵的习作《我的恩师》)。
或许是与生俱来，或许是绘画使然，她比较沉静，平和，不
张扬。升入高二以后，她出现了有生以来较大的变化。

一个月前的月考，是文理分科后孩子们经历的第一次正式考
试。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此次考试，她的语文成绩又回到
了“久违”的全班第一、年级第三的水平;而全班第三的总成
绩，也是她中学以来的最好成绩。但是，她没有表现出丝毫
的兴奋和喜悦，而是反复强调在物理考试中不应该出现的失
误，为此扼腕叹息。这种表现，让我惊喜：之前，无论成绩
好坏，她总是强调各种客观理由，很少从自身找原因。如今，
能如此冷静客观地检讨自己，恐怕也是金老师强调“身修”
而自律的结果吧。

00后，这些互联网的原驻民，对网络的娴熟和依赖，以及在
虚拟世界的游刃有余，远胜于他们的父母。智能手机、ipad等



电子产品，是他们的世界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已经成为生活
的一部分(其实这是所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一直以来，包
括中考前，她进房间写作业大多是一手ipad、一手手机;而我
每一次找借口进她房间的瞬间，她几乎都在匆忙的切换间。

我也曾采取过各种措施，但都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学
期，她突然不一样了——手机和ipad，很少进入过她的房间!
我曾经怀疑她有什么其他可替代的东西，但几次抽查打消了
我的所有不相信。

我很诧异她的这种主动变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哪
怕是极短时间离开手机的恐惧与不安!我很诧异她的这种改变，
直到有一天看到金老师发起的“手机运动”以及一系列相关
措施，不得不佩服老师的高超，能够让孩子们戒断这种“电
子毒瘾”。

摆脱了精神上的纷繁与干扰，她的心静了许多。她的床头，
从未有过地出现了各种学习资料;她的床头柜里，也偶尔会看
到写着英语单词的小纸条。金老师主张的“心静”、专注初
见成效。

开学两个多月以来，每天放学回来的她，满脸都写着满足，
浑身上下渗透着快乐。饭桌上，她会滔滔不绝地讲白天学校
里的种种。而在以前，她大多是用“没啥”来应付我们的各
种好奇。她本来不是一个多话的孩子，她的这种变化，应该
是愉悦的环境所带来的观察与兼听的自然流淌。因为很显然，
她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说!

韩一珵从小就心灵手巧，她的手上没有废物，哪怕一张废纸，
都能被她变成一件艺术品。她善于烹饪，手艺非我能比。她
喜欢帮姥姥和奶奶干各种家务，经常承担我们这些子女应该
承担的事务。而上学以后，尤其是自从上中学，这些事情她
都无暇顾及，如果说有哪方面进展不大，或许就是“体勤”
了。金老师倡导的“体勤”，应该是学业上的勤奋，生活日



常上的力所能及，以及健康方面的强健体魄。

对于孩子而言，“身修”让她明白“为了自由，必须控制自
己”;“心静”让她明白了“智可圆，而行必方”;“言寡”
让她明白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体勤，让她明白了“知
规律，笃行之”。

人生遇一好老师足矣!孩子，你是幸运的;我们，是幸福的!

作者|韩一珵妈妈

孩子心里成长家长写感悟篇五

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从怀胎十月，我就计划着如何做一
个合格的母亲。从孩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我紧绷的心弦
终于松下来了，看到孩子可爱的模样时，我知道他将是我一
生的牵挂。

不知不觉中，孩子已经到立才学校上小学一年级了，那个小
小的人儿在我怀里一颦一笑，一喜一怒的样子，仿佛就在昨
天。虽然中间的过程充满着心酸与曲折，但看着孩子趴在桌
子上认真写作业的样子，回想他上学半个多月以来所取得的
进步，我由衷地开心和自豪。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里这样说:“后天的教育比天赋更加重
要。”“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天才，就要
看你在他身上能付出多大的精力!”当时看到这些话的时候，
觉得作者有些夸大，但当我自己有孩子，尤其是孩子上了小
学后，我真正深刻地体会到这些话的含义。

第一次到立才学校参加家长会，孩子的班主任告诉我
们：“小学阶段，阅读比孩子的成绩更重要。”我非常赞同



这句话。现在，我不仅自己常看书，而且还经常陪孩子一起
阅读，培养他的阅读兴趣。有时一看书，就是半小时，孩子
在阅读的同时，渐渐养成了“坐得住”“静得下”的好习惯，
所以我非常感谢老师，她在家长会上的一番话，让我和孩子
都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

如今，我和儿子一起参加了立才学校“亲子共读挑战赛”。
有时候，儿子还会给我讲述书中的精彩部分。看到他每天高
高兴兴地上学，开开心心地回家，和我分享校园里的趣事，
阅读着七彩的童话故事，我就觉得生活真的很幸福。

有一次出去旅游，儿子看到一个乞讨的孩子，他问我：“妈
妈，为什么这个小孩在地上跪着，他不痛吗?我们给他一点吃
的吧!”看到他人受苦，他立刻起了恻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