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家庭教育爱的教育心得(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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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家庭教育爱的教育心得篇一

编者按：父母总是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够关心自己，这是为什
么呢?家长应怎样教孩子学会爱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作者的家
庭教育心得吧!

看着泪眼婆娑的朋友，我深深理解他们的心情。爱也是一种
能力，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教育孩子拥有良好
的品德，丰富的文化知识，还要教会孩子怎样去爱。

首先，要率先垂范。教育的微妙之处在于长期的潜移默化，
而不是空洞的口头说教，所谓身教远远重于言传。不是我们
口头教育孩子要“善良勇敢”，孩子就“善良勇敢”;不是我
们要求孩子“孝敬父母，诚实守信”，孩子就“孝敬父母，
诚实守信”……如果这样的口头说教能成功的话，教育就极
其简单了。

父母的示范作用极其重要，我们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自己先成为这样的人!十几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点亮心烛》
发表在《作文报》上。

我和妻子都是教师，我教高中，她教初中。

那一年，我俩同时带毕业班。听到母亲胳膊摔断的噩耗，我
们才恍然意识到，半年了，都没能回家看看父母。



赶回家，母亲已经打着石膏，一边晒太阳，一边挂点
滴。“奶奶!”三岁的女儿一声甜甜的呼唤，催开了母亲的笑
靥，母亲的眼里荡漾着幸福的花儿。

匆匆忙忙地给母亲做了顿饭，我们又要走了，高考中考带着
杀气一天天逼近，几百双求知的眼睛盼着我们。

临走前，妻说：“妈，我给你洗个头吧!”一向好强的母亲，
温顺地答应了。落日的余辉笼罩着她们，两人拖着长长的影
子，母亲斑白的头发让夕阳染成了金黄。女儿像只小白兔，
调皮地蹦前蹦后，冲着母亲喊：“羞，羞……”母亲闭着双
眼，始终甜蜜地笑着。

第二年年关，妻又提议给母亲洗头，母亲推辞说：“我好了，
自己能洗。”妻子坚持着，母亲就温顺地坐到妻子的怀里。
女儿搬了一个小凳子，瞪着圆圆的眼睛，静静地瞅着，神情
有点肃穆。

又过了一年，妻子再给母亲洗头的时候，女儿像只快乐的小
麻雀，飞出飞进地端水，拿毛巾。忙结束了，她走过来拉着
我的手说：“爸爸，等你老了，我也给你洗头。”

十多年来，我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都带着金柳;陪老父亲散步
时，我总要牵着父亲的手。女儿不解人事时会嘲笑我：“都
这么大了，还要爸爸拉!”等到慢慢理解后，孩子偶尔会
问：“你为什么要牵着爷爷呢?”我说：“我小时候，爷爷就
这样牵着我!”弹指间，十二年过去了，母亲已经去世，父亲
也已成为年过九旬的耄耋老人。女儿大学归来，也会拉着我
的手去公园看花，去电影院看电影。

其次，要适时指导。美国教育家弗罗姆把孩子养成爱的过程
划为三个阶段：婴儿时期没有爱的意识;8岁前会有被人爱的
意识，8-10岁爱的意识渐渐苏醒，“孩子感到送给母亲(或父
亲)一样东西——写一首诗、画一张画或者做点别的东



西”;10岁以后，孩子会进入“创造爱”阶段，会觉得“给比
得更能使自己满足，更能使自己快乐，爱要比被爱更重要”。

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孩子爱的意识需要我们去唤醒，孩子爱
的行为需要我们去指导。每次外出游玩，我都要三番五次叮
嘱同行的孩子给家长购买礼物，尤其是送给父母的。

为了控制孩子的乱花钱，我采取零花钱配给制——每孩每
天20元。第一次出行，一些孩子见到什么好东西，大多是买
给自己。除了口头要求外，我还特意补助优先给家人购买礼
物的孩子：凡给家人购买礼物者，每人每天额外补助零花
钱20元。出行几次后，孩子们慢慢养成了这种意识，他们会
有意识地积攒零花钱挑选一些实用的礼品，例如给爷爷买一
个玉杯，给爸爸买一个紫铜静心钵等。对孩子来说，这些东
西的价格都过百了，算是贵重物品吧，但孩子掏起钱来毫不
犹豫。

自小，我们就应有意识地唤醒和指导孩子去爱，比如明确要
求孩子给生病的爸爸妈妈倒一杯水，用手摸妈妈的额头试试
体温，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是到病床前嘘寒问暖等。我们
中国人有一个特别悲哀的思想：总把眼光盯在学习成绩
上，“只要你把学习成绩搞上去，比啥都强!”于是出现许多
畸形现象：高考期间隐瞒父亲死讯者有之，爷爷奶奶去世怕
耽误孩子学业而不愿请假送葬者有之，托着病残的躯体为孩
子织毛衣至20岁者有之……这些有悖人伦常情的做法，当然
会培养出自私冷漠的下一代。

我在类似遗嘱的文件中写道：“在我生病期间，要如实向我
报告病情;不要向我的朋友和家人隐瞒我的病情，我希望他们
能来看望我;尤其是金柳，无论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比如高考)，
都必须停下来，陪伴我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这个世界离
开任何一个人仍会正常运转，可父母没有了孩子就没有了一
切。父母与孩子都是唯一的，高考今年不能参加可以明年参
加，科研项目没有张三有李四，可是爹死了就永远死了。



最后，要激励强化。孩子向我们表达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
强烈回应来激励强化孩子的信心。每个孩子都有向父母表达
爱的需要。孩子很小时，因为能力有限，表达爱意总是朴拙
的：有时是一张卡片，涂抹着稚嫩的色彩和文字;有时是一首
小诗，写着天籁般朴素的文字;有时是给我们预留的一点食品，
如一小块巧克力、一粒糖果、半片饼干等;有时是孩子最心爱
的收藏，如一枚石子，或一张树叶;……此时，父母们万万不
可小瞧这些物品，甚尔露出嘲笑的表情，这样会打击孩子;一
定要用虔敬的心，认真对待孩子的馈赠，因为这是孩子的一
颗跳动着的爱心。先用一个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表达自己的
喜悦，然后珍重地收藏起来。这样，孩子的爱心得到鼓励和
强化，会产生巨大的喜悦和成就感，他就会继续自己的行为，
甚至发扬光大。

孩子渐渐长大，能力慢慢增强，表达爱意的方式也转变成较
为珍贵的物质。此时，家长绝对不能产生“你花的钱都是我
给的，与其浪费钱给我买礼物，不如省点钱”的想法。当然，
我们可以正确引导孩子爱意的表达，但一定不要有孩子花钱
向我们表示爱意是浪费的逻辑。

20xx年正月，因刚入职西安而昏天黑地地忙。下班回到家，
我的书桌上摆着一份礼物。我打开一看，是一支钢笔，钢笔
下面压着一张折叠着的纸条。打开纸条，里面包着一张小字
条，上面写着：“祝爸爸生日快乐，万事如意!”下面是一
张16开的大纸。纸的上部画着天空，缀满了各式各样的星星;
下部画着湖，倒映着天空中的繁星;中间写了一段话：“爸爸，
一颗星星表示最大的心愿，我送您一天星星与一湖星星。祝
您只有快乐，没有痛苦!”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初生的婴儿有善良的
一面，也有自私的一面，身为父母的我们，需要唤醒孩子爱
的意识，指导孩子爱的行为，强化孩子爱的快乐;经久沉淀，
孩子才会形成爱的能力。



作者|金乾波

家庭教育爱的教育心得篇二

1、不要特殊待遇

如果时时处处给孩子特殊照顾，有好东西都给孩子留着，会
让孩子感觉自己在家地位高人一等，这样孩子就会自感特殊，
习惯于高高在上，必然变得自私，没有同情心，不关心他人。

2、不过分注意孩子

很多家庭都习惯以孩子为中心，家里的事物安排都围绕着孩
子，当亲戚好友来访，也常常围着孩子逗他玩。对孩子过于
注意，孩子便会容易骄傲。因此，他会觉得自己是家里的中
心，而且人人都喜欢自己。

3、不要轻易满足孩子

对孩子的要求要慎重考虑，不能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有的
父母总是害怕孩子哭闹，因此就对孩子百依百顺。容易被满
足的孩子必然养成不珍惜物品、讲究物质生活、浪费金钱和
不体贴他人的.坏性格，并且毫无忍耐和吃苦精神。

4、不包办代替

很多父母担心孩子做不好事情，于是任何事情都代替孩子做
了，结果导致孩子三四岁了还要父母喂饭、穿衣，五六岁了
还不会做简单的家务。这样孩子就不会变得勤劳、善良，也
缺少同情心和上进心。

5、不要过分保护孩子

其实孩子并不是天生就胆小的，往往是父母对孩子过分地担



忧而导致孩子胆子越来越小。如果父母在确保孩子安全的情
况下，少一些担忧，多一些鼓励，在摔跤后不大惊小怪，而
是让孩子自己爬起来，孩子就不会变得懦弱胆怯。

6、不剥夺独立

没有父母的陪伴，就不让孩子走出家门和别的小朋友玩，孩
子一脱离自己的视线父母就变得十分紧张，生活在这种环境
中的孩子无异于被剥夺了独立性，长此以往，孩子就会变得
担心无能、丧失自信。

7、不当面袒护孩子

很多时候，孩子在外面和别的小朋友有了争执，总是有父母
偏向、保护自己的孩子，而不管孩子是否有错误。有的家庭
里，孩子受惩罚时总有爷爷奶奶出来替孩子说好话，时间长
了，孩子就把家里管教较松的那个人当做自己的“保护伞”，
结果不仅使孩子性格扭曲，是非观点混淆，甚至还影响到家
庭的和睦。

家庭教育爱的教育心得篇三

良好的习惯最终要落在个体优良的外在行为上。因此，习惯
的养成主要应通过行为训练和行为强化来进行。当然少年儿
童的道德教育应该是一个知情意行相统一的过程。在行为的
训练和强化中不能忽视其他三个方面。我们认为这12个重点
指标至少包含以下基本的.行为习惯。

真诚待人：即待人有礼貌（礼貌用语、基本礼仪和礼节等）、
孝敬父母（理解、尊重、关心）、尊敬师长、与自己的伙伴
或同学真诚相待。

诚实守信：即说话算数、不说谎话、对别人交代的事情不敷
衍了事、自己做错了事情主动承认、借了别人的东西及时归



还。

认真负责：即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认真履行自己担负的
职责、敢于承担责任、学习认真（听讲、作业等）。

自信自强：即生活有规律、按时作息、坚持体育锻炼、穿戴
整洁、讲究个人卫生、情绪饱满乐观、敢于竞争和参与、面
对困难和挫折不退缩。

遵守规则：即遵守家规、遵守班规、遵守校规、遵守队规、
遵守交通秩序、遵守法律及各类规章制度、公共场合不打闹
嬉戏、看比赛和演出时文明有序。

讲究效率：即做事有计划、讲究方法、珍惜时间、自我管理
有条理。

友善合作：即不骂人、不打架、不歧视同学、不给别人起侮
辱性的绰号、为他人着想、乐群、关心集体。

合理消费：即爱惜学习、生活用品，吃穿不浪费，不乱花钱，
维护正当权益，节约水、电等资源。

主动学习：即热爱学习、学习有计划、求知有方法、学习时
间有保证、课余生活有安排。

独立思考：即勤于动脑、多提问和质疑、主动与人讨论、大
胆想像和联想。

学用结合：即勤于动手、参与劳动、仔细观察、注重体验。

反思：即及时总结、整理知识、勤于反思、善于处理信息。



家庭教育爱的教育心得篇四

错误做法一：包办代替

孩子穿衣、穿鞋、简单收拾家务等，这些最基本的事情家长
都给孩子包办了。家长们认为，每天时间很紧张，没时间让
孩子磨磨蹭蹭的自己干那些事，我们动手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从表面上和眼前看，包办代替似乎对孩子有好处，节省了父
母等候的时间，但从长远看却剥夺了孩子实践的机会，使孩
子身心得不到锻炼，即使孩子长大一点有能力完成那些事，
可能也没有养成习惯自己完成，也不愿自己去做，更不愿去
尝试超出自己能力的事了。

错误做法二：特殊待遇

在不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往往都会辛苦工作，勤俭持家。
舍不得给自己买东西，可是对孩子却很大方，孩子要什么都
照给不误，也不太会教孩子节省。

时间长了，孩子可能会从自己得到的特殊待遇中总结出“我
是特殊的人”的结论，并容易变得自私，不懂得关心他人。

错误做法三：害怕哭闹，轻易妥协

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由于从小迁就孩子，孩子想达到无理
要求时常常以“哭闹、躺地、不吃饭”来要挟父母。家长在
公共场合，或是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碍于面子想让事情尽
早结束，往往会轻易妥协让步。

长此下去，孩子会不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更没有耐性去等
待欲望实现的过程。

父母的一味妥协只会让孩子抓住规律，越是有人在场，越是



事多，越一次次地迫使家长妥协。做什么事都要讲究一个原
则，若家长能够坚持原则，孩子也会放弃无理的想法和做法。

错误做法四：过分保护

中国父母在育儿的过程中，经常会给孩子制定很多规则，为
的是让孩子能听自己的话。

孩子做得不好，或者没有按自己的要求完成，很多妈妈难以
控制自己的冲动，会对孩子说狠心的话，但事后又为自己的
行为感到自责和内疚。

许多父母不自觉地做了焦虑型的父母，造成了孩子做事不专
注，通俗地说，就是给予孩子过度的保护，有问题时又抱怨
孩子，让孩子无所适从。

错误做法五：纵容懒散

纵容孩子饮食起居、玩耍学习没有规律。要怎样就怎样，睡
懒觉，不吃饭，打游戏，白天游游荡荡，晚上看电视到深夜
等。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家长在小孩念小学时管教得很好，到
了中学就对孩子放宽标准，殊不知中学时期正是孩子面临诱
惑最多的时期，必须坚持原则。

长期的懒散生活，必然使得孩子长大后缺乏上进心、好奇心，
做人得过且过，做事心猿意马，有始无终。

错误做法六：过分控制

为了绝对安全，父母不让孩子走出家门，也不许孩子和别的
小朋友玩。有的孩子慢慢成了“小尾巴”，时刻都不能离开
家长。



更有一些家长对孩子是绝对权威，强调孩子要听话，要服从，
用各种清规戒律约束孩子，干预孩子的.个人意志，防止和制
止孩子的独立行动。

家长对孩子频繁地发布指示和禁令，如不许调皮、不许闹、
不许跑等。让他们不要动这不要动那，应该怎样怎样，这样
容易使孩子丧失自信，养成依赖心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

错误做法七：当面袒护

有时爸爸管孩子，妈妈护着：“不要太严了，他还小呢！”
有的父母教孩子，奶奶会站出来说话：“你们不能要求太急，
他大了自然会好；你们小的时候，还远远没有他好呢！”

事事以孩子中心，一旦孩子遇到困难或要求得不到满足时，
他就会生气、大发脾气。

这样过分“爱护”，不仅扼杀了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自信
心，更容易使孩子变得自私，胆小娇气。

父母如何走出教育孩子的误区呢？

提高自身

父母应加强学习，提高科学教育子女的能力，身教胜于言传，
父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孩子。不
要盲目追求短期教育目标，要严格要求自己，为孩子树立榜
样。

重视孩子习惯养成

孩子在家庭养成的行为习惯往往伴随他的一生，家庭中形成
的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是孩子成就人生的基石。

创建温暖的家庭环境



温暖和谐的家庭环境很重要，父母要加强与孩子的言语和情
感交流，保证孩子在幸福的环境中成长。

与老人达成一致的育儿共识

父母们应该与家里老人进行协商，达成育儿的共识，形成教
育的合力，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家庭教育爱的教育心得篇五

与很多问题孩子的家长交谈的过程中常听他们说自己孩子是
多么的没有孝心，对此很多家长都有同感。为什么我们对自
己的孩子那么好，而他们却不知感恩回报，不知道体贴父母、
关心父母。

为何会这样？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只为孩子无微不至的付出，
好吃的不舍得吃留给孩子。孩子问妈妈为什么不吃，妈妈要
么说“我吃过了，或者我不爱吃。”孩子就认为妈妈吃过了，
不用再吃了，或者妈妈不喜欢吃好吃的。记得曾经读过一个
故事：故事的'标题是妈妈最爱吃鱼头和鱼尾，久而久之孩子
自然认为妈妈喜欢吃鱼头和鱼尾了。孩子小时候，我们对孩
子百依百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发生在身边的让父
母心凉的故事：一对即将退休的教师夫妇，他们有一个独生
女，在离家较远的市级城市当一位中学教师。父母将积攒多
年的积蓄在女儿工作的地点给女儿买了房子。可是，他们说
女儿很少给他们买东西，甚至很少给他们打电话问候一下以
表示关心。夫妻俩都很伤心。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究其原
因是作为父母的我们没有教给孩子爱的能力。

作为父母怎样教会孩子爱的能力。首先，在养育孩子的过程
中父母要有有意识的让孩子感受到父母也需要他的帮助，他
的爱。比如避免孩子吃独食，有好吃的东西是，大家一起分
享，每个人都要吃。最好，孩子让你吃东西的时候，应该欣
然接受，并表示谢意。孩子稍大一点时，父母要经常引导孩



子帮助自己做孩子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可以帮助父母打扫卫
生。给父母拿东西，给长辈倒水等。让孩子认识到家人和他
一样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同时让孩子感到他时有用的，他有
价值感，成就感。调动孩子的积极主动性，父母以身作则，
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父母也要孝敬自己的父母。给孩子
以言传身教的、潜移默化的正向的熏陶。这样孩子内心才有
足够强大的力量去爱自己，自信，自强，积极乐观。最后，
孩子孩子才会更好的爱父母及其身边的其他人。

所以，作为父母相让孩子爱自己，就要从小教会孩子怎样去
爱自己，爱父母，爱他人，爱社会。这样孩子长大后内心才
会充满爱的能量。才会很好的，自然的去爱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