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兔子坡家长读书心得(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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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子坡家长读书心得篇一

真想在猪年养一只可爱的小白兔，可是妈妈坚决不让。那就
让我看看兔子坡上的小动物们吧，也算是对我的兔子梦有个
交待，呵呵!

《兔子坡》这本书我读了有三遍了，每一次都是看的特别投
入，真想成为兔子坡上的新居民，和可爱的小动物们快乐的
生活在一起。

兔子坡曾经荒芜得杂草丛生，令人生厌。有了新人家的到来，
这里生机勃勃，草原上长满了青翠欲滴的小草，园子里蔬菜
茂盛、硕果累累。这里没有抛弃，没有虐杀，没有憎恶，人
与动物和谐相处。如果我们也是兔子坡上的一只小动物，怎
么会不满心喜悦地放声唱起 “新人家来啦!嘿哟”?以前的人
家绞尽脑汁防止小动物来偷菜，小动物对他们更加憎恶，结
果适得其反。新人家毫不设防全身心接纳小动物，他们的菜
园里不设篱笆、不用鼠夹、不放毒饵，用友好与热情感染兔
子坡的居民们。被信任的小动物们不但不偷吃菜园里的东西，
而且对主人尊敬有加。兔子坡变得温柔可爱，使人留恋。

非常感谢新的主人，是他们勤劳善良带来小山上繁荣景象。
住在小山的动物是幸福的，因为他们遇到善良的新主人，多
让人羡慕的生活呀!也祝福小山的主人和动物们永远是朋友，
永远和谐生活下去。



其实，只要我们对动物真诚相待，这种关爱将会弥漫开来，
感染每一个人、每一只动物，无论高山还是谷地，天空还是
大地，爱与真情无处不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将无限
温暖，就像和谐无限的兔子坡一样!

我们人类也是这样子，只有真心相待，才会和谐无限!

兔子坡家长读书心得篇二

近来我读了许多书：《时代广场的蟋蟀》、《塔克的郊外》、
《爱的故事》......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兔子坡》这
本书。

书中的兔子坡本来是一个风景秀丽、生机勃勃的地方，但后
来由于人们都搬走了，没有人耕耘管理，这里就变成了荒园：
菜园里空荡荡的，连一根杂草也没有;粮仓里空落落的，连一
粒发霉了的谷粒也没有......这里没有了鲜花，没有了绿草，
没有了新鲜的食物，没有了欢快的笑声......哎，真不知道
这里的小动物们是怎样过的。

忽然有一天，整个兔子坡沸腾了起来——新的一家人就要来
了!兔子老爹想测试一下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于是就在新来
的一家人行驶的车前装作晕倒了。新来的一家人不但没有碾
伤老爹，并且还把老爹放进草丛，并在路边立了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请爱护动物。老爹很高兴，也放心了。

过了几天，小兔子乔奇在玩的时候不小心受伤了，正巧被新
来的人家看见了，新的一家人把小乔奇带回了家精心调养。
其他的小动物们都以为小乔奇被新来的人家抢走了，并且伤
害了乔奇。于是小动物们开始报复，肆意踩踏新来的人家的
菜园......新的人家又种了一遍地，并且在菜成熟的时候，
把伤好了的乔奇带出来，还把菜都割了一些，请小动物们吃
个饱。小动物们被感动了，从此和这家人和睦相处。



作者把书里的小动物们描写得栩栩如生：有活泼可爱的小乔
奇、杞人忧天的老妈、咬文嚼字的老爹、固执不已的波
奇......每当阅读这本书时，我好像亲眼看见了他们。

小动物们开始时误解了新来的人家的做法，后来终于真相大
白，这是我想起了一句谚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如
果小动物们别太早对新来的人家下结论，多观察一段时间，
就不会造成对他人的误解了。所以我们在学习生活中如果遇
到类似的事情，千万不要急于下结论，一定要多做调查研究，
用事实说话，避免出现冤假错案。

新的一家人的行为最后感动了小动物们，是小动物们意识到
了自己的错误，从而核心的一家人和睦相处。新的一家人看
到小动物们对菜园的破坏，并没有像从前的那些人一样咒骂
和生气，只是一声不吭的将菜园又重新耕耘了一番，并且在
蔬菜成熟的时候毫不吝啬的请小动物们饱餐了一顿，这可是
很少数人能做到的呀!与人相处一定要以诚相待，并且要宽以
待人，这就是我从这本书中学到的重要的一点做人的道理。

兔子坡家长读书心得篇三

成为一名妈妈已经九年了，但是平心而论，我并不是一位真
正的好妈妈。由于工作的原因，我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而
在极少的陪伴时间里，我又经常对孩子发脾气。工作与家庭
平衡问题，一直都在困扰着我。甚至让我一度想要换掉律师
这个职业。直到我读了《爱、金钱和孩子》，我豁然开朗，
我意识到，即使我继续做一个忙碌的律师，也可以做一个能
够给予孩子足够精神引领的好妈妈。

《爱、金钱和孩子》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了全球教育观
念的变化，让我更清楚的认识到，为什么今天在中国“密集
型教育”会成为主流。实际上，教育观念的改变与经济发展
密不可分。



比如，_年代，家长大多认为能上小学就上，上到一半上不下
去了，回家干活就行了，你读一个大学出来当一个大学老师
一个月大概挣30多块钱，但如果在工厂里边当一个工人，差
不了太多。所以，整个社会的人没那么焦虑，大家觉得我的
孩子上大学也好，不上大学也罢，回报反正都差不多。所以，
那时教育方式就趋于松散、趋于放松。

现如今，当这个社会上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一个人能够赚
钱，一个月赚上百万，几十万都有可能。生活就差拉大，人
们慢慢发现，教育的投资回报很大。你上一个好的学校，和
你上一个普通的大学，或者甚至没有上大学，你所收获的收
入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时候所有的家长和学校就开始使劲，
因此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传统的问题。它和我们的经济有
着非常大的关系。

本书作者，即两位经济学家，将家庭教养方式分为三种：专
断型、放任型、权威型。专断型，父母有时候会对孩子进行
体罚，父母会有特别多的限制和规矩。这种方式之下，孩子
没有什么发言权，父母跟孩子之间，也没有过多的交流。父
母最主要的是发布指令。如果孩子做不到的话，他会用强权
来要求他一定要做到，这是第一种类型。放任型，放任型的
特点是他显得很开明，他会关注孩子，但是孩子做任何事，
哪怕孩子做了一些错误的事，他也会笑一笑，一切都随着孩
子去。权威型，权威型方法是通过说理和塑造价值观来跟孩
子沟通。简言之，在权威型教养的过程当中，父母和孩子是
经常沟通的，而沟通的实质内容，最主要的是要推进这个孩
子价值观的形成。

在孩子和父母的亲子关系上，以及在孩子的心理健康程度上，
权威型都是很好的。但是权威型需要一个良好的前提，权威
型的父母，自己首先要有比较高的素质，权威型的父母自己
要懂教育，而且也得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是的，我虽然没有时间每天都有很多的时间陪在孩子身边，



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但是我完全可以努力采用权威型教养方
式，与孩子进行沟通、帮助他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关注他的
心理健康。这才是养育的真正目的——使他成为一个好人，
而非制造一台高分机器。

正如书中所说，要成为权威型父母，对父母的要求较高，要
懂教育，要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我不敢妄谈“教育”，
于是，我为自己设定的磨练第一课就要从控制脾气、控制自
己的情绪开始。这一点，是我尤为需要反省之处。我默默祈
祷，希望爱和时间能够弥补那些怒气之下的言语对孩子所造
成的伤害;希望我的行动能够带领孩子一起学会控制情绪。

在深刻了反省了几天之后，我在某天的睡前，鼓起勇气向孩
子真诚的道歉。我对儿子说：“请原谅妈妈曾经用那么糟糕
的方式对你，对你说了那些很重的话，妈妈希望你能理解妈
妈的本意是爱你的，但妈妈用错了方法。你是妈妈的孩子，
妈妈很缺乏做好妈妈的经验，妈妈现在正在努力做一个好妈
妈，一个不发脾气、能够冷静思考的妈妈。学习不单单是小
孩子的事情，妈妈一样也学要学习。你愿意帮助妈妈成为一
个好妈妈吗?”儿子哭了，我问他是不是很委屈，儿子擦掉眼
泪说：“不是委屈……”我抱住儿子，我知道儿子的泪水里
包含着爱与理解，还有希望——儿子，感谢你，无论我有多
糟你依旧这么爱我!

在儿子九周岁生日那天开始，我和儿子开始了“日记本漂流
瓶计划”，每天我会在日记本上一段想和孩子分享的故事或
感想，或一句特别有趣的话，或是出差在外时对孩子的想念
等等，总之是要把心里的话分享给孩子。同时希望孩子也能
积极的给予回应，一幅画、一个手工作品、一个脑筋急转
弯……随便什么都可以，回复形式和回复期限都不做硬性的
要求。

希望我的改变与坚持能够带给我更多的成长，更希望我的成
长能够给孩子营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儿子，你好!我是妈妈同学!请多多关照，未来我将与你共同
成长!

兔子坡家长读书心得篇四

做最好的家长!相信是每个家长的理想，也是我的理想。可怎
样做才是最好的家长呢?我带着虔诚的向学之心跟随李镇西老
师走进他“最好的家长”世界。

《做最好的家长》通读下来，可以看出李镇西老师在教育孩
子方面一直遵循这样三个简单的原则:一是培养女儿良好的品
质，这是教育孩子的第一要务;二是使女儿健康快乐的成长;
三是因材施教。说它简单，是因为我们每个家长在教育孩子
的时候肯定都有过这样的想法和意识。但是说起来简单，往
往做起来难!起码，我在孩子学习没有达到自己要求的时候，
盛怒之下，这些念头就全飞了。这就是与“最好的家长”的
差距吧!

一个拥有良好品质的人，才真正能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做贡
献!在李镇西对女儿的教育中，品质教育无疑是占了最大比重
的，而且，这也是教育孩子首当其冲的目标，对于我们每个
人来说。但现实是，在孩子的教育中，品质教育反倒显得越
来越不重要了;并不是家长没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在这
样一个快节奏的、充满竞争的、以金钱地位衡量一个人成功
与否的商业气息浓厚的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与来愈冷漠，
人们越来越自我。对于自我的关注、自我价值的体现愈来愈
重视。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无暇关注事情的过程，只关心
结果。但一个人良好的品质往往体现在举手投足间，体现在
做事的过程中。如同升大学，人们关注的只是最后的结果:高
考多少分，考上了什么大学，有谁会去关心你上高中时做了
些什么呢?这也许就是晴燕那些同学“自私”的原因吧!

在讲求实效、追求经济利益的当今时代，无疑知识能力
的“变现”速度是最快的，而思想品质的“变现”是最为缓



慢的，甚至是不凸显的。正因为这种不凸显，致使我们广大
家长漠视了“品质”教育。但它恰恰影响着决定着你会成就
一个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

身体的健康，相信所有家长都很关心、重视，所以无需多说。
精神的健康，却往往是我们忽视了的。我们常常在媒体报端
看到听到这样的消息:因高考失意，某某学生自杀身亡;因不
堪忍受学习压力离家出走等等。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现在的孩
子，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那么导致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差的根
源是什么呢?没有人去深究!其实就是忽略了孩子的精神健康，
我们把目光过多的投放到了孩子的学习成绩上，没有去关心
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和情绪的变化。可能有的家长意识
到了孩子的情绪变化，但是没有有效的沟通，致使孩子没有
一个正确的排泄不良情绪的通道，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或消化
或堆积。也可能有的家长看到了，但思想上没有重视，想当
然的认为:小孩子会有什么烦恼?其实，这又是一个问题，对
家长来说。当家长，是一辈子的事，要有正确的思想、科学
的方法。不能因循着老一辈家长教育自己的方式方法想当然
的去做。时代在发展，我们作家长的也应该通过读书学习跟
上时代的步伐，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已这份一辈子
的“职业”。李镇西老师在女儿的学习上首先考虑的是不要
让女儿有过多的压力，乐学，才能学好!我想，对于我来说，
这也应是我对女儿学习的一个正确态度。

“因材施教”，对老师说的比较多，其实对于家长也同样适
用。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思想、不同
的优势。不能盲目的拿自己孩子和其他孩子比较，而且，我
们家长最大的错误是拿自己孩子的缺点和其他孩子的优点比
较。比来比去，往往是比的孩子没有了自信。李镇西老师对
自己的女儿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认为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普
通的孩子。这一点可不容易，普天下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孩
子是最好的。对孩子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在这个基础上再结
合孩子的兴趣和优势确定教育孩子的方向。“别老想把自己
的孩子当天才”，“鼓励孩子做最好的自己”，这是李老师



的教育心得，也是我们家庭教育中应该首先明确的。

孩子的学习成绩不是最出色的，并不意味着他不能成为一个
出色的人!李老师的女儿晴燕就是这样一个出色的人。晴燕
以“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为座右铭，并且时时处
处以行动来建设自己的理想。不仅如此，晴燕的交际能力、
责任感、正义感都是非常强的。这难道不是孩子能力的体现
吗?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再仅仅是成绩优异，而是具有
优秀品质、团队精神、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的人。成绩，仅
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在关注孩子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
还要注重培养孩子各方面的能力。

这本书给我的启示，还不仅仅如此。其实，最重要的是:做为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一个漫长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它需要
你源源不断的付出你的耐心、精力和时间。

兔子坡家长读书心得篇五

通过一年的家长学校的学习，可谓受益颇多，深深体会到隆
化一校对学生的重视、关心和爱护，也更深的体会到家庭教
育在孩子成长、学习过程中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现就自己
听课后的感受谈点体会：

一、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

一个好的习惯会让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中受益终身，一个坏的
习惯，会徒增许多弯路和挫折。作为家长的我们不仅要让孩
子在人生的最初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要注重学习习惯的
养成。比如：孩子回家后自觉完成作业，不拖拉，完成后认
真检查作业。要让孩子在不经意的小事中培养形成良好的习
惯。都说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希
望通过努力能使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二、培养孩子成功的自信



在现实中，要不断地鼓励孩子，给孩子以自信，让她找到学
习的乐趣，尝到学习带来的甜果。孩子有许多事情做得不好，
我们要适时地帮助孩子并以欣赏的目光来看孩子的成功点，
使其不断自信。

三、尊重理解相信孩子

现在孩子的学习任务和压力比我们那时多得多，作为一名好
家长，要多陪陪孩子，陪孩子看书、学习，多与孩子沟通，
坐下来与孩子一起分享学习的快乐。对于孩子合理的愿望与
要求，家长应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分析思考，尽量予以满足。
答应孩子的事，无论如何都要守信，对于孩子的学习成绩要
理性分析，要以平常心来对待孩子的学习成绩，要淡化成绩
观，注重孩子的综合素质、各方面学习能力的培养。

虽然这样说，但在实际中，以上的这些我都做得不是很好，
在一定程度上给孩子造成心理压力，我会在下一学期注意的，
希望学校能继续搭建家校沟通的平台，形成合力，共同实现
孩子全面健康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