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培养孩子专注力的心得体会(模板5
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是我帮大家
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培养孩子专注力的心得体会篇一

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一个经得住挫折的良好心理，没有坚
持不懈的拼搏精神，任何人都是站不住脚的。而很多孩子由
于父母的溺爱变得越来越经不住考验。因此，尝试在早期教
育中用游戏的方式让宝宝坚强起来是让宝宝拥有良好心理素
质的开始。

星期一的晚上，四岁的婷婷和妈妈一起下跳棋，妈妈很快就
把自己的棋子挪到了自己的战地上，很明显已经遥遥领先了。
这时，婷婷突然大哭起来，说自己输了，在也不肯继续下棋
了，任妈妈怎样劝都没有办法。而且婷婷还说自己没用，说
自己以后都不想下棋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已经不
止一次了，婷婷和小朋友的交往并不是很理想，因为她在游
戏中经常一输就哭，久而久之，小朋友再也不喜欢和她一起
玩了。

事实上，像婷婷这样的小朋友不止一个了。由于在家中父母
总是依从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父母又特地请老师们要“关
照”好自己的孩子，很多老师们也只好就由着孩子们的性子，
孩子们自然就以为别人什么都应该听他的，一旦遇到不顺心
的事情，便会感到恐惧不安，一些孩子会用哭的方式放弃进
行的活动，而另一些孩子可能会采用暴力或其它极短的手段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孩子们选择怎样的方式，这些负面
事件都会给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甚至可能是心理疾病



之始源。

毫无疑问，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已经成为早期教育的一门必
修课了，那么我们可以采用哪些方式来让孩子拥有坚强的心
理品质呢？正如上面发生在婷婷的事情一样，孩子们总是在
游戏中流露出自己的畏难情绪，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游戏作为
一种训练幼儿心理素质的重要的手段。游戏作为幼儿教育区
别于小学教育的一种特有的教育手段，是幼儿主动学习的重
要方式，它对幼儿智力、社会性、情感等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也最符合幼儿的年龄特征，最为幼儿喜爱，也最能调动幼儿
的积极性，因此，游戏对幼儿的心理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幼儿最喜欢模仿，也是容易受暗示。父母或者教师经常给孩
子们讲一些有关名人坚持不懈的故事会让孩子树立对这些名
人坚强品质的敬重之情。那么，如果在游戏中幼儿遇到麻烦
又开始退缩时，家长们就可以拿出这些名人的例子来鼓励自
己的孩子。当然，在幼儿园的游戏活动中，教师可以以表现
好的幼儿作为榜样，但是一定要注意说明为什么把这个幼儿
作为榜样，教师可以说，“你看，某某小朋友输了，可是她
有没有哭啊，她又继续参加了，因为她只要坚持不懈，最后
总会赢的。”社会学家班杜拉把榜样学习作为一种重要的学
习手段，那么，在利用游戏培养幼儿坚强心理素质时，我们
也可以利用榜样的作用来激励孩子。

幼儿接触的人和事情相对较少，不是所有的。困难情境都能
遇到，除了家长和父母要抓住游戏时机进行教育之外，也要
创造更多的“困难”情境让幼儿去适应。因为主动创设
的“困难”情境更具有预防性和针对性，能弥补自然情境的
不足。教师可以根据幼儿年龄程度的不同来创设，比如，让
三岁幼儿独自去选择游戏玩具，为四岁幼儿设置“障碍”训
练，让五岁幼儿在野营中独自包饺子等等。这样的“困难”
情境可以依照场地而变化，而在家中，父母就可以从让孩子
完成一些有难度的家务活开始。总之，在这样的“困难”情
景中，孩子才会一步步懂得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退缩。正



如教育家陈鹤琴所倡导那样“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
步”。

六岁之前的幼儿还没有形成完全的自我评价体系，他们的评
价是建立在教师及家长对自己的评价基础之上的。如果成人
对孩子的失败总是批评，那么孩子便会处于一种消极的自卑
感之中。相反，我们提倡在家长或者幼儿老师参与到孩子的
游戏中去，当孩子遇到困难且退缩时，那么鼓励便是最好的
精神支柱了。幼儿只有不断得到鼓励，才能在困难面前淡化
和改变受挫意识，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教师要鼓励幼儿做
力所能及的事。比如言语鼓励，“你已经做得很棒了，如果
坚持下去，就更棒了。”也可以采用行为鼓励，比如让孩子
在游戏中互相交换角色，让孩子体验成功与失败的心理变化，
懂得成功和失败只是暂时的。当然眼神鼓励也很重要，当孩
子害怕困难的时候，他需要的可能就只是一个充满信任的眼
神。

游戏这种训练幼儿坚强心理品质的方式存在于一日生活的所
有环节之中，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将会使孩子们在不知不觉
中便坚强起来。而需要的，只是我们成人的一份坚持而已。

培养孩子专注力的心得体会篇二

例如孩子原来阅读图书最多只能坚持10分钟，在巩固以后可
促使孩子延长几分钟，鼓励孩子努力控制自己的注意力。

例如，绘画活动，书法活动，制作活动，阅读活动等。

在严格要求的同时，要密切注意孩子的发展，只要孩子有一
点点长进，就要即时肯定，让孩子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就会
有自我控制的积极性。

相反，在需要较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之前，要让孩子充分活动，
释放精力，然后转入专注，效果更好。



培养孩子专注力的心得体会篇三

家长要培养孩子在某一时间内做好一件事的能力，比如给他
一个小时去完成家庭作业，如果他能完成，就要给予鼓励
（如亲吻）。如果孩子能够做的很好，可以延长一次性集中
做题的时间。

当孩子专注于他的小手工或者观察小动物时，妈妈尽量不要
打扰到孩子，要耐心的等待他完成。孩子在沉浸这些事情时，
也培养了他的专注力。

大声朗读是一个使孩子口、眼、脑相互协调的过程。大声朗
读时，精力必须高度集中。妈妈可以每天安排15分钟，让孩
子自己选择他喜欢的小文章给妈妈朗读。如果孩子能够将文
章完整且没有错字，妈妈可以用拥抱或亲吻来奖励宝宝。

孩子长时间去做同一件事，身心都会产生疲惫感，不妨让他
放松一会儿。可以交替几门功课来学习，累了，可以听听音
乐，或看15分钟电视，来调节孩子的学习状态，让他能更好
的去面对接下来的`学习。

买一些锻炼观察力、注意力的书，如走迷宫、找不同、比大
小等书籍，陪孩子一起做训练。训练时间不必过长，当孩子
能准确完成时，可给予奖励。孩子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
妈妈们也不要太着急，慢慢调理，有时间也可以多和鸽子医
生进行交流。

孩子没能按时完成任务，也不要训斥孩子，可以帮助孩子一
起找原因，如果是时间规定不合理，妈妈可以让孩子自己制
定一个计划表，让他觉得自己是时间的主人，能够掌握时间，
做事也会更加自信。

孩子的学习环境一定要简洁而整齐，不能够让孩子分心。在
孩子做功课时，大人不要在旁边看电视、走动或者大声说话，



这样会严重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家长这时最好也能安静下来，
尽量做不会打扰到孩子的活动。

培养孩子专注力的心得体会篇四

专注，简单而言是较长时间专心做事的能力。孩子明明可以
长时间专注地堆积木、玩玩具，家长一会儿来问“饿了吗、
渴了吗、热了吗”，短短几分钟被打断很多次，久而久之孩
子反而会养成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习惯。

但要注意的是，电视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并不是培养专注
力的最佳工具，而最简单直接的建议就是——阅读是提高专
注力的好方法。

很多家庭把玩具都堆放在一起，让孩子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但太多的选择反而会让孩子不知道玩什么，什么都想试试。

每次拿出来的玩具在三五种之类，在适当的范围里让孩子选
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对培养孩子专注力的好方法。

吃饭的时候专心吃饭，电视关掉，手机玩具拿开，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孩子才会学会专注。

“宝宝快踢球”，孩子刚去找球，“宝宝快投篮”，孩子又
去投篮——不要一次给太多任务，也不要一个指令接着一个
指令，一次只做一件事，是孩子专注力提高的关键。

1968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做了一个考验儿童耐心和意志力的实验——棉花糖
实验。共有32个孩子参加，最小的3岁6个月，最大的5岁8个
月。实验开始时，每个孩子面前都摆着一块棉花糖。孩子们
被告知，他们可以马上吃掉这块棉花糖，但是假如能等待一
会儿（15分钟）再吃，那么就能得到第二块棉花糖。结果，
有些孩子马上把糖吃掉了，有些等了一会儿也吃掉了，有些



等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得到了第二块棉花糖。在那之后，先
后有600多名孩子参与了这项实验。18年后研究者们在跟踪调
查中发现：当年“能够等待更长时间”的孩子，也就是说当年
“自我延迟满足”能力强的孩子，在青春期的表现更出
色。1990年第二次跟踪的结果提供了更客观的依据：延迟满
足能力强的孩子，sat（美国高考）的成绩更优秀。2011年，当
初参加实验的孩子已经步入中年，他们接受了最新的大脑成
像检查，结果发现早年延迟满足能力强的人，大脑前额叶相
对更为发达和活跃，而这个区域负责着人类最高级的思考活
动。多年来，心理学家一直认为智力是预测人生成败的最重
要因素。但米切尔认为智力其实受制于自我控制力，“我们
无法控制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如何去看待这个世
界。

需要提醒的是，虽然延迟满足被证明能够锻炼自制力，但是
作者不太建议家长们在没有专家的指导下轻易地在家里训练
孩子。

1、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良好的睡眠和运动习惯，都是锻炼
意志力的第一步。

2、听妈妈的话，多吃蔬菜！这可是科学家论证过的，多吃蔬
菜有助于意志力的锻炼哦。

3、家长们要先正视自己，原谅自己，才能让孩子减轻压力和
焦虑，从而积极影响孩子的意志力发展。

培养孩子专注力的心得体会篇五

由于知识经验的不断积累，孩子对成人所提要求理解能力的
不断增强，在游戏、学习和生活中已逐步表现出明显的目的
性，但由于孩子年龄小，目的易受情绪、兴趣等因素的影响，
目的往往不稳定。



因此，成人必须根据孩子的心理特点，通过游戏的方式帮助
孩子确定正确的行为目的。

鼓励孩子自始至终做好每一件事情，是指导孩子经受意志锻
炼的重要手段。孩子年龄小，做事易受外部环境影响，如果
遇到困难，就会放弃原始目的，因此，做事往往有头无尾，
半途而废。

要克服这种缺乏意志力的行为，成人就要及时表扬孩子已取
得的成绩，帮助孩子克服行动的困难，鼓励孩子坚持把一件
事做完，还可以选择一些有关意志力培养的故事讲给孩子听，
以培养孩子良好的意志品质。

指导孩子经受意志锻炼还必须从点滴小事做起，通过日常生
活小事指导孩子经受意志锻炼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家长
要善于利用身边的小事有计划地培养、锻炼孩子的意志力。

。

家长如果意志坚强，做事具有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意志力，
那么孩子也会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自己
的意志品质。

反之，家长如果做事拖拖拉拉，遇着困难绕道走，工作、生
活缺乏勤奋精神，那么他们的孩子决不会成为一个意志坚强
的人。

大家也看完了这么多的教育知识，那么综上所述，指导孩子
经受意志锻炼是需要从多方面去进行的。尤其是需要家长们
的配合才能更好的培养他们的意志力。其实培养出一个优秀
的孩子并非难事，从小事开始观察改变吧！有时候事虽小却
能看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与能力。最后在这里愿你和你的孩
子都能够成为心理健康、意志坚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