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智力读后感想 智力大王读后感(大
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
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智力读后感想篇一

这个暑假，老师让我们看了曹文轩的新着《大王书》，其中
最令我感动的就是第三章“瑶”了。

“柯一直在看着，当他看到小女孩像窝里的一只小鸟，安静
而乘巧地待在茫的怀里时，他仰望苍天，在心中深深地感叹
道：“我已深知为什么不是让别人而是让茫持有大王书
了！”看了这一点，我觉得，我也已经深知其中的原因—因
为他心中有人民！当瑶落入了泥潭已经没救，并且茫军也危
在旦夕的时候，茫依然尽一切的力量，去救一个小女
孩。“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放弃”的这种可贵精神，实在
很值得我们去学习。而且，茫还让他最心爱的羊去救瑶，可
见他对人的关爱。所以正是需要一位这样的王，从而使大王
书选择了茫。

还有一个令我感动的地方是，书中在叙述茫和瑶观看孩子们
做游戏的时候，很突出地描写了孩子们的童真童趣，使场景
很逼真地在我眼前浮现，让我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出了对那
些小孩子们的爱恋。同时，也让我联想到了地震中的四川小
朋友们，他们中有些人也是因为灾难使得双目失明，他们的
心灵会变得多么黑暗呀！在这里，我想对灾区的小朋友
说：“不要怕，你们还有祖国，我们大家都是你们的亲人。
让我们心连着心，一起重新建起我们新的家园吧！”



从书中我深深地感到，在灾难和挫折面前，我们一定要学会
乐观向上，一定要学会笑对人生，一定要学会心存希望、百
折不回。朋友们，让我们团结起来，勇敢面对一切艰难困苦，
让欢笑伴随我们一生！

文档为doc格式

智力读后感想篇二

美国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在1996年出版了智力理论的新著《成
功智力》，书中，从全新的视角提出了一套有别于以前的智
力理论，系统的阐述了成功智力的概念，，很好揭示了教育
与发展的道理，《成功智力》读后感。书中曾讲述了这样一
个故事：两个截然不同的男孩一同走进森林，第1个男孩是老
师和父母公认的聪明孩子，他的能力测试成绩出色，功课优
异．可参考的奖励证书很多，一切都证明他在学业领域上出
类拔萃；第2个男孩测试成绩一般，学习成绩也不突出，其他
证明显示勉强合格。当两个男孩行进到森林时，一头巨大，
凶残，饥饿的灰熊正向他们扑来。第1个男孩准确算出
在17。3秒后灰熊将追上他，于是大惊失色。第2个男孩正镇
定自若地脱去旅行鞋换上跑鞋。第1个男孩冲着第2个男孩说：
“难道你疯了吗，我们怎么跑得过灰熊呢？”第2个男孩
说：“没错，但是我跑得过你就行了！”本人认为以上的两
个男孩都很聪明，只是他们理解问题的方式各不相同，第1个
男孩迅速分析了问题（分析能力很强），而第2个男孩不仅确
定了问题的所在（分析）而且还得出一个富有创造性和实践性
（换跑鞋）的结论，较好的运用了成功智力。固然，一个事
业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不仅应该知道自己的长处，也知道
自己的短处，他会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并弥补或修正自身的
弱点。在现实世界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成功智力，即分析性、
创造性和实践性思维技能的平衡组合。

成功：个体在现实生活中达成自己的目标。成功智力：人们
为了完成个人的以及群体或文化目标，从而去适应环境、改



变环境和选择环境的能力。换言之如果一个人具有了成功智
力，他就会依据自己的条件，懂得何时该适应环境，何时该
改变环境，何时该选择什么环境，成功智力说到底就是一种
综合能力（即自我认识能力、明智选择能力、分析思维能力、
创造思维能力和实践思维能力的综合。

1．关注过程与成果导向斯腾伯格指出，具有成功智力的人关
心过程，但最终关注的焦点仍在成果和产品上，没有成果的
过程就好比一辆外观设计精美却没有引擎的汽车．产品成果
是个体智力行为的结果，它可以很好的衡量出个体所具有的
成功智力的大小。

2．关注智力情境和发展这种智力的情境性保证了成功的普遍
性——任何文化中的个体都能以适应其生存文化环境的智力，
从而达成自我的人生理想的目的。斯腾伯格同时也认为，人
的智力是可以修正的，成功智力尤其具有发展的可能性。这
其中，实践性智力和学业智力的发展所遵循的规律是不同的。
学业智力一般随着求学的进程而逐渐增加，在个体完成学业
后到达顶峰，随后便开始逐渐下降；而实践性智力却随着年
龄增长而逐渐发展，这主要是由于“末明言知识”在人的整
个一生中都会有增长的缘故。

3．关注智力影响的外因成功智力理论较全面地分析了影响智
力的因素，斯腾伯格认为，智力就是主体对现实世界环境有
目的地适应、选择和改造的心理活动．通过这些心理活动，
个体达到了与环境最佳适宜状态，任何有助于实现目的理想，
达到成功的因素皆涵盖在成功智力之中。斯腾伯格站在现代
认知心理学的教育高度上不断扩展研究视野，以期用更接近
真实和全部的智力理论来解释人类的智力活动。

在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学习和借鉴“成功智力”理论，
对我们开发学生潜能，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是大有比裨益的。
本人关于成功智力与日常教育的认识：



1．坚信学生们的智力潜能，拓展智力开发的视野。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其本身也是开发其“成功智
力”，从而使每个学生“成功智力”的种芽跃出土面，茁壮
成长，开出灿烂的“智力”之花，结出丰硕的“智力”之果，
读后感《《成功智力》读后感》。学校应把学生成功智力的
开发作为重要教育任务，从而增强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获得真正的终身发展，使学生终身受益。

2．正确评价学习成功状况，夯实智力开发的基础。由于学生
所处的`环境不同，个性心理诸因素发展的不平衡，学生的智
力潜能在学习之初不可能充分发挥，一些学生在“学业方
面”没有突出的表现，甚至暂时处在落后状态完全属正常情
况。此时，片面地把他们评价为“智力低下”是不合理的。
斯腾伯格的“成功智力理论”指出，没有人百事皆通，为我
们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成功状况提供了很有效的理论依据和
操作办法。

3．合理确保教师正面期望，打造智力开发的节点。《成功智
力》书中，一则关于“斯腾伯格”的成长案例：他在小学读
书时，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考砸了智商测验。当时，
没有人对傻瓜寄予厚望。后来，他到了四年级，是教师阿列
克莎夫人不关心他的智商分数，并相信他能做得更好，给他
很高的期望，使他结束了傻瓜生涯，逐渐成为优等生。因此，
他称阿列莎夫人是一位扭转他生活乾坤的人，如今，他现在
成了全美著名的教授，发表了600多篇论文和著作，并且
有10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和合同。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
成功智力发展中的最大障碍是权威人物的负面期望。故而不
能否认，教师有力保持有效的“正面期望”对学生成功智力
发展的积极意义。

4．明确目标、寻找行为榜样，疏通智力开发的途径。确立正
确目标是开发个体的成功智力的源动力。这里所指的目标，
既不等同于某一领域或生活某一阶段的近期目标，也不是遥
遥不可期的空中楼阁式的幻想，更有别于那些唾手可得的生



活中的一般愿望，它是一种个体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标。对此，
斯腾伯格指出，他们不会因他人的评论而停止迈向目标的脚
步，一旦认清前进的道路便一往无前。同时，榜样对开发成
功智力有着很大的作用．一个具有“成功智力”的人其一生
中常常有一个或几个对他极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帮他充分发
挥潜力，或者在许多情况下，引导他从失败之路走向成功之
路。

我的感受是：一方面，“成功智力理论”对拓展学生的实践
能力有着积极意义。就此，可以有围绕问题解决的教学方法
和对教学成绩的测量方法；可以以科学途径综合培养智力，
意识到成人对儿童的正面期望有助于开发儿童的成功智力，
最后全面正确评价收教育者的成功；另一方面，“成功智力
理论”对于社会的一种以智商评价人的观念是一种纠正，为
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智力视野。学校和社会不仅应该关心学
生的学业成绩，更应关注学生以后的生活中的成功。综上所
述，不断的思考和反思我们的日常教育工作：在新课程改革
的今天，学生不仅要学会学习，还要在实践中学会发现，学
会创造。这就要求教师关注每个学生：不偏爱分析能力强的
优生，也不歧视具有实践，创作能力的潜能生。可以想到，
不同爱好的学生不可能完全成为具有成功智力的人，但是，
如果老师能针对学生的差异进行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
思想就能充分的体观出来，获取成功智力的学生也会大大增
加，“个性+特长”的学生也会不断涌现，社会所需要的成功
智力的人才才会层出不穷！

智力读后感想篇三

美国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在1996年出版了智力理论的新著《成
功智力》，书中，从全新的视角提出了一套有别于以前的智
力理论，系统的阐述了成功智力的概念,，很好揭示了教育与
发展的道理，《成功智力》读后感。书中曾讲述了这样一个
故事：两个截然不同的男孩一同走进森林，第1个男孩是老师
和父母公认的聪明孩子，他的能力测试成绩出色，功课优异．



可参考的奖励证书很多，一切都证明他在学业领域上出类拔
萃；第2个男孩测试成绩一般，学习成绩也不突出，其他证明
显示勉强合格。当两个男孩行进到森林时，一头巨大，凶残，
饥饿的灰熊正向他们扑来。第1个男孩准确算出在17.3秒后灰
熊将追上他，于是大惊失色。第2个男孩正镇定自若地脱去旅
行鞋换上跑鞋。第1个男孩冲着第2个男孩说：“难道你疯了
吗，我们怎么跑得过灰熊呢？”第2个男孩说：“没错，但是
我跑得过你就行了！”本人认为以上的两个男孩都很聪明，
只是他们理解问题的方式各不相同，第1个男孩迅速分析了问题
（分析能力很强），而第2个男孩不仅确定了问题的所在（分
析）而且还得出一个富有创造性和实践性（换跑鞋）的结论，
较好的运用了成功智力。固然，一个事业上取得重大成就的
人，不仅应该知道自己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他会充
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并弥补或修正自身的弱点。在现实世界中
真正起作用的是成功智力，即分析性、创造性和实践性思维
技能的'平衡组合。

一、成功智力的界定：成功：个体在现实生活中达成自己的
目标。成功智力：人们为了完成个人的以及群体或文化目标，
从而去适应环境、改变环境和选择环境的能力。换言之如果
一个人具有了成功智力，他就会依据自己的条件，懂得何时
该适应环境，何时该改变环境，何时该选择什么环境，成功
智力说到底就是一种综合能力（即自我认识能力、明智选择
能力、分析思维能力、创造思维能力和实践思维能力的综合。

二、成功智力的特点：

1．关注过程与成果导向斯腾伯格指出，具有成功智力的人关
心过程，但最终关注的焦点仍在成果和产品上，没有成果的
过程就好比一辆外观设计精美却没有引擎的汽车．产品成果
是个体智力行为的结果，它可以很好的衡量出个体所具有的
成功智力的大小。

2．关注智力情境和发展这种智力的情境性保证了成功的普遍



性——任何文化中的个体都能以适应其生存文化环境的智力，
从而达成自我的人生理想的目的。斯腾伯格同时也认为，人
的智力是可以修正的，成功智力尤其具有发展的可能性。这
其中，实践性智力和学业智力的发展所遵循的规律是不同的。
学业智力一般随着求学的进程而逐渐增加，在个体完成学业
后到达顶峰，随后便开始逐渐下降；而实践性智力却随着年
龄增长而逐渐发展，这主要是由于“末明言知识”在人的整
个一生中都会有增长的缘故。

3．关注智力影响的外因成功智力理论较全面地分析了影响智
力的因素，斯腾伯格认为，智力就是主体对现实世界环境有
目的地适应、选择和改造的心理活动．通过这些心理活动，
个体达到了与环境最佳适宜状态，任何有助于实现目的理想，
达到成功的因素皆涵盖在成功智力之中。斯腾伯格站在现代
认知心理学的教育高度上不断扩展研究视野，以期用更接近
真实和全部的智力理论来解释人类的智力活动。

三、引发的教育思考：在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学习和
借鉴“成功智力”理论，对我们开发学生潜能，全面提高学
生素质是大有比裨益的。本人关于成功智力与日常教育的认
识：

1．坚信学生们的智力潜能，拓展智力开发的视野。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其本身也是开发其“成功智
力”，从而使每个学生“成功智力”的种芽跃出土面，茁壮
成长，开出灿烂的“智力”之花，结出丰硕的“智力”之果，
读后感《《成功智力》读后感》。学校应把学生成功智力的
开发作为重要教育任务，从而增强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获得真正的终身发展，使学生终身受益。

2．正确评价学习成功状况，夯实智力开发的基础。由于学生
所处的环境不同，个性心理诸因素发展的不平衡，学生的智
力潜能在学习之初不可能充分发挥，一些学生在“学业方
面”没有突出的表现，甚至暂时处在落后状态完全属正常情



况。此时，片面地把他们评价为“智力低下”是不合理的。
斯腾伯格的“成功智力理论”指出，没有人百事皆通，为我
们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成功状况提供了很有效的理论依据和
操作办法。

3．合理确保教师正面期望，打造智力开发的节点。《成功智
力》书中，一则关于“斯腾伯格”的成长案例：他在小学读
书时，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考砸了智商测验。当时，
没有人对傻瓜寄予厚望。后来，他到了四年级，是教师阿列
克莎夫人不关心他的智商分数，并相信他能做得更好，给他
很高的期望，使他结束了傻瓜生涯，逐渐成为优等生。因此，
他称阿列莎夫人是一位扭转他生活乾坤的人，如今，他现在
成了全美著名的教授，发表了600多篇论文和著作，并且
有10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和合同。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
成功智力发展中的最大障碍是权威人物的负面期望。故而不
能否认，教师有力保持有效的“正面期望”对学生成功智力
发展的积极意义。

4．明确目标、寻找行为榜样，疏通智力开发的途径。确立正
确目标是开发个体的成功智力的源动力。这里所指的目标，
既不等同于某一领域或生活某一阶段的近期目标，也不是遥
遥不可期的空中楼阁式的幻想，更有别于那些唾手可得的生
活中的一般愿望，它是一种个体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标。对此，
斯腾伯格指出，他们不会因他人的评论而停止迈向目标的脚
步，一旦认清前进的道路便一往无前。同时，榜样对开发成
功智力有着很大的作用．一个具有“成功智力”的人其一生
中常常有一个或几个对他极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帮他充分发
挥潜力，或者在许多情况下，引导他从失败之路走向成功之
路。

我的感受是：一方面，“成功智力理论”对拓展学生的实践
能力有着积极意义。就此，可以有围绕问题解决的教学方法
和对教学成绩的测量方法；可以以科学途径综合培养智力，
意识到成人对儿童的正面期望有助于开发儿童的成功智力，



最后全面正确评价收教育者的成功；另一方面，“成功智力
理论”对于社会的一种以智商评价人的观念是一种纠正，为
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智力视野。学校和社会不仅应该关心学
生的学业成绩，更应关注学生以后的生活中的成功。综上所
述，不断的思考和反思我们的日常教育工作：在新课程改革
的今天，学生不仅要学会学习，还要在实践中学会发现，学
会创造。这就要求教师关注每个学生：不偏爱分析能力强的
优生，也不歧视具有实践，创作能力的潜能生。可以想到，
不同爱好的学生不可能完全成为具有成功智力的人，但是，
如果老师能针对学生的差异进行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
思想就能充分的体观出来，获取成功智力的学生也会大大增
加，“个性+特长”的学生也会不断涌现，社会所需要的成功
智力的人才才会层出不穷！

智力读后感想篇四

当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在《成功智力》的书中，提
出的成功智力理论是一种全新的智力理论——社会智
力。“人生的成功，既不靠iq，也不靠eq，而是取决于您的成
功智力。”社会智力对个体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对
社会智力的发展特点、影响因素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就能有
针对性地对儿童从小进行培养与教育。

据有关资料研究发现：六年级学生社会焦虑、移情以及社会
智力的总体水平得分都显著高于三、四年级学生；五、六年
级学生社会洞察力、人际交往能力和人际问题解决能力得分
显著高于三年级学生。社会智力各维度以及总体水平的得分
基本上呈现渐进式发展的趋势，即三年级的得分最低，六年
级得分最高，这表明小学生社会智力发展是一个不断提高的
过程。

另外，除社会焦虑外，小学女生在社会智力中的其他四个方
面———移情、社会洞察力、人际交往能力和人际问题解决
能力方面都显著好于男生。



知道了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就可以按照社会智力的发展特点，
对儿童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与教育了。如何培养个体的社会
智力？自我肯定训练、敏感性训练、情绪自我认识训练、情
绪管理训练、交往能力训练、人际问题解决能力训练等都是
很有效的。

斯腾伯格认为社会智力是一种与创造力和通常意义上的智力
不同的一种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他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
问题。故事的主人公叫西莉亚。西莉亚要申请进入心理学系
攻读研究生课程，她的成绩不错但谈不上出众，测验分数尚
好但不算鹤立鸡群，推荐信亦属令人满意但也不是相当具有
分量的那种。她的申请材料从各方面看来都还可以，但也都
不是特别拔尖。很自然斯腾伯格录取了西莉亚，任何专业招
生都需要这类不错但也称不上出众的人选。但在西莉亚开始
找工作时，却给了斯腾伯格一个不小的意外：谁都想雇用她。
这使斯腾伯格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些人不具备很高的智力和
很强的创造力，却在劳动力市场上如此受人追捧？回答其实
非常简单，因为她有丰富的社会智力，或者说有丰富的常识。
西莉亚可以在任何一种环境中找到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的办法，
然后将之付诸实施。

例如，西莉亚知道如何有效地应对面试，知道如何与同学和
睦相处，知道如何完成她的工作，她还知道什么样的事该做，
什么样的事不该做。可以这么讲，她在学习的环境中也具有
一种日常生活的智慧。她深知那些很少得到承认但又是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在学校，在生活中也一样，
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定的实用性的智慧，以适应周围的环境。

有时候即使是所谓的弱智人也能显示出非凡的实用技能，他
们必须具有这些技能，不然就无法生活。例如，一项研究讲
述了这么一个弱智人，他不会看时间，但他走到哪里总戴着
一只坏表。当他想知道此刻是何时时，就会拦住某个人，指
指手腕上的表告诉人家表坏了，然后问时间。



其实在研究智力的时候，就曾经发现专家眼里的智力和平常
百姓的智力观是有差别的。一般人觉得智力高，就是聪明的
意思。但是专家认为聪明表示有智慧，而智力则表现为一种
有神经生理基础的一种能力。比如推理运算反应等等这些东
西，一直都被心理学家认为是测量智力的最好工具，但是平
常人往往通过分析一个人解决具体问题的情况来判断其智力
状况。因此大家所认为的智力其实就是社会智力，或者叫做
实践智力。其实对于一个人而言，社会智力要比学习智力，
或者是神经能力更加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每个人的大
脑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人善于处理精细的问题，比如分析
或者推断某种微妙的差异，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更加着重宏
观或者具体的事情的处理。这就好比你用一个智力测验来对
比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村子里的调解员一样，前者的智力测验
结果肯定要高很多，但是真正讲到是不是能做人，做好人，
后者可能更加清楚一点。普遍观察，我们应该把智力看作是
一个随着年龄而递增的能力，之前人们认为这是智力的一类，
但是其结果就是人们普遍忽视了这种与年龄有关的经验以及
适应能力。而且，人们也经常把智力和智慧混淆了，智力是
一种能力，但是智慧是一种态度。后者不是表示你如何快速
的解决一个问题，智慧表现为你对一个问题的态度和观念，
表现为你的相信和理解，而不是你的力量和速度。

智力读后感想篇五

《心智力》是第二次听了，第一次听的时候偶遇两位同事，
一路走，一路聊，听完之后没什么收获。今天早上就再次打
开，原来没有收获，不仅仅是我没有专心，对我真的挺难，
需要好好去体会。去掉创业的部分，谈谈对我有用的吧。

多数人都认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在哪一方面
要想有收获，必须经历吃苦，经受磨难，这样的努力才能够
获得。作者认为，从苦中得来的不是真正的得，得得是从快
乐中来。



得到是物质世界，我们要把物质世界得到的转化为心理世界。
比如，士兵的价值是在战场上体现，篮球运动员是在球场上
体现价值，我们在工作中体现价值，谁不想得到成功？得到
成就？让我们在工作中能够有激情，兴奋，不断的体现到价
值，心理世界就是丰盈的。作为教师，不停做题，备课，上
课，批改作业，只看到这些物质世界的，就是苦的，累的。
但如果能从这些工作中找到一些东西，体现价值，就是快乐
的。在做题中不断总结知识点、做题方法、考点、考法，把
这些玩于手掌之中，能够让学生轻松的掌握，就会很有成就
感和价值感。把课堂变得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是与学生发生
链接。当学生在自己的课堂上与你互动，轻松快乐的学到知
识，会有很大的归属感和成就感。当你愿意这样想，愿意这
样做，当你看到了自身的价值，自己的心智就发生了松动，
一直做下去就成为你的思维模式，享受工作，享受学习。

有人说有些事本来就是苦的，怎么去享受？

原来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以前的我，感觉早起、锻炼身体是
很苦的事，很难坚持下去。所以总是断断续续。几年之后，
我发现，当我哪段时间一直窝在那里，我的心情就是郁闷的。
每天能够走出去，张开双臂拥抱自然，大汗淋漓，心情是轻
松的，舒适的。我享受一边快走一边听书，学到知识，锻炼
身体。现在锻炼对我来说不是苦，是享受。

原来我也以为学习必须是苦的。现在学了心理学，理论指导
生活，看到每件事每个人做法背后的原因，学会理解，学会
宽容，并给我带来快乐。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每次
积极参与学习。和一群同频的人，聊收获聊成长。我愿意在
路上、在做饭、在干家务时，听音频课程。我愿意每天在能
安静坐下来的时，看视频记笔记。我愿意把每天学到的东西，
写出来再内化，也感染朋友。这样的学习很快乐。

与人相处，特别是亲人，不要坚持对错，而是坚持效果，穿
越对错，去追求效果，才能有好的效果。



比如孩子想出去玩，你想让他学习。不是他坐下学习你赢了，
她出去玩他赢了。这样他即便坐下学习，也是很痛苦，也学
不进多少东西，而且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对她未来成绩的发
展个人的成长也没有多少好处。她出去玩，她赢了，但落下
了知识，落下了成绩，对他的未来发展也没有好处。

你想想他想出去玩的当下最想要的是什么？是快乐是归属感。
你想要的是什么？也是他快乐，是知识增长。怎么把快乐、
归属感、知识增长合在一起呢？合在一起你们就实现了双赢，
甚至三赢。可以把她的学习变得有点乐趣，在游戏中学，获
得快乐。你们一起游戏，他也有了归属感。学到了知识，得
到知识增长。有的妈妈说，这太难了，谁能做到呢？我身边
就有，正亚姐就是这样教他的儿子的。孩子二年级的时候，
她学了孩子三年级英语全部教材。把教材里需要学到的单词，
知识点编成生活中的语言，她和儿子经常以游戏的方式对话。
孩子小学五年级，长的胖。他就开始研究中招考的体育项目，
在平时带孩子出去活动的时候，玩的就是将来要考的。昨天
晚上我也看到一篇文章中的妈妈就是学着幽默，学着和孩子
做游戏，来完成孩子的教学和解决孩子们之间发生的矛盾。

这样做真的挺难。但只要你相信，你努力，你就会一点点改
变。学习给孩子学习的快乐，学习让孩子体验学习的快乐。
你的成长，就是孩子成功的前提。

在生活中，我们总是喜欢赢了别人，但赢了又有什么收获呢？
换种方式，赢得别人，赢得对方的心，心智力流动起来，才
能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