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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
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
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下吧。

孩子倾听读后感篇一

网络神曲《狐狸叫》(非常特别的一首歌，你也可以听一听
哦)，这首歌的精神是唤醒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鼓励相互倾听，
甚至期望人与动物之间也能平等相处，相互倾听，相互理解。

这则新闻中反复提到的倾听一词，让我想起了最近读的一本书
《倾听孩子》，作者帕蒂.惠芙乐在书中详细阐述了倾听这一
简单动作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书中一再强调倾听所能带来的意想不到的作用。作者认为让
孩子倾诉，父母去倾听，孩子自然会宣泄出不良情绪，继而
充满正能量，自己找到带给自己不良情绪的问题症结所在，
并解决它。因为当我们努力的去做孩子的倾听者，孩子才会
对我们更加信任，更加有安全感，才会在倾诉中宣泄，进一
步才有勇气有办法解决自己成长道路上遇到的种种问题。

我们都知道，要想帮助孩子解决成长中的种种问题，只有他
自己(她)从内心发现问题所在并积极想办法解决，才真正有
效。作为父母，言传身教，引导劝说，甚至代劳，最终都要
触及到孩子的内心，让他(她)自己去思考去行动，才对解决
问题有作用。而本书的作者认为，倾听是最有效的帮助孩子
解决成长问题的办法。



那么怎样才能做一个有效的倾听者，让孩子畅快的倾诉呢?作
者用了大量的篇幅，阐述怎样成为一个好的有用的倾听者。
其中“不发表自己的建议，只做一个倾听者”这一条至关重
要。另外，我们要学会找到或创造合适的时间，地点，让孩
子无障碍地敞开心扉地向我们倾诉，当孩子开始倾诉时，我
们要专注地倾听，等等，这些都是成为有效倾听者的关键。

这让我想到，我常常在我的美容师那里，不由自主的说出自
己的喜怒哀乐愁，而我的美容师，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况
且，她从不会给我建议，总是引导我不断诉说，每次我都心
情很舒畅。我常常纳闷，是什么力量让我不断的去我的美容
师那里，是她的美容技术吗?不，不是技术，是那个令人放松
的环境，是她的善于倾听，才吸引我不断地去。还有妈妈，
她总是非常喜欢和我在卫生间里，关着门，畅快地聊聊，聊
完之后，总是心情大好，干什么都有劲。去了北京之后，也
总想回阿克苏，其实妈妈想和我畅聊也是她总想回来的原因
之一。从我自己和妈妈的感受，我们不可小觑倾听和倾诉的
作用。

写到这里，我想到，我何曾认真地倾听过儿子的任何倾诉?总
是他刚一开头说，我就生硬地打断，然后非常教条地告诉他
你应该怎样怎样，而我得到的结果总是孩子皱紧了眉头，闭
紧了嘴巴，离我远去。我们成年人尚且需要倾听的对象来宣
泄心中的不良情绪，何况是孩子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确总是
不专注不耐烦孩子的发言以及情绪的宣泄，总是打断和阻碍他
(她)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总是急不可耐的给出自己的
建议，以为那才对孩子有帮助。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
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不比我们成年人少。如果在父母这里，
在学校老师那里，他们找不到倾听的对象，他们就会出去找。
不知不觉中，我们发现，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却有了一
帮似乎比父母还亲的朋友，甚至恋爱的对象。

这本书对我很有启发。我相信，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做
孩子最好的倾听者，孩子会健康快乐的成长!



孩子倾听读后感篇二

亲子沟通需要明确几个原则：首先是平等和尊重的原则，父
母要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充分尊重孩子的思
想和意愿，平等相待。其次，是真诚和理解的原则。父母在
听孩子交谈时一定要有诚意，尽可能的理解孩子。不要剥夺
孩子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即使是不能同意孩子所说的或孩
子提出一些在父母看来不合理的要求时，也应该试着站在孩
子的角度思考他这样说的背景。最后是信任和让步原则。要
相信孩子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和能力，要尽
量避免做出情绪化反应和过激行为，不急不燥，耐心沟通，
争取问题的圆满解决。

孩子倾听读后感篇三

倾听，是一种容纳、理解，是一种爱的技巧。倾听孩子要与
孩子站在统一纬度，这个纬度不仅是思维在一个纬度，身高
也在一个纬度，很喜欢我们幼儿园的教育宗旨：如果我是孩
子，如果是我的孩子，请蹲下来和我讲话。这就是同一个纬
度。

德国教育学家卡尔・威特说：“我认为倾听是一种非常好的
教育方式。因为倾听对孩子来说，是在表示尊敬，表达关心，
也促使孩子去认识自己的能力。如果孩子感到，他能自由地
对任何事情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他的认识又没有受到轻视和
奚落，他就变得毫不迟疑、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先
是在家里，然后是学校，将来就可以在工作上，自信勇敢地
正视和处理问题。”

曾经看过一个故事：美国知名主持人林克莱特某天访问一名
小朋友，问他说：“你长大后想要当什么呀?”小朋友天真地
回答：“嗯……我要当飞机驾驶员!”林克莱特接着问：“如
果有一天，你的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时所有引擎都熄火了，
你会怎么办?”小朋友想了想说：“我会先告诉坐在飞机上的



人绑好安全带，然后我挂上降落伞先跳下去。”

现场的观众早已笑得东倒西歪，林克莱特却注视着这孩子，
想看他是不是个自作聪明的家伙，于是他耐心地等待，听孩
子把话讲完。没想到，孩子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林克莱特问：
“为什么要这么做?”小朋友的回答透露出一个孩子真挚的想
法：“我要去拿燃料，我还要回来!”

主持人林克莱特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够让孩子把话说完，
并且在“现场的观众笑得东倒西歪时”仍保持着倾听者应该
具有的一份亲切、一份平和、一份耐心，这让林克莱特听到
这名小朋友最善良、最纯真、最清澈的心语。一颗纯真善良
的童。心在言说中得到了释放，在倾听中得到了呵护。这是
一次诗意的交流。

倾听与拒绝倾听，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得到的也是两种截
然不同的结果。其实，仔细想想，教育有时简单得只需要一
次充满善意、理解与信任的静静的倾听。孩子感觉到被接纳
和爱，以前积压的问题获得疏通，同时规则被孩子接纳倾听
里面包括着对孩子或自己的内在孩童的感觉和情绪的无条件
接纳，包括在对方需要的时候陪伴、给予爱，倾听对方的声
音。

倾听的另一面就是“共情”:不是说我自己就同意或者赞成你
的想法/做法，而是我从你的角度出发，对你的处境和感受表
示理解。你很难要求孩子你看法一致，但是至少你们可以相
互包容，体贴一下对方的感受，而无须放弃自己的观点。倾
听这两个字本身就意味着少说话。不要急于劝说孩子，不要
急于发表意见，而是让孩子先表达自己的情绪。

在自己的工作里要让爱和耐心是成为本能，让倾听成为习惯。



孩子倾听读后感篇四

笑口常开的孩子往往朝气蓬勃。他们在游戏中让自己和伙伴
们都得到快乐。如果成年人和蔼可亲，允许孩子随意玩耍，
孩子就会有安全感，觉得被人理解，就会发出欢笑声。有一
种特殊的游戏方式不但让孩子玩得开心，还可以帮助孩子解
除踌躇不安、恐惧和烦恼。游戏以孩子为主，父母的作用是
通过笑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开朗性格。游戏的要点是亲昵、
活泼地与孩子接触，保证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这种游戏叫
做游戏中的倾听。

孩子不断成长着，随着年龄和身体各方面发展成熟，他们思
想也在变化着，而父母们忙于工作，无法随时与孩子在一起，
更是不可能完全了解孩子。所以，父母要学会如何与孩子沟
通，利用专门的时间与孩子多沟通、多互动。在这个专门的
时间，父母们最好放下手边的杂事，以愉快的心情和孩子进
行互动，可以是一起游戏、一起谈天等等。不要总想着自己
是家长的身份，在这时候，家长和孩子应该是最要好的朋友，
从孩子的行为举止和话语中了解他的想法，同时尽可能的表
达对孩子的喜爱和鼓励，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被喜欢的、是被
人关心的。

这种专门时间应该是长期的，这样会让孩子的信任感增强。
父母可以通过游戏式倾听来帮助孩子。例如在游戏中充当弱
小的角色，做出逗趣的动作，并且在游戏中配合孩子，让孩
子通过这种方式放松自己的情绪。

作为幼师也是如此，除了照顾幼儿们，还要关注他们的情感
等方面。幼师也要学会把握和幼儿的每一次相处的时间，在
吃饭的时间、在游戏的时间，观察幼儿，不断地去了解他们。
让幼儿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和爱，让他的每一天都是充满活
力的'。



孩子倾听读后感篇五

新学期开学快两个月了，我更加感觉《倾听孩子》太有效了，
几乎每次都非常成功：孩子感觉到被接纳和爱，以前积压的
问题获得疏通，同时规则被孩子接纳，倾听里面包括着对孩
子或自己的内在孩童的感觉和情绪的无条件接纳，包括在对
方需要的时候陪伴、给予爱，倾听对方的声音。

大部分的父母只注重在物质生活上尽可能地满足孩子的需要
和愿望，当孩子在精神上和感情上需要支持和帮助时，却往
往因为时间和精力的不足无法满足他们，情急之中便同意满
足孩子的某个物质要求，以便使自己迅速从麻烦中解脱出来。
当孩子意识到父母及老师的这一弱点时，意识到自己的精神
和感情难以得到关注时，他们就会以不断提高物质需求的方
式来获取关注，直到父母发现孩子被“宠坏”了。物质是最
容易实现的关怀，心灵的关怀却是需要我们用身心来付出的，
无疑也是更艰巨的付出。

倾听这两个字本身就意味着少说话，

不要急于劝说孩子，不要急于发表意见，而是让孩子先表达
自己的.情绪。就好比家长和孩子都各有一只装满了彩色珠子
的瓶子，家长特别想把自己的漂亮珠子分给孩子一些，然而
当孩子的瓶子满的冒了尖儿的时候，你怎么给他，他都盛不
进去，都会洒出来，弄得一团糟。因此我们必须拿出倾听这
个空瓶子来，让孩子把情绪的珠子倾倒出来一部分，他的瓶
子有了空当，才能装进我们的珠子。哭泣表明孩子感到伤心
了。越是爱哭的孩子，越说明他心里深藏着一些痛苦和压抑。
而哭泣本身能够愈合孩子的创伤。因此我们要允许孩子发脾
气、大哭，以排解创伤，发泄平日里积攒的缺憾。

当孩子得到有效倾听之后，会逐渐平息下来，并且开始转变。
但我们一定要耐心，不要流露出不耐烦或者干脆命令孩子停
止哭泣。不要期望或者要求孩子，因为他们大脑的发育还没



有成熟到那个阶段。他们可能会找到一个补救的办法，也就
是所谓的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来，并且讨好家长。我们要悉心
捕捉孩子这种细微的转变，并给予积极的响应。当孩子出现
美好、善良的行为时，我们要由衷地给予赞美，让这种行为
保留下来。

倾听是一门重要的社会、人际交往技巧，学会倾听孩子不仅
有助于亲子关系，亦有助于身边其他的人际关系。通过书中
的观点，我觉得孩子的确不会存心跟我们为难，大多数时间
是我们误解他们或者我们的要求孩子们力有不逮!我们必须重
视与孩子的对话，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

倾听孩子--需要更多的爱和耐心才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