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家长篇(实用6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你
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读后感家长篇篇一

第一次参加家长会、幼儿园的老师说：“你的儿子有多动症。
在板凳上连三分钟都坐不了、你最好带她去医院看一看。”
回家的路上、儿子问母亲：老师都说了些什么？母亲鼻子一
酸、差点流下泪来。因为全班30多位同学、唯独他表现最差、
也唯独他、老师表现出不屑。然而、他还是告诉了她的儿子。

“老师表扬你了、说宝宝原来在板凳上坐不了一分钟、现在
能坐3分钟了。其他的妈妈都非常羡慕妈妈、以为只有宝宝进
步了。”

那天晚上、他的儿子破天荒的吃了两碗米饭、并且没让她喂。

儿子上小学了。家长会上、老师说：“全班50名同学、这次
数学考试、你儿子考了第49名、我们怀疑他智力有些障碍、
你最好带他去医院查一查。”

回家的路上、母亲流下了泪。但回到家、却对坐在桌前的儿
子说：“老师对你非常有信心。他说了、你并不是一个笨孩
子、只要能细心、就能超过你的同桌、你的同桌这次21
名。”

说这话时、她发现、儿子黯淡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光亮、沮丧
的脸一下子舒展开来、他甚至发现、儿子温顺得让她吃惊、
好像长大了许多。第二天上学时、他去的比平时都要早。



孩子上了初中、又一次家长会。母亲坐在儿子的座位上、等
着老实点她儿子的名字、因为每次家长会、她儿子的名字在
差生的行列中总是被点到。然而、这次却出乎她的意料。直
到结束、他都没有听到、她有些不习惯。临别、她去问老师、
老实说：“按你儿子现在的成绩、考重点高中有些危险。”

母亲怀着惊喜的心情走出校门、此时她发现儿子在等她。路
上她扶着她儿子的肩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她告诉
儿子：“老师对你非常满意、他说了、只要你努力、很有希
望考重点高中。”

高中毕业了、第一批大学录取通知书下达的日子、学校打电
话叫她儿子去学校一趟。她有一种预感、他儿子被清华大学
录取了、因为在报考时、她跟儿子说过、她相信他能考取这
个学校。

儿子从学校回来、把一封印有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的特快专
递交到她的手里、突然跑到自己的房间大哭起来。边哭边说：
“妈妈、我一直知道我不是个聪明的孩子、是您。”

这是、她悲喜交加、再也按捺不住十几年来凝聚在心中的泪
水、任它打在信封上。

读完后、我差点掉下泪来、但我忍住了、因为读这篇文章是
实在自习课上。我在想、为什么有些人会自甘落后而不思进
取、为什么有些人遇上困难后悔迎难而上。我想、这存在这
两种因素。第一、自身因素、我们遇上困难后的态度取决于
自信心的有无、自信心是我们成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东西。

第二、周围人麽的态度、就像《一位母亲与家长会》所讲述
的一样、母亲为了不伤儿子的自尊、对她儿子说了许多善意
的谎言、从而使她的儿子最终获得了成功。如果文中的母亲
用老师对她说的话来批评儿子。那么、结果可能会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因为这样既伤害了她儿子的自尊、又是他缺乏



自信、从而使他在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辛苦、越走越失败。

我希望所有人多给自己周围的人一点鼓励、少一些责难。可
能因为你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

读后感家长篇篇二

小学是人生求知的第一步，所以小学阶段的教育是十分重要
的。首先，要养成一个良

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与父母的教育密不可分的。父母是
孩子的启 蒙老师，所以父母起着极为重要的因素，父母应该
帮助孩子迈开人生的第一步，重点培养孩子爱学习，会学习，
这里也包含父母的付出和坚持。

作为父母，不但是孩子的知心朋友，我们要关注和了解孩子
的思想，不但从物资上得到满足，而且精神上也要满足，用
心倾听孩子的内心，他们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们也需要父
母的理解，所以，孩子的内心世界里，我们是他们的崇拜对
象。平时，父母的言行举止都影响着孩子的成长。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父母的习惯会直接
影响到孩子，所以作为父母，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让孩子从中受益，“教育就是培养好习惯”，这是叶圣陶先
生和一句名言，他导出了教育的深刻内涵和真谛。习惯有习
惯有很多，如：行为习惯、心灵习惯、作息习惯、关爱尊重
习惯、洗漱习惯、珍爱生命习惯、思考习惯、合作共赢习惯、
阅读习惯、卫生习惯等一系列习惯，所以说要养成好的习惯
不是一天二天就能做到的，要持之以恒，如果在溺爱中养成
不良的习惯，会影响孩子的一身，失去健康成长的机会。

每个孩子都有自尊心，她们有自己的思维，如果一不小心伤
害她们的心灵，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兴趣，所以家长在批评孩
子时一定要先了解孩子为什么会犯错，然后面对孩子，让孩



子看着自己的眼睛来回答问题，这样，家长和孩子平等的交
流，孩子才会放松的回答家长的问题。如果一上来就训导孩
子，反倒效果不好，孩子只会哭。所以家长一定要心平气和、
同一角度与孩子交流。

天底下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要做个合格的父母是要付出
很多。在合格父母的基础上一定要学会研究自己的孩子，父
母首先要观察孩子的在校实际情况、学习成绩，每天还要查
 看下孩子的作业，遇到孩子不会的，家长不能马上把答案
告知她，而是引导她怎么做，下次再遇到同样地题目就会了。
做一个睿智的父母——让孩子的生活学习更精彩。

读后感家长篇篇三

一、让孩子愉快的适应小学生活

小学是人生求知的第一步，所以小学阶段的教育是十分重要
的。首先，要养成一个良

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与父母的教育密不可分的。父母是
孩子的启蒙老师，所以父母起着极为重要的因素，父母应该
帮助孩子迈开人生的第一步，重点培养孩子爱学习，会学习，
这里也包含父母的付出和坚持。

二、做也孩子子的知心人

作为父母，不但是孩子的知心朋友，我们要关注和了解孩子
的思想，不但从物资上得到满足，而且精神上也要满足，用
心倾听孩子的内心，他们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们也需要父
母的理解，所以，孩子的内心世界里，我们是他们的崇拜对
象。平时，父母的言行举止都影响着孩子的成长。

三、好习惯成就孩子的一生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父母的习惯会直接
影响到孩子，所以作为父母，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让孩子从中受益，“教育就是培养好习惯”，这是叶圣陶先
生和一句名言，他导出了教育的深刻内涵和真谛。习惯有习
惯有很多，如：行为习惯、心灵习惯、作息习惯、关爱尊重
习惯、洗漱习惯、珍爱生命习惯、思考习惯、合作共赢习惯、
阅读习惯、卫生习惯等一系列习惯，所以说要养成好的习惯
不是一天二天就能做到的，要持之以恒，如果在溺爱中养成
不良的习惯，会影响孩子的一身，失去健康成长的机会。

四、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的批评

每个孩子都有自尊心，她们有自己的思维，如果一不小心伤
害她们的心灵，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兴趣，所以家长在批评孩
子时一定要先了解孩子为什么会犯错，然后面对孩子，让孩
子看着自己的眼睛来回答问题，这样，家长和孩子平等的交
流，孩子才会放松的回答家长的问题。如果一上来就训导孩
子，反倒效果不好，孩子只会哭。所以家长一定要心平气和、
同一角度与孩子交流。

五、如何做个合格的父母

天底下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要做个合格的父母是要付出
很多。在合格父母的基础上一定要学会研究自己的孩子，父
母首先要观察孩子的在校实际情况、学习成绩，每天还要查
看下孩子的作业，遇到孩子不会的，家长不能马上把答案告
知她，而是引导她怎么做，下次再遇到同样地题目就会了。
做一个睿智的父母——让孩子的生活学习更精彩。

读后感家长篇篇四

古希腊有一个传说：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酷爱雕塑艺术。
有一次，他在完成一座少女雕像时倾诉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
情感，并对这尊少女雕像产生了爱慕之情，他的热情使少女



雕像突然活了，两人最终相聚在一起。这个神话故事反映
了“爱”的巨大效应。后来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把它用在
了教育预测实验中。他随意抽出学生进行测验，并开出了一张
“有发展前途”的学生名单。结果8个月后的再次测验发现，
名单上的学生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因为任课教师受名单的
影响，对这些“有发展前途”的学生抱有更大的期待，这种
期待又表现在与这些学生交往中的态度和情感上。学生由于
受到教师态度的积极影响，也就真的表现出教师期待中的反
应，主动配合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种因教师的期待而潜
移默化促成学生进步的心理作用就是教育心理学上非常经典的
“皮格马利翁效应”。

确实，教师对学生的友善、亲近和期望对学生的智力、学业
乃至一生的发展都有十分明显和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教师的
态度、行为实际上是学生一生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我国
台湾著名作家三毛曾经患有严重的自闭症，时间长达7年，在
这期间她不肯上学，害怕所有的人，不愿与外界接触。而起
因是初中二年级因为成绩不佳，一个数学教师在她的眼上画
了两个“鸭蛋”，使她当众出丑。有人认为这一心理疾患还
是她后来自杀身亡、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有句古话“爱人者恒爱之，敬人者恒敬之”。而这种相
互关系在师生相处中更为重要，在生活中师爱帮助学生成长
的例子比比皆是，据说杜鲁门总统的成功就与赢得英文教师
布朗小姐的爱吻有关。但很多时候教师可以把爱和期待毫不
吝啬地用在好学生身上，却不能持之以恒地给予那些更需要
帮助的“坏”学生。其实没有一个“坏”学生是天生的，尊
重学生的独立性和人格，做学生情感的反应者，不断地为学
生提供表现和成功的机会，将尊重和爱渗透于教育教学中，
使学生快乐地成长，这和敢于惩罚学生的不良行为并不矛盾。

孔子早在几千年之前就有“欲来者不拒”的有教无类的教育
伦理精神，心是用心去换得的，我们应该把“以学生为本”
的教育理念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学生、每一个细小的教学行为



上，发掘学生的潜能、关注他们一生的发展，让每个学生都
能享受学习、体验成功，都能沐浴在爱和希望的阳光中。

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以为，爱与期待是最好的教育。

一、让孩子愉快的适应小学生活

小学是人生求知的第一步，所以小学阶段的教育是十分重要
的。首先，要养成一个良

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与父母的教育密不可分的。父母是
孩子的启 蒙老师，所以父母起着极为重要的因素，父母应该
帮助孩子迈开人生的第一步，重点培养孩子爱学习，会学习，
这里也包含父母的付出和坚持。

二、做也孩子子的知心人

作为父母，不但是孩子的知心朋友，我们要关注和了解孩子
的思想，不但从物资上得到满足，而且精神上也要满足，用
心倾听孩子的内心，他们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们也需要父
母的理解，所以，孩子的内心世界里，我们是他们的崇拜对
象。平时，父母的言行举止都影响着孩子的成长。

三、好习惯成就孩子的一生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父母的习惯会直接
影响到孩子，所以作为父母，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让孩子从中受益，“教育就是培养好习惯”，这是叶圣陶先
生和一句名言，他导出了教育的深刻内涵和真谛。习惯有习
惯有很多，如：行为习惯、心灵习惯、作息习惯、关爱尊重
习惯、洗漱习惯、珍爱生命习惯、思考习惯、合作共赢习惯、
阅读习惯、卫生习惯等一系列习惯，所以说要养成好的习惯
不是一天二天就能做到的，要持之以恒，如果在溺爱中养成
不良的习惯，会影响孩子的一身，失去健康成长的机会。



四、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的批评

每个孩子都有自尊心，她们有自己的思维，如果一不小心伤
害她们的心灵，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兴趣，所以家长在批评孩
子时一定要先了解孩子为什么会犯错，然后面对孩子，让孩
子看着自己的眼睛来回答问题，这样，家长和孩子平等的交
流，孩子才会放松的回答家长的问题。如果一上来就训导孩
子，反倒效果不好，孩子只会哭。所以家长一定要心平气和、
同一角度与孩子交流。

五、如何做个合格的父母

天底下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要做个合格的父母是要付出
很多。在合格父母的基础上一定要学会研究自己的孩子，父
母首先要观察孩子的在校实际情况、学习成绩，每天还要查
看下孩子的作业，遇到孩子不会的，家长不能马上把答案告
知她，而是引导她怎么做，下次再遇到同样地题目就会了。
做一个睿智的父母——让孩子的生活学习更精彩。

读完《家长必读》这本书我感慨万千，为学校安排我们家长
学习《家长必读》感到感谢，为孩子感到庆幸，因为这本书，
我们就能在他以后成长学习中给他正确的帮助;又为自己对小
学学习的理解感到羞愧。

好奇，好动是孩子的天性，怎么在他的天性中引导他去学习，
爱学习，这是我们家长特别要注意的。“知之者不如好学者，
好学者不如乐之者”，孩子从出生时候开始，就在以惊人的
速度学习着，对于周围的一切，充满着好奇。不夸张地说，
学习是孩子的本能，每个孩子的内心都渴望着学习的，顺着
他们的好奇心旁征博引，引用一些历史典故及自然科学知识
来引导他们对知识的渴望，让他们喜欢学习，让他们沉浸学
习中，在知识中汲取苷汁;让“孩子在快乐中的学习”，简单
的一句话，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只有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逐步发现了学习的乐趣后才能真正体会得到“快乐”的意义。



幼儿园主要是在玩中学习，进入小学就要全面系统的有固定
作息时间的学习，开始他们可能不适应但我们家长不能让他
对知识的渴望消失，让他们开始厌倦学校的生活，把学习当
做是一种负担，一种枯燥。我们要正确的引导他们，帮助他
们培养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当然习惯并不是全部进入小学
才开始培养的，良好的饮食起居习惯必须从小就培养，以良
好的生活习惯为基础来培养学习习惯会更轻松一些;“少成即
天性，习惯成自然”，好习惯是人生发展的奠基，没有好的
习惯就没有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明天;个性是潜意识与生俱来
的也是后期教育发展形成的，个性化教育就是发现孩子的潜
在天赋，让孩子在某个方面择优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一定从小
就要注重孩子个性的培养，培养孩子有个良好的个性。

良好的个性一般指：具有崇高的理想广博而专一的兴趣爱好，
自信，自强，自立，自主，自持的性格，活波、开朗、灵活、
平稳的气质等等;家庭是培养孩子优良个性的沃土，我们家长
就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培养优良个性的环境;比如带孩子旅游，
让孩子亲近大自然热爱大自然，让他在旅游中学习地理历史
风土人情知识，并把旅游看成锻炼的机会。带孩子锻炼培养
孩子坚强的个性，不轻易放弃的个性。

等等;对孩子与人与同伴交往采取积极的态度，让孩子多交朋
友，开朗，自由但不能放任自由;经常教育孩子树立自信心，
并给孩子成功的体验以培养其自信心;培养孩子发现问题的能
力，教会孩子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旦有了独立解决问
题的能力后，孩子自然会充满自信，面对学习和生活上的困
难就不会退缩，或者选择逃避而是大胆的面对;这也是古人常
说的“给予”的诠释，最低等的给予是钱财，高等点的给予是
“技”，最高等的给予是“思”。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就
是我们每位家长给孩子最好的“给予”;教育孩子，自己要走
到孩子心里面去，身教重于言传，尊重孩子，给孩子尽可能
大的发展空间，给孩子一个学习型的家庭，让孩子感受到父
母的爱、家庭的温暖，同时也要让孩子感觉到父母的威
严，“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惧，而生孝”;走到孩子心里去，



了解和倾听自己孩子的心声，结合自己孩子的特长和爱好，
因地制宜的教育和培养孩子，给孩子一些自主权，不要过份
给孩子压力，让孩子身心健康快乐成长!

读后感家长篇篇五

本站后面为你推荐更多家长手册读后感！

《朗读手册》这本书正如作者吉姆崔利斯在“序”里说的那
样：“这本书不是教孩子‘如何’阅读，而是教孩子‘渴
望’阅读的，及阅读动机。”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只有具备了强烈的阅读兴趣才会乐于读书、迷恋读书、多读
书、读好书，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一、教师以身作则，潜移默化

作为一个语文教师，过去我一直认为以身作则，热爱阅读就
能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也确实有一些学生在我的
带动下对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数量是有限的。读了
《阅读手册》，我看到了一条激发学生阅读渴望的捷径，那
就是为学生读书。作者告诉我们，专家研究指出：孩子的阅
读能力和听力在八年级时会达到相同的程度。在这之前，通
常听力比阅读能力强。听故事除了可以增进老师和孩子之间
的情感交流，你同时也将较高程度的词灌输到他们的耳朵里，
他们会把这些词传入大脑并记忆下来，进而增强他们的阅读
理解能力。

如果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不能做一个真正的读者，那怎能做
一个学生阅读的引领者，通过自己的阅读实践来引领学生的
阅读。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因此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可以
通过广泛的涉猎，开拓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以自己广博的学识来感染学生，指导学生的阅读才能居高临
下，游刃有余，令学生心服口服。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觉



得要永远做一个真正的读者，做一个学生阅读的引领者，通
过自己的阅读实践来引领学生的阅读。希望一本本好书吸引
着孩子们一页一页读下去。让这些爱啃书的毛毛虫，吃饱长
大后就变成美丽的蝴蝶，自由地展示自己那一对美丽的翅膀!

二、范读领路，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

教师范读，要知道教师的示范性朗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师范读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其作用有两个：一是为学生提供朗读的示范;二是培养学生对
语言的感受能力，创设氛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俗话说，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使学生认识到朗读的重要性，教师要以
自己精彩的朗读打动学生的心，唤起学生朗读的欲望。坚持
不懈，为学生朗读，让学生插上渴望朗读的翅膀，让孩子们
不由自主地爱上阅读，如饥似渴地读书，读得越多，知道得
越多;知道得越多，就越聪明。

三、推荐读物，分享愉悦

英国诗人斯蒂文森在《点灯的人》中这样写道：“每天太阳
落下后，李利扛着梯子，把街灯一一点亮。柔和的光，照亮
了大人和孩子们前行的道路，也照亮了他们纯真的心灵。”
那个把街灯点亮的李利，使人们又看见了窗外柔和的光，朦
朦胧胧中，一天的生活有了完美的心情。我们这些家长、教
师的使命，是有些像李利的，也是点灯的人，把一本本有趣
而耐人寻味的书，带到孩子们的面前，让他们兴致勃勃地读，
不知不觉间，竟使他们的一生有了自己的主意。我们点起的
是一盏盏阅读的灯，是一盏盏让人长大的灯，让我们的孩子
优秀、优雅和完美。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对读物的需求也不尽相同，教师应
适时给他们推荐适合阅读的书籍，并抽时间和他们一起分享
阅读的成功和喜悦。



让我们为培养孩子阅读兴趣、学会阅读、热爱阅读、提高阅
读能力，促进孩子健康成长而努力吧!

读后感家长篇篇六

昨天，学校发下一本小学一年级《家长必读》，早早的在辅
导完孩子的功课后，与孩子一起读了一遍；收获真是不少，
为我和孩子在开学两周里发生的疑惑提供了答案和有益的参
考意见；对于刚刚进入小学一年级的家长如何进行家庭教育
也是一个新课题，初步心得如下：

最后，重视老师与家长的沟通，合理批评与表扬；进入小学
后，家长要跟老师一样，把更多的爱藏在心底；孩子在成长
过程中，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家长
应及时与学校联系，了解孩子各方面的表现，以便及时采取
有效的措施，并且还应信赖老师，教师向家长反映学生的情
况，绝大多数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出于培养下一代的责任
心。因此家长应配合教师共同教育好孩子。一个是要用一分
为二的方法去分析孩子，既要看到优点、又要看到缺点。看
到优点，就及时表扬；看到缺点就及时批评，不能一味表扬，
也不能一味批评，应该表扬与批评相结合。表扬和批评都要
恰如其分。表扬时，不要说得完美无缺，批评时，不能简单
粗暴，说得一无是处。

家长必须了解和倾听自己孩子的心声，结合自己孩子的特长
和爱好，因地制宜的教育和培养孩子，让孩子在学习中快乐
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