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的一般步骤 我会安排时间
读后感(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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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读后感的一般步骤篇一

班主任唐老师送来了“及时雨”——《我会安排时间》，一
本相见恨晚的时间管理书籍，它可以轻松快乐地培养孩子的
时间观念。那么，就赶紧和孩子读起来吧！

这套书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引导孩子了解，如何合理有序
地做好几件事或同一件事的若干环节的轻重缓急安排，以及
如何对更长时间段（比如季度、年度）内的事务进行计划与
安排。虽然书中对于时间管理这个大的学科而言，提及的内
容不多，但对于女儿这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而言能做到已经
足够。除了内容的恰到好处外，书里色彩丰富的图画，也正
符合女儿的认知特点，比起全是单调的文字，这要更适合他
们低年级的孩子们。

女儿也特别喜欢和我一起亲子共读，我读一页，她读一页，
我们比谁读得好、比谁读得幽默风趣。有时我故意抛出问题，
说“怎么办呢”、“下面会发生什么呢”、“你有什么好办
法帮助他”……女儿会给出她自己的想法，并且和我讨论。
可能她的想法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至少能够让女儿首先对
时间管理引起自我思考，这是学会自我时间管理的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跟着书籍的故事情节，看看书中能给我们什么帮
助。有时女儿表现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有时她不能理解，我
就假装和她一起共读后有所悟的样子，和她谈谈我的看法。
就这样，一套书共读下来，女儿收获不少，我也兴奋地
说：“哎呀，多亏女儿呢，没有女儿唐老师推荐的这本时间



安排书籍，我还不能提高做事的效率！以后我们一起来用到
行动中，说到不如行动！”女儿听了特得意，爽快说“好”！

其实，有时一本好书除了在内容上给了读者很大的启发外，
更能够在心灵上给予更多地引导和思考。我想，这本《我会
安排时间》的书籍对我和女儿的影响正是如此。没有概念的
阐述，女儿明白了统筹管理时间的重要性，明白了做事的效
率和收获的关系，明白了计划目的实施是一个优秀学生的必
备素质。女儿是要强的，她需要唐老师给的这场“及时雨”。

接下来，如果说“小拖拉变成小麻利，小磨蹭变成高效王”
有些夸张，但女儿确实在努力行动中。她首先制定好“一周
计划安排”，我帮她备注“高效学习，快乐玩耍”。下面首
先是一周内每天放学回家要做的任务：看书、语文、数学、
英语、每日必记、大声读背古诗词或儿歌、练字、兴趣班任
五、其他。这些任务每天能够顺利完成可以得一个五角星，
集满五十个可以满足一个合理的要求。当然也可以偶尔灵活
机动，但也必须是合理的情况下。其次是每周要完成的计划：
每周亲子共读讨论一本绘本、每周背3首古诗词或儿歌、每周
和家长分享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有趣事情、每周计划取得小主
人报自我管理卡片至少一张等。设计好的计划表，我负责给
她打印出来，方便她自己每天对照打钩完成。

女儿正在实施计划中，这过程可能并不那么顺利，有时也需
要我们一起商讨计划的完善和修改，至少在她幼小的心里，
已经播种下了时间管理的种子！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作为孩
子的母亲，我也愿意用上10年的时间陪伴女儿。相信她会成
为有时间观念、做事快捷的人，相信她会成为对自己有人生
规划、有梦想的人，从而收获她自己快乐幸福的人生。

读后感的一般步骤篇二

最近，我跟孩子一起阅读了这本《我会安排时间》。



一开始，我只是觉得是时候让孩子自己安排时间了，但如何
让孩子意识到这点，却困难重重！这本书一眼看中，打破了
原有的说教和激励方式，运用了奇思妙想的科学小故事，引
导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时间管理的方法，从而提高了
孩子的时间观念和做事效率。

打开书的第一个小故事就是《逃离亚垩记》。故事的内容大
概是：我们从现代回到了中生代，由于时间机发生故障，只
剩下最后一小时，地球上的所有恐龙也会在这灾难中灭亡，
我们不想跟恐龙一起灭亡，又要完成既定的任务，该如何安
排时间？a采集植物标本15分钟，采集水样本10分钟，采集火
山灰10分钟，测量空气温度和湿度10分钟，拍摄恐龙录像15
分钟；b修理时空机40分钟，拍摄恐龙录像10分钟，采集植物
标本、水样本、火山灰、空气的温度及湿度根据情况。

孩子第一次看这类书，兴趣极高，“妈妈，让我先看看，选
哪个好？”

“嗯。”我回答。

“妈妈，我觉得选a！所有要求做的事情都做了！”

“我看看，你说的非常对，但是有几个小疑点要解决：第一、
时空机坏了，如何回去，难道我们要和恐龙一起灭亡？第二、
我们的'时间只有一小时，时间有限。第三、因为恐龙太大大，
我们没办法带他们回去，它们就要灭亡了。”我说。

“妈妈，你说的有道理，因为时间机坏了，我们要修；因为
恐龙灭亡，我们一定要拍下它们的录像；因为时间有限，我
们只能其他事情看情况再做，选b，应该选b！”她的小脸因为找
到答案而欣喜若狂。

“这个就是在紧急事情发生时，我们应根据时间要求、有重
大后果和涉及到安全的事必须优先考虑。”我说。



“嗯！但是妈妈，我觉得他们还有时间做其他事？”她一脸
沉思的说，“什么意思？”我不禁有些好奇！

“故事里，有我和孩子，说明是两个人，他们可以分头行动，
在有限的时间再多做一些事。”

“对呀，妈妈怎么没想到！这就有了团队合作精神，还提高
了时间效率及工作效率，宝贝很聪明嘛！”我抚摸着她的头。

这本书可不止从这一方面入手学会安排时间，还从如出现紧
急状况时，应将紧急事务放在常规的工作和生活之前；要善
于借助他人或他物的力量以达到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的目的；
时间的不同，轻重的不同，结果也会不同；面对团队任务，
合理分工，提高做事效率等等。

看这本书，受益的不止是孩子，还有父母！我推荐这本！

读后感的一般步骤篇三

从牙牙学语到幼儿园，又从幼儿园到小学，我一边欣喜着孩
子的成长，一边也在为孩子的各种不良小习惯而头痛不已：
做事拖拉、没有效率、毫无时间观念、耐心不足、注意力不
集中，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作为家长我也在寻求各种方法来
试图对此加已改变。

经老师推荐，我仔细拜读了一套名为《我会安排时间》的书。
这套书采用情景训练的模式，让小读者设身处地地帮故事中
的主人公选择合理科学的时间来安排计划，其中的小故事如
《太阳要把地球吃掉了》《拯就太阳系》《懒羊羊的神奇药
水》《超级大地震就要来了》紧紧抓住了孩子的喜好和兴奋
点，孩子在帮助主人公制定计划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了初步
的分清轻重缓急的概念，树立了一定的目标意识，并学习了
制定计划的方法，从而对孩子在时间观念上也有了一定的进
步。



读了这本书后我感觉深有所得，也学着制定了一些计划。

首先，针对一年级上学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些
经验和教训，制定了下学期总的目标计划：

一、提高孩子数学成绩。孩子上学期的数学成绩不是很理想，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分析，我发现一方面是因为孩子理解
力比较差，特别是思考题，往往不能明确题目具体的要求，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孩子平时做题太少，以至于碰到新颖一点
的题型就不知所措。针对以上两点，我一边增加了孩子的课
外阅读，另外针对孩子接触题型太少，规定孩子每天做一些
数学试卷。

二、增加阅读时间。我认为进入小学后把每天课外阅读列为
家庭作业是一项非常好的举措。通过阅读，孩子增加了识字
量；通过阅读，能使得坐不住的孩子静下心来，间接培养了
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同时通过阅读拓宽了视野，增加了孩子
的知识面。除了老师规定的`阅读时间，善于利用一些碎片时
间给孩子阅读，也会有更好的效果。

三、针对我家孩子铅笔字写的不规范作一定的训练。因之前
看过报道说孩子7岁前练字对指骨不好，所以孩子幼儿园的时
候我没有给他做硬笔字的练习，孩子到了小学后，多次被老
师指出写字不规范，今年下学期我会通过一些适当的训练，
希望对孩子的硬笔书法做一定的提高。

现在总的目标计划制定好了，怎样才能让孩子心甘情愿地把
这些计划分配到每天的学习中呢？我认为要把我要她学转化
为她要学。于是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间：

我说：“晚晚，你觉得上学期你的学习怎么样。”

晚晚不好意思：“我学的不好！”



我再问：“哪里不好？”

她答：“数学不好、写字不好、注意力不集中！”

看，孩子其实知道自己哪儿不好，于是我就针对她的情况跟
她讨论应该怎样加以改变，最后我们对上面的三点达成了共
识。并且我跟她要求以后把这三点目 标任务融入到每天的学
习中，她表示同意。

其实以前每天放学之后，孩子也都有学习，但学习效率不高，
总是学不了多长时间就想玩。现在看了这套《我会安排时
间》，我也学着书中的方法，每天放学回家就先拟一个任务
表，然后让他自己安排时间和顺序，另外根据堵不如疏的原
则每项任务之间会留15分钟休息时间。因为是她自己制定的
时间计划表，所以比以前的学习有了一定的积极性。

希望一段时间的目标安排计划的训练，能对孩子在生活上，
学习上，以及习惯养成方面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

读后感的一般步骤篇四

感谢老师发来的链接，让我们知道了原来有这么一套“时间
小管家训练宝典”一一《我会安排时间》，非常适合7一10岁
小朋友阅读。

我家有个小拖拉，今年整7岁了。每天起床总要赖一会，穿衣
服找各种理由说自己不会穿，总要我帮着穿;写字速度很慢，
一笔不到位，总用橡皮擦;一幅画总要老半天，做什么都会拖
拖拉拉，就连刷个牙都趴在那里，边玩边刷……像这样磨磨
蹭蹭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

现在的小孩都是家中的宝，家长们过于溺爱，总想给孩子最
好的，就怕她受一点委曲，凡事包办，让他们习惯于依赖大
人。孩子的很多行为习惯不是天生的，只是我们家长造成的，



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在孩子一生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孩子小没有紧迫感没有时间观念，大人的无意行为会影响孩
子的判断，所以家长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

如何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让她学会合理安排时间，是我们
当下要做的一件事。《我会安排时间》这两本书各用了24个
小故事，采用情景训练的模式，让小读者设身处地帮助故意
中的小主人公选择合理、科学的时间安排计划，从而促使孩
子养成按照目标任务的轻重缓急来处理事务，合理分配时间
的良好习惯。

孩子读书多半是选择感兴趣的故事来读。“一只拥有人脑细
胞的老鼠”讲的是一只拥有人脑细胞的老鼠要逃离实验室，
但是门不好打开，它只有20分钟时间可以逃跑。有两个方案
选择:方案1，先用10分钟画画，再用5分钟吃晚饭，然后花10
分钟打开门，最后花5分钟逃出实验室;方案2，先用3分钟打
开铁笼子，放出其他动物，再在动物们的帮助下，用5分钟打
开门，然后花2分钟切断电源，最后花5分钟逃跑。听了我的
分解，她选择了2，理由是和其他动物一起合作能快点逃出去。
这个故事虽说不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但合理利用大家的力
量，能事半功倍，这也是一种科学利用时间的方法，无形中
让孩子学到了科学统筹的时间安排方法。

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我们可以在日
常生活中通过自身，用一种简单、合理的方法告诉她，可以
给她制订作息时间表，循序渐进，正确引导孩子。

相信通过大家的齐心协力，一定能培养出一个有时间观念的
时间小管家。

读后感的一般步骤篇五

2月，在老师的推荐下，我和孩子一起阅读了时间小管家训练



宝典《我会安排时间》。文中作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力，讲述
了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配套相关的练习，让我们在各种
奇思妙想中深深体会到统筹、合理安排时间的重要性和高效
性。

古往今来，关于时间的名言名句数不胜数，比如“一寸光阴
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从这些句子中可以看
出时间的重要性。

既然时间如此重要，那我们在平常的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统
筹安排呢？

在《我会安排时间》一书中，每个小故事的后面都会有目标
与任务、计划表。由此可以看出，要想安排好时间，首先得
确定当下的目标或者任务，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时
间，确保有效率地达成目标。以孩子放学后的安排举例子。
每天孩子下午放学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吃点东西垫肚子，然
后在晚饭前完成作业、阅读课外书，饭后练琴、自由活动，
睡觉前再读会课外书。这样安排下来，学与玩都兼顾到了，
孩子也乐意坚持做有效率的时间管理者。

时间表制订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难免会遇到些突发
情况，这就是所谓的“计划赶不上变化”，书中新旧时间表
体现了这点。那该怎样统筹安排时间达到既定目标呢？这时
我们要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有时间要求的优先，紧急的事
情优先，健康和安全优先，目标和信誉优先等等。掌握按轻
重缓急的顺序处理事情，那时间也就能得到合理安排，目标
的实现也不会因为突发状况受到影响。寒假期间，爷爷奶奶
临时决定年后带孩子去广州探访亲戚。这样一来，孩子原先
制订的寒假计划被打乱了，需要重新制订新的计划，把原来
准备18天完成的寒假作业缩短到10天完成，提高了时间效率，
使得游玩和作业两不误。



通过《我会安排时间》一书的学习，我们对合理安排时间有
了更深的认识。合理安排时间，不但有助于解决孩子的拖拉
问题，而且有助于孩子增强时间统筹意识，提高他们在学习
与生活中的计划性、逻辑性和灵活性，提升他们的执行效能，
最终达到素质提升的目的。在此过程中，我们家长也应发挥
表率作用，积极行动起来，与孩子“同成长、促提升”，一
起谱写自律、坚强、智慧的人生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