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的秘密读后感心得(大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童年的秘密读后感心得篇一

蒙台梭利在“导论”中指出：“儿童并不是一个只可以从外
表观察的陌生人。更确切地说，童年构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
一部分，因为一个人是在他的早期就形成的。”

读了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童
年乃至刚刚来到世界的那一刻起，教育就无时不刻在影响着
我的成长，而且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在的自己。其实童年时
期的教育，相比与成年人的教育，更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某种意义上说，成年人接受教育更多的是知识上的增长，科
学知识的复杂并不代表教学过程的复杂；而童年时期的教育
相比与成年时期，知识层面并不显得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
对一个人性格的塑造、影响与思维上的开发。不得不说儿童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怎样才能对儿童做好早期教
育，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幼教所面对的是一个无论从生理还
是心理都生机勃勃，充满动力的，却又不善于以成年人的方
式表达自己的个体。

很多时候，我们对儿童的行为很难理解，甚至无法理解，也
往往会对儿童的行为作出不合适的教育方法。正如蒙台梭利
指出“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工作还存在有一个明显的差异。
那就是儿童并不寻求获利或是帮助”。在成年人眼中，往往
意识不到这个层面，记得在我们小学的教育中，“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仍然记忆犹新，这样的一句话就好像暗示了儿童
是懒惰的，没有主动能力的一样。我认为这样的教育是不对



的，蒙台梭利指出：儿童拥有一种趋动力，它不同于成年人
的趋动力。成年人总是为了某些外在的目的而行动，这种目
的要求他奋发努力和艰苦牺牲。是的，儿童时期的活跃，或
者说“调皮”都是发源于内心的，这是儿童“工作”的动力，
然而成年人并不了解，也没有做到很好的对儿童进行引导，
反而更加误解了儿童。

蒙台梭利进一步指出：如果成年人不理解这个秘密，他们对
儿童的工作的理解就永远不可能比过去理解得更多一些。他
们在儿童工作的范围设置障碍，认为休息将是他适宜的生长
的最大帮助。成年人为儿童做每件事，而不让儿童按他所应
该遵循的规律活动。成年人感兴趣于花费最少的精力和节省
时间。由于成年人更有经验和更敏捷，他们就试图给小孩子
洗手、穿衣，用手抱或用小推车带着他们到处转。重新整理
儿童的房间而不让儿童插手。

儿童的世界非常复杂，成年人对儿童有太多的误解，但是，
读了蒙台梭利的书，让我收获了很多，我相信，只要我们成
年人多一点留心，认真的揣摩儿童的成长过程，总会探索出
最好的儿童教育方式。这样我们人类在儿童时期的成长发育
更加顺利，不知不觉中，当一个儿童成长为一个成年人，就
会变得更加健康更加贴近与自然文明，更加富有活力与创造
力。社会的文明也会向着更加自然与和谐的方向发展。

童年的秘密读后感心得篇二

寒假里看了《童年的秘密》这本书，让我对孩子的很多问题
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很多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现在造
成的，而是在敏感期时造成的。童年的秘密是什么？蒙台梭
利认为体现在：儿童是一个“精神（心理）的胚胎”，只有
通过人的教育，这种胚胎才能发育成一个健全健康的“精神
世界”；儿童心理的发展有各种“敏感期”。

本书一共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精神胚胎

第二部分：新教育

第三部分：儿童与社会

译者的话里里这样说：“儿童观是对儿童的本质看法，它是
建构教育理论的基础，是开展教育实践的前提。蒙台梭利总
结了卢梭等人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医
学。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科之大成，结合自己
在儿童之家对儿童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自己对儿童的独特
看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台梭利儿童观，从而奠定了蒙台
梭利教育法的理论基础。”建构教育理论曾经听说过并且自
己在课堂中实际应用过，这个敏感期和其他专家不谋而合。

在第一部分精神胚胎中，作者认为再小的孩子都是有思想和
独特的感受的，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作者经过试验和研究
发现了孩子的敏感期，原来在几十年前国外的教育已经进行
到了科学的时代。

相同，蒙台梭利关于爱的理解是：爱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它的动力就是本能，是生命的创造力量，在创造过程中，他
产生了爱，这种爱充满了儿童的意识，并影响着儿童的自我
实现。

童年的秘密读后感心得篇三

主旨：是固执还是意志坚定小孩有一个很有趣的特性，在他
们的想法里某些事一定要按照某种顺序去做才行，当看到妞
妞日记爹地妈咪一切请按标准程序来时，只是觉得很有趣，
我没怎么看到自己的孩子也有同样的情形(可能是小孩多由我
在照顾，都是按小孩熟悉的方式在做)，当家中来了另一个家
庭的小朋友，我才发现儿童的秩序感真的很强，而这一特性
很容易被大人解读为固执。



似乎这种大人与小孩的冲突特别容易发生在由多个照顾者照
顾的情况，如果小孩心中已经形成某一件事的流程(如妈妈教
会了某一刷牙的步骤)，他会很坚持要这么做，当另一个大人
换了另一种方法，小孩就可能会生气，或者要求要找知道要
怎么做的大人(通常都是妈妈)。蒙特梭利在儿童的秩序感一
章中举了很多极易引起共鸣的例子，看的时候可能很多父母
会说，是的，我的小孩就是这样，由于错误的解读，大人常
将孩子这些行为解释为无理取闹，而强制要求孩子妥协。

例子一：一个二岁多的孩子坚持用某一种汤匙才肯吃晚饭时，
父亲认为这是一种无理取闹，反而斥责孩子不吃饭的行为，
同样的要求在午饭时也出现，当时妈妈就顺着孩子的意思去
拿那个汤匙给他，孩子拿到汤匙后很快安静下来吃饭，在晚
饭时出现同样的事，因为父亲的做法不同，父子为此都很不
高兴，结果最后小孩没有在斥责后吃饭，还是等拿到对的汤
匙才吃。

例子二：外婆不断劝说三岁多的外孙去睡觉，说了一大堆的
道理，但小孩就是一直说「不要」，外婆已失去耐性。妈妈
过来问了一句「你要拿什么一起去睡觉」，孩子拿了一个火
车头，然后非常顺服的牵着妈妈的手去睡。这件事有人的解
读可能是孩子比较听妈妈的话，但motessori在类似的儿童行
为观察中发现了儿童的秩序感的存在，是因为妈妈比较了解
孩子的需要，才显得孩子的行为较为顺服，有人称之为爱，
但这种说法易让人误以为是用错方法的人不爱孩子，其实不
然，在上个例子中，外婆也爱孙子，只是讲大道理不若理解
儿童更能符合孩子的需要。

虽然某些要求我们不理解小孩的想法，但只要没什么伤害性，
为何不顺着小孩的意思呢?当事情按着小孩的预期发生，他比
较会有安全感，我们大人不也较喜欢用习惯的方式做事嘛。
当满足了小孩很小的要求，大人将很惊讶地看到小孩竟可以
完全的顺从，不然小孩就会奋力的争取，如果长期外在发生
的事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有可能会产生无用感，对小孩意志



力的培养极为不利。

童年的秘密读后感心得篇四

《童年的秘密》是由意大利当代教育最伟大的幼儿教育家和
改革家玛利亚·蒙台索利撰写的，经过自我在“儿童之家”
的教育实践得出了正确的教育方法和疗救之方，揭示了儿童
心理发展的秘密，说明成人对儿童的阻碍和压抑是导致儿童
出现心理偏差的根本原因，经过对本书的阅读，给我留下很
深的印象。

蒙台梭利讲到的关于对幼儿的教育，无一不是以尊重幼儿为
前提下，尽量让幼儿在最自然的环境下，在自愿与自我选择
的条件下进行的，从而总结经验，完成自我认知的提升！我
想，这时，孩子的心里肯定是最简便愉快的，而我们明白欢
乐容易产生兴趣，而兴趣是的教师，只要孩子有兴趣，还怕
他不会学习吗？所以，作为一个孩子的教育者，首先就要调
动孩子的学习兴趣，有了兴趣，会让你的教育得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相反，如果只是一味被动理解教育，势必会造成烦
躁与抵触的心理，即使是成人也不会有什么学习热情，更不
要说是孩子了！

所以，作为一名小学教师，学习对儿童进行心理分析是十分
有必要的，这样我们教师对学生的引导将会游刃有余，还怕
孩子调皮，会造成教育失败吗？我相信，教师的行为、教育
方法及理念无疑会潜移默化的传导给学生，从而影响到一代
人的一生。儿童内心的真实景象，它与我们对儿童习以为常
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童年的秘密”。

那我们应当如何去做呢？

首先要把孩子置身于一个愉快的环境，所学的资料要对孩子
很有吸引力的。作为教师要想把课上好，首先就要把课设计
好，要吸引孩子的目光，是孩子想要明白的、感兴趣的！



其次是教育者的沉静。它是一种更深沉的平静、一种空白，
即我们所说的客观的心理。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先想好再做，
多去看、去观察，少去说、去批评！孩子不喜欢一个爱唠叨
的教师。

最终是要给儿童特殊的作业材料，使孩子能被材料所吸引，
促使其分析和运动，从而使他们聚精会神，精力集中。儿童
就会获得一种满足感和欢乐感。这样儿童就向正常化迈进。
即学会克制自我、平静地生活及喜欢学习。

关于这本书，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了解的知识与资料，虽然
这些方法运用到实际的教育中未必实用，但却提高了我对孩
子教育的认识，在今后的实践中应不断地总结经验，寻求更
好的教育方法，使孩子健康成长。

童年的秘密读后感心得篇五

《童年的秘密》中蒙台索利深刻地揭示了儿童心理发展的秘
密，说明成人对儿童的阻碍和压抑是导致儿童出现心理偏差
的根本原因，并通过自己在“儿童之家”的教育实践指出了
正确的教育方法和疗救之方。通过对本书的阅读，给我留下
很深的启示。

蒙台梭利还从七个方面讨论了儿童的发展以及成人是如何阻
碍儿童的发展的。第一、成人为了自己的方便而强迫儿童长
时间睡觉。蒙台索利指出，如果我们要为儿童的个性发展提
供帮助，鉴于儿童是一个弱者，那么有着更强个性的成人在
指导儿童的时候必须控制自己。第二、蒙台索利认为，儿童
并非守株待兔般地等待行走能力的发展，而是通过练习获得
的，因此，成人必须调整自己以帮助儿童享受行走的乐趣。
第三、蒙台索利表示，当我们评价儿童的心理发展时，我们
应该根据言语的出现以及从工作中激发出的手部动作的出现
来考虑幼儿的心理发展。第四、蒙台索利批评成人并不是从
儿童最基本的心理需要出发去帮助儿童，而是取代儿童完成



了所有他们想要自己独立完成的活动。第五、蒙台索利指出，
成人用自己的行动取代儿童的行动不仅表现在行动方式上，
还表现为通过暗示把自己的意识渗透到儿童的意识中，把自
己的意志强加给儿童。第六、蒙台索利认为，由于成人不理
解运动对于儿童的重要性，所以他们阻止儿童的身体活动。
而一个“失去肉体自由”的人要比耳聋的人和盲人承受的痛
苦更悲惨也更严重。第七、蒙台索利独辟蹊径地提出，儿童
具有天赋的特殊的“爱心智力”，这种爱赋予了儿童观察的
能力，儿童以一种热情的、注意细节的方式赋予了儿童观察
的能力，儿童以一种热情的、注意细节的方式观察他们周围
环境中的一切，包括成人。正是由于儿童对我们成人的爱，
我们的精神世界才被唤醒。如果没有儿童帮助成人振奋精神，
那么人类就会颓废。

看本书时。让我想起赵岭老师在课堂上说起儿童享有的权
利——这是《儿童权利公约》赋予与规定的。

1、有生存权——每个儿童都有其固有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2、受保护的权利——不受危害自身发展影响，被保护的权利；

4、参与权——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儿童利益
的原则；尊重儿童尊严的原则；尊重儿童的观点与意见的原
则；无歧视原则。

给我的启示：面对儿童的成长，我们应该像蒙台梭利那样，
学会观察、学会引导、学会等待，用“有准备的”适宜环境
导引儿童的内在生命力，并耐心的等待儿童完成其内在的心
理变化，而不是用我们成人自以为是的“对儿童的帮助”去
打扰其破茧而出的过程，造成人所皆知的“拔苗助长”的严
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