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丁集读后感 园丁与木匠读后感(模板5
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
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园丁集读后感篇一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句子。(几乎是全篇)

摘自艾莉森高普尼克《园丁与木匠》这本书中的一些感触深
的句子以及自己的读后感悟。

教育孩子相当于管理花园，这实在是一个恰当又精妙的比喻，
两者都是生命的孕育和成长且有着诸多的不可控因素。作者
将不同的教育观念喻化为“园丁”和“木匠”，形象可感。

园丁式教育：充分尊重孩子的生长规律，注重创新性，让孩
子学会主动探索世界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木匠式教育：讲究所谓的方式方法，按照固定的形式对孩子
进行“掌握式”学习教育。

文章中的很多观点都给我诸多的启示。

1、工作和爱使生命值得度过。

以前浅薄地认为，工作就是为了改善生活，提供物质基础，
然而，这只是工作最为表面的作用，对于工作全身心投入的
那份专注，工作中完成挑战后的那份成就，工作焕发出与众
不同的那份光彩，工作中呈现的那份无可替代的价值，都让



我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得更加有味道。

2、爱没有目标、基准或蓝图，但爱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不
是为了改变我们所爱的人，而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条件让他们
蓬勃发展。爱的意义不是塑造我们所爱之人的命运，而是帮
助他们塑造自己的命运；不是为了向他们展示道路，而是为
了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道路，哪怕他们所走的道路不是我们
想选的，也不是我们能为他们选择的。

生活中，对待我们的爱人，总是先入为主想要把自己认为的
好强加给对方，却从不考虑对方是否需要，这种做法在父母
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总是急于将他们“宝贵的人生经
验”传给自己的孩子，过去的经历和他们固有的认知影响着
他们的想法和看法，出于爱，他们舍不得孩子走弯路甚至
是“歪路”，但是他们忽略了，经验是没法代替经历的，孩
子如果全部按照父母经验来，那只是走了一遍父母的老路，
像复制品一样过完了自己的一生。那是父母的人生，不是孩
子自己的。

3、学龄前孩子的进化任务是尽可能广泛地探索各种可能性。
这种探索让孩子发现了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基本原则，这些
原则将在他们成年后支撑起他们做事情的能力。

现实生活中，孩子探索世界的权力早已经被大人们剥夺了，
这么做是不对的，那么做是不允许的，这样太危险，那样真
辛苦，总有一堆理由制止孩子们的探索，以至于孩子在成长
的过程中失去了探索的欲望和能力，成为了“理所当然接
受”的机器。索的欲望和能力，成为了“理所当然接受”的
机器。

园丁集读后感篇二

《园丁与木匠》是艾莉森·戈普尼克的最新作品，这本书的
内容是说：为人父母，不是工作，不是木匠做桌子，重要的



不是技巧；为人父母，是园丁种花，本质是爱；这种爱的目
的，是给予他们成长所需要的一个安全、温暖、自由的环境，
使孩子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这是一本写给父母的书。

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了如何养育孩子。她解释了现在流行的
教养乃是最大的谎言，是像木匠一样，按照精美的图纸将孩
子打造成特定的样子，即使手艺再精湛，教育的结果也是不
成功的。而理想中的父母，应该像园丁一样。给孩子提供足
够的营养、空间，时不时根据需要进行修剪，任由孩子生长。
即便结果不是预期的，也许会收获不一样的惊喜。全文先介
绍了什么是父母，什么是孩子，爱的三面手（父母、祖父母、
异亲）的教育意义，进而又从看、听、玩、练四个角度说明
了如何教育孩子，最后结合现状——科技，讲述了科技与孩
子的关系。一些观点非常新，也许并不一定很实用，但是从
理论或者理念上带来些启发。

制成品的优劣可以用来判断木匠技能水平的好坏。园丁思维
则是不去改变孩子，而是给予他们成长所需要的一个安全、
温暖、自由的环境，或者说一个“花园”，在这个花园里面，
一个生命层层绽放，最终他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他会
塑造自己的命运，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尽量不要用成人的
视角去看孩子看到的世界，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视角。

让我感觉比较震撼的是书中对童年的解读，让我有了新的认
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童年的重要性，也知道要让孩子童年
快乐的成长，但是为什么会有童年呢？用罗胖的话说，“什
么是童年？童年期是整个文明，整个社会，对于人生一个阶
段的赦免”。身为父母，只要我们都能像园丁一样，去努力
创造一个生态系统，只是保证土壤肥沃，空间安全，花园的
花草就能以各种我们预想不到的方式自行应对环境的变化，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这就是童年的意义所在。



园丁集读后感篇三

一本书读完了，如果没有让它和我们发生点什么，可能就真
的完了。它会变成占据书架的纸张，与我们再无瓜葛。我们
还要再与它发生点什么才行。

在心理、教育文章遍布的今天，我们听到太多观点。其中有
一个观点是：夫妻关系应先于亲子关系。要把夫妻关系放在
第一位，其次才是亲子关系。然而高普尼克奶奶告诉我们：

对孩子的爱就像一个无法言喻的承诺。

我们对孩子的爱如此特殊，以至于让“我们会以一种特别的
方式关心自己的孩子。我们认为，自己孩子的幸福比其他任
何事情都重要，甚至比其他孩子或我们自己的幸福都重
要。”

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生活中看到为孩子付出的父母，愿意
牺牲自己的父母。我们当然不是提倡父母为孩子的牺牲，但
是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他们，而非指责。

那么，牺牲是必然而无解的吗？我们或许可以增加一些智慧。
夫妻之爱不同于亲子之爱，在不同的情境中，依据具体事情
选择并做出符合当下情形的行为，才是解决之道。我们真正
要理解的是夫妻关系不同于亲子关系，而不是将其排序或对
立。

什么样的父母是好父母？孩子是否健康、愉快、成功是标
准，ta是否符合标准，成了考核父母的kpi。另一个人的身体、
情绪、成就，要由我们来负责，且一旦出问题，受到谴责并
被认为失败的竟然是我们。理由只有一个，那个人是我们的
孩子。世上竟有这种不合理的存在！身处其中的我们毫不怀
疑其合理性。



高普尼克在《园丁与木匠》中告诉我们，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保留多样性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至今的关键策略。我们没法
用一个标准衡量所有的孩子，比如专注力。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全然地无条件地爱着他们，无论他
们睡着了或是醒着，无论他们优秀或是平庸，无论他们健康
还是生病，无论他们快乐或是烦恼，我们都发自内心地爱他
们。这样的我们就是好父母。

从观察式学习、证言式学习到掌握式学习，再到探索、创造
自己的文化，孩子们的学习一直在发生着。玩，于孩子来说，
就是学。孩子是自己学习的主导者。

父母最该做的，是打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孩子得以满足其
探索的需要。成为一名创造肥沃土壤的园丁，涵养整个生态
系统，让不同植物依其特性自由生长，是父母的荣耀。

在群里和大家一起读完《园丁与木匠》后，我看到吴钩老师
写了一篇《每个“神童”背后，都站着一对残忍虚伪的父
母》。其中回顾了自古就有的“神童崇拜”现象，汉代时，
朝廷设了“童子郎”的官职。唐朝时，十岁以下神童通过童
子科考试，便可获官职。宋承唐制，亦设童子科。

这些设置催生了民间的神童培训机构和名师。各机构和名师
将孩子关在一个大竹笼里，再吊在树梢上，然后逼孩子读经，
以便通过童子科的考试。然而，通过童子科的神童，大部分
泯然于众生。

为何如此？我们可以用高普尼克的研究来解释一下。

孩子是如何学习的？他们边玩边学，边看边学，边听边学，
边练边学。为了通过童子科考试，孩子们只有死记硬背，失
去了更多学习的机会，甚至错失了众多大脑发育的好时候，
当然更大可能是泯然于众生。



我想，这正好引发我们读下一本书《教养的迷思》。作者：
李丽霞

园丁集读后感篇四

在平时的学习阅读中，充分感受到《常熟老园丁》是一份内
容充实，信息量大，文体形式多样，知识性丰富，可读性很
强的刊物，非常适合退休教师在家细读、品味。充分感受到
主办领导的匠心独运。

《常熟老园丁》分 要闻特稿、岁月人生、学林秉烛、养生保
健、多彩金秋、神游天下、活动剪影、桑榆艺苑、光影晚霞、
收藏天地 等10个专栏，已出刊174期。多年来，《常熟老园
丁》既及时宣传解读上级政策、精神，又交流老教师喜看常
熟教育发展心得；既报道市退教协常态、特色活动，又关注
全市学校退教协精彩丰富动态；既交流老教师书画、旅游、
摄影多彩作品，又交流养生、健身小窍门；既有灯谜雅趣、
文化知识介绍，又及时宣传老教师关心下一代工作成效，弘
扬正能量……合上《常熟老园丁》，“接地气、有大气、有
情趣、传正气……”这样的词汇就会在脑海中浮现。

作为《常熟老园丁》的忠实读者，将一如既往地从中汲取生
活工作的养份，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尽全力支持《老园丁》
的工作。根据冯理事长的`要求，对贵报提一点意见建议，苦
想冥思，很难提出，暂噎三点权充意见建议：一是在开展活
动过程中，如有好的经验、做法，若时间来得及望能及时与
我们联系，我们将积极与常熟媒体沟通，共同加大对退教协、
局关工委、全市老教师关心、推动常熟教育改革发展感人事
迹的宣传报道。二是老教师的书画、文学作品也可发我们，
我们可以元旦迎新春之际整版刊出，展示常熟老教师矍铄精
神、丰富人文底蕴。三是学校退教协层面活动，如老教师给
学生作德育专题讲座等，可请学校以图文形式发我们，我们
可在《常熟日报·教育特刊》上报道，传递乐教奉教精神泉



脉。

园丁集读后感篇五

当我捧起《园丁与木匠》这本书时，我没有像以往顺页读起，
而是首先被多彩的书皮所吸引，我想这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吧，
当你捧起书的那一刻，你将走向“园丁”式教育。目前咱是
园丁还是木匠？值得我们思考。我赶紧刷刷翻腾一通，最后
被后记吸引，于是先读了后记又去读引言。感叹真是一本顶
级心理学书籍！

后记译者提到一个“黄金圈法则”，非常有意思。由内向外
分别是：why-how-what。

1.内层是外层的驱动，外层是内层的体现。2.外层更容易评
估。3.越外层越容易改变，越内层越难以改变。

作为家长或者老师往往忽视内层“为什么”，而对外层“做
什么”非常敏感，关注，总想把孩子塑造成自己想的样子，
孩子考了多少分，考上了什么大学，参加了什么工作等，一
旦不合乎自己就会不开心，把这些作为衡量一个孩子的好坏，
家长是否合格。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家长或者老师和孩子大嚷
大叫，甚至父母怀疑自己生错了孩子，怎么有这样的孩子，
目前也出现起“神兽”一词。造成这种原因，就是因为我们
在育儿中出现了本末倒置行为了。

父母在教养孩子中像一个木匠，按图纸打造成符合自己的作
品，在精致的打造中，必然会伤害到孩子的特质风格和心理
内核，这就是木匠式父母。记得有一次我的丈夫要求我女儿
写计划，我女儿说不想写，计划我已经写好了，就在脑子里，
自己安排好了怎么做。而我丈夫非让女儿写，为此女儿大哭，
说他爸爸把思想总强加于别人。大吵一顿，弄得父女俩很不
开心。试图有意识地将你的孩子塑造成某种特定的样子，是



徒劳的，也会产生很强的自我挫败感。

父母或者老师要像照顾花园一样，适时浇水、施肥、捉虫、
修枝剪叶，也就是说要为孩子提供一个温暖、有爱、安全的
环境，在孩子成长中出现明显问题时候我们也要裁剪，做好
园丁式父母，咱的孩子会蓬勃发展。

书中写到“混乱是草地的荣耀”“优秀的园丁致力于创造肥
沃的土壤，以涵养整个生态系统，其中不同植物具有不同的
优势和美丽”就如我们常说的“一条鱼满锅腥”实则不然。
在我们的班级中允许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班级中有几条
“泥鳅”“海虾”班级才富有活力。没有他们班级反而成了
一片“死水”没有了比，没有了向上的冲劲儿。

“好父母不一定会把孩子变成聪明、快乐或成功的成年人，
但可以打造出强健、具有高适应性和韧性的新一代人，以更
好的应对未来将要面临的不可避免、不可预测的变化。”我
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意外枯萎的痛苦。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不是完美的。我们要学会收放。

每个孩子都有特性，让我们学习园丁式育儿来陪孩子一起长
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