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自由读后感孩子(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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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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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读后感孩子篇一

虽然读完了这本书，但里面的好多概念似乎还不太明白，而
自我更感兴趣的就是作者所举出的例子，因为生活中这样的
例子比比皆是，从没想过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不记得在哪
里看到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不要轻易对孩子说“不”，
不要以大人的观点去告诉孩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
的，要让孩子在过程中自我去确定事物的真伪对错。思索自
我的行为，每日从我们口中吐出多少个“不”字呢。蒙氏的
教育，自由是建立在纪律的基础上，也是说，当孩子的行为
超越纪律的范畴时，我们应当是有权利说“不”的，但这
个“不”要怎样说，以什么方式去引导，去告诉孩子呢。在
蒙氏理念中，一切都要为了心灵让步。比告诉孩子对错更重
要的，是保护孩子，使孩子不至于陷入困境，使孩子心灵不
受到伤害。孩子是经过感觉来认知这个世界的，经过感知而
发现宇宙的定律，或许我们简简单单一个字眼，就会伤害到
这幼小柔嫩的花朵。

读完这本书，不得不承认，在教育这方面，我了解的还远远
不够，但任何一种教育理念都不能让它走向一种极端，这本
书里触动我心灵的地方很多，但也有很多值得我思考的…加
油！

自由读后感孩子篇二

读书只是一种提升自己的开始。当我拿起孙瑞雪老师写的
《爱和自由》的时候，我觉得抓住和把握一个儿童的前六年，



真的太重要了，这本书中有几句话给我很大启示。“人的成
长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心理的成长过程，而不是一个智力的成
长过程，智力成长是附着在心理成长上的。我们要做孩子精
神上的仆人而不是主人。”不难看出，孩子的智力发展和心
理发展都是很重要的。而我们在教育孩子或关心孩子时就要
采取有效的方法。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我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孩子。孩子也有
自己的思想，需要我们老师通过更多的主动关心、真诚的爱、
坚持不懈的努力去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样才愿意和你沟
通。我通过这本书，让我明白对孩子生活上的悉心照料固然
重要，但是对孩子心理的关注更为重要，我们要了解孩子的
心理，了解以后才可能理解孩子。孩子的内心世界真的很奇
妙，不要简单地以成人的眼光去看待他，不要以成人的行为
准则去规范约束孩子。其次我们要给孩子自由。首先是行动
的自由，吃喝拉撒睡、触摸、游戏等方面的'自由。有了这样
最基本的自由，幼儿才能随之产生独立的思维。在完全获得
这样的独立自主之后，孩子的“自由”上升到更高层次，即
行为的自由，自己做决定、做选择，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简单地说，行动的自由，导致思维的自由，最终导致行为的
自由、自主。当然这种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蒙特梭利
说过——自由是建立在一定规则上的自由。并不是什么都依
着他，不约束不管教，这个度就需要我们老师、家长来把握。

最后当孩子出现问题时，我们作为家长、老师要及时反思是
不是自己的教育出现了问题，我们有没有发自内心的去理解，
爱孩子！爱是什么呢？“爱是忍耐，爱是慈祥，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无礼的事，不求己益，不动怒，
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
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等待。”

有人说孩子就是一张白纸，我们给什么他们就会接受什么，
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就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怎样做才是
给孩子真正的爱！我想这也是孙瑞雪老师的《爱和自由》带



给我的教育真谛吧！让我们都学会观察、学会等待。改变一
个观念：允许孩子犯错误，错误和失败能给孩子带来更多的
东西和成功。

自由读后感孩子篇三

是谁说教师教育自己子女之殇有多痛，是谁讲我们用师爱捆
绑学生，是怕落后的焦虑还是放不下的得失，多少次自我劝
勉，多少次激动辩论，可是当你遇到《爱和自由》这本书，
你也许会真正和自己和解。

得知这本书，要感谢孟凌老师。孟老师是省家庭教育团讲师，
主持我校的家长学校工作，负责校心理咨询室。偶然交谈，
听我诉说“拗不过”幼小儿子的种。种，微笑颔首，推荐我
阅读此书。欣然买来，然而临近期末实在无暇顾及，假期白
天还要带孩子，始终读得断断续续，即便如此，每页每句都
如获珍宝，相见恨晚。

我第一次知道了“精神胚胎”，明白了成年后的“孩子”问
题出在哪里，惊讶于孩子的“吃”居然能发展智能、建立自
尊和意志，对“自由与纪律”、“发展心智与掌握知识”等
有了科学、理性的认识……一边接受着书中的理论，一边饶
有兴味的观察着孩子的活动，心头萦绕的是安静的喜悦。我
不再怀疑自己爱的能力，我相信我可以走出爱的误区。

作者孙瑞雪深谙蒙氏教育之精髓，并结合中国特色，从孩子
成长发育的角度阐述，列举许多成年人的例子，串起了我们
很多关于成长教育零碎的感悟。反观自己的成长，我似乎懂
得了自己，今日的个性和童年的环境密不可分，我一直期望
改变，然而又害怕畏缩，直至近年，才慢慢接纳不完美的自
己，很多事情却豁然明朗，越来越好。

作为初中语文教师、担任过班主任的我，在此书的`阅读中，
也渐渐放下执念，心中泛起层层悲悯的涟漪。正如王君老师



所说“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我们温柔以待”。面对十三四岁的
孩子，那些你不曾参与过的他们的成长，那些因为没有被好
好滋养后留给你的“问题”困扰着你，读后感他们在你苦口
婆心，在你软硬兼施后却收效甚微，甚至变本加厉，虽然所
幸你只陪他们走一程，然而深深的挫败感不正在渐渐销蚀着
你职业的幸福感吗？那些从其他幼儿园转到孙瑞雪“爱和自
由”幼儿园的孩子变化之大，让我的“心灵受到震撼，让我
感动而愧疚”，认识每个孩子，尊重每个生命成长的节拍，
找到适合他们的方法，这样的“因材施教”因为有着理解的
心理学渊源，才不会是伪善。

自由读后感孩子篇四

看了孙瑞雪的《爱和自由》，感受颇多，我认为，这本书是
一扇窗，推开它，发现儿童，亦发现自己。

这本书以“爱和自由”为全书的立足点，强调给孩子的爱要
有科学的方式，即在对儿童成长规律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上，
利用蒙氏的各种训练方法，给孩子充分的自由的选择。作者
用各种事例诠释了“爱和自由”对培养人格健全的孩子的重
要性，作者相信这样的孩子就可以全面发展，这就是蒙氏思
想的本意。同时，也简要地提到了约束孩子不良行为的.方法。
总体来讲，作者比较审慎地遵照蒙氏的方法在实践着儿童教
育，并总结出一些经验。

每一个家长都爱自己的孩子，那爱到底是什么呢？“爱是忍
耐，爱是慈祥，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无
礼的事，不求己益，不动怒……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
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等待。”书
中是这样定义“爱”的。受此启迪，我感觉：爱是尊重，爱
是珍视尊严。爱孩子，表现在点点滴滴的生活中。爱绝不是
表现在你的头脑里，爱不是你想的这样爱孩子就可以爱孩子。
不是这样的，爱表现在你的每个眼神，每个动作，每个姿态，
每个想法，每个意识中，它表现在你点点滴滴的生活中。爱



孩子，让孩子成为他自己，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爱孩子，
就要关心孩子的成长。

让我们从了解自己开始，了解生命的意义，了解成长的规律，
认识并尊重每一个新的独立的个体，蹲下来，时刻关注自己
和他的成长，用真正的、无条件的爱滋润彼此的心灵，让自
己和孩子一起快乐、自由的成长！

自由读后感孩子篇五

读完孙瑞雪老师的《爱和自由》，感受颇多。这本书带给我
的不只是心灵上的震撼，更是思想上的吸引，我认为这是一
本可以改变老师、改变家长，最重要的是可以改变孩子一生
的书。

当今的社会，我们关注教育、重视教育，但教育最需要的是
什么？是爱。要真正懂得爱孩子，并非以爱的名义伤害孩子；
真正关注孩子生命内在的发展，而不仅是技能的驯化；真正
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而不仅是物质的替代；真正尊重孩子
作为个体的独特性，而非流水线上的作品；真正让孩子创造
自我并创造世界……这才是教育！

爱到底是什么呢？“爱是忍耐，爱是慈祥，爱是不嫉妒，爱
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无礼的事，不求己益，不动怒，不
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
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等待。”这是看
《爱和自由》最初打动我的地方，短短的几句话却让人别有
一番感悟和滋味在心头。

作为教师，从事幼儿教育六年来，自认为是位充满活力，爱
心丰盈的老师，但是看完这本《爱和自由》，我突然领悟到
我们的爱或许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一种“虐”。我们成人
有太多的不能够，总感觉孩子就是孩子，他们的潜力达不到
我们所需要的成果，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总是让孩



子事事听从我们的安排，孩子总是问为什么非要听大人的话，
而我们的理由往往就是：“因为我爱你们。”但是这样恰恰
违背了孩子发展的成长规律。

幼儿教师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在幼儿园发生事故，哪怕是小擦
伤也好，也会让我们觉得无法向家长交代。因此我们处处留
意，时时留意，这个不许，那个不让，始终让孩子在我们的
掌控之中，限制了孩子的自由。我们整天对宝贝们说：“孩
子们不能这个样子，不能碰那个东西，它会划伤你的手，你
们就听老师的吧，老师是为你们好，老师爱你们。”我相信，
这是大多数老师都在做的事情。看完《爱和自由》，作为80
后老师必须要改变自己想要驾驭孩子的想法，要把孩子的一
言一行认为是有原因的行为，要做一个有心人，去仔细观察
孩子的所需所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在爱和自由
里健康成长的孩子。同时，我们在自我改变的同时，也要把
这种思想传递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家长，我们的教育需要家
长的大力配合，只有家园密切合作，我们才能给予我们的宝
贝真正的爱与自由。

看完《爱和自由》，另一个感触就是关于知识。我们是引领
幼儿前行的教师，我们怎样去“教授”知识呢？我们要改变
教的方法，不再是枯燥的教，而是带着孩子去认识，去感知，
去自然而然的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课堂学习的过程。书里有
这样一句话：认识事物的过程好比吃饭，经过消化成为生命
的一部分，并自如地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这种东西就是智力。

孙老师说爱与自由并重，我们要把爱带给身边的每个孩子，
同时，也适当放手给他们自由，只有爱没有自由，孩子就会
失去自我，只有自由没有爱，孩子便会冷漠。爱与自由同在，
并加以引导和体恤，让孩子们要学会相信，在这种环境中长
大的孩子，必定会快乐、坚强、充满创造力和勇气。

你每天总在埋怨他、责备他、训斥他，百分之七十的语言都
是否定的语言。你当着别人的面训斥他，你甚至在大街踢了



他一脚。家里来人时，你当着孩子的面告诉客人你所认为的
孩子的某些缺点。你不断地以一个成人的角度误解孩子等等，
这些都不是爱。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是在指责中长大的，此刻我们忘记了自
我的童年，忘记自我童年的故事，忘记自我童年的愿望，忘
记自我被束缚后慢慢被磨蚀的、没有个性的痛苦！这是我们
的遗憾，因此，我们就更应让我们周围的环境充满爱、自由
与温情，对宝贝更应用心去关爱，弥补我们的遗憾。如果你
爱孩子，让他的精神愉快，你给了他们美好，儿童就能给我
们带来一个金色的未来。

总之，我觉得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首先，一定要改变自己
想要左右孩子的想法，同时要把孩子们的行为认为是有原因
的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在爱和自由的环境里健
康成长的孩子。第二，要做一个有心的人，去仔细观察孩子
们的一言一行，倾听和交流是最好的桥梁，也是拉近我们和
孩子距离的最好方法。第三，成人就是孩子的榜样。俗话说：
“言传不如身教”，孩子就是镜子，映照着成人的言行举止，
所以，我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很重大。

其实，不只是儿童在充满指责、冷漠、抱怨的环境里不快乐，
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快乐，也不能好好工作。相反，如果周围
的环境充满了爱、自由和温暖，人与人之间要是能够相互理
解、相互宽容，是不是都会得到好的结果。

爱与自由同样重要，我们要把爱带给每个孩子，同时，也要
适当放手给孩子们自由，只要多加引导和宽容，学会理解孩
子、懂孩子，我相信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肯定也会快
乐、坚强、充满创造力和勇气。

亲爱的老师们，让我们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热爱孩子，让
他们充满快乐，我们给与孩子爱与自由，孩子就能给我们带
来一个完美的未来。因为“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是人类之



父，儿童是文明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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