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育孩子的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
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教育孩子的读后感篇一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父母。不同的教育方法可
以塑造不同的品性，培养不同的特质。下面给广大家长推
荐36个计策，帮父母培养乐观、自信、积极向上、勇于担当
的好孩子。

36个计策

1.样板计：树立学习榜样。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办公室主
任、亲子问题专家林红强调，孩子是父母的镜子，在孩子面
前，再细微的言行举止也要留意，树立好榜样。

2.鼓励计：鼓励他挑战困难。孩子很容易因为一些挫折放弃
努力，此时，家长的鼓励是他们前进的勇气和动力，能帮孩
子找到问题、改正缺点，不断进步。

3.倾听计：掌握孩子的感受。再小的孩子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父母一定要抽出时间，耐心听他说话，了解他的想法和感受，
以便及时对孩子的身心变化、问题等做出处理。

4.赏善计：奖励比惩罚有效。赏识教育专家周弘认为，教育
孩子，奖励比惩罚有效得多。用奖励正确来代替惩罚错误，
既能避免伤害孩子，又可以督促他发扬优点。

5.扮弱计：偶尔向孩子“求助”。缺乏责任心，常常是因为
父母照顾太周到。偶尔向孩子“求助”，你会发现他变成了



懂事的“小大人”。

6.补强计：好习惯多夸奖。美国加州大学哲学家詹姆斯・多
伯林提出“补强法则”，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正面行为受
到认可时，就能逐渐摆脱自卑，不断激发自信心。

7.冷淡计：任性时别睬他。任性几乎是独生子女的通病。此
时，家长务必要狠下心“隔离”他，让他因为得不到关注，
自动收敛坏脾气。

8.放手计：让孩子自己尝试。包办父母只能养出飞不出笼子
的金丝雀。制造一些让孩子尝试、摸索的机会，他们才能独
立应对生活。

9.纵容计：别扼杀淘气天性。“淘气包”、“捣蛋鬼”往往
脑子灵光、求知欲强。在允许的范围内适当纵容这些行为，
是挖掘孩子潜能和创造力的好时机。

10.处罚计：让孩子懂得承担错误。做错事了可以安慰，但一
定不能姑息，适度的惩罚才能让他明白“赏罚分明”这一生
存法则。

11.制冷计：自满时泼点冷水。一旦发现孩子有骄傲自满、目
中无人的苗头，父母应该适时给他泼冷水，让孩子正确、客
观地认识自己。

12.点拨计：用引导代替说教。絮絮叨叨的说教，是孩子最不
喜欢的教育方式之一。最好从旁稍加提示引导，这种启发会
让孩子充满感激。

13.感化计：用真情打动孩子。教育不仅是灌输、劝导、监督，
有时还要动之以情。比如给孩子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会给他
留下深刻印象。



14.平等计：别给孩子特权。要想克服“自我为中心”，首先
得从家里开始，不要给孩子特殊的地位或特权，好东西要全
家人分享。

15.受挫计：适当挫折教育。美国教育家卡乐尔・桑德堡曾说，
经过挫折和千锤百炼成长起来的孩子才更具生存竞争力。为
了培养心理韧劲，适当的挫折教育必不可少。

16.包容计：接受孩子的缺点。你的孩子也许不够聪明，有很
多缺点，但父母不能因此嘲笑或嫌弃他，宽容弱点，才能战
胜自卑，用优点掩盖瑕疵。

17.虚拟计：时常夸他“很棒”。日本教育家铃木镇一表示，
找到了好孩子的感觉，他就会成为好孩子。告诉孩子“你很
棒”，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会让他产生积极向上的正面自
我评价。

18.熏陶计：多接触好的兴趣。要想孩子拥有良好的兴趣爱好，
不妨有意识地让他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通过熏陶、感染陶
冶情操。

19.诱导计：别强迫孩子学习。几乎每个孩子都会经历厌学，
强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要通过增加学习趣味性、适当奖
励等方法，诱导他的学习兴趣。

20.容过计：主动认错时别追究。如果孩子已经意识到自己的
错误，家长不妨冷眼旁观，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

21.训诫计：反复犯错不能姑息。如果同样的错误一再出现，
家长不能姑息。必须进行有效的批评，让他不敢再有“不会
被发现”等投机心理。

22.疏导计：给孩子解释机会。教育孩子，“疏”永远
比“堵”好。营造开放式的家庭环境，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想



法和解释的机会，他会更愿意跟你愉快合作。

23.尊重计：尊重孩子的想法。亲子之间的矛盾，很多时候是
因为父母不够尊重孩子。先尊重孩子的想法，才能收获孩子
的信任和尊敬。

24.对等计：当孩子的朋友。良好沟通的前提，就是相互平等。
把自己当成孩子的“忘年交”、好朋友，他才会愿意向你说
出心里话。

25.预防计：告诉他什么不能做。最好的防守也是进攻，与其
出现问题后再管，不如提前就给孩子打好“预防针”，告诉
他什么可以做，什么绝对不能碰。

26.训俭计：制止浪费行为。浪费是现代孩子的普遍问题之一，
对此，家长应理直气壮地制止和批评，帮孩子从小养成勤俭
节约、吃苦耐劳的好习惯。

27.防微计：及时纠正小毛病。对于霸道、懒惰等看似不大的
小毛病，家长务必及时纠正，防微杜渐，以免小毛病发展成
大问题。

28.伴教计：多和孩子在一起。父母多抽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参与他的生活、娱乐等，不但可以增进亲子感情，还有助于
发现孩子的潜能和特点。

29.立规计：设好行为规范。孩子的自控能力较差，家长可以
提前建立一套行为规则，让孩子试着自己判断和选择，学会
约束行为，培养自控力。

30.减负计：不要强迫孩子。家长不要把自己的期待强加给孩
子，更不要给孩子树立“必须怎样”的目标，自由快乐地成
长，孩子才能更好地发挥潜力。



31.劝和计：帮孩子解决矛盾。当孩子与老师、伙伴发生冲突
摩擦时，家长要主动充当“和事佬”，帮助双方消除矛盾和
误会，让孩子学会理解他人。

32.激将计：用好胜心激发斗志。当劝导、说教都不奏效时，
家长不妨利用孩子的好胜心、逆反心，甚至嫉妒心适当“刺
激”，激发他们的斗志。

33.欣赏计：帮孩子发现优点。看不到自己的长处，容易引发
自卑、嫉妒等不良心态。家长们要帮孩子看到自身优点，从
而喜欢和欣赏自己。

34.平火计：冲突时先压下火气。发生矛盾后，如果家长怒气
冲天，孩子的情绪也会越来越激励。因此，家长要先压下火
气，让孩子逐渐认识到冲动不能解决问题。

35.励勇计：鼓励孩子大胆探索。勇于探索、大胆无畏的人往
往能取得杰出的成就。多给孩子一些锻炼的机会，鼓励他们
勇敢尝试，观察新事物。

36.磨炼计：多体验生活。有意识地让孩子经历一些磨炼，比
如参加军训、到农村体验等，他的意志会更坚强，以便在未
来的竞争中取胜。

教育孩子的读后感篇二

尊重孩子如同尊重长辈：

1.同理心：当你是孩子的时候，你是怎样的？

如果你处在孩子的位置，你会怎样？

2.了解孩子的生长发育特点/敏感期，给予包容和引导



3.身教重于言教：1.“近朱者赤”：希望孩子成为怎样的人，
父母就该改变成怎样的'人，实在改不过来，就“装”

2.说不如“做”，示范的神奇力量：做给孩子看，让孩子有
样可学，让孩子知道怎么做，让孩子自然地做，eg:

2.接孩子上下学：父母主动向老师问好，孩子就自然学会了

家人彼此间礼貌用语，如“谢谢”，孩子懂得礼貌的同时，
懂得感恩

4.孟母三迁，耳濡目染，环境暗示作用：a.孩子的模仿力

b.一尘不染的街上，我们就不会乱扔垃圾

（起身喂宝宝吃晚饭，思路断掉了

教育孩子的读后感篇三

又到一年暑期订书时，在订书目录里，我第一本就选择了
《教师妈妈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只因家有小儿正需教育。
拿到书后，花了半天时间一口气把它看完了。这是一本非常
真诚的书――10位来自全国一线的教师，用母爱凝结成的文
字。我跟随着10位母亲饱蘸深情的笔触，重温了一个个稚嫩
心灵的成长历程。是的，养育孩子确实不容易，孩子的一笑
一颦，哪怕是很细微的一点成长，无不牵引着母亲殷切的目
光，这些也是为人父母之后才有的深切体会啊！这是一本让
人深受启发的书――身为一线教师的10位母亲，都是身处中
国当下的教育体制下。正因为如此，她们才能够对教育现状
有着不同程度的见解。她们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如何平衡各
种矛盾，如何处理一些敏感问题，如何引导孩子在面对真实
的生活时仍然保持内心的明亮，如何目标明确地带领孩子从
当前教育的泥沼中顺利走过来？从书中我看到了10位教师母
亲执着的精神，看到了10位教师母亲长期坚持的毅力。



其中感触最深的是《放手也是爱》一文。文中的教师母亲从
小就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她的孩子从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
一个人上下学，半路上自行车链子掉了，会自己想办法修好，
回来时还会放在门口修车的大爷那儿；晚上饿了的时候会自
己做炒土豆丝；母亲节的时候会做饭给妈妈吃。就这样，她
的孩子在各种经历中逐渐脱离了父母的翼护，能独立处理自
己的事情了。

想到自己时时事事都为孩子考虑好准备好，生怕他磕着了碰
着了，实在是惭愧。其实我内心深处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能
力，但正是因为处处不放心，怕孩子“不会”，害怕孩子受
苦，害怕孩子受挫折，因为感到“太早”、“太危
险”、“太累”，阻碍了孩子能力的增强。此文使我明白从
小就适度放手，有意锻炼孩子的自主意识，会对孩子的发展
有帮助。家长是不可能照顾孩子一辈子的，培养孩子的生存
能力，比给孩子溺爱和金钱更重要。孩子小，很多事情都做
不好。但是请相信，他们的潜能很大！渐渐地，由不熟练到
熟练，由一团糟到越来越好，孩子的模仿能力和创造力都是
很棒的！他们完全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从他们第一次自
己吃饭开始，第一次自己穿衣服开始，第一次自己收拾玩具
开始，第一次自己刷牙开始，第一次背上小书包上幼儿园开
始！家长们要做的.，就是学会放手！

在我的日常工作――班级管理中，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以前
我总担心学生在教室无所事事，担心学生疯打，担心学生过
于贪玩以至忘了学习，结果搞得自己很累，把学生也
管“死”了。班级管理，是“放”还是“收”，这是一个问
题，而且是一个很令人纠结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放就乱”，
“一收就死”。如果找到“放”与“收”的最佳结合点，就
能够使班级管理在“收放”之间从容应对了。那么这个最佳
结合点到底是哪里呢？多年来我也一直在寻寻觅觅。我觉得，
不同的年龄段，“收”和“放”都要有不同的侧重，低年级
的班级管理侧重于“收”，适当地放；高年级的班级管理侧
重于“放”，适当地收。



班级管理需要“放手”，但放手不是放任，放手就像放风筝，
手中的线不能断。一个班级要想成绩过硬，班风过正，学风
过浓，班主任一定要舍得放权，甘于退居幕后，仅在恰当时
候进行引导和监督。“放手”就是引导学生“自我教
育”、“自主管理”，班级要制定班级公约，要有量化考核
制度，班内职务要实行细致而合理的分工，做到事事有人做，
时时有事做。这样，既能培养学生自主管理的能力，又能让
自已身心得到解脱，师生双赢的事，谁会不喜欢呢？在班主
任交权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习惯，不放心，顾虑重重的
现象，甚至会觉得学生做任何事都举步维艰。其实，这些都
是正常的，即便出现意外摔跤的情况，也属于成长中的插曲，
是吸取教训，反思提高的最佳时期。要相信学生的能力，让
他们自己去寻找方法、解决问题，这才有助于他们能力的提
高。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我们教师要学会放手，
舍得放手，敢于放手，给他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

所以，从今天开始，放弃那些过度的担心和保护，坚持放手！
学会放手也是一种爱！

教育孩子的读后感篇四

我是一名小学老师，我很想教育好我的学生，工作上我勤勤
恳恳，在教育学生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但总觉得学生的发
展离自己的目标还差很远，对自己教育学生的做法也有诸多
困惑。正好假期中学校推荐了《教师怎样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这本书》，我饶有兴趣地读了起来，书中的许多观点和做法
令我茅塞顿开，明白了许多。

其实教育学生，并没有现成的一成不变的法则。因为每个孩
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要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好的做
法，更要针对自己的学生的个性采取有效的方法才能收到较
好的效果。

你所能够做的，也就是守望，你不可以走得太远，也不可以



走得太近。走得太近了，她会感到受挤压，甚至感到受压迫。
”是啊!教育学生来不得半点浮躁，不能急于求成，需要谨慎，
需要慢慢来。就像植物的生长，需要播种、浇水、松土、施
肥、除草，需要阳光与雨露，需要经过放许许多的白天和黑
夜，需要慢慢等待，耐心守候。

教育自己的孩子时要放平心态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有自己的思想，如果我们
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而不顾他们的.感受，最终受伤害
的会是我们自己。因此，教师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首先应
该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孩子。

教育孩子的读后感篇五

《犹太人是这样教育孩子的》读后感

方联根

然而，实际上，其中毫无“秘密”可言，犹太人与其他任何
种族的差异都不大，与中国人还些相似。关键在于犹太人之
所以成为犹太人，与他们的家庭早期教育有极大关系。在犹
太人的整个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孩子追求高成就的
动力，使孩子有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的强烈愿望。犹太人皆
遵循的价值是：追求真正的财富――知识。他们有自己独特
的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每一个犹太家庭的孩子，几乎都要猜
一个谜团：“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毁，你的.财产被抢
光，你将带着什么东西逃命呢？”如果孩子回答说是钱或者
钻石，母亲将进一步问：“一种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
气味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吗？”当孩子无法回答时，母亲
就会说：“孩子，你要带走的不是钱，也不是钻石，而是智
慧。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智慧就会
伴随你的一生。”犹太父母如此教育孩子重视对知识的追求，
实际上就是教导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犹太父母懂得用



书本来武装自己孩子的头脑，给他们以丰富的智慧；通过人
性与科学的结合，使孩子更能体会到智慧所体现的魅力所在，
以独特的教育方式结合教育理念，使孩子们透过现象更深一
层地认识教育的本质。知识源于书本，知识更活用于书本，
教育子女更要从知识中演变成智慧，体现出智慧本身的重要
性。因此，犹太家长们从小便培养孩子们读好书的习惯，使
他们知道书中赋予他们智慧的力量是无穷的。另外在培养方
法上崇尚个性，鼓励创造；从小培养孩子的好口才。

这本书让我更多地了解了犹太民族，了解到了犹太民族在艰
难困苦的环境中，如何优先追求子女教育改变自己和孩子的
命运。其实，最重要的是，这本书里揭示的家庭教育的具体
做法，从而彻底改变自己和后代的命运。

教育为什么会如此沉重？教师的压力为何如此不堪重压？家
庭教育或家庭学习环境的营造才是孩子教育成败的关键！当
下家庭教育的空白或不作为是目前教师教育引导孩子遇到的
最大障碍！如果我们在督促教师加强教学技能的学习和专业
知识的提升的同时，也加大家庭培养孩子能力的培训，家校
通力合作，教育的曙光才会出现。否则，割断了家校的联系，
单方面要求教师要教育孩子成才，只能是空想而已。最终耽
误的是孩子的一生，给家庭带来无数令家长头疼的后续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