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相遇的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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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
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
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

相遇的读后感篇一

每次读bubu的书，心情都很复杂。有羡慕，羡慕她的生活总
是如涓涓流水般平静地流淌着；有内疚，内疚作为一个母亲
没有给孩子尽可能完美的管教和引导；有跃跃欲试，跃跃欲
试要从每一个现在开始完善自己，给孩子创造一个稳定充满
爱的环境；有感动，感动bubu总是从每个人身上、每件事当
中看到美好的东西。bubu的文字是那么温暖而美丽，所以，
文中情不自禁摘用了很多她的文字。

所谓“生活之爱”，就像bubu说的，“我们总是过度高估了
物质条件带来的幸福。最好的家庭，是父母拥有稳定愉快的
情绪，喜欢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如果这个基础是稳固的，即
使在困难中也会看到希望的光，孩子自然也会比较乐观自由。
”不久前参加九型人格工作坊，我曾在想，我所谓的与某些
人相处的界限感，只不过是自己为自己创建了一个安全的空
间，在这个空间里，我逃避了自己不愿面对的人和事，体会
到了自由和界限感。隐隐地，心里总觉得有根刺没有拔掉，
只是不愿触碰而已。如今，我或许会更客观理智地看待自己，
如果现在还不可以拔，那就让这根刺留在那里，做自己现在
能够做的事情，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和维护生活秩序。“一颗
不紧张的妈妈心”、“好的食物”、“愉快的环境气
氛”、“节奏舒缓的谈话”、“与时间好好相处”、“看见
孩子看见美”、“用不同的心情记住不同的事”、“努力做
一个合情合理的人”、“让生命稳稳的流动”，这些都是目



前我可以努力去做的事情。

关于管教，“幸福是从管教开始”，森信三先生说：管教不
是教孩子去做，而是默默的做给孩子学。从另一个角度阐述
了正面管教中关于“行大于言”的理念。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学习技能和习得品质的途径有两种，模仿大人和花时间练习。
所以，bubu在书中强调，“在期望孩子过上某种生活，拥有
某种品质之前，首先要先让自己品尝到这种生活或品质的感
受”。一个人无法给予别人自己没有的东西，你没有的技能
和品质，如何给予孩子呢？书中着重讲到了语言教育，字里
行间渗透着对当下某些教育弊端的担忧和遗憾。“语言是一
种互动行为”；“语言无心的粗糙容易让人感到不开心，温
柔善良的言语是生活中的芬芳剂”；所以，我们有责任为孩
子们树立一个良好的语言榜样。“朗读诗词”、“让写作成
为愉快的事情”，“为孩子预留出完整的时间”，这些都给
了我很多启事和动力。“我们没什么能给孩子的，于是决定
除了18年的照顾与永恒持续的爱之外，还要给他们一种真正
的自由——让他们寻找自己价值的自由，走自己路的自由”，
“我们的经验是用来备询，而不是强迫带领。”

作为父母，能给孩子的，“不是让太阳为他升起，而是以自
己努力生活的影与爱，为他建立信心”，“让孩子有安全感，
不是无忧无虑的态度，而是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问题的信
心”。“生活中一个个这样那样的问题与无法预知的变化一
定会接踵而来，我们所要面对的不只是工作或梦想，更重要
的还有人生的责任问题”，“我常觉得人类最特别的是有责
任心，所要我们永远不会因为某些白白的付出，而觉得尽心
尽力没有意义”，“我们当了父母，一方面对为人父母的功
课尽心，一方面为自己的人生功课尽力，这样就很好。”这
些文字是对“无愧”最好的诠释。父辈们的付出，我们待人
待己的态度，都可以因为心中的无愧释怀。鼓励，是正面管
教的基础，根本出发点，心思反而都集中在如何鼓励孩子这
一焦点上了，“欣赏自己”就像一阵春风，让我对鼓励有了
全新的视角。尤其对于九型的我来说，先学会欣赏自己是多



么重要的功课，懂得自我鼓励，看到自己的拥有。“在培养
一个有趣的孩子之前，我得需要先做一个有趣的母亲”。在
想着开春准备装修的事宜，一切都以创造家庭的阅读气氛为
先决条件，一片书架墙，一角安静的书桌，一张舒服的沙发，
一台温暖的灯光，一盆绿意盎然的花草，这样就很好。至于
电视，不可没有，却不希望它再占据沙发对面那个、客厅里
最显眼的位置，电视应该是辅助家人放松娱乐的工具，不该
是家中比家人还重要的东西。“不管能利用的时间多或少，
我每天都纯然愉悦地阅读与写作，对工作与生活都有一种过
滤作用。”“书与我们之间最美的关系，是你与阅读产生了
一种纯然的相知力量”。多么美的描述。

十几年后，我的身边也会有这样的画面，望着孩子远走的'身
影，开始修习“远距离挂念和沟通”的课程。到那时，我希
望自己给予孩子的是一份没有亏欠的爱，她可以带着这份爱
自信、自由地翱翔。

相遇的读后感篇二

很庆幸在某位妈妈的推荐下读到这本书，与其说《在爱里相
遇》是育儿书籍，不如说是心灵鸡汤，它是我看到的最好心
灵自修书籍之一，或许因为她是以一位妈妈角度执笔的缘由
吧。很佩服bubu那份“尽心努力”和积极乐观的心态，以及
对孩子的百般温柔和理解。整本书传递着“让孩子时刻感受
安定和愉快”的讯息，对生活的真爱。

喜欢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就是一种最好的身教。

“不一定是让肢体或脑力无所事事才叫停顿，‘转换’也是
一种非常好的休憩与再出发。”感谢bubu的点播，让我有机
会重新悔过，有机会真心去体会生活中的美好。“成长”的
过程需要时间，无法因为我们的需要而跳跃，因此，作为父
母需要理解孩子的成长，学会没有“自由自在、随心所欲”
而带来的特有幸福。不要抱怨工作、生活中的忙碌，用坦诚



的心去积极面对生活，幸福自然会向我们走来。

身教重于言传，孩子是看着大人的背影长大的。其实管教孩
子，首先要管教自己。父母，尤其是母亲，应该让孩子时刻
能感受到安定和愉快的讯息。bubu说：“教育中最重要的，
不是给孩子规条，而是自己乐意当个好大人”，“做个好大
人，给孩子一份没有亏欠的爱。”森信三先生说：“管教不
是教孩子去做，而是默默地做给孩子学。”父母以身作则，
跟时间好好相处，凡事都要提前作准备。而对待孩子，我们
应该要保持温柔，避免粗暴的语言、大声的呵斥，并且在每
日的生活中表达关怀、陪伴和照顾。

bubu说：“我们总是过度高估物质条件带来的幸福，但我认
为最好的家庭，是父母拥有稳定愉快的情绪，喜欢自己的工
作和生活。”现在的我们将孩子完全扔给老人，并且以“为
了孩子，为了全家幸福”的口号，很容易就陷入追求高物质
生活的“奋斗”中，把对孩子的爱“暂时性”地全部奉献在
事业攀升过程中。我们完全无视了这是“练了芝麻，丢了西
瓜”的过程，到孩子长大成人时，又陷入“父母辛苦工作，
孩子不争气”的结局。真是可怜了孩子，悲哀了大人！

安全感或许并不是无忧无虑的态度，而是相信自己有能力面
对问题的信心。

“培养孩子宁静的身心”让我深有同感。的确，人在安静中，
才能审视自己、与内心对话。“安全感或许并不是无忧无虑
的态度，而是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问题的信心。”作为母亲，
要时刻让孩子感到安定。无论我们每天处于什么位置，身处
何地，生活都要有重心。因此，在孩子独立操作一件玩具或
者眼睛长时间停顿在某处时，我更愿意选择不去打扰。心乱
的父母无法带给孩子安静与安定感，我们要避免跟孩子抱
怨“我很忙”。bubu的“不要因为忙而乱”也将会成为我努力
的目标。



对于“爱”，我们要给的恰当，来不得一点勉强。“给孩子
真正的自由”是每位父母都需要修炼的。真诚地去接纳孩子
的本性，父母不要刻薄于对孩子的欣赏、肯定和鼓励。成长
需要时间，长大也需要放手。“不要对孩子有不符合年龄的
期待，也不让他们有不符年龄的依赖。”同样，当孩子自己
努力盘爬时，父母应该学会放手，要知道，很多时候孩子可
以做得比咱们想象还要好。

虽然我不信上帝，但我同样被上帝创造母亲而感动。非常喜
欢给母亲的评定：柔然、坚韧和希望。这六个字让我作为母
亲感到自豪和自我肯定，母亲的职位是其它人无法比拟的，
她就是这个家的灵魂人物。她有对孩子百般的温柔，有对家
人的无限忍让，有对困难的坚强和不懈。

当孩子正专注的观察苹果树下的毛毛虫吃叶子，蚂蚁搬家，
我们应该学会安静等待，在孩子第一次攀登上更高的台阶时，
我们应该跟孩子一起喝彩，而在孩子玩土、玩沙、做游戏时，
我们静静的陪伴，孩子就会觉得很满足。因此，我们不要期
望于仅仅的一次策划远途旅行、精心备置的聚会或价格昂贵
的游乐场、早教系统，的确“无论父亲、母亲，只有真心关
爱，必定不会遗漏孩子需要被关爱的心灵角落。”

相遇的读后感篇三

知道蔡颖卿老师的《在爱里相遇》，缘于诺敏的推荐，很感
谢她的推荐，知道了蔡老师。诺敏是个超级能干的妈妈，虽
然从未谋面，但能从她的言语里感受到干练、温柔、博学，
还有淡定的风格。所以她推荐的书，我都会买。可惜我并不
是一个执行力好的读者，这本书是3月中旬买的，陆陆续续看，
到现在都没有看完。这时才发现，我的自主学习能力真是超
差的哦。

虽然没看完，但从蔡老师的一字一语中已经感受到她内心满
满的爱，就像是在拉家常，轻声细语地告诉我们：“做个好



大人，给孩子一份没有亏欠的爱。让我们继续为做一个好大
人而努力；让我们以热情生活的身影，投递美好讯息的语言，
成为孩子的活榜样。”

越读越有些投入，不免想到我的婆婆正是这样做的，她以妈
妈的角色告诉我这个儿媳，菜要怎么样做才能保留营养并且
好吃；家事要怎样做才能节省时间还能干得很漂亮；对待孩
子永远是那么温柔并不急不躁地解决一些难搞的事儿，正
如“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以至于先生一直跟我讲：你
要先有好的生活习惯，宝宝才会跟你一样儿，你才会影响他。

慢慢地我开始调整自己，慢慢地我开始利用宝宝睡着的时间
动手做一些事儿，慢慢地我发现因为我的改变而给家庭带来
的改变，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宝宝也有了想做事的感觉，
垃圾他要丢，吃完饭后碗要自己放水池里，穿哪双鞋得他自
己选...不管是他的敏感期到了，还是把这看做是在玩儿，我
想我都得带着他一起完成他想完成的事儿，这样的感觉很好，
似乎通过家事让我这样一个新妈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育儿方
式。

蔡老师说：“我一直把‘培养自己’看得比‘培养孩子’更
重要，要期待孩子有任何能力之前，我得先深刻体会或学习
过那种生活；在培养出一个有趣的孩子之前，我想先做一个
有趣的母亲。”

自主学习及自我学习很重要。就像阅读，我不是个爱学习的
人，有什么都是临时抱佛脚，所以就算我给宝宝提供了书柜
和书，他也不一定会爱上阅读。那么，要想改变，只有从我
做起，每天固定一些时间用来阅读，做些记录。这让我想到
了青葱岁月，一本又一本的手抄语录、歌词等，好正能量的。
当然也要拟个读书计划，别像这本书一样，三个月下来还没
读完。只有自我修养充足，自我丰富，才能给予宝宝充足的
养料。



从序中了解到蔡老师提到她总在倡导家事的好处，但说了又
说，却发现这是“说起来最简单，却不容易被欢欣执行的观
念”。

确实是，我就是这样儿的，犯懒的时候什么都是明儿再说吧、
过会儿再做吧...那些个事儿不做，堆积在那儿还是要做，等
做的时候反而短时间内做不完，导致宝宝也照顾不好。执行
都做不好，又怎欢欣地执行了？！真正是应了蔡老师的不容
易啊...

那么，就从这篇读后感开始吧，欢欣地去执行，去学习，和
孩子一起成长，努力做一个好大人。

相遇的读后感篇四

上周在凯妈“青春期pd”群里我提出自己的疑问，觉得女儿青
春期个性化不明显，群里的老师们的观点我在这里也找到答
案了，p54页，作者回答了读者的质疑，难道你没有遇到
过“青春叛逆”？作者的回答告诉我们，只要与孩子保持爱
的交流，不疏离、不娇纵，孩子的青春期就不会有明显的叛
逆。

还有p217页的《副驾驶上路》让我立刻与正面管教的“要做
孩子人生飞机的副驾驶”联系上。我不知道作者有没有学
过pd，但无论她是否学过，她都是一个pd的优秀践行者。

由此，我得出结论《在爱里相遇》可以说是pd的实操性很强
的手册，如果说pd是在指导你怎样做到和善而坚定，那么
《在爱里相遇》就是告诉你怎样能坚持“和善而坚定”。

相遇的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是根据钱理群在北大最后一次上“鲁迅研究”课的现



场录音整理的文字稿。因为是课堂实录，所以现场感很强。
通过阅读能够强烈感受到钱先生的风采，他的音容举止也仿
佛就在眼前。这对于我来说，不用进入北大就能聆听到名师
的教诲，真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事。

这书我读了两遍。现在还记得印象最深的有两处。一处是钱
先生的开场白。在开场白中，他说了一句话，“读鲁迅作品
是要有缘份的”。我感觉是这样的。在中学时我不喜欢鲁迅，
在大学时则开始喜欢鲁迅。要说道理这里面自然会有，但都
没有这一个“缘”字来得简洁明了。就像《大话西游》里面
的一句话——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当然不需要。对一个作家
来说也是如此。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他的文字触动了自己内
心的某根神经并立刻对他有感觉了，这种感觉就说明缘来了。
喜欢就是缘，不喜欢则是无缘，无缘对面不相识，再怎么说
都是多余的。对于鲁迅这样的作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喜欢
他。因为他的文字不会给人带来快乐。

他自己在直面惨淡的人生，在正视淋漓的鲜血，他用锋芒毕
露的笔来表现它来揭露它。他无情得解剖别人，也无情得在
解剖自己。他的文字会给我们带来压抑，会带来直刺内心的
阵痛。所以钱先生说，“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大
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
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走进鲁迅了”。所以，与鲁
迅相遇，需要一份机缘需要一份心境，不可强求。与鲁迅相
遇，其实就是与鲁迅生命的相遇。这样的相遇，不会是欢声
笑语的，不会是心平气和的，但一旦走进去，就会给自己的
生命带来一次震撼一次洗礼。

另一处是钱先生说1936年鲁迅与左联及中共之间的关系。大
家都知道鲁迅对中共是取合作态度的，而这点完全是基于他
自己的判断。鲁迅说过一句话，“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
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
以为光荣的。”他认为中共的主张和自己的追求(为着现在中
国人的生存)是有着共同的地方，所以这成为他们合作的基础。



有合作就会有妥协，鲁迅是非常清楚的，但这妥协是有限度
的，就是“被利用无妨，占有是不行的。”他要坚守自己的
独立性，坚守独立思考和独立表达的自由权利。正因为这一
点，他和中共也是时有冲突。到了1936年，鲁迅病最重的时
候，发生了最为严重的冲突。这冲突和抗日统一战线有关。

鲁迅对上海文艺界党的领导人周扬等人提出的口号有自己的
意见，但没想到却遭到他们的攻击。这对鲁迅刺激很大，让
他敏锐地感到这又是一次历史的循环：从反抗奴役和压迫这
道门走进去，却走进了制造新的奴役与压迫的房间，自己成了
“奴隶总管”。而这是鲁迅所绝不能容忍的。他在这一年写的
《死》中说了一句狠话：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钱先生对这句话的解读是——所谓“一个都不宽恕”，就是
要坚持在每一次论战中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与奴役，以
及为压迫与奴役辩解的任何理论与说教”的基本立场，就是
要表明“坚守自己的目标至死不悔”的基本态度。这样，鲁
迅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的锋芒，而这正是他伟大
的所在。

这门课用钱先生的话说是一次“导读课”，正是通过他的导
读让我对鲁迅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我想将来我还会再次翻
开这本书，再来聆听他精彩的讲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