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孩子话的读后感(汇总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孩子话的读后感篇一

身为父母的我们，虽然有时候也会蹲下来和孩子对视、谈话，
可是，又有几个人能始终贯彻着“蹲”的姿态?也许，很多时
候，我们是直挺着腰杆、颐指气使地呵斥着孩子，或者为了
图自己的方便，直接弯下腰去和孩子说话。

就在我们种种的不经意之间，我们依然忽视了“蹲”其实是
对孩子的一种尊重，是将自己放在了与孩子平等的地位。

虽然我们给了孩子生命，但是孩子并不是我们的附属品，更
不是为人父母者的活的玩具，孩子是独立的个体。

倘若我们想让孩子对我们敞开心扉，我们就必须成为孩子的
朋友;倘若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够陪伴逐渐老去的我们，现
在我们就必须抽出时间陪伴孩子，更应该真诚地请求孩子陪
伴我们去走亲访友、去采购物品;倘若我们想真正地尊重孩子，
我们就不要替孩子做出决定，而应该由他们自己进行选择，
我们不应该否定孩子的合理选择，而应该鼓励他们自己克服
困难……这些，正是《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本书所要告诉
我们的。

“父母的责任不只是把孩子养大，而是陪孩子一起长大。”

蹲下来，我们就和孩子处于同一高度，更能够通过他们的视
角去观察这个视界。



《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本书还告诉我们要从孩子的角度去
理解孩子，接纳孩子。父母应当把自己也变成孩子，陪孩子
观察和感悟他眼睛看到的世界。

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一样，教育方式也应该不一样。父母只
有蹲下来，才能真正地接纳、理解孩子;才能承认孩子与孩子
之间的差异，不要拿自己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作比较，而是
真正地走进自己的孩子、了解自己的孩子，让孩子成为他自
己;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因材施教，让孩子以最符合自己个性
的方式、按照自身的需要，健康愉快地发展。

蹲下来，更意味着父母将自己的身姿降低，不再是那个万能
的造物主，而是需要和孩子一起成长的伙伴儿。

父母们，要和孩子一起学习，在抚养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发
现自己的不足，与孩子一同成长。切不可情绪化地对待孩子。
父母的情绪化也会成为孩子处理情绪化的榜样。父母在教育
孩子的过程中，更要随时反思自己，总结经验，与孩子一同
成长。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没有“问题孩子”，只有
“问题父母”。孩子教育得好坏，完全取决于父母。只有真
正地尊重孩子，从孩子的视野去尊重孩子的发展，才能教育
好孩子。

孩子话的读后感篇二

从孩子记事开始，作为家长的我，非常关心如何教育好孩子，
如何真正的让孩子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这类问题。随着孩
子年龄的增长，我感到要真正解决这样的问题，还需要我们
不断学习、吸收好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杨瑾老师的《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一书，就是一部很好的关
于如何和孩子相处的书。这本书中“蹲下来”是主线，贯穿



整个内容。蹲下来不仅是降低身高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对孩
子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关心与理解;是我们关心孩子内心世界的
一种方式。它提醒我们适时地要做换位思考，多站在孩子的
角度看问题，先了解孩子在想什么，再解决问题。亲子沟通，
就从我们蹲下来的这一刻开始。放下家长权威的架子，和我
的孩子做朋友，用爱与尊重作为引导，让我的孩子拥有一个
健康快乐的童年。尊重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更有利于孩
子健康成长。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许多事情在我们家长眼里，是非常
幼稚，非常无聊的，孩子选择这样的事情，我们有时候感到
不解，但更多的是直接剥夺孩子的选择权，粗暴的践踏孩子
的尊严。有一次带孩子出去逛街，走到一个玩具店门口，女
儿停了下来，盯着店里的一套魔仙棒套装玩具，吵闹着要买。
由于那玩具在我看来实在是没什么好玩的，所以我就断然拒
绝了她的要求。她就站在那里不动，以此来抗议。我就告诉
她到前面，我们去买比它还要好玩百倍的玩具。可是她就是
不同意，就是站在那不肯走。这时候我就火了，就吓唬她，
要把她扔在那，我自己走，她就站在那哇哇大哭起来。这件
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就是孩子做了一个选择，而我没
有支持她的选择，还把我自己认为好玩的东西强加于她。同
时，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对她进行了粗暴的训斥，导致她
在人前丢了“面子”。其实有时候女儿的选择我无法理解，
就犹如自己小时候不被爸妈理解一样，都会充满埋怨，感觉
自己不被重视，感觉自己没有选择权，对内心的伤害是巨大
的。过多的这种伤害，会严重打击孩子的自信心、自尊心，
对孩子健康成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读了这本书以后，我
相信，我可以站在女儿的角度看待问题。在遇到类似的事情，
不能简单粗暴的拒绝，而是用女儿的眼光来审视、看待问题，
这样才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父母与孩子的相处过程中，我们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保护
他们的自尊，这是孩子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童年的基础!在以后
和女儿相处过程中，我会把她当做朋友，用心倾听她的诉求，



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孩子话的读后感篇三

《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本书在很早的时候就听说过，一直
没仔细读，最近才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一番。

要蹲下来跟孩子说话，可是怎样蹲下来?我们应以怎样的身份
去对待身边的孩子?变成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本书中通过一
系列的教育案例说明了应该怎样拉近与孩子之间的距离，平
等的对待孩子，让我受益匪浅。

书中所提到的蹲下来，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关心与理解;
是我们关心儿童内心世界的一种方式;也营造出一种民主、和
谐的相互尊重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其实，在我们与学生的相处中也是一样的，放下教师权威的
架子，和你的学生们做朋友，用爱与尊重作为引导，让你的
学生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当你理解了蹲下来的真正含
义，你将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蹲下来，而是能真正尊重孩子，
去了解孩子，尊重他们的需要，因为我们的学生是一个独立
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要想与孩子的沟通有效，那要
做到换位思考，这样才能了解孩子，达到有效的沟通。

孩子希望与我们交流，希望被尊重，希望以平等的方式进行
朋友式沟通，只有平等沟通，才能使学生敞开心扉，构建良
好的师生关系。

孩子话的读后感篇四

冬天的天空，高高的。读完《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一书，陷
入了深思。



回想起彦彦小时候经常会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对我温柔一
点？我会理直气壮地对她说：妈妈这样做是爱你的。此刻回
想起这句话觉得很苍白无力。显然，我对孩子使用了家长的
绝对权威，只要冠以“爱你”之名，妈妈怎么做都是毋庸置
疑的。久而久之，孩子自然会对你产生敬畏，不会对你敞开
心扉。

读完这本书，我尝试一次蹲下来的姿势和彦彦说话，我发现
即使是略带严厉的语言也变得温柔一点了，和孩子眼神交流
也有惯常的居高临下的“俯视”变成了四目相对的“平视”，
我们顺利结束了一次愉快的交流。

然而，蹲下来不止于是一种姿势，更是一种心态，一种与孩
子平等交流的态度。沟通是双向的，尊重孩子，与孩子平等
交流的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又有多少家长能将这个尊重揉入
日常亲子教育的点点滴滴中去的呢？尊重的“尊”加个足字
旁就变成了“蹲”，显然尊重孩子要求我们家长放低姿态，
更加主动地与孩子沟通。这种姿态与心态，能够帮助孩子消
除对家长的绝对敬畏，敞开心扉，更准确而真实地表达自己
的需求，不仅能让你更加了解自己的孩子，还能让孩子感受
到你的包容和尊重，很多时候更有利于事情的解决。

作为父母，生活的种种压力难免有时候会让我们对孩子失去
耐心，喜欢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然而身教永远重于言传。
这让我想起了一次，因为一些琐事心情略烦躁，女儿的水杯
被我胳膊一碰打翻了，洒了一地，女儿说：“妈妈，水杯打
翻了。”我说：“谁让你把水杯放到身后的，你看洒了一
地！”女儿委屈地看着我。现在想来，其实我有两种选择，
一是如上所述呵斥女儿，二是，放低姿态，跟女儿道
歉：“对不起，妈妈把你的水杯打翻了，给你重新倒一
杯。”也许女儿就会开心地说：“没关系，妈妈！”知错认
错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不能仅仅用于孩子，同样要反思
自身，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尊重，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教育。



前段时间，经老师推荐，阅读了亲子专家杨谨所写的《蹲下
来和孩子说话》一书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没有“问题孩
子”，只有“问题家长”。是我们枉顾了孩子的天性，只想
着用父母的权威去掌控孩子的人生，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他
自己的人生，他有他的眼界和想法，他有他的情绪和诉求。

不是孩子不听话，而是不明白我想要说什么；不是孩子不肯
做，而是不懂应该怎么做；不是孩子不感恩，而是我所给予
的也许不是孩子想要的……因为我已经习惯用成年人的思维
去衡量评判孩子的言行，用我自己的所谓经验去否定孩子的
想象和尝试，却不知在无意中将孩子越推越远。现在想来，
如果我是孩子，当每天都有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指手划脚，
并在耳边喋喋不休时，我想我的反应只会更强烈、更抵触吧。

和孩子交流后，我发现孩子所需要的爱真的很简单，就是一种
“蹲”下来的爱，这种爱需要我们家长蹲下自己的身体，放
下自己的身段，用孩子的眼光去看待他的世界，用孩子的思
维去探索他的内心，用孩子的情绪去感应他的诉求，通过物
理距离的缩短，拉近与孩子的心理距离，向孩子展现一种平
等、尊重、理解与接纳的姿态。

孩子话的读后感篇五

冬天的天空，高高的。读完《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一书，陷
入了深思。

回想起彦彦小时候经常会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对我温柔一
点?我会理直气壮地对她说：妈妈这样做是爱你的。此刻回想
起这句话觉得很苍白无力。显然，我对孩子使用了家长的绝
对权威，只要冠以“爱你”之名，妈妈怎么做都是毋庸置疑
的。久而久之，孩子自然会对你产生敬畏，不会对你敞开心
扉。



读完这本书，我尝试一次蹲下来的姿势和彦彦说话，我发现
即使是略带严厉的语言也变得温柔一点了，和孩子眼神交流
也有惯常的居高临下的“俯视”变成了四目相对的“平视”，
我们顺利结束了一次愉快的交流。

然而，蹲下来不止于是一种姿势，更是一种心态，一种与孩
子平等交流的态度。沟通是双向的，尊重孩子，与孩子平等
交流的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又有多少家长能将这个尊重揉入
日常亲子教育的'点点滴滴中去的呢?尊重的“尊”加个足字
旁就变成了“蹲”，显然尊重孩子要求我们家长放低姿态，
更加主动地与孩子沟通。这种姿态与心态，能够帮助孩子消
除对家长的绝对敬畏，敞开心扉，更准确而真实地表达自己
的需求，不仅能让你更加了解自己的孩子，还能让孩子感受
到你的包容和尊重，很多时候更有利于事情的解决。

作为父母，生活的种种压力难免有时候会让我们对孩子失去
耐心，喜欢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然而身教永远重于言传。
这让我想起了一次，因为一些琐事心情略烦躁，女儿的水杯
被我胳膊一碰打翻了，洒了一地，女儿说：“妈妈，水杯打
翻了。”我说：“谁让你把水杯放到身后的，你看洒了一
地!”女儿委屈地看着我。现在想来，其实我有两种选择，一
是如上所述呵斥女儿，二是，放低姿态，跟女儿道歉：“对
不起，妈妈把你的水杯打翻了，给你重新倒一杯。”也许女
儿就会开心地说：“没关系，妈妈!”知错认错这个道理我们
都懂，但是不能仅仅用于孩子，同样要反思自身，才是对孩
子最好的尊重，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