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面管教读后感(实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
来看看吧

正面管教读后感篇一

家长要学会肯定孩子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把每次犯错当做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的
学习，要用和善而坚定的爱。最好选择在平静的时候处理问
题，这种教育方法既可以教育孩子也可以教育自己。

我们来看看严厉的教育方式：用严厉的方式管教在短期内是
有效的，长期来说会产生四个反弹：

1、憎恨；

2、报复；

3、反叛；

4、退缩。

这四个词语是孩子所做的反应。

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任何事情都是不
知道该怎么做？父母应该像个导游一样，去解读、去告知。

可以学着，用和善而有边界的爱，让孩子找到自我的归属感
和价值感，觉得有人爱。当孩子在哭闹的时候，是在寻找归
属感，希望有人爱。童年没找到的价值感和归属感会到成年



后从配偶哪里获得。

拜托了冰箱第四季，找到教育孩子的长期有效的正面管教方
式：和善而坚定。

当与孩子有正面冲突的时候，学会转身离开，告诉孩子：今
后每当你让我生气的时候，我都会转身离开。我是充分的尊
重你，等我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再回来和你面对问题、解决
问题。

把孩子的犯错当作是学习，而不是谴责。如果一味的谴责知
道结果是什么吗？就是想划清界限和孩子，你认为这不是父
母的错，我教过他了，其实是自我怕受到谴责，不能面对问
题。读后感·因为父母也有习惯性的不愿意面对困难，这是
一种自然性。但是当你能和孩子一起面对他所遇到的问题的
时候，你也是和孩子一起成长的。

学会道歉，向孩子。真诚的道歉，寻求原谅，找到解决方法。
任何一个家庭都会犯错的，当孩子学会道歉的时候，家庭会
出现很多修复的机会。

正面管教读后感篇二

学校刚推荐《正面管教》这本读物时，我跟他的冷战已经持
续了一个多星期。当他开始跟我反抗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意
识到不当的教育方式，不但起不了作用，相反会造成孩子逆
反心理提前。当某种教育方式令你和孩子双方都痛苦，那方
法肯定是错了，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

冷战期间我做了深刻的反思，也积极寻求了班主任林老师的
帮助，林老师说太过严厉的教育方式会让孩子的逆反心更强，
并给我推荐了《正面管教》，书中提到的“和善而坚定”的
教育方式让我耳目一新。受书中观念的启发，我及时调整了
教育方法，以朋友的身份与他沟通，充分尊重他，细心感知



他的感受，他的抵触心理和反抗心理也慢慢消失，之前一直
暗藏在我心里的那股心力交瘁般的吃力感也烟消云散了。在
林老师的帮助下，他也意识到自己耍小性子、发脾气的性格
弱点，在此，我要真诚的谢谢这位好老师，谢谢她对每位学
生的细心与耐心。

我呢，其实是一名“伪家长”，受姐姐的委托照顾她的两个
小孩，同时扮演着爸爸妈妈的角色，幸运的是在老师的帮助
与培育下，小外甥成长进步了不少。从一开始整天看电视、
玩游戏、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情没有耐心、不懂礼貌、
各科平均成绩一直游走在七十分左右，到现在懂礼貌、爱学
习，能安安静静地阅读、四门课程达到了九十分以上，这些
可喜的进步得益于老师的培养，也得益于家庭教育观念和方
式的转变。

在这里，我结合这一年半以来小外甥成长的经历和《正面管
教》中给我的一些启发，和大家分享“正确的教育方式是孩
子成长的奠基石”的浅见。

很多家长一直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孩子是自己生的、自己养
的，自己怎么打骂都没有关系，所以当孩子出现不当行为的
时候，经常以大吼大叫的态度去斥责他们。殊不知，久而久
之孩子也模仿你对待他的态度，渐渐地开始对身边的人，甚
至对你大吼大叫，等他心理怨气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
报复或防抗的心态。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觉得，既然家长都
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那么我也可以以这样的态度对待
别人。在你的斥责声中，孩子是难以感受到爱与温暖，同样
他对别人说出来的话也会没有温度，他根本就不知道充满爱
的语言需要以怎么样的语气表达出来，所以在跟孩子对话的
过程中，采取和善的态度非常重要，它不仅可以帮家长们减
少很多不必要的家庭矛盾，而且能让孩子少一些急躁，多一
些耐心，少一些怨气，多一些温暖，性格逐渐变得温润而有
力量。



责任心是人性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品质，可以通过让孩子参与
一些大大小小事情的管理，来增强他的规则意识和责任感。
既然规则是由自己参与制定的，那么首先他就得学会对自己
的言行举止负责，也会间接地帮助孩子减少犯错误的几率。
如果能让孩子能参与家务劳动，帮父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也会大大增强他自己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心。

现在的小孩子，从小就是在蜜罐子里面长大的，集万千宠爱
于一身，觉得家长及时满足他们的需求是理所应当的。养成
了一些诸如浪费食物、不爱惜物品等不好的习惯，甚至觉得
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丢掉是很正常的事情，爸爸妈妈还会满足
他们。得之轻易，会使孩子缺失感恩之心。

为了增加小外甥的责任心，我一有时间就安排他参与到爸爸
妈妈平时的工作中，让他为父母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渐渐地他也体会到父母为了供他上学的艰辛，懂得了想为这
个家庭尽一点自己的力量，不再像以前那样看到什么就想买
什么，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浪费食物和物品。

书中说到：“孩子们需要鼓励，正如植物需要水。没有鼓励，
他们就无法生存。”确实，孩子们需要我们的鼓励，才能健
康茁壮地成长。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家长如果能够抓住时机，
及时鼓励孩子，会让他们更加积极勇敢地去表达自己，从而
建立自信。外甥进入学校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积极主动参
加学校组织的活动，上讲台也非常羞于表达，我问了之后，
得到最多的回答是不敢，害怕自己表现不好。他可能觉得我
成绩也不好，参加其他的活动也可能会做不好。好在我及时
对他进行鼓励与引导，告诉他多参加一些活动，并不是一定
要你获得一些名次与奖项，只要你尽力了，总会有所收获。
在我的多次鼓励下，他才勇敢地踏出了那一步，现在比以前
勇敢自信了许多。

此外，被鼓励长大的孩子会对别人更加宽容，在看待某件事
情首先不会看到事情不好的一面，也不会总是找身边人的缺



点，这也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才意识到的。之前我对外甥的
管教总是批评多于鼓励，也是我自己太急切地想帮助他改掉
这些毛病，以至于我自己眼里看到的全是他的缺点，也导致
他也觉得自己身上缺点很多，看身边的人和事也是总先看到
不好的地方。比如每次吃完东西之后，总说“我并没有觉得
这个东西有多好吃，”这让身边的人听到了很难受。每次我
也会跟他指出来，教导他凡事都要往好的方面看，但是一直
收效甚微，看了《正面管理》之后才发现原来他的这个毛病
的根源是出在我这里。在我转变方式之后，他的这个缺点也
改善了不少。

教育的成功是能激发孩子的主观能动性，让孩子积极主动地
去思考去学习，提升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从而帮他们形成独立的自我。不管是学习、解决问题、
做决定，作为家长的我们，应该多多启发他们，让被动变为
主动。记得去年他刚进入华小那会，各科成绩都非常不理想，
对学习也非常排斥，我想，直接跟他补习各门课程，效果不
但会不理想，也会加深他对学习的排斥，因为我也听很多妈
妈谈过，每个月给孩子花几千块钱报各种补习班，但是效果
还是很不理想，孩子依然很排斥学习。

我想的办法是培养他对阅读的兴趣，让他在阅读当中受到启
发，从而爱上学习。阅读名人传记，可以让他通过了解名人
的成长经历，学习他们优良的品格以及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
阅读历史书籍，可以让他能更好的了解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发
展历程；阅读儿童文学，可以让他感受文字传递出来的爱与
温暖；阅读各类科普读物，可以让他了解世界万物的生长规
律，并激发他的好奇心。在这一年多当中，我陆陆续续地让
他读了近一百多本书，不仅让他获得了课堂外的一些知识，
也使他渐渐地爱上了阅读、爱上了学习，各科成绩也慢慢上
去了，现在自己还主动提出要我帮他补习英语，这也是我这
一年多来，最欣慰的一件事情。

如果将人生比喻成一条长河，那么小学阶段就好比这条河的



源头，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行为习惯打下的各项基础对他们今
后成长至关重要。种一棵树的时机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作为家长的我们要做好引路人。正确的方法可以让我帮助孩
子更好地自我成长，也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家长，《正面管
教》值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好好学习与运用。

正面管教读后感篇三

临近暑假，学校推荐给老师们一套教师读书书目，其中美国
教育家、心理学家简尼尔森所著的《教室里的正面管教》一
下子吸引了我。轻轻地翻开扉页：“正面管教是一种不同的
方式，是让学生们参与专注地解决问题，而不是成为惩罚和
奖励的被动接受者……”“正面管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改
变……要改变孩子们的行为，必须处理其行为背后的信
念……”“在纠正之前先建立情感联结……”简尼尔森仿佛
知音、更像一位智慧的长者，娓娓讲述着我一直渴求、一直
探寻的教育真谛。

也许是性格的原因，我喜欢孩子。每每看到班里这一个个灵
动、活泼、纯真、闪耀着蓬勃的生命力的孩子，都令我欣喜
不已。他们有的乖巧可人、有的机灵调皮、有的憨态可掬、
有的内敛沉静，都绽放着自己独一无二的光彩。我本能地想
要好好爱护他们。于是，当他们迈入校门，走进班级的那一
天起，我便为班级起了“七色光中队”的名字，期待着这些
孩子不仅能绽放自己独特的光芒，还能相互融合，汇聚成一
道绚丽的七彩虹桥。在教育教学生活中，我也不断地摸索实
践。一路走来，也有了一些收获。此时边读着《教室里的正
面管教》，反观我的一些实际做法，让我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教室里的正面管教》中讲到：“正面管教的方法，是让学
生们参与专注地解决问题，而不是成为惩罚和奖励的被动接
受者。……老师们普遍实行的是以奖励和惩罚为基础的管教
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学生。然而，研究表明，除非教给
孩子们社会和情感技能，否则他们学习起来就会很艰难，并



且纪律问题会越来越多。”

的确是这样，刚入学的孩子大都是6、7岁，他们天真烂漫、
活泼好动。此时的孩子怀揣着对新的学校生活的好奇，带
着“我要做个好孩子”的美好愿望，走进校园。他们容易兴
奋、对所有的事物充满了好奇。他们渴望得到老师、同学的
喜爱。此时，正是教给孩子一些方法，帮助他们达成愿望的
最好时机。他们需要的就是有人不断关注着他们，在他手足
无措时，教给他该怎么做；在他不小心犯错时，给他安全的、
宽容的、温暖的但又是是非分明、条理清晰的氛围；在他做
对了事情时，可以有人跟他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而不是战
战兢兢、小心翼翼地记住一大堆冷冰冰的条条框框，这种如
履薄冰的状态只会让孩子们更加的被动与疲惫。

我认为教给孩子们正确的思维、教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十
分重要。于是，入校之初我就着力培养孩子们养成这样的思
维习惯——每到一个时间段，都先想一想：“现在是什么时
间？在什么环境里？我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做得更好？”
同时，结合学生在校的各个时间段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创编
儿歌，让学生在朗朗上口、简洁明了的儿歌提示下逐步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例如：“《下课了》是教孩子们课间文明
的儿歌：下课四件事，大家要记牢。人离凳子进，物品摆放
好，先去上厕所，然后再游戏。”这样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
间，很快孩子们都能积极主动地、愉悦、顺畅地融入学校生
活了。

每个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我都会选择一首经典诗文作为孩
子们的新学期开启诗。这个学期，我选择的是诸葛亮的《诫
子书》。在带领孩子们吟诵《诫子书》的同时，帮孩子树
立“静心专一、勤奋踏实，做一个有价值的人”的目标。孩
子们本来就对诸葛亮这样的智者十分崇拜，听到这是诸葛亮
对儿子的谆谆告诫，自然视若珍宝。我再引导孩子把所学的
行为标准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再结合平时的“好习惯”
评价表，进行量化奖励。教育效果特别好。像这样，我带孩



子们吟诵诗经《淇奥》，引导孩子们要做一个“衣着整洁、
勤学刻苦、待人宽容、幽默机智”的君子；我带孩子们吟诵
《爱莲说》，引导孩子“洁身自好”；我带孩子们吟诵《陋
室铭》，引导孩子们“做一个乐观坚强、品德高尚”的
人……就这样，我们在一首首饱含着传统文化精华的经典诗
词中树立起一个个明确的修身立志的目标！

在《教室里的正面管教》中也明确地提出应帮助孩子们树立
在学校和人生中成功的三个信念：

1、我能行。

2、我的贡献有价值，大家确实需要我。

3、我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做出选择，对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和我
的群体中的事情产生积极影响。

这部分的内容，仿佛是对我的做法的极大肯定。也给了我更
多的启发。

孩子都是在不断完善中的独特个体，他们拥有着不可思议的
潜力。从作为教师的那天起，我就时刻关注自己的言行：每
一个出现在孩子们眼前的新生字，我都一笔一划、规范漂亮
地示范给孩子们看；每一次课文朗读，我都要做到字正腔圆、
抑扬顿挫；孩子们学的广播操，我都会以最标准的姿势带着
孩子们一起做；每一次经过走廊，我都会带着孩子们一起，
严格按照学校要求做到“楼内轻轻靠右行”。

刚开学一天，两个孩子怨气满满地跑来找我告状。一边抽噎
着，一边重复着对方说他的脏话。我轻轻地给孩子擦了眼泪，
问孩子们：“你们喜欢这样吗？现在你们心情好不好？”两
个孩子一下从刚才的怨气里跳脱出来，静静地思考着。过了
一会儿，两个孩子不约而同地摇着头“不喜欢。”“不喜欢
的事情干嘛要浪费时间做呢？你见过老师骂人、打人



吗？”“没有——”“对啊，每个人每天的时间都只有这么
多。用来做讨厌的事了，就没有时间做喜欢的事情了。老师
的时间要用来给同学们讲好听的绘本、教同学们写出漂亮的
字、和同学们一起吟诵诗词、跟同学们一起快乐的游戏。那
你们的时间应该做什么呢？”就这样，我们班立下了这样的
班规“只做对的事”。当孩子们再遇到类似的问题时，会有
意识地思考“什么事情是对的？”养成了这种“冷静选择”
的思维习惯。

孩子们年龄小，练字、作业、卫生等方面总是难免会出现这
样那样的错误。许多家长都会因为“爱之深、责之切”，花
了很多的时间去着急、生气、发火、焦虑。结果发现气急败
坏地责骂孩子一顿后，错误也并没有得到改善。我坚持在对
学生评价指导时秉承“只做对的事”的原则。孩子写错字了，
我会讲评时，只讲正确的那个字；孩子受方言影响，字音读
错了，我就一遍遍领着孩子念对的那个。我坚信“只有温和
而坚定地带孩子一遍遍做对的事，教他们学会正确的选择、
教他们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长此以往，孩子一定会有进
步！”

正面教育，就是用正面的思考、积极的行动，正面解决教育
中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从《教室里的正面教育》这本书中去
学习一些方法，更需要我们冷静、坚定同时又充满激情地落
实在自己的行动中去。在让孩子们受益的同时，也锻造一个
充满正能量的自己！

正面管教读后感篇四

很惭愧，之前为了完成任务囫囵吞枣式阅读，加之对关于家
庭教育的积累不够，所以理解得很肤浅。经过几轮的读书交
流，不断加深了我对正面教育的理解。当我再次捧起这本书
时，原先无法理解或理解不透的地方，一下子有了新的认知。
何谓经典，就是每字每句都透着智慧的光芒。我这次细嚼慢
咽，再次走进了《正面管教》，进行了整本书阅读，我会在



一个页面反复停顿，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字句中蕴含的深意，
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情况再上心头。

正面管教是一种既不严厉也不娇纵的方法，和其他传统管教
方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正面管教既不会羞辱孩子，也不会
让我们感觉难堪，它以相互尊重和合作为基础，把和善与坚
定融为一体，然后在孩子自我控制的基础上培养他的各项能
力。正面管教的基石是和善而坚定，这是因为“和善”可以
表达我们对孩子的尊重，而“坚定”则可以帮助我们维护自
己的权威，同时向孩子表明尊重事实的态度。

教育孩子知易行难。我们教育孩子切忌太容易受情绪的支配
而陷入权利之争。我们的目的是赢得孩子，而不是赢了孩子；
是激励孩子做的更好，而不是让孩子放弃自己；是启发孩子
探索式的思考，而不是在命令、责备中招致孩子的戒备；是
让孩子决定做什么，而不是剥夺孩子的选择权。

教育伊始，沟通先行。

7——9章用了非常多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如何有效地与孩子沟
通。

一、核实能改善沟通。我们要多去发现学生的真实想法和感
受。可以通过核实，以友善的方式，问启发式问题来促进沟
通。

二、探询会促进沟通。我们可以用好奇心增进情感联结并改
善沟通。比如一种简单的探询方式就是要求“多告诉我一
些”还可以接着说：“然后呢？然后呢？”孩子们不需很多
鼓励就会告诉你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他们需要的是知道老师
对他们的观点真正感兴趣。只要我们不评判、打断或纠正他
们，她们就会告诉我们很多。

三、邀请会鼓励合作。邀请学生多参与一些有助于他们变得



能够自我指导的计划和解决问题的活动，如果一味地指挥会
招致被动会主动的抵制与反叛。

四、肯定会愉悦沟通。要寻找机会肯定孩子们的成就和独特
性，当我们要求过多并且急于求成时，他们就会丧失信心。
就像书中讲到一个叫杰森的五年级孩子，在课堂上如何的捣
蛋，杰森的老师在开始也试到使用惩罚，留下抄几遍课文，
请他站起，送校长办公室，而结果是杰森只会做鬼脸。之后
老师怎样运用鼓励，给与尊重和友善的态度，在杰森每取得
了一点小小的进步，哪怕是今天的课堂只是比前两天的课堂
少了几声乱叫，老师都会鼓励并回以微笑，终于让这个孩子
在课堂上与老师同学越来越愉快地相处。

五、尊重会深化沟通。当我们尊重学生时，我们就会认可我
们和学生有不同的观点。尊重会创造一种接纳的氛围，并鼓
励成长和有效的沟通。不要因为别人不明白的事情评判他们，
而要鼓励学生寻求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

当我们和学生之间建立相互尊重关系时，我们就会发现通过
核实、探询、邀请和鼓励、肯定以及尊重赋予学生力量会更
容易些。在良好的沟通中，会有大量的倾听、尊重、好奇心
和赋予力量。

当然，正面管教不会一蹴而就，过程可能会有反复，这点作
者在书中就曾说道：想把《正面管教》的书扔到窗外，不想
让人知道写《正面管教》的作者也会反复犯错。

正面管教重点在于创建相互尊重和支持的班集体，激发学生
的内在动力，使教室成为一个培育人、愉悦和快乐的学习和
成长的场所。作为老师我们，不仅要有一颗爱心，更需要知
道如何去爱。知易行难，那就在实践中反复推敲吧！

读书，使大脑充实；思考，则会让智慧开花。教育绝非单方
面的冥思苦想，更需要不断摸索和实践中的总结和改进。以



后的教育教学中，我会努力先充实自己，做好自己，与孩子
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在爱与欢乐中相处，在教育的道路上
始终温柔而坚定地走下去。

正面管教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书名是《正面管教》。这本书是美国
的简？尼尔森写的。我和我的父母一起读完这本书之后都深
有感触。

《正面管教》是一本如何从孩子的心理情绪方面去管教孩子
的书。这本书有12个章节，我最喜欢的是文章的第一章节，
因为第一章节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从我们平时吃早饭这个最
简单的事情来描绘出不同家庭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在严厉
的家庭中，孩子会因为不吃早饭而被家长打，容易造成孩子
暴躁自卑的心态；在骄纵的家庭中，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而且他们觉得只有这样不停指挥别人，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才会突出自己在家庭的重要性，使得孩子从小就培养成一个
自私傲慢的脾性；最后，在正面管教型家庭中，孩子不吃早
饭但是家长并不会去责罚他，只会让他体会因为自己的选择
所带来的后果，让他自己去意识到错误，家长这样教育孩子
即尊重了孩子的选择权，也让孩子意识到，自己所做选择有
时候也会有不足之处。这个故事以生动的事例说明了大人与
孩子之间三种互动方式的区别，以及从正面管教的效果是多
么的有效。

作者还说：只有家长维护了孩子的尊严、尊重孩子并且态度
坚定不移时。孩子才会明白，他们的不良行为，不但得不到
自己所希望的那样，还会给自己带来伤害。这会去鼓励他们
在保持自尊心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行为。在这里我也有同感，
只有孩子背后家长的鼓励与帮助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
然后孩子才会从根源拔去自己的坏毛病。



这本书我虽然还没有读完，但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平时就有爱
发脾气的毛病，以后如果有我会努力让自己学会控制、克制。
如果不行就会寻求大家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