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儿童立场读后感(优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
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儿童立场读后感篇一

《思辨与立场》的英文名字是批判性思维，这是一本大部头
的书。樊登老师对这本书的评价极高，樊登老师说他做读书
会，如果最后人们只记住一本书，他想推荐这本《思辨与立
场》。

我给大家说一些我在书中新的认知。人的心灵有三个基本功
能，即思维、情感和欲求。思维让我们弄懂生活的意义；情
感监控或评估思维所产生的意义；欲求引发动力。

一句“思维塑造了你，无论你在做什么，无论你有怎样的感
受，也无论你想要什么――一切都由你的思维品质决
定。”“大多数人的大部分思维都是处在潜意识水平的，没
有将思考的细节提升到词语水平。”

这本书我大约买了四个月的时间，目前为止只看了前5章，这
是一本需要自己去实践的书，教大家如何去反思，如何去自
省。大家都知道换位思考这个词语，可是真正地做到换位思
考就太难了。我最大的感受是自己的思维对自己的影响非常
深，自己的价值观有些根深蒂固。就像自己很焦虑，有的时
候容易纠结，还是缺乏一些认知坚毅和认知勇气。对于我换
工作和怼人的精神来看又有一定的勇气，但是还是缺乏一些
相信自己的能力。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儿童立场读后感篇二

新闻编译，作为新闻翻译的一种，它是跨文化领域中一支重
要的推动力，已经成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从业人员关注却没
有深入讨论的问题。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浅论政治新闻编译立
场。

新闻语言固然有其自身的特点，表现在词汇、结构、篇章布
局等新闻各要素上。但由于各国的新闻媒体都多少受制于政
府言论的制约等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也
存在不同的立场及看法。那么这就要求进行新闻的编译，这
一现象最明显、最直接体现在政治新闻的处理上。本文从分
析影响政治新闻编译决策的要素出发，总结出编译过程中的
立场及应对策略，逐层分析新闻编译的形成和编译时应该舍
弃或突出的角度。

影响政治新闻编译的因素

编译是新闻翻译的一种主要方法，但不应当等同于新闻翻译。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国际政治新闻的传播线路上有着层层
的“把关人”，这些“把关人”的存在是编译产生和存在的
深刻原因。此外还受很多内外因素的制约，包括通讯社和报
纸的政策取向、体例风格;新闻本身的价值;新闻编译人员所
承担的社会责任、所面对的目的语读者等等。这些因素的存
在，使得新闻翻译从原文全篇忠实翻译为主要方法转变为以
编译为主要的翻译手法。

儿童立场读后感篇三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最近几天才意识到。，我就读过文森
特・鲁吉罗写的《超越感觉――批判性思维指南》这本书，
忘记了书中讲的具体的操作指南，只记得看完之后，当时让
自己眼前一亮，感觉这么多年，自己过了一个假人生。



找不到问题解决办法的时候，就读书，或许书中自有答案。
秉持着这样的想法，今天在樊登读书平台上听了一本书《思
辨与立场》，感受颇深。

当然了，没有任何东西比可靠的思维更有用，但是，我们绝
大多数人的思维都存在偏差和扭曲，不管我们自身是否察觉。
同时，如果我们不能拥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可能我们很难看
清人生的本质，很难体验到良好的生命状态。

书中讲，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公正的思维，一般具有认知谦逊、
认知勇敢、换位思考、认知正直、认知坚毅、信赖推理及思
维自主的特质。

就只这一点儿就能足够看清自己思辨能力的强弱。

书中还讲到一点儿，自然状态下，我们的生活深植于自己即
刻的欲望、痛苦、思虑以及情感。我们迷恋即刻的.满足和短
期获得，明显不关心个人的成长、洞察以及正真，也缺乏动
力去揭示自己的弱点、偏见以及自我蒙蔽。我们心安理得地
逃避自我成长的责任，我们大多数人都没能成为我们可以成
为的人。这一点儿是深刻的。

我们很多时候的状态被情绪和欲望主导着，其实，最本质的
是我们的思维层面出现了问题。思维的功能是判断趋势，弄
懂意义。它不断回答我们生活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情感的
功能是评估思维判定的趋势对生活的意义，告诉我们对那些
事情该持何种情感。欲求的功能是激活能量以发起行动，告
诉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应该把精力投放在哪里。思维指
明趋势，情感传递趋势的好坏，欲求让我们推进或放弃。思
维是一切行为的起点。

情绪和欲求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无从控制也无法改变，
只有思维是我们能够直接触及的。



思辨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在培养批判性思
维的原点上，无论从哪儿开始，都是向前。敢于知道，知识
使我们自由。

愿我们每天都有所获！

儿童立场读后感篇四

假期里酣畅淋漓读了好几本书，成尚荣老师的《儿童立场》
早有耳闻，借着假期的作业与书籍相遇，使任务也变得充满
了期待。

成老师了解儿童，执着于儿童的教育。读文的过程漫长，但
是我有好几次被文字瞬间捉住心房，伸出浅浅淡淡的思虑。
作为一线教师，作为离儿童最近的专业指导者，我们却被各
种思潮声音大环境所裹挟，眼中的儿童，也似乎隐隐淡淡模
糊起来。

成老师说：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成为他自己。我想，这真的
好难。疫情期间，我每天守着自己的小阳台，静心浇灌着那
几株月季花。我买来肥料和农药，小心地侍候那些待放的蓓
蕾。月季花在春光中开得娇艳，我望着那些幽幽暗暗的花枝
出神：人们常把老师比作园丁，但是园丁却比老师幸运许多。
植物的种子是一早就明了的，而我们的孩子，天生是哪一颗
种子，老师和父母确是无法做判断的！

纪伯伦在诗中写到：你的孩子不属于你，他们是生命的渴望，
是生命自己的儿女，经由你生与你相守，却有自己独立的轨
迹。给他们爱而不是你的意志，孩子有自己的见地，给他一
个栖身的家，不要把他的精神关闭，他们的灵魂属于明日世
界，你无从闯入梦中寻访也将被拒。

尊重孩子一切的未知性，不以自己的期望和对于世界的想象去
“打造”孩子，这是多么重要的认知！



我想，最好的教育，就是帮助孩子发现星空下他选择的路途
吧。我身处的启蒙教育，是带着孩子见识浩渺星空，并悄悄
地领略那一颗让他注目良久的繁星，鼓励他踮起脚尖伸手够
一够，不必急于上路，而是跟他一起振奋他们每一个独特的
选择，如此而已。

想到曾经教过的一个女孩子，数学不好，语文也一般。可是
她总是无比骄傲自己能做的一手美味的甜品早餐。孩子每次
在日记里洋洋洒洒七八百字，全是细碎的叙述如何把甜品做
到极致美味。这样的烹饪日记记录了好几个月，孩子没有一
次倦怠，反而乐在其中。那些整齐的方块字仿佛是她雀跃在
厨房里的身影，那是生命萌发的美好，作为老师的我，如果
看不见，那是多么的遗憾！

最近电影院在回放老片子，我一个人窝在硕大的屏幕前，将
《幸福来敲门》又看了一次。加德纳无疑是一位了不起的爸
爸，纵使人生窘迫如斯，他依然能抱着孩子开松弛的玩笑，
给孩子一个个安全感十足的.夜晚。如此，最令我动容的台词，
他对儿子说“对于梦想，任何人都不能说你‘不行’，我也
不例外。”

回到成老师的《儿童立场》，让孩子成为自己，无论是作为
母亲还是教师，要撑开大环境的偏见与纷扰，真的还是好难，
但是必须撑起，待到孩子的种子生根发芽，窜入天际，我们
要同他们一道手挽手享受雨露与阳光，笑着说一句：原来，
这才是你。

儿童立场读后感篇五

转眼，就到了小时候玛雅人谈论的最多传说的2020+年。细数
一下，毕业后与儿童打交道已有两年了；提到儿童，想到了
假期里阅读的《儿童立场》这本书。

对我而言，这本书的阅读视角有很多。有时候我是作为教育



者在学习如何处理教学中的问题，如何和孩子们建立良好的
师生关系；有时候也会让我想象成如果自己是一位家长，如
何在家庭教育中扮演好角色；有时我又感觉自己只是一个与
教育他人无关的第三者，回想起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否偏
向于“我”的立场。静下心来，慢慢阅读，会与作者朴实却
极具道理的话语产生共鸣。整本书围绕“儿童立场”这个大
主题，延伸出了丰富全面的内容，收获颇多。

整本书读完，前两辑中有些内容偏向哲学，对于经验阅历尚
浅的我来说，似乎还是挺有理解难度的。“第一专
业”、“可能性”这些术语，对我而言就真的可能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但作者穿插的相关且有趣的故事却让我慢慢理解
了儿童世界里文化使者的使命。其中整本书有这么几个小点
挺打动我的。这本书中提到了教育的目的是让儿童成为他自
己，儿童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思考
和对世界的认知，甚至每个儿童所生活的教育环境也各不相
同，如果教师只是想让他的学生都考100分的话，那这位老师
同按照模具来打造菜品的机械厨师有什么区别呢。

同时，这让我想到了我班上的一个孩子，他聪明伶俐、善于
表达，课外知识非常丰富，如果按照应试教育的结果论来评
判他的话，他获得的100分可以证明他是优生；但按照传统意
义的乖孩子标准来看待他的话，他绝对不合格。在课堂上，
他从不记笔记，但是当老师讲到他未涉猎到的知识时，他会
聚精会神的倾听，积极动手完成老师布置的科学小实验。其
中有一次我让同学们回去制作一辆小车，这个孩子给我、给
我们都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利用编程制作了独一无二的小
车。

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孩子不管在哪个科目上他都不记笔
记，但是他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所以我在想虽然良好的
学习习惯是必要的，但是有没有个例、或者能不能让孩子们
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呢？难道记满笔记本的方式才是唯
一正确的方式吗？不，我觉得让孩子们学会选择，主动思考



才是给予他们最好的礼物，就如书中所说“要让儿童沸腾起
来，是要让他们的情绪和思维高涨起来”。

除此以外，书中提到了课本使用，作者提倡开学时可以专门
提供一段学习时间让学生翻阅教材，引导学生初步领悟，把
握教材的整体安排。仍然强调了学生主动学习和站在他们的
立场上开始学习。由于我们学科的教材是循环教材，所以这
让我想到了日常在课堂上碰到一些孩子问我问题的场景，由
于孩子们不能将教材带回家，碰巧某个孩子提出的问题就是
与下节课有关的或者班上有同学给予了回答，在这时，我总
是因为担心提前“泄漏”知识导致孩子们会对下节课没有探
索兴趣而简单回应“下节课，你们就知道了”，我觉得这样
的处理并不是最妥帖的，可又恼于没有更好的方法。阅读完
该书后，我似乎找到了答案。赞扬会提问的孩子，给予给出
答案的学生肯定，再引导孩子们了解整个单元的编排，对下
节课的知识进行重新设计，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兴趣点，或
许远比我简单回应更能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才是学习的小主人。

读完此书，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人
的发展既可以规划也不可以规划，最好的发展是让自己非连
续性发展。”淡化目的，淡化规划，非功利非刻意，可能我
们的生活会更加随性自由。就这样一句看似矛盾但于我而言
分量极重的简单话语，同时更加点醒了我应以儿童视角看待
孩子、看待教学，“随意”一点，对学生的教育也应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