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规听后感 父母课堂学习心得(实用5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父母规听后感篇一

第一次参加小红帽的“家长课堂”讲座，听完刘老师的90分
钟的精彩讲解，让我醍醐灌顶。如何写作文？怎么写好作文？
怎么做阅读题分析。都是非常实用和有效的。

作为六年级毕业生的家长，对待作文的重视性还远远不够。
刘老师详细分析了浙江省各地历届的中考试卷，阅读题和作
文占比非常大，尤其作文占70分，如果孩子不能很好地写好
作文会很吃亏。

虽然孩子的语文成绩相对还是比较稳定。但没有高分，很多
失分都出在阅读题上回答问题的不完整。刘老师独特趣味的
阅读解题思路，易懂易学。他的如何安慰人法印象尤为深刻。
他告诉我们三步骤，首先，要处身就地理解；第二，感同身
受；第三，陈述事实，往好的一面看待，这叫口语交际。交
给孩子方法，孩子才会说话。那么孩子会明白：语言是思维
的反映，说话要经过大脑，语言表达是一门艺术，值得孩子
用一生去揣摩。同时告诉我们阅读积累的重要性。记得，刘
老师说过孩子读看了那么多名著、散文、诗集的书。孩子有
真正记住书里经典词句吗？有运用到作文里吗？刘老师倡导
读100本书不如记住一句，记住100句不如用上一句，小红帽
就是要求孩子从课外阅读中默写一句。是的，是默写！这才
能使孩子真正把读过的书运用到作文里，给作文涂色、增色。



小学从一年级开始背诵古诗百来首，只是为了背诵而背诵。
没有把自己积累的古诗词好好写进作文里。经过刘老师的案
件分析讲解，才发现我们中国的唐诗宋词是那么有意境那么
的优美。这是学校里老师没有教到的。刘老师把孩子们的唐
诗宋词的积累运用用三种境界：1直接引用、2用意境、3化用，
把经典名句很好的引用并能非常好的练习口才。告知我们积
累不再多少，而在用得巧，用得妙，可以以少胜多。这真是
一堂非同凡响的课，让家长受益匪浅。学习到了很多，也涨
知识了。

很高兴我的孩子选择了小红帽机构。希望可以在小红帽课堂
里写出优秀的作文！

父母规听后感篇二

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以教学为中心，不断强化质量
意识，扎实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探讨高
效课堂。进一步加强我校与家长的交流，提高我校教学质量
和管理水平以及社会影响力。

1、加强学校、教师、家长之间的沟通，让家长走进校园，走
进课堂，了解课改动向，观摩孩子的学习情况，更好地配合
学校教育。

2、利用“家长进课堂”这一载体，传播新课程理念，展示师
生风采。

3、调动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吸纳家长的合理化建议，
进一步改进学校的教学工作，提高我校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

1、时间：2月24日（星期一）

2、邀请对象：一年级学生家长



3、听课要求：

（1）每班邀请家长人数不得少于5人

（3）各班争取邀请家长若干听班会课

（4）听课家长需填好听课评议表

3、程序：

（1）听课家长报到，领取学校宣传材料和“家长进课堂评议
表”。

报道地点：一楼会议室；负责人：

（2）家长到教室随堂观摩教学。

（3）听完课后将评议表交到一楼接待处。

1、教研组要开展好集体备课，向学生家长展示我校最好的风
采。

2、全体教师必须使用工作语言，不得在校园内吸烟，主动热
情的接待家长。

父母规听后感篇三

选择了要做的事，就要做时间分配的工作，我一直有时间上
的困扰。

给孩子读书好说，每天睡前都可以读，但在阅读之前我并没
有进行读物的选择，每次只是象征性的拿3本图书，告诉元诞
读完3本就睡觉，昨天晚上在元诞的申请下读5本书，好家伙，
这几本图书文字实在是太多了，读了45分钟，害得我们又没



有在规定的时间内睡觉，让我很懊恼。不能够合理的分配时
间，拖延都是我的问题，这是延长时间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不能为每天必须做的事情优先分配时间。在孩
子学习英语上，除了让孩子上双语幼儿园，在家里我并没有
做太多的事情，我只是坚持每天让元诞听一课英语，是叽里
呱啦软件中的课程，没几分钟，对孩子来说很轻松，然后他
会随意找点英文动画片看一下。

有好几次都因为白天没有听，该上床睡觉了才想起来，痛下
决心让他听完再睡，后果是，他听完很兴奋，还要看个小动
画什么的，还要读书，等真正睡下，时间已经晚的让人受不
了了。也有因为时间太晚，只能让他放弃这每天一听。现在
我们尝试让他早晨起床听，或者从幼儿园回家就听，还在摸
索，但没有规律下来。

在优时法中，王老师认为父母亲要为自我修炼留出时间，不
要用忙找借口，事情再多也没有自我修炼重要，这在时间管
理里就是重要的事情要先做，她提倡先做必须做的，再做喜
欢做的事；同时，她把父母的毅力也放在优时法里讲，想想
是这样的，其实毅力这东西就是时间堆的，你能坚持多长时
间，你就有了多大的毅力。

父母规听后感篇四

父母的有效陪伴对孩子的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妈妈和孩子
同时在客厅，孩子在玩，妈妈在刷手机屏，貌似陪伴，其实
妈妈是缺位的。虽然一直提倡孩子的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
但分什么孩子和多大的孩子。

元诞从今年二月份开始接触英语，有四个多月，语言学习有
沉默期，所以每一课程中的跟读环节元诞都是让我帮他读，
之后再进行下一个环节，叽里呱啦软件的设计是上一个环节
没有完成就无法进行下一个环节，上一课没有完成，也无法



开展下一课。当我让他自己去学习时，到了跟读环节他进行
不下去，就会放弃听课，改玩别的去了。而我和他一起听课
时，我们俩都兴趣盎然的，学习质量也比较高。

在幼儿园的英语老师提到三个孩子的语言敏感性比较高，目
前是第17次英语课，已经能对着卡片跟读，元诞是其中的一
个小孩儿，想想元诞两岁八个月才会说话，和这个语言敏感
性实在是靠不上，这三个孩子我都熟悉情况，在家里都有接
触到英语，他们现在能够适当输出，其实是和妈妈在家做的
功课有关，是和陪伴有关系的。

父母规听后感篇五

从作茧自缚到破茧自救――学《父母规》有感

本文作者为首期讲师班学员薛彩霞老师

“怨恼烦，代相传，今到我，誓愿断”,从初识《父母规》至
今，这句话在我内心印刻得最深。因为，它促发了我深刻的
思考：我的家族是“死要强，代相传”,家族传承给我的是过
度要强，它成就了我在社会大潮中的地位与相应的荣耀；同
时，按照社会需求塑造的“强大自我”,就像一个茧壳一样，
束缚着真实的自我，阻碍着我走向自我和谐。今生到我，誓
愿从作茧自缚走向破茧自救，斩断负向能量在家族中的传承。

一、从作茧自缚到破茧自救是生命升华的自然过程

蚕长到幼虫阶段，吐丝成茧来包裹自己，之后破茧化蝶，进
入更高级的生命形态。

人在生命早期，基于生命能量的弱小，逐级将家庭规则、学
校规则与社会规则内化于己，类似于蚕的作茧自缚；当人走
入生命中后期，随着生命能量的增长，开始逐步剥离不适合
自我内在的外在规则，类似于蚕的破茧自救、化蛹成蝶，从



而步入更高级的生命形态。

我从幼年开始，受家族熏染，以过度要强的姿态来面对生活。
追随社会大潮，凡事争先，不顾客观现实而硬性拔高自己。
沉醉于社会评价，逐渐远离自己的内心而浑然不知。满足社
会从而博得喝彩，就像茧一样紧紧包裹着我，令我窒息，却
又欲罢不能、欲止不休！随着经济地位的夯实，()精神世界
中释放自我的渴望呼之欲出。此时恰逢《父母规》，助我完
成生命的蜕变。

二、从作茧自缚到破茧自救是生命的必然选择

蚕作茧自缚，而后破茧而出，化蛹成蝶，一代代传承。

人类亦如此，只是完成的程度不同，完成的时间早晚有区别，
甚至有的人终身不能完成。温老师在讲解《父母规》时，详
细地阐述了作茧自缚――“怨恼烦，代相传”,负向能量在家
族中是如何传递的，更详细地探讨了“今到我，誓愿断”的'
必要性。

分析我们周围亲友的家族，不难得出，有美德的家族传承给
下一代的可能是高尚的品德；经济实力强的家族，传承给下
一代的可能是较好的经济基础；而怨恼烦的家庭，孩子可能
早早学会的就是怨恼烦，正如我骨子里从家族得来的“死要
强”.

理解了上述传递，不难确知斩断负向能量传递的必要性。为
了不贻害下一代，深刻反思我们自己面对社会时采取的应对
姿态――茧，它主要来自于原生家庭，弘扬其中的优良成分，
剔除其中的不良成分，即破茧自救，是我们为人父母的应有
选择。

听了温老师的讲座，知，为了孩子，就要做好自己，誓愿从
复制父母的生命走向寻找并构建属于自己的生命。



三、接纳自我是从作茧自缚走向破茧自救的途径

我们的五个手指，长短粗细各不相同，正因如此，才能完成
各种各样的动作。若给出一个标准，比如长度，最长的为最
好，五个手指势必争相变长，脱离各自本位，最终使手指丧
失其本应有的功能。

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个“手指”,做好自己，守好本位，与其
他人分工协作，才能促进社会整体其功能的形成。如若过分
在乎社会评价，不顾客观现实过分脱离原初的自己去发展，
只可能是个体获得短暂的所谓受益，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功能
的瘫痪。

接纳自我，不管自己是拇指、食指、中指、小指，甚至是名
不见经传的无名指，可能按照当时流行的社会标准，评价并
不高（如唐朝以胖为美，现今以瘦为美），但对于手掌来说，
我们始终是不可或缺的，相当重要的一员；也只有接纳自我，
以原初的自我为基础发展，拇指就主要做拇指，食指就主要
做食指，才能实现我们与自我的统合，达到自我和谐，进而
才可能达到我们与自然、我们与社会的和谐。

没有学《父母规》之前，我随着国人大潮，拼命加强自己的
外在――名誉、经济等，打造一个坚硬的外壳，免于不被尊
崇的伤害。温老师在《父母规》讲座中的一席话，使我顿悟，
我正在复制我母亲的生命，同时在不自觉中传承给了我的儿
子，顿然间发愿，誓要从作茧自缚走向破茧自救，斩断“死
要强”的家族传承，探寻社会需求与自我内在需要间的平衡
点，回归自己，接纳自己，升华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