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蹲下来跟孩子说话读后感 蹲下来和孩子
说话读后感(大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
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蹲下来跟孩子说话读后感篇一

《蹲下来和孩子说话》确实给了我这个妈妈很大的触动。作
为一个母亲，有时对待孩子难免会以大家长的姿态处之。孩
子要不然会受打击，性格开始变得拘谨；要不然更加顽皮，
与家长针锋相对。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不仅仅表现在我们家
长的行动上，更要体现在我们的心态里。以孩子的视野探索
世界，以孩子的心理揣摩未来。与孩子多交流、多沟通，平
等的谈话，多了解孩子的想法。

就拿我自己的孩子来说吧，他最近看了不少课外书，并且对
阅读的兴趣愈加浓厚。其实，一开始孩子也觉得读书枯燥无
趣，想着还不如看图画书更生动有趣。我心想，不能让孩子
一个人读书，咱也跟着一块看看书。既是对孩子的陪伴，也
是一种自我提升的学习。于是，慢慢就变成我和孩子坐一块，
各拿一本书籍阅读，晚上临睡前我俩再相互分享一下阅读中
有意思的故事。通过互动，孩子越来越感受到文字的魅力，
也进一步体会到享受文学的乐趣。

所以说，平等的交流，让我更能了解孩子的特性和喜好，挖
掘他的潜能，增加他学习的兴趣。同时，陪伴是给孩子最好
的奖励。现在的孩子物质生活丰富，但精神世界不容易得到
满足，缺少家长的陪伴，就难以体会到人生的幸福。

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做家务，孩子在一旁玩乐高玩具。一



会儿，孩子兴致盎然的叫我：“妈妈，你看我这玩具多好玩
啊，你来陪我玩吧。”我回他：“妈妈正忙着呢，你自己玩
会吧。”孩子语气骤然一低：“没意思，你都不来陪我玩，
再好的玩具也没意思啊。”我一愣，是啊，家务活什么时候
都可以做，但孩子渴望陪伴的心一旦受损就补不回来了。我
立刻放下手上的事情，陪着孩子摆弄他的玩具，讨论各种玩
法，嘻嘻哈哈打闹成一团，度过一段非常开心的时光。

孩子大了，能看出我们的陪伴是完全投入，还是勉强敷衍。
玩耍时，家长不妨蹲下来，重拾小孩子的心态，与自己的孩
子打成一片，加深父子母女之间的感情。

作为家长，我们已给予孩子足够的物质条件了，现在要做的，
就是给予时间，耐心的看着他慢慢探索，陪着他慢慢成长。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孩子床边陪他。孩子说：“妈妈，
你刚洗澡完，把光脚伸进我被窝里吧。”我心里欣慰的很，
心想平时真没有白心疼这小家伙了，晓得心疼人了，就依他
言把脚伸进去。谁知孩子把他的小脚伸啊伸，一直贴到我脚
上才不动，问我：“这样暖和了吧？”黑暗中，我的心忽然
就柔软了。我一把搂着他：“是呀，谢谢你啦。”

有时，我们家长需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殊不知，
孩子已悄然成长到能体贴大人、为大人分忧的高度了。孩子，
谢谢你的成长，让我感受到作为母亲的温暖。

龙应台在《目送》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慢慢地、
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
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
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
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孩子，我希望，在陪
伴你的这段岁月里，我是那个给你这张白纸涂抹鲜艳色彩而
不是灰暗颜色的那个人。我会像对待大人那样，对待你这个
小大人，尊重你的想法，鼓励你的决定。爸爸妈妈对你的爱



只会与日俱增，即使将来你有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我们也
会在你背后默默的注视你、支持你，希望你这个小雏鹰将来
能飞入广阔的世界。

蹲下来跟孩子说话读后感篇二

当年轻的父母们聚到一起时，谈论最多的都是关于孩子的内
容，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样教育孩子。前几天张老师
推荐给我们看杨谨老师的《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仔仔细细
读了读，写了点感想。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有时候我们无法理解孩子，孩子
也无法理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让自己静下来，认真
思考，孩子的很多言行都暗藏玄机，只有读懂了他的小心思，
才能对症下药，他才会向你打开心扉。当孩子还不会讲话的
时候，我们通过他的哭喊声就能把他的需要猜个八九不离十，
没有理由他都会讲话了，反而无法理解他了。只要我们放下
手中的事，抽出一点点时间，耐心、细心、用心，就一定会
理解他。每个孩子都是渴望交流的，当我们和他们交心后，
你会哑然失笑“天哪，原来小家伙在想这个”，所以，读懂
孩子，是与孩子快乐相处的第一步。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时候换个角度想想，他的“不听
话”何尝不是在尝试独立？他的“犯别扭”何尝不是坚忍、
积极的表现？他的“犯倔”何尝不是一种坚持？他的“说
谎”何尝不是一种知错？与其一味严厉处罚，可能换来
的“雪上加霜”或者“反目成仇”，不如温柔的“处罚”，
让孩子正确认识自己的行为。所以第二步谈谈怎么样面对孩
子的错误。

世上没有不犯错的人，同样的，也没有不犯错的孩子。但是
孩子犯错了，不能一昧的责怪和惩罚，更不能“揭老底”
和“举一反三”，而是要通过这件事分析原因，让孩子知道
错在哪里，为什么错了，以后怎么办，让孩子勇于担当，帮



孩子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也帮孩子建立自信，培养抗挫力，
让孩子在“犯错”中成长。相信不少家长和我一样，有时面
对孩子的犯错，自己是带着情绪的，心情好一点，就一带而
过，心情不好，就大声斥责，以一当十，事后冷静下来又后
悔自己的过激，讨好孩子以弥补自己的过失。其实这样非常
不好，孩子有样学样，以后遇到事情也会情绪化，而且家长
这种打完了又揉一揉的情况多了，孩子对大人的教训也会无
所谓了。面对这个问题，很惭愧，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改正，
孩子在成长，大人也要与时俱进。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
师，没有“问题孩子”，只有“问题父母”，孩子很多毛病
都有父母的影子或者影响，以身作则是父母们要时刻牢记的。

好父母会根据需要变化不同的角色，可以是家长，可以是老
师，可以是玩伴，也可以是最贴心的朋友。前面说过，现在
的孩子在物质上基本是丰富的，但是精神方面却不及我们小
时候。现在大多是独生子女，玩伴和朋友本来就少，加上父
母大多整天忙于生计，使得孩子更加渴望情感的交流。我的
孩子曾经在幼儿园说过，他最快乐的事是“爸爸妈妈和我一
起出去玩”，多么简单的要求，但却是那么难得，让我感动
不已却心生愧疚。第三步，我们家长要放慢脚步，在我们帮
他们攀上人生高峰时，请停下来欣赏旅途中的风景，过程总
是比结局更重要。

孩子爸爸有一个习惯，下班后一到家就要彼此相互大声招呼
一下，然后蹲下来或者跪着和孩子来个大大的拥抱，有时候
还轻吻一下脸颊。然后他才会心满意足的放开，这个小小的
习惯拉近了他们间的距离，使得双方感觉更亲密，即使之前
有什么不愉快也都会烟消云散，他们自己也非常享受这种方
式。此外，拉手、捏鼻子、拍肩膀、摸头等等都是很愉悦的
身体接触。孩子很小的时候，一次早晨醒来，孩子认真的看
着我的眼睛，说了句“妈妈，你眼睛里有我，我的眼睛里肯
定也有你”。多么纯洁的话语，我们大人有没有经常仔细看
看你的孩子呢？除了身体接触，微笑也是必不可少的，都说
微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微笑更是对孩子的鼓励和肯定，



也有利于孩子自信心的培养，与其下指令，让孩子遵守，不
如用微笑和肯定来鼓励和引导。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渐渐形
成自己的独立人格，过度的强制，反而会引发逆反，就容易
造成“不听话”、“真犟”等情况，这个时候不妨放下父母
权威的架子，和孩子做朋友，面对面做下来，进行平等而愉
快的沟通。这个过程中不妨用点技巧，比如肩并肩的坐下来，
从他感兴趣的话题入手，适当说个笑话或者让双方高兴和放
松的事情，还可以辅以点头、拍手等肢体语言等等。

蹲下来和孩子说话，关键就是“平等”，我家多多有一个喜
欢玩的游戏，就是站在椅子上或者床上和爸爸比身高，然后
爸爸抱着他爬到肩膀上，扛着他在家里转一圈，他才会心满
意足的下来，而且他乐此不彼。仔细想想，我小时候也喜欢
让爸爸扛着我，一方面是觉得和爸爸亲密的关系，一方面也
是举得拥有了大人的视角，某种程度上和大人平等了。每当
我对多多说“你还小，等你长大了你就懂了”，他总是
说“哼，我已经长大了！”。所以，孩子总是反感大人们把
他们当作什么都不懂的孩子，虽然实际上他们还是个孩子，
所以我们在大部分时候要把孩子当作一个拥有完整人格和独
立性格的人来对待，尊重他的选择，鼓励他独立自理，当然
更要顾及他们的面子和自尊。

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有了他们，固然多了几
分劳累，几分烦恼，但是这些在他们带给我们的幸福和快乐
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使白天再调皮的“小恶魔”，晚上
也会化身为妈妈枕旁的“小天使”。孩子依赖我们的时间在
一生中是很短的，如果我们把养育孩子当成一种沉重的责任，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来说教，当小鹰展翅飞出鸟巢后，肯定
会留给我们很多遗憾，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好
好和孩子交交心，放下手机，多多陪陪孩子，让他的童年充
满甜蜜的回忆吧！

记住，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蹲下来跟孩子说话读后感篇三

今天看了《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本书，感触真的蛮深的。
为人父母，我们自认为给了孩子最好的东西，做什么都是为
了她们好，却往往忽略了她们最需要的情感。渐渐的，自以
为是的我们，在我们与孩子之间亲手画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
沟。

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上学读书，孩子的思想和行为都有了
一个质的转变，她们表达问题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了。不会说
话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她们只能用哭闹表达
她们的不满，而等她们长大之后，每次她们的意见和我们相
左的时候，就会用刻意的任性，恶劣的态度，来告诉我们，
她们的不愿意，不妥协。当面对她们这种坏情绪的时候，我
们不曾站在她们的角度去想她们这样的原因，更不曾把自己
放在和她们同等的高度，认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会
觉的气愤，觉的身为家长的权威受到了挑衅，所以总是会强
迫性的让孩子认同，服从自己。

都说有理不在声高，其实有理也不在于身高吧，如果你不尝
试着蹲下来，放低自己的姿态，和孩子同等高度的去看待问
题，你永远都不会感知到她们眼中的道德观和世界观是什么
样子的，她们所认为的善恶和对错又是一种什么标准。

和朋友聚会的时候，总会听到她们说她们觉的孩子大了，越
来越不知道她们心里在想什么，也越来越少的主动跟父母交
流，有时候要她们往东，她们偏要向西，好像故意对着干似
的，感觉与她们的距离日渐甚远了。扪心自问，孩子表现出
的这种疏离感，难道我们就一点责任没有吗！孩子的心是非
常脆弱的，在她们试图主动去亲近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
放下手中的事情，耐心的陪她们聊一会天；在她们有一点小
成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多给她们一些鼓励和赞赏的目光；
在她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心平气和，和颜悦色的耐
心听她们解释。有吗，有的，只是很少，很少，大多数时间，



我们表现出来的是不耐烦和自动忽视。当孩子想和你聊天的
时候，我们总会说，去把书看看，自己去玩一会；当孩子想
和你分享成就的时候我们也只是一句，哦，不错，继续努力；
当孩子想跟你说她这次犯错的原因的时候，我们总会很生气
的说，别解释，做错了就是做错了，解释也没有用。一次两
次，长久以往，孩子也放弃了和我们交流的想法，关闭了向
我们敞开的心门。所以不要怪孩子和我们离心离德，越来越
远，我们吝啬于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情感表达，所以这一切
都是我们作茧自缚，自作自受，咎由自取。根本怪不了任何
人。

看了这本书后，就像是被人一棍子打醒了，我觉的我们真的
有必要自我反省一下了，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要改一改了，
我们不能再站在我们的高度去思考问题，教育孩子。得换位
思考，同步同位，有些东西我们觉的简单，是因为我们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可是孩子觉的不简单，她们刚步入
小学，这些知识对她们来说都是复杂的，需要好好认识和学
习的，因为还不熟练，所以会错，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我们又何必觉的无法理解。是人都会犯错，圣人也不例外，
更何况是孩子，所以我们对孩子要多一点的包容和理解，给
她们多一点的过渡时间，试着用她们能接受的方式，帮她们
总结错误的原因，多听听她们内心的想法和声音。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们既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现在
纠正还不迟。我们不要再以大人的思维去揣度孩子，也不要
以大人的行为标准去要求孩子，我们要给她们多一点的理解
和关爱，亲情和陪伴，让她们感受到我们的重视，让她们不
再因为身高和年龄而妄自菲薄，也不会因为不被理解而伤心
难过。从现在起，让我们一起再次走进孩子的世界，与她们
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蹲下来跟孩子说话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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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来跟孩子说话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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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