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叛逆不是孩子的错读后感(实用5
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才比较好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叛逆不是孩子的错读后感篇一

1、要从小节开始，持之以恒。有许多的“细节”，诸如坐的
姿势，读书的姿势，书写问题等等，平时要注重把这些细节
养成好习惯，必须注意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抓起。习惯是经过
重复或练习而形成的自动化了的行为动作，它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形成的，而是必须有一个过程，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要从细微之处着手，需要不断强化，需要持之以恒地渗透。
久而久之，学生的习惯就自然形成了。

2、培养孩子认真完成作业及其他学习任务的习惯，要求孩子
按时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家长督促孩子及时完成老师布置
的家庭作业。家长监督孩子做作业要像上课那样严格要求，
避免孩子边做作业边玩耍。这样做，可以减少乃至避免学习
时走神或注意力涣散的情况，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也是帮
助学生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取知识、掌握能力的关键措施，对
学生人格的形成和自主能力的形成有很重要的意义。

3、培养孩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习惯。提前预习课程，把
不懂的内容做好记号，等到第二天到了学校可以主动向老师
提问，学习不懂的知识，这样就有针对性，方向明确。复习
时候抓住知识点，做好知识结构清理，重难点明白。对各科
内容进行交换复习，合理安排好复习时间，达到事半功倍的
复习效果。



4、培养孩子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发言，养成勤思好问的学习
习惯。积极举手发言表明孩子好学，勤思好问，认真学的一
面。说明孩子有上进心，有利于开拓思维，提高学习积极性;
有利于提高学习成绩。同时也是培养和训练学生思维能力的
重要途径。这一习惯的培养应贯穿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与
学习思维方法，思想能力的培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5、要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兴趣是求知
的内在动力，没有兴趣，谈不上什么喜好，就不会付诸行动，
又哪里有习惯可培养呢?激发起孩子的兴趣，学习就会积极主
动，就会学得轻松而有成效，各种好习惯就更容易形成。而
自信心是进取心的支柱，有了自信，兴趣就更浓厚，就会对
自己所进行的各项学习活动充满希望，支撑自己直到走向成
功。

6、培养孩子不断总结、反醒的学习习惯。在学习的过程中，
需要不时停下来，甚至回头望，一段时间内，学习效果怎么
样，成绩与不足，需要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
都是一种财富，通过不断反醒，才能更好地在后一阶段的学
习中，逐步改进、完善、提高，才能把学习推向一个新的高
度。

叛逆不是孩子的错读后感篇二

家长是孩子的启蒙之师，终生之友。要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
能力，家长首先要实现观念上的自我变革，为孩子自主学习
提供观念支撑，这是孩子进行自主学习的重要保证。因此，
要想培养好自己的孩子，家长首先要注重自我学习，提高认
识，着眼现在，放眼未来。因为，你的行动会潜移默化地影
响孩子，言传身教的效果会更显著。

认真分析当今家庭，由于都是独生子女，在家庭教育上往往
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是现在的许多家长一方面省吃俭用，而
另一方面却没有适度地控制孩子花钱，从而导致孩子从小就



养成了好逸恶劳、吃喝玩乐、给同学过生日、拉帮结派、聚
众餐饮等挥霍无度的不良习气;二是家长缺乏正确地教育方法，
没有抓住孩子的年龄、心理及个性特点，恰如其分地引导和
进行养成教育;三是家长过分地溺爱和娇宠，从头到脚包办代
替，使孩子过惯了家庭“小皇帝”的生活，而严重缺乏独立
自主生活的能力。

有位教育家说过：“做父母的最好只有一只手”。意思就是
说父母对孩子不要包办的太多，要放开一只手，给孩子自由
活动的空间，也就是说，父母在教育孩子方面，不能全部包
办代替，也不能完全放开，放任自流。在许多问题上，家长
要正确引导孩子自己积极主动地去解决，增长他们的信心，
让他们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这样长久坚持下去，既能提高孩
子的能力，又能培养他们良好的习惯。

小学阶段正是确立自主学习的意识、激发自主学习的愿望、
养成自主学习习惯的关键阶段，家长要通过各种途径为孩子
创设形式多样的学习实践活动，让他们在自我设计、自我创
造的过程中激发出自主学习的愿望，增强自主学习的主动性，
使他们对外部知识、经验的理解和认同乃至吸收等转化为内
在的活动，从而达到有效性的学习，使孩子们一步步走向成
功。

叛逆不是孩子的错读后感篇三

让孩子看书5——15分钟(按孩子的年龄来控制时间)，立即合
上书，要求孩子按你的要求“复述”故事。为防止孩子摸准
你的要求，“复述”的内容可以灵活多变：如可以提几个主
要问题，图书上有谁，在干什么。书上的人或动物穿什么颜
色的衣服。书上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让孩子把看到的动
物形象画下来。最后可以让他重新再看一遍书，几次后，渐
渐地孩子就会逐步理解集中注意力的必了。

2、拼图及七巧板练习



这是二维空间中最有效的集中注意力的练习项目，要求孩子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连续不断的判断力、观察能力、
想象能力和分析能力。而这种游戏的挑战性又会给孩子带来
成就感，成就感是孩子将注意力集中到底的一个巨大推动力。
在我儿子还是2、3岁时，我就买了一种最简单的拼图，一开
始我自己拼给他看，然后慢慢的他自己会拼了，再买一些块
数比较多的拼图和一种正方体的拼图让他自己看着图片来拼，
这时他会注意力非常集中的看图片来拼图，有时为了增加他
的兴趣，我跟他比赛，还是我儿子拼的快，这样他会更加的
感兴趣。

3、多米诺骨牌练习

大约有七成“难以集中注意力”的孩子，通过这个骨牌堆放
的游戏，其耐心得到长足的进步。多米诺骨牌训练其实是考
验孩子能、将单一的动作坚持多久的一个训练——将来，我
们不能指望孩子所面临的所有学习科目都是多变、有趣、富
有挑战习惯内的，遇到重复训练会不会使孩子犯“老毛病”?
骨牌训练无论对心神的专一、心神集中的持续时间，都是一
个极好的练习，而把几十块甚至几百块骨牌瞬间推倒的快感，
也能促使孩子对训练的“单调”产生耐受性，只有最终有快
乐和成就感，孩子就可以逾越集中注意力所产生的单调感。

4、抗干扰练习

等孩子在无干扰环境中的注意力已大大集中，家长可以考虑
在他的“注意力训练”空间中，放上“干扰源”，比如他在
做拼图游戏时，父母可以在一旁看电视，比如他在看书时，
可以稍稍打个岔，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注意力焕散的现象，
会有反复，但最终他的抗干扰能力会渐次上升。

叛逆不是孩子的错读后感篇四

首先来谈谈初一新生，家长要对上初中的孩子学会“放手”。



因为据了解，学生在小学阶段的自理能力相对较差，学习上
依靠老师和家长的督促，老师和家长就好像是“保姆”。但
进入初中的学生，自主意识正在加强，如果家长还是像孩子
在小学时那样，会很容易让孩子有一种叛逆的理由，反而不
利于学习。因此，家长对上初中的孩子要学着适当放手。

当然放手并不是完全放手不管，家长要鼓励孩子该自己独立
学习了，同时试着在生活和学习方面独立做一些以前没有做
过的事，与此同时，家长还要适当地为孩子提前做些知识和
心理铺垫。一方面可以让孩子提前预习新学课本，也可报衔
接辅导班。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给孩子讲讲初中与小学的
不同，应该如何做才能更快地适应这种新生活。同时，在开
学后及时解决孩子存在的问题，以免问题积累越来越多。

提醒孩子增加“抗压”能力

而面对升高中的同学，家长需要提醒孩子增加“抗压”能力，
因为孩子从初中进入高中，这个跨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
个大的挑战。通过许多例子来看，许多学生进入新高一后，
由于无法适应高中的学习状态，成绩直线下滑，慢慢丧失了
学习兴趣和自信心。

而在另一方面，家长要为孩子规划好开学前的调整，即把心
收回来，不能让孩子处于完全放松状态，这样在新学期开始
后是很难把心思收回来的。家长可及时调整孩子的作息时间，
比如按照中学的作息时间来要求孩子，让孩子慢慢适应。现
在很多新高一学生的家长在暑假内会给孩子报一个预习新高
一课程的辅导班，为的就是防止孩子在开学后会不适应新的
学习方法导致学习成绩的下降。

叛逆不是孩子的错读后感篇五

1.家长的以身作则。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孩子模仿家长是潜
移默化的。因此，家长在教育子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首



先要做到言传身教。家长自己在处理家庭中的事件时要做到
有条不紊，言行一致，通过自己的榜样示范作用来引导子女。

2.谨防孩子的责任转离。现在有些不正常的现象是，孩子们
觉得学习、生活是父母的事，好的习惯是为了父母亲去做的，
甚至于成了跟家长讨价还价的理由。通常在培养好的习惯时，
如果孩子表现了类似责任转离的现象时，家长要坚决地告诉
他们，按时完成作业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
里完成作业，产生的后果应由他们本人承担，家长们切记不
能在培养习惯上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来。

3.慎用随性教育。有不少家长崇尚对子女采用随性教育的理
念，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随性教育并不是让孩子顺
其自然，任意发展。家长切不可盲目崇尚随性教育，特别是
孩子在培养行为习惯方向一定要做到及时加以指导，一旦错
过了训练良机，再去改进已经是亡羊补牢了。

4.要有充分的耐心。一个好习惯的养成需要一个醒悟——改
变——反复——巩固——稳定的过程。所以，刚开始不要着
急，要一点一滴地坚持，只要不动摇，朝着一个方向不停止，
就有了习惯的雏形，再一点点坚持，习惯就成熟了。因此，
家长们应多一点耐心，要有反复“作战”的思想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