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长课堂期读后感 家长课堂读后
感(精选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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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课堂期读后感篇一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的确孩子在家庭中的教育是每一
个家长都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读了《家庭教育十大误区及
十大建议》的文章，让我们触动很大。说实在的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真难。

比如说“以分数论‘英雄’”，每次孩子考完试，作为家长
心里想的就是考的怎么样？能得多少分数；有时守着孩子完
成作业，现场指导孩子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如果孩子考试
中成绩不理想，作父母的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时候能考一个全
班第一名。孩子心里有了解不开的问题，父母开导孩子的耐
心是有限的。有时候想我们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却收效甚微，
达不到我们所希望的预期效果，这就是“拔苗助长”的'家长
式教育。同时，对孩子的意志品质的磨练往往轻于孩子的学
习教育。有时候对孩子的娇宠有余，管教不足，助长了孩子
脆弱、依赖、任性等不良品质。究其根源就是我们自我学习
还不够，没有很好地掌握教育孩子这门科学。

所以教育孩子首先从提高家长素养做起，不断完善家庭教育
存在的缺陷！



家长课堂期读后感篇二

自女儿上学以来就开始订阅《父母课堂》，这本书是当代的
家教宝典。我按照上面说的做，女儿果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她从一个不爱看书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每天必看几小时书的孩
子。家长省心，孩子也开心。

我是需要反思的。

教育孩子的方法得当合理，孩子生活也开心，父母不去多管
着孩子，自己也省心。

家长课堂期读后感篇三

身为人母感到幸福，深知责任重大，怎么才能教育好孩子，
自己没有经验，只能凭父母那时怎么教育我的一些记忆，以
及同事、朋友平时交流的一些育儿方法，来尝试教育孩子，
总觉各有特点，不是十分满意。读了《父母课堂》杂志后，
感同身受，收获颇丰。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至关重要。
现在每个家庭一般都一个孩子，都深受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
疼爱，惯着宠很普遍。具宠爱于一身的孩子教育，基本上落
到父母肩上。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孩子，孩子善于
模仿，孩子会学父母的言行和动作。有一次早上送孩子去幼
儿园，为了赶时间，我看看两边都没有过往的车辆，便没有
带孩子走斑马线，走过马路后，孩子问我：“妈妈，你怎么
没带我走斑马线啊”。我的脸顿时红了，连忙给孩子道
歉：“妈妈这次错了，下次咱们一定遵守交通规则。”平时
跟孩子讲安全知识的时候说：“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
等一等”，“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孩子已经记住了父母所
教的，但是看到父母没有按照所说的去做，就会问为什么？
作为父母，给自己的孩子做出好的榜样。教会孩子正确地判
断事物，引导孩子健康成长。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作为父



母，一定要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树立正确的言行，
给孩子作出他们为之骄傲的榜样。

前段时间流传的“虎妈狼爸”式的教育方法，孩子成才需要
靠高压，父母的威信是靠吼、打、板面孔树立起来的。我觉
得那只是个例，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方法。基础教
育阶段要强调学生自由地探索，主动地学习，健康地成长。
父母赢得尊重，要靠与孩子平等交往，靠理解、尊重孩子来
建立。父母同孩子面对面、目光平视着说话，特别能让孩子
感受到平等的家庭氛围。孩子说话时，父母最好专心倾听，
不要随便打断孩子的话题，让孩子感到父母和蔼可亲，可以
信赖。孩子如果觉得父母像朋友，他就会无话不谈，无拘无
束。在平等、宽松的环境里，孩子就会养成活泼开朗、自信
和勇于创新的.健康个性。

家长课堂期读后感篇四

作为家长，我一直认为：每天让孩子吃饱穿暖就算尽到一个
做家长的责任。自从读了《父母课堂》后，我感到以前的想
法还远远不够做一个现代家长的要求。

通过学习《父母课堂》，我觉得要想教育好孩子，首先家长
要学会与孩子共同学习，自觉地在教育孩子的实践中去感悟，
要了解孩子的特点和真正需求。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多鼓
励和表扬，只要孩子有一点进步就及时地表扬他。家长不能
一味地追求孩子的学习成绩，要精心呵护孩子的自信心，让
他相信自己能学好，保护孩子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比分数
更重要。要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比如读书的习惯，
独立思考的习惯，当天的作业当天完成的习惯。通过学习
《父母课堂》，使我明白了父母日常的言行举止会潜移默化
地影响孩子。如果家长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孩子就容易受到
感染，形成热爱学习，自觉学习的好习惯及浓厚的学习兴趣。

感谢《父母课堂》，让我学会尊重孩子理解孩子，与孩子一



同快乐成长！

家长课堂期读后感篇五

走进孩子的心灵，不是靠怀疑、监视，而是靠沟通。

与成人沟通，是今天的孩子特殊的精神需要。他们渴望被尊
重，被信任，被理解，更渴望与父母沟通，与父母建立伙伴
关系。

要想走进孩子的心灵，就要靠沟通。良好的沟通能使我们在
家庭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反之，不量的沟通则会破坏这
种关系。

每天孩子放学回到家里，会主动对我叙述在学校的生活和学
习。有快乐的，也有郁闷的。当他说到一天愉快的学习生活
时，我会与他一同分享。当他倾诉不悦和困惑时，我又与他
一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关心孩子不仅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抚慰，让孩子
真正拥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在孩子与父母之间建立起一座沟
通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