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幸福的种子读后感心得 幸福的种
子读后感(精选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
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幸福的种子读后感心得篇一

1、从《幸福的种子》一书中，你可以感受到松居直老先生对
图画书的热爱，并且把图画书和儿童教育结合后对儿童教育
提出的一些观点，让人感觉很真实很受用。

我大概从孩子一岁左右的时候开始读书给他听，当初的想法
很简单，就是因为一辈子的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自己能
教的东西毕竟有限，希望他能爱上阅读，可以从书中学习知
识，总结经验，不论以后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都能少走弯路。

不知不觉每天读书给孩子听坚持了一年多，有时候特别累想
偷懒不讲了，可孩子已经养成了习惯，不讲就不睡觉，有时
候觉得很恼火，还会跟他讨价还价三本？两本？一本。

直到这次去郑州参加了绘本馆馆主培训，被问到每天能坚持
给孩子至少讲书二十分钟的请举手，在场二十多个人只有我
一个人举手，我才深深的感受到由于孩子的坚持，我们共同
完成了一个挺难完成的任务。

2、不论是这次培训还是这本书都纠正了我过去一些不正确的
观点。

第一个错误的观点：读书是为了认字。之前也没有刻意教小
朋友认字，但有一次得知有个好朋友家的孩子已经几乎认识



所有字了，主要是因为给他讲图画书时他就会关注字而不是
图画，我好生羡慕。

于是回来以后开始要求孩子指读一些简单的绘本，教他一些
简单的字，但发现效果不是很好，他还是更关注图画。

读完这本书以后，我好庆幸自己没有过分的坚持而扼杀了孩
子对图画的好奇心。不像我们大人总是先读文字再看图甚至
图都不看往往错过了很多精彩的细节，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
读书不是读字，而是理解书的内容。

第二个错误的观点：讲书给孩子听就是为了让他从书中学习
一些知识和开发他的语言能力。

过去一段时间，大概在给孩子讲书两年多的时候，发现其实
很多书他都会背了，但就是不愿意讲给我们听，于是很懊恼，
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收获，再加上他很爱看电视，于是就想
出一招，要求他要看几集电视就要讲几本书给妈妈听。

这招很灵，他开始慢慢讲一些书给我听，但还是能感觉出来
他不是很乐意，讲的时候也很紧张，我还暗自窃喜觉得自己
很聪明想出了教育高招。好在不久就过年了，孩子就先于我
们回了老家，我的计划被迫终止，直到三月份回来我好像也
忘了这一茬，就没有继续实施我的高招。看了这本书以后，
我好庆幸没有因为自己的愚蠢泯灭了孩子对图画书的兴趣，
其实图画书对幼儿没有任何用途，不是拿来学习东西的，而
是用来感受快乐的。

第三个错误的观点：希望他能尽早的自己看书。

有时候自己很累需要休息一下的时候就希望他能自己看会书，
孩子确实也很争气，确实能自己看一会书，自己还很得意认
为是自己教育有方。



但看了这本书以后发现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就算不错
起码也不完全正确。这么小的孩子还不应该学习自己看书，
他还只会自己看图画不能完全理解故事的内容。

松居直老先生说的很对，图画书一定是大人念给孩子听的书，
一本有意思的图画书再加上爸爸妈妈真实声音的朗读才是最
完美的读书体验。

简而言之，不要想太多，每天坚持读书给孩子听，这样做仅
仅只是为了教会他一种幸福生活的能力，仅此而已。

幸福的种子读后感心得篇二

最近小宝的幼儿园家长读书会正在共读松居直的这本《幸福
的种子》，松居直久仰大名，但正儿八经的读他的著作还是
第一次，读完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这本书的内容轻松温
暖有趣中透着智慧，相信每个关心孩子，喜欢亲子共读的家
长都能获益匪浅。本篇文章笔者想结合亲子共读的经验和大
家分享第一章中《传递亲情的桥梁》这个部分。

根据松居直先生的叙述和个人经验，笔者将图画书传递亲情
的方式总结为两种：

（1）通过身体的接触和语言的交流；

（2）通过图画书的内容构建共同的情感基因。

身体的接触与语言的交流：

还记得小宝1岁多到3岁多的时候，妈妈盘着腿，让他坐在妈
妈的腿上，胳膊环抱着他给他读图画书，那种感觉对妈妈来
说终身难忘，小小的人肉肉的暖暖的香香的，我们都很享受
那种状态，现在有时候我也想那样，说：“儿子，坐到妈妈
的腿上来！”孩子仍然欣然接受，但是还没一分钟，读后感.



我就开始呲牙咧嘴了，“儿子儿子你快下来，妈妈的腿受不
了了”，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并排而坐，有时候也用胳膊将他
拥住，但时间长了我们可能都感觉不太舒服，这时更需要距
离和自由，但是家长的陪伴仍然很重要，孩子已经将每天晚
上父母给他读图画书听当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吃饭睡
觉一样。通过每天的这段时光，孩子感受到了亲情，感受到
了爱和快乐。

亲子共读过程中或读完之后，孩子会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
行提问或者发表意见，这是大人们了解孩子内心想法的大好
机会，也是我们将自己的想法传递给孩子的好机会。

幸福的种子读后感心得篇三

关于迪斯尼图画书的看法我得承认在看到目录时，忍不住去
跳过前面去翻看先生谈论关于图画书的看法。一直以来以为
迪斯尼图书相当于儿童书籍的典范，先生却认为迪斯尼改动
了原著中细腻温情部分，重点关注色彩浓重而失去了原著应
该有的灵动感，迪斯尼为了故事高潮而浓缩整个故事，失去
原著应有的血肉，“将原本可以激发儿童想象力的故事的艺
术创作，搞成了追逐市场的廉价商品”。

看到这里，我不禁为先生的勇于直言而感动，先生是真正从
儿童发展需求来考虑的图画书的，而不会追逐于大流。我想
如果先生奖迪斯尼，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与物质上的支持，可
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将孩子的需求摆在第一位，同时也在
用真诚的语言去劝诚孩子们的父母，孩子的艺术想象是需要
好的艺术品潜移默化去影响的。

想起王林先生在谈及松居直先生在推动日本图画书发展时所
说的一句话“我的前面没有路，找的后面留下了路。”看到
这句话，眼中一热，仿佛看到先生一颗真的推广儿童图画书
的内心，他勇于开拓并不断地进取，只为给日本的孩子们留
下一条未来之路。这才是他最值得学习也最为敬佩之处。



反观自己，我走的是自己没有走过的路，身后是限着一串小
脚印的路，走向何方，身为父母都需要谨思慎行。我想只要
向先生一样，抱有一颗纯真的心，以图画书为桥梁，将爱的
语言融于和孩子的讲读之中，才能将这条未走过的路走的更
加坦然，成为通向幸福之路。

幸福的种子读后感心得篇四

这是一本值得我反复拜读的书，是一本让我想要流泪的书，
我不知道绘本还可以如此神圣，知道了什么叫做专业。读书
也要如此的专业？而不是信手抽出一本来就给了儿子。

感谢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让我看了一本如此重要的书。

再次表达我对松居直先生的尊敬与感激。

“我的前面没有路，我的后面留下了路。” ——日本图画书
之父”松居直

全被儿子的书放满了。一本本都是我挑选出来的。从最初的
不懂走到了现在，一本又一本的书，让我跟儿子渡过了一个
又一个快乐的日子，从最初的攻利心，到现在，真正的跟儿
子去享受书带给我跟儿子单纯的小幸福。教育不教育不再是
一个问题。学到什么不再是我所关心的内容。想起每一个周
未，我跟儿子一起读着这些书的快乐时光。阳光。温暖，书，
儿子和我。这都将是我这一生最最珍贵的回忆。

幸福的种子读后感心得篇五

刚刚终于把班里老师推荐的《幸福的种子》看完了。老师一
推荐，我就到卓越上订购了，很早就拿到了这本书，但是由
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始终没能翻阅。这两天，手头上的工作
也告一段落，于是用了两天的时间，仔细的看完了这本书，



只能说受益匪浅，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一直以来我都很羡慕那些小小年纪就识字很多，懂很多知识
的孩子，也很佩服他们的家长。更主要的是我希望朵儿也能
那样。朵儿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曾经设想过怎样养育朵朵，
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现在看来都是借口)，朵儿一岁的时候
跟着爷爷奶奶搬家了，一直到朵儿过了两岁生日要上幼儿园
了，才被我们从爷爷奶奶家接回来，这期间只有周末的时候
我们才回去陪她。还记得接朵儿回家前一天自己兴奋的收拾
屋子的样子，整天祥林嫂似的跟朵爸念叨“我的朵朵要回来
了!”。因为错过了和朵朵在一起的那一段时光，我心里一直
对朵朵很愧疚，总觉得自己对朵儿没尽到妈妈的责任，每次
她有什么不足的时候，我总觉得是自己的过错，因为在她小
时候我没有陪她。于是朵朵回来之后，我尽可能的陪她，也
更加注重对她的教育，甚至有时候严厉到了苛刻的地步。但
这也使我一点点的走进了一个误区。

其实一直以来都知道亲子阅读的重要性，而我，从自己的成
长学习经历得来的经验就是“多读书是件好事，至少不是一
件坏事情”，于是我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孩子应该看什么样
的书，或者说我自己以为我是从孩子的心理去考虑她想看什
么样的书。但是说实话，每一次给朵朵买书都是一件头疼的
事情，因为很多次我觉得朵儿会喜欢的书，她却没什么兴趣。
看了很多关于“读书”的文章，也听到很多家长谈到亲子阅
读的体会，很多孩子都是从读书中认字、学到各种知识，但
朵朵有些不同。一开始我也抱着这种想法，希望朵儿能通过
看书认字、学知识。给朵朵买的书也是图文并茂，其中一部
分是各种各样的启蒙教育书籍，比如：思维起步训练、右脑
开发等等这些以各种习题出现的书籍。除了其中一本《走迷
宫》朵朵很喜欢外，其他训练类的图书朵朵不是很有兴趣，
对于我买的其他书籍，朵朵也是喜恶参半。而我买的书籍中
很多是根据朋友或者其他家长的推荐买的，现在想想可能有
些盲目，因为孩子不一样，正如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
样，不同的孩子可能喜欢不同的书，不同年龄的'孩子也会喜



欢不同的书。而我选择图书的初衷和阅读的方式现在看来也
不是很正确。

好在我看了《幸福的种子》----“图画书对于幼儿没有任
何’用途’,不是拿来学习东西的，而是用来感受快乐的，”
我想，不仅是图画书，其他的书籍也是一样的道理吧。就像
作者所说的那样，想一想留在我记忆深处的语言体验，不是
自己上学时所学到的，反倒是小时候妈妈抱着我给我讲的故
事，还有那些淘来的“小人书”，以现在的眼光，可能有人
认为那些小人书实在不能算是好的读物，但是我清楚的记得
自己看着小人书时的快乐和满足。“请父母先静下心来，注
视孩子的脸庞，想一想这本书能带给孩子多少快乐，然后抑
制住教育孩子的冲动，设法让孩子融入书中，获得真正的喜
悦”————这就是我最大的体会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