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课标培训心得体会(优秀6篇)
演讲作为人类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演讲者、听众、沟通二者的媒介以及时间、环境。演讲的直
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交流，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演讲稿站姿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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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稿站姿篇二

这样的父母这“爱”无疑是失败的，那么如何才算是正确的
教育之法?如何才能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呢?本书所要告诉我们
的正是这一点。父母在教育孩子时，最应该做到的有以下几
点之一：一、要放下权威的架子，蹲下身子平等地与孩子交
流，尊重孩子的权利。二、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朋友，适当时
放弃那双充满“爱”的手，让孩子健康自由的成长。三、父
母要以身作则，要知道单纯的“言传”往往很难让子女发自
内心地完全地接受你的教育，只有父母做出了榜样，孩子才
能真正的信服。四、要能疏导孩子的情绪，尤其是对处于青
春期的孩子，要积极耐心地帮助其疏导不良情绪。五、教会
孩子沟通的本领，让孩子主动说话并能正确的表达。这其中，
教会孩子自信是最为关键也是首要的一步。六、常识孩子，
告诉孩子：“你真棒”，赏识只要掌握了尺度和方法，那就
是最能激发孩子潜能，最有助于孩子成长的教育方法。七、
掌握批语和惩罚的方法，批语和惩罚固然不是教育孩子的最
好方法，但如果用得好，也是非常具有效果的。八、给孩子
一个宽容的成长环境，让孩子充分体会你的爱，这是家庭教
育最为根本的一点。



蹲下来，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关心与理解;是我们关心儿
童世界的一种方式;也营造出一种明主、和谐的相互尊重的父
母与孩子的关系。放下家长权威的架子，和你的孩子做朋友，
让他们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演讲稿站姿篇三

我们知道，只有两头高度差不多，水才有可能在中间的管道
里来回流动，如果一头高，一头低，水就只能往一个方向流
了。孩子与父母的交流也是相同的道理。

当他呱呱落地时，我们做父母需要做的就是照顾他的吃喝拉
撒，而没有具体上言语上的交流，多部分用自己的肢体语言
去引导着孩子的信任与依赖。

当他牙牙学语时，我们做父母需要做的就是用正确的普通话
去教导孩子一字一字的重复学习着。

当他开始与父母正常一点点交流时，我们做父母需要做的就
是以身作则，一诺千金，给孩子指导一个正确的成长方向。

当他进入幼儿园时，我们做父母需要做的就是开始慢慢放手，
让他与同龄人学会交朋友，每天倾听着他在学校的日常生活，
与他一起开心，与他一起八卦，与他一起憨憨的笑。这个时
候，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让他的幼儿园生活每天都是开心的！

而当他进入小学时，这个时候，就是孩子学习生涯万里长征
第一步，我们做父母需要充当的角色不仅是做宝宝的朋友呢，
更要做他学习上的老师，生活上的朋友。当他在学习上遇到
不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就会慢慢的给他解释正确答案的过
程，让他自己从我们的提示中写出正确的答案。在生活上，
我们会听他在学校里说说自己的所见所闻，会听他说哪个同
学的优点与缺点，在他说同学缺点的时候，我们没有阻止他，



而是问他这个同学除了这个缺点外好，还有什么是点呢？如
果换成别人在背后说董子越同学如何不好时，你会是什么心
态呢？在生活中，我们要教育他学会换位思考问题，要教会
他如何去学习别人的优点！

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做父母充当不同的角色。我们做父母
不仅要做的是付出，更多的是与孩子之间的交流。不要以为
做父母说什么都对的呢，不要以为做父母做什么都是为了孩
子好。

其实孩子有孩子的思维，有孩子的观点，不要以为他小，就
忽略他的思维与观点，这样长久积累，孩子会认为父母不理
解，会跟父母有隔阂。

做父母不要把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不让孩子去走，认为这是
错误的，做父母忘了自己曾是这样的经历，却在孩子身上重
倒复辙。做父母可以善意的提醒孩子这件事做了后有什么坏
的后果，如果他非要坚持，做父母不要一味的去阻止，当这
件坏事进行到一半时，孩子会意识不好的结果，他会有自己
的判断力，他会放弃的，以后，他会慢慢的觉得父母说的是
对的。

我们做父母的不是强求孩子做你的接线玩偶，不要强求孩子
对你言听计从。我们试着蹲下来跟孩子当作朋友之间的交流，
跟孩子亦师亦友！

以后，我要好好的做位与孩子能做朋友的父母！向着这个方
向努力！也许孩子以后未必能成多大材，未必能有多大出息！
但我的目标希望他至少能成为大家都喜欢，都认同的好孩子！
有修养，有内涵，有责任感的孩子！而这些需要我们做父母
平时与孩子之间的交流必不可少的因素！



演讲稿站姿篇四

《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本书在很早的时候就听说过，一直
没仔细读，最近才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一番。

要蹲下来跟孩子说话，可是怎样蹲下来?我们应以怎样的身份
去对待身边的孩子?变成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本书中通过一
系列的教育案例说明了应该怎样拉近与孩子之间的距离，平
等的对待孩子，让我受益匪浅。

书中所提到的蹲下来，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关心与理解;
是我们关心儿童内心世界的一种方式;也营造出一种民主、和
谐的相互尊重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其实，在我们与学生的相处中也是一样的，放下教师权威的
架子，和你的学生们做朋友，用爱与尊重作为引导，让你的
学生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当你理解了蹲下来的真正含
义，你将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蹲下来，而是能真正尊重孩子，
去了解孩子，尊重他们的需要，因为我们的学生是一个独立
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要想与孩子的沟通有效，那要
做到换位思考，这样才能了解孩子，达到有效的沟通。

孩子希望与我们交流，希望被尊重，希望以平等的方式进行
朋友式沟通，只有平等沟通，才能使学生敞开心扉，构建良
好的师生关系。

演讲稿站姿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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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