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亲子关系与家庭教育心得体会 构建
和谐亲子关系心得体会(大全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
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亲子关系与家庭教育心得体会篇一

一、家庭教育的本质是生活教育，家庭关系和积极丰富多彩
的生活是影响家庭生活教育的两大要素，良好的生活教育有
利于孩子成长成才，有助于孩子核心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提
高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

1、是相亲相爱，一家人相亲尊重、相互关心、相互支持；

2、是儿童优先，父母要特别重视有利于儿童发展的教育和有
质量的陪伴；

4、是共同成长，家庭教育既是长辈对孩子的教育，也是每一
个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

三、孩子不参加劳动教育和未掌握生活技能是无法走向独立
的，孩子从小多做家务劳动，能增强孩子的独立性和社会责
任感。

四、孩子的学业时间与家庭劳动时间并不矛盾，两者是可以
达到平衡的。孩子在家庭劳动过程中养成有条理的思维品质
有助于学习能力的提升，培养孩子做家务的习惯可以调节家
庭氛围和情趣。



五、父母培养孩子爱劳动的好习惯，要从两方面着手，

1、是力所能及，让孩子从感兴趣的能做到的劳动开始做起。

2、是不要求繁重但要求持之以恒，只有坚持才能养成习惯。

通过本期的学习，获益良多。深感在教育孩子时，需与生活
相结合，以实际行动促进家长与孩子共同成长，相互学习，
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

亲子关系与家庭教育心得体会篇二

了解亲子关系之所以出现问题的几个重要的原因之后，父母
要如何改变?在改变的过程当中，要保持一种什么样的信念来
面对当下的这份关系，面对当下所有的问题?具体可以归纳为
五句话：关系大于一切，能量大于一切，心门大于技法，顺
序大于选择，体验大于说教。

什么是关系大于一切?总结归纳起来就是四句话：“因为有关
系，所以没关系;因为没关系，所以有关系。”这句话像绕口
令般的话讲的是：如果父母和孩子之间相处的比较融洽，那
么不管发生什么问题，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孩子在日
常生活中能充分感受到父母的爱，即便是有一些小争执发生，
他们依然相信父母的爱在、彼此的关系在，那么，所有的问
题都会迎刃而解;反过来说，若是父母和孩子之间平时的关系
不好，那么所有发生的问题都有关系，即便是一个小小的问
题都可能引起世界大战。因此，这一份关系，对于每一个家
庭成员来讲都至关重要。而要想知道他们的问题能不能解决，
则要看父母和孩子各自在双方关系中的状态。

什么是能量大于问题?何为能量?有什么问题?世人在看待亲子
关系问题时、在亲子关系遇到困境时，往往会把焦点放在解
决问题上。但却很少有人会思考：我要不要去解决孩子的能
量问题，要不要去解决父母的能量问题?对于一个人来说，能



量比能力更重要。为什么说能量比能力更重要?通常，人们解
决问题需要有能力，但是假如只有能力，而没有状态的话，
也会发现自己的能力根本发挥不出来。就比如说，我们可以
把一个孩子学习状态好，说成他能量足，那么，他本来只
有60分的能力，考试时却可能超水平发挥而取得八十分的成
绩;而若是当一个孩子能量比较低(状态不够好)时，就算他有
一百分的能力，考试时也可能只取得六十分的成绩。所以，
父母在去解决亲子关系问题时，最好先看看能否给到自己和
孩子能量，如果父母能够给到彼此能量，使自己和孩子有能
量去面对彼此之间的问题，比去想很多的办法解决问题更加
重要。

什么是心门大于技法，心门不开技法不用?如果孩子的心门没
有真正向父母打开，或者说父母的心没有真正向孩子打开的
话，那么所有的技法都将失效，可以说，父母有一百种技法，
小孩子就有一百种对抗的方法。如果父母仅仅只是把注意力
和关注点，放在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孩子上面，那么就一
定会面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这样的父母和孩子
之间，永远都是在斗智斗勇，彼此之间很难有真真正正的亲
密和爱意。

什么是顺序大于选择?所谓顺序，指的是什么呢?其实之前所
讲的“关系大于一切，能量大于问题，新闻大于技法，包括
后面要讲的体验大于说教”，都是和顺序有关的问题。如果
父母把顺序放对了，那么解决问题的过程就会很简单;反之，
若是父母把技法放在最前面，而把其它几点放在最后面，那
么事情就会变得困难重重。这就好比拿一把错误的钥匙去开
锁，即便把钥匙拧断，也永远永远打不开你想要打开的那把
锁。

什么是体验大于说教?为什么说体验大于说教?比如，桌上有
一杯开水，父母提醒孩子，开水烫，要离远点，孩子却置若
罔闻，甚至越是制止越要去摸，这其实不是因为孩子顽皮，
而是他根本不懂得烫的含义是什么。这时候，若是索性让他



碰一下，当孩子感觉到疼痛，自然就会很快缩手回去。此时，
若是再要孩子去摸杯子，孩子肯定会躲得远远的。面对同样
一杯水，之所以孩子的.态度会截然不同，就是因为他亲身体
验到烫是一种很难受的感觉。

解决亲子之间的问题，其实同样也是一个体验的过程。父母
要想让孩子体验到自己的不容易，不能只是要告诉他，你为
他付出了多少，有多么的不容易，还要让孩子能够体验到你
的不易，只有实实在在地体验过，孩子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明
白为人父母的艰辛和不易。这也就是角色互换和换位思考。

在这里，建议父母用“沟通三文治”来和孩子沟通。意即是
说，沟通要分为三个步骤走，很简单的三个词语：谈情、说
爱、讲理。

谈情，在跟孩子沟通之前，父母一定要先处理好他们的情绪，
然后再处理事情。

说爱，在沟通中，父母要把对孩子的关爱充分表露出来;

讲理，就是讲道理，告别空洞乏味，巧妙地讲道理。

有一个案例父母们可以用“沟通三文治”的方法代入演练一
下。假设你突然接到孩子老师打电话来说，你家的孩子在学
校里面出现了一些状况，比如特别不听话，比如和同学打架
了，还不肯认错……然后要请你去一趟学校。总之这是一件
使你听了后特别生气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专家建议你使用
沟通三文治来处理和面对。

首先说谈情，所谓谈情，谈的不是感情，而是情绪，是父母
和孩子各自的情绪状态。做为父母，应该先稳定自己的情绪，
然后再设想孩子可能会有什么的情绪，比如生气或沮丧等。
那么，等见到孩子时，就可以跟孩子这样对话：孩子，我看
你今天好像有点生气啊，有没有什么想要跟爸爸(妈妈)说的?



如果你看到孩子还处在一种特别生气的状态，那就可以这样
说：宝贝，我看你现在还特别的生气，那我就先不说什么了，
你回房间休息一下吧，我们等会儿再聊。

这时候孩子的情绪一定已经慢慢平静下来，然后愿意开口讲
是什么让他生气或哭泣。

那么，可能也有人会说，要是我的孩子还是不讲呢?其实这也
不必担忧，因为至少你的孩子已经感受到他自己是被理解、
被接受的。这一份来自父母的理解和接受，对于孩子而言是
十分重要的，即便他没有及时把自己的情绪讲出来，他也一
样会感受到父母对他的那一份爱。而这一份爱，会滋养孩子
的成长，让他愿意去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时，你可以
跟他这样讲：如果你想自己消化一下情绪，不想说话也没问
题，反正不管你的选择如何，爸爸妈妈时刻都站在这里支持
你;不管你有任何问题、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向我们请教或
求助。

父母表达的这份关爱，让孩子感受到的不仅仅只是爱的温暖，
更重要的其实是能让他感受到父母对他的接纳和包容，让他
感觉到自己犯的不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让他更加有勇气
讲出是什么让他生气或落泪，并且愿意跟父母一起去寻找解
决的方案。

也许谈情说爱这两步父母们会觉得很简单，也很容易操作。
但是，专家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
孩子说话时语气一定要平静温和，千万不要因为生气而大声
斥责，因为这样做，你的孩子向你倾诉的欲望会瞬间消失。

第三步：说理。很多父母都会跟孩子说理，会跟孩子说，你
要怎么样、怎么样……请记住，有种说理的方式叫“教练式
说理”。什么是教练式说理?就是去向孩子提问，通过提问来
帮助孩子寻找(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记住，父母在和孩子
沟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明确一点，自己的身份是父母，而



不是法官，因此，在和孩子的沟通时，不需要什么都去评判
孩子的对与错，而是帮助孩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以及以
后该如何去面对类似的问题。

在说理的过程当中，父母可以对孩子提什么样的问呢?大家可
以试试这样，比如：假如你是老师的话，你会怎样看待今天
的自己?假如你是你的同学，你会怎么样看待今天的自己?假
如你是和你发生争吵或争斗的那个人，你又会用一种什么样
的眼光看待今天的自己?当一个孩子能够从多个角度、看到不
同的人，对他的看法时，就会感受到这件事情对自己会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引发他的反思。

接下来，父母就要和孩子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能有
些人会说：天哪，跟孩子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咋这么麻
烦呢?!父母们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过程，因为这个的沟通的
过程，其实就是在培养孩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解决好和孩子沟通的问题后，父母就要想办法做更多的事情
去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ta。首先，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帮
助我们的孩子学习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包括我们自己
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要学习并尝试新的方法。

第二在沟通之外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机会。创造自己学习的
机会，创造跟孩子相处的机会，创造自己改变的机会，尽量
抓住能够使自己成长，能够帮助孩子成长的学习机会;另一方
面要创造让孩子成长的机会，创造能够让孩子体验的机会。
体验永远大于说教的，对于孩子来讲更是如此。如果你的孩
子，能尽量多一些体验，你一定会惊讶地发现，他成长的速
度快得你无法比拟。

最后，父母要尽量创造环境，不仅仅是给孩子创造学习的环
境，创造好的物质条件，其实更加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适
合孩子成长的软性环境。这个软性环境，包含他平时接触什
么样的人，看到什么样的事情，内心会有什么的洗礼，以及



使他树立各种观念的环境。

成长一定是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成长的过程必然有欢笑有
烦恼，不管面对的是什么，父母都无法逃避。既然如此，何
不如放松心态、冷静面对所有的困扰和挫折?!

最后，祝所有父母都能和青春期孩子重塑良好的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与家庭教育心得体会篇三

20__年5月14日，潍坊市家庭教育专家武际金校长为兴安小学
全体家长带来了一场以《读懂孩子，做智慧父母》为主题的
家庭教育讲座，作为家长成员中的一员，我有幸 聆听了武校
长的讲座，感到受益匪浅。

作为家庭教育专家，武校长开场就以部分家长，没有带笔和
本子为案例。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让我认识到生活中点点
滴滴的小事，都可以作为父母教育孩子的家庭课程。而其中
的关键在与父母要善于发现这样的机会。并且以身作则，将
教育理念传递给孩子。身教重于言传，父母的行为也是孩子
们的模仿对象。这种教育方式比单纯的说教效果要好得多。

生动幽默的开场过后，武校长又给我们讲述了作为父母学习
教育孩子的重要性。父母这个角色是我们一生中很重要，而
且是时间最长的角色之一。而我们绝大多数家长都没有考虑
过。作为家长，需要学习如何养育孩子。作为家长，我们是
失职的。既然我们把孩子视为最重要的人。我们就应当花一
定的时间来学习如何养育孩子。就像今天下午武校长的讲座。
我们只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却了解了很多我们不曾接触
的知识。现实生活中我们学驾驶证都要花三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应当花多少时间学习，才能教育好我们有血、有肉、有
感觉、有思想、有个性的孩子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家长应该
扪心自问的问题。



关系重于教育要想给孩子良好的家庭教育。就必须以良好的
家庭关系为前提。没有一个好的亲子关系。再好的家庭教育
理念都是空谈。一个好的父母不能把自己和孩子对立起来。
而应该做孩子的朋友去理解孩子，帮助孩子。才能达到教育
孩子的目的。另外，作为父母，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很
多时候，我们自居与父母的身份。说是在教育孩子，其实是
在教训孩子。同样的道理，我们以和善的口气对孩子说，孩
子可能就接受了。如果与训斥的口气说，很可能孩子表面上
服从，而内心里却是在抗拒。所以说情绪也是教育过程中一
个很重要的因素。作为父母要学会管理情绪。

武校长还讲了很多家庭教育的理念。例如如何看待孩子的成
长与学习成绩？正确对待影响孩子成长的各种因素。帮助孩
子树立自信心等等。作为家长，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次学习
的机会，因为我相信我和很多家长一样，不愿意放弃任何一
次能让孩子成长的机会。在武校长渊博的知识面前。我们虽
然只学习了冰山一角，但相信对我和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
受益是终生的！

最后，很荣幸也很感谢武校长，赠与我的《校长陪你做父母》
一书，此书为武校长亲自编写。内容生动、案例真实、道理
深刻，我一直在拜读，相信在武校长优秀的家校教育理念之
下。会教育出越来越多优秀的孩子。

亲子关系与家庭教育心得体会篇四

首先感谢惜惜建立这个阅读会，提供一个让我们和宝宝一起
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谢谢惜惜给我们的压力，让我们又有了
继续学习的动力！

一个家庭有了孩子才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同时我们人
生也走向一个新的里程，需要学习的东西有很多，例如，如
何照顾宝宝，如何教育宝宝，如何处理好家庭中每个成员的.



关系，这些都很重要，要建立一个和谐的亲子关系氛围，给
宝宝提供一个优质的成长环境，我觉得以下几点也是比较重
要的。

1、在教育孩子方面，家长的意见一定要统一。如果意见有冲
突时，一定要协商好后再实施。

2、爱，是亲子关系的基础支柱。家长不能对孩子将爱作为筹
码来和孩子交换条件。

3、欢迎帮助，拒绝操纵。宝宝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们应该帮助她成长，而不是替代她成长。

4、欲改变孩子，家长必须先来一些改变。偶尔听说到“你和
你爸爸（妈妈）的性格（脾气）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
来”就是这个道理，其实遗传也是可以改变的。

由于熙熙的到来是一个意外，本来是打算迟一年的，我心理
方面还没调整好，再加上怀孕的时候心情也不是很好，所以
熙出世后的脾气总是很急燥，我也总是在学习，找方法，在
这里也感谢帮助我的妈妈们，相信我们的宝宝将来肯定都会
很出色。

另外书中在最后介绍的消除压力的方法，我觉得也挺实用的，
对工作一天后的烦燥心情来个缓解，有需要的妈妈可以详细
了解下。

为了自己和孩子的心理健康着想，家长必须建立一个清晰的
信念：我已经给了孩子我可以做到的最好的了，同时，我会
继续寻找能做得更好的方法。

亲子关系与家庭教育心得体会篇五

今天在家，我和妈妈一同观看了一节家庭教育公开课，听这



里面二位老师的分享，感觉受益匪浅。

这次公开课是由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北京师范大
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策划推出的，截止今天已经在线上
播出三期。自7月8号上线以来，家长们反响热烈，纷纷表示
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本期的主题是“寓教于生活，成就美好童年”，特别请到了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孙云晓老师和国家督学、北京市海
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原校长刘可钦老师，两位老师在节目中，
就生活教育一事，与主持人进行了探讨。

两位老师认为美好的家庭生活是有利于儿童成长的，而创建
美好的家庭生活需具有四个特点：一是相亲相爱，二是儿童
优先，三是自立自强，四是共同成长。我与母亲也认为只有
良好的生活教育才能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家庭关系和积极丰
富多彩的生活是最重要的。

两位老师还在视频中提到了学习的教育与生活的教育的平衡，
认为生活教育并不是家长的份外之事，一个孩子不参加劳动
教育，没有生活技能，无法走向独立，也就无法成才，家长
应该在孩子小时候就培养他的动手能力，增强孩子的独立性
和社会责任感。但是现在仍有家长更注重于学习成绩，而忽
略了生活教育，所以在刚开始对孩子进行生活教育的时候会
手足无措，那么在视频中孙云晓老师就提到说：太阳孩子爱
劳动的好习惯，只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力所能及，二是
不要求繁重，但要求持之以恒。

看完公开课后，我与母亲的心灵都受到了震撼，我与母亲一
致的认为：在家庭教育中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对孩子进行
生活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生活教育没有开始的时间，应该是
随时进行，父母的言传身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正如南
橘北枳的道理，人或多或少都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所以
家长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是很有必要



的。母亲也自此决定之后要加强我的劳动力，培养我的独立
性。

虽然这次公开课不到一个小时，但是里面的观点却可以让我
们受益终生，对于孩子和家长都有极大的帮助，我也认为，
好的教育可以让两代人乃至三代人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