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中班早睡早起教案反思(实
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观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观
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观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准备的观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舞蹈观后感篇一

镜头拉近了、、舞台的灯光亮了，投影于娇美的身姿，成为
焦点——惊？妙？或许都有吧，像是在梦幻中，不，这白色
唯美的“剪影”动了；她，白色衣裙在灯光的衬托下，纯洁
以跃然纸上，暗黑的背影笼罩着她，模糊的脸庞给人以无限
遐想……缓缓地，她以不局限于紧贴“自然”的静态美，伴
随着耳畔舒缓悠扬的音乐，舞台上的身影也随之起舞；看清
了，明了，裙子紧束着腰身，裙摆自然垂下，双手挽成孔雀
状，停悬在头上方，似白莲，亭亭玉立，出淤泥而不染；如
银蝶，翩翩起舞，尽享自然之谐……都不是，是孔雀，拥有
高贵心灵的孔雀、、看，这，灵雀活了：她忽而侧头抚身，
是灵雀梳理羽毛之细；忽而转身带动裙摆，是灵雀开屏耀眼
之美；忽而跪地俯首，是灵雀闭目养神之静，忽而展开双臂，
是灵雀展翅高飞之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知觉中接近
尾声，音乐开始激荡，她忘我的转身，亦陶醉了，变幻的灯
光不断闪烁，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不正是开屏
的光彩！……镜头远了，她提起裙摆，伫立于舞台间……或
许安塞腰鼓是刚的象征，那么这便是柔的永恒，或许舞者在
音乐中早以忘怀了观众，忘怀了自我，但观众却无法释怀、、
她，就是一只高贵的孔雀，她就是一位无双的“舞神”

结束了，不，她的剪影依再，夹杂于音乐中……在音乐中永
恒，在舞姿中升华……



舞蹈观后感篇二

【范文一】

看完《雀之灵》这个舞蹈后，真让人难以用语言表达，这支
《雀之灵》是有舞蹈家杨丽萍所跳的。

音乐响起来了，舞蹈着手托裙子活动她那灵巧的手指，慢慢
地走上舞台，我的心也随之舞动起来。

她忽而灵动手指表现出孔雀点头;忽而俯身舞动手臂，表现出
水的波纹;忽而托裙旋转，表现出无边的喜乐;忽而低头饮水，
表现出无限的欢喜。她在舞蹈之中，什么都忘了，达到忘我
的境界。她用她灵活的手臂舞动雀之灵，用她那纤软的腰肢
来舞出雀之灵，还用她熟练的双腿来跳出雀之灵。完美的旋
转灵动的身躯述说着，雀之灵的故事。

手臂，把水的波纹模仿的逼真，接近事实。手指，摆出了小
巧玲珑的孔雀头。腿，翘腿带动着衣裙飘了起来。头插孔雀
的翎毛，跳起来时就宛如一只孔雀。音乐，低回、婉转、悠
扬。雀之灵舞蹈的美妙，就被这音乐全部烘托出来。

雀之灵这舞蹈，看了真让人难以忘怀啊!

【范文二】

记得我曾经说过当我看乔丹打篮球的时候，我感叹那不仅仅
是运动，一定是艺术;而看完这次的《雀之灵》的演出我想说
的是，这不仅仅是艺术，而一定是生命，这是生命之舞。

就故事情节来说，故事的内容很简单：从生命的诞生，孔雀
萨垛懵懂欢乐的青春，到遇到孔雀嘎雅后火热的恋情，可是
爱情遭到乌鸦路斑的嫉妒而遭遇障碍，嘎雅为了萨垛牺牲了
生命，萨垛悲伤欲绝，最后萨垛通过和神灵的对话而获得内



心的平静，讲述了一个轮回的故事。故事用春、夏、秋、冬
四个季节的交替来表现，也象征了生命的一个轮回，春天万
物始发的季节，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新充满着希望;夏天万物茁
壮成长，一切都是那么的蓬勃而又热烈;秋天万物开始成熟也
开始转向落败，一切都是那么的萧瑟而又黯淡;冬天万物开始
回归，归于泥土，一切都是那么的寒冷而又趋于安静，从始
至终，从有到无，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从出道的.《雀之
灵》，龙年的《雀之恋》，到收官的《孔雀》，这对于杨丽
萍来说或许也是一个轮回。

就舞台表现来说，序曲开始，舞台上放着一个一个的鸟笼，
关着小鸟，人穿梭在鸟笼之间，一一打开鸟笼，放出笼中鸟，
耳边传来人世间的喧嚣之声，突然空中降下来一个巨大的鸟
笼，把人罩在了笼中。是的，没有人能幸免，这象征的就应
该是人生的本质吧，每个人在世间上早已有了关押自己的笼
子，不管是自己给予自己的，还是被罩下来的。

春天开始，正对观众舞台的右侧，神灵站在舞台箱上，撒出
绿叶，左侧的舞台箱上时间开始旋转，随着季节和剧情的不
同，旋转的时而快时而慢，扮演时间的是彩旗，她从春开始
一直旋转到冬，整个舞剧结束，代表着不管世事如何变迁，
时间总是静静的流淌着，生生不息，这让很多观众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更我身边的友人对这个小姑娘很是心疼，转了整
场约1个半小时呢。时间的旁边有一个生命之树，随着季节的
变化，长出绿叶，又凋零落下。舞台上象征生命的蛋壳开始
摇动，生命破壳而出。这一幕中，有杨丽萍穿着粉色的舞衣，
有段独舞的片段，是整场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那种对
于生命的喜悦、自由、灵动，伴随着她的舞蹈，发挥的淋漓
尽致，整个氛围，甚至空气都是那么的轻盈唯美，还带着丝
丝的清新，让我瞬间有窒息的感觉，一点都不夸张，有那么
瞬间，我的眼里只有我这个位置和台上的那束灯光下的舞者
的，周围是一片黑，无法用文字表达的美感，让我醉晕，深
深感动。



夏天开始，神灵洒出玫瑰花瓣，两只孔雀出场，都拖着华丽
至极的蓝色雀屏，孔雀本就是华丽骄傲的动物，那种羽衣散
发出的彩色光泽，无与伦比的美丽，自然就会产生如凤凰神
话般的想象，感叹不愧是天下之灵物。这是一幕华丽的盛宴，
也是龙年春晚上看过的片段，依然让我觉得光彩夺目，除了
华丽、璀璨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两只孔雀喃喃细语，
依依相偎，那么甜蜜就这样弥散在空气中，雀之恋，唯美的
片段。

秋天开始，神灵洒出黄色落叶，盛极而衰，幸福中出现了祸
端，乌鸦路斑嫉妒孔雀，抓走了萨垛，嘎雅为了救萨垛，献
出了生命，路斑虽然拥有了孔雀的羽衣，可是即不能成为孔
雀，也失去了自我，剩下迷失和沮丧，这一幕的故事性比较
强，基本就是讲述了故事。

冬天开始，神灵洒出雪花，获得自由的萨垛，却失去了嘎雅，
悲伤哀鸣，人生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伤痛?一直默默观看的神灵，
终于走向了萨垛，神灵对一切都了然于心，可是该发生的一
切还是要发生，生命本就无常，这就是生命的本质，通过与
神灵的对话，萨垛终于明白了生命的真相，也了知了爱的真
谛，化解了哀痛仇恨，内心归于宁静，在梵音声声中走过这
个人生。这一幕，身着白色舞衣的杨丽萍只能用超凡脱俗来
形容，从她身上与动作中散发出来的，那种纯洁、神圣、静
谧而又深远，让人感动落泪，在漫天雪花中，似乎已然化羽
而去。

舞蹈相当的精彩，好看。而唯一觉得遗憾的就是，明明现场
不允许以任何方式拍照摄影，可是偏偏就是有人看到提示只
当没看到，拿着手机不停的拍，枉坐在前排，素质实在让人
无语，这样的行为本身就不尊重舞者，其次还影响其他观看
的人，不仅是手机屏幕散发的光，更是打破整个剧场的氛围，
打断别人的观看，让人觉得可恶又可恨。

人生是什么?即使受到伤害，受到诽谤，受到抛弃，仍然要相



信明天是美好的，人生就是喜怒哀乐，人生就是悲欢离合，
人生就是一串串的经历，人生就是春夏秋冬，人生就是一场
轮回。

舞蹈观后感篇三

如今的邰丽华已经把自己融入了《雀之灵》。每当大幕拉开，
舞台灯光亮起，舒缓的音乐徐徐飘荡，轻灵舞动的，仿佛就
是一只美丽而充满灵性的孔雀，在寂静的山林、在如茵的草
地、在潺潺的溪畔，徜徉、曼舞……一颦一笑、一举一动，
都那样出神入化，都那样恰到好处。人们欣赏到的，并不只
是美丽动人的雀之形，更是充满神魄和魅力的“雀之灵”。

实际上，舞出神韵来的，不只是《雀之灵》，邰丽华表演的
每一个舞蹈，都是这样。这正是她的舞蹈成功之处，也是最
为感人之处。同是少女角色，却能巧妙地通过一颦一笑、举
手投足的细微不同，把握住不同身份的典型特征，展示出不
同的风采。

邰丽华之所以舞得入神、传神，源于她对舞蹈事业的投入和
敬业，对每一部舞蹈作品的钻研和得当把握，更得益于她美
好的内心世界。她爱美，着意传播美，善于表现美，加上她
的学识和修养，融为一体，构成了她独到的舞蹈风格。

邰丽华的舞蹈如诗如画，讴歌着生命的尊严、价值和伟大的
人类精神，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对于弘扬华夏文
化、人道主义和文明友爱，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无国界文
明艺术节”上，她被誉为“美与友谊的使者”。尽管她还很
年轻，但还是因其杰出的才华与贡献，被业内人士推选为中
国特殊艺术协会副主席。

如果说艺术的境界像海洋，需要用一生去搏击惊涛骇浪，那
么人生的过程却如湖水，只要能容人浅浅地濯足，体味其中
静谧的清冽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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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观后感篇四

记得我曾经说过当我看乔丹打篮球的时候，我感叹那不仅仅
是运动，一定是艺术;而看完这次的《雀之灵》的演出我想说
的是，这不仅仅是艺术，而一定是生命，这是生命之舞。

就故事情节来说，故事的内容很简单：从生命的诞生，孔雀
萨垛懵懂欢乐的青春，到遇到孔雀嘎雅后火热的恋情，可是
爱情遭到乌鸦路斑的嫉妒而遭遇障碍，嘎雅为了萨垛牺牲了
生命，萨垛悲伤欲绝，最后萨垛通过和神灵的对话而获得内
心的平静，讲述了一个轮回的故事。故事用春、夏、秋、冬
四个季节的交替来表现，也象征了生命的一个轮回，春天万
物始发的季节，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新充满着希望;夏天万物茁
壮成长，一切都是那么的蓬勃而又热烈;秋天万物开始成熟也
开始转向落败，一切都是那么的萧瑟而又黯淡;冬天万物开始
回归，归于泥土，一切都是那么的寒冷而又趋于安静，从始
至终，从有到无，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从出道的《雀之
灵》，龙年的《雀之恋》，到收官的《孔雀》，这对于杨丽
萍来说或许也是一个轮回。

就舞台表现来说，序曲开始，舞台上放着一个一个的鸟笼，
关着小鸟，人穿梭在鸟笼之间，一一打开鸟笼，放出笼中鸟，
耳边传来人世间的喧嚣之声，突然空中降下来一个巨大的鸟
笼，把人罩在了笼中。是的，没有人能幸免，这象征的就应
该是人生的本质吧，每个人在世间上早已有了关押自己的笼
子，不管是自己给予自己的，还是被罩下来的。

春天开始，正对观众舞台的右侧，神灵站在舞台箱上，撒出
绿叶，左侧的舞台箱上时间开始旋转，随着季节和剧情的不
同，旋转的时而快时而慢，扮演时间的是彩旗，她从春开始
一直旋转到冬，整个舞剧结束，代表着不管世事如何变迁，
时间总是静静的'流淌着，生生不息，这让很多观众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更我身边的友人对这个小姑娘很是心疼，转了整
场约1个半小时呢。时间的旁边有一个生命之树，随着季节的
变化，长出绿叶，又凋零落下。舞台上象征生命的蛋壳开始
摇动，生命破壳而出。这一幕中，有杨丽萍穿着粉色的舞衣，
有段独舞的片段，是整场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那种对
于生命的喜悦、自由、灵动，伴随着她的舞蹈，发挥的淋漓
尽致，整个氛围，甚至空气都是那么的轻盈唯美，还带着丝
丝的清新，让我瞬间有窒息的感觉，一点都不夸张，有那么
瞬间，我的眼里只有我这个位置和台上的那束灯光下的舞者
的，周围是一片黑，无法用文字表达的美感，让我醉晕，深
深感动。

夏天开始，神灵洒出玫瑰花瓣，两只孔雀出场，都拖着华丽
至极的蓝色雀屏，孔雀本就是华丽骄傲的动物，那种羽衣散
发出的彩色光泽，无与伦比的美丽，自然就会产生如凤凰神
话般的想象，感叹不愧是天下之灵物。这是一幕华丽的盛宴，
也是龙年春晚上看过的片段，依然让我觉得光彩夺目，除了
华丽、璀璨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两只孔雀喃喃细语，
依依相偎，那么甜蜜就这样弥散在空气中，雀之恋，唯美的
片段。

秋天开始，神灵洒出黄色落叶，盛极而衰，幸福中出现了祸
端，乌鸦路斑嫉妒孔雀，抓走了萨垛，嘎雅为了救萨垛，献
出了生命，路斑虽然拥有了孔雀的羽衣，可是即不能成为孔
雀，也失去了自我，剩下迷失和沮丧，这一幕的故事性比较
强，基本就是讲述了故事。

冬天开始，神灵洒出雪花，获得自由的萨垛，却失去了嘎雅，
悲伤哀鸣，人生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伤痛?一直默默观看的神灵，
终于走向了萨垛，神灵对一切都了然于心，可是该发生的一
切还是要发生，生命本就无常，这就是生命的本质，通过与
神灵的对话，萨垛终于明白了生命的真相，也了知了爱的真
谛，化解了哀痛仇恨，内心归于宁静，在梵音声声中走过这
个人生。这一幕，身着白色舞衣的杨丽萍只能用超凡脱俗来



形容，从她身上与动作中散发出来的，那种纯洁、神圣、静
谧而又深远，让人感动落泪，在漫天雪花中，似乎已然化羽
而去。

舞蹈相当的精彩，好看。而唯一觉得遗憾的就是，明明现场
不允许以任何方式拍照摄影，可是偏偏就是有人看到提示只
当没看到，拿着手机不停的拍，枉坐在前排，素质实在让人
无语，这样的行为本身就不尊重舞者，其次还影响其他观看
的人，不仅是手机屏幕散发的光，更是打破整个剧场的氛围，
打断别人的观看，让人觉得可恶又可恨。

人生是什么?即使受到伤害，受到诽谤，受到抛弃，仍然要相
信明天是美好的，人生就是喜怒哀乐，人生就是悲欢离合，
人生就是一串串的经历，人生就是春夏秋冬，人生就是一场
轮回。

舞蹈《雀之灵》个人观后感

舞蹈观后感篇五

当悲伤浓浸在一个舞者身上时，她跳出的就不只是舞蹈了。

――题记

“这是第四遍了吧!”低头在心里默数着观看的次数。喃喃地
抬起头，眼球又回到了漆黑的画面前。不知为何，每看一次，
悲伤则会变得更浓更密，这密密的悲伤让我有些喘不过起来，
让我很想让泪水释放出来!孤单、悲伤的背影;单调的灯光;哀
凉的音乐!这一切又一切让我忍不住内心最细微渺小的感伤!
这一切又一切让我懂得了震撼人心的悲与伤!

到底是什么，让我忍不住内心最细微渺小的感伤?

到底是什么，让我懂得了震撼人心的悲与伤?



是它――《雀之灵》……

在黑暗深处，一首哀凉的音乐缓缓飘出，带着无奈与感伤，
灯光聚集在舞台中一个孤单的人影身上，一个舞者在旋转，
在不停地旋转。洁白的长裙在灯光的照耀下，更显纯洁与美
丽，灯光渐强，她柔柔地停止旋转，俯拜在地上，一只手的
拇指与食指微微挨在一起，其余三根手指轻柔地竖起，直直
的交叉着，做出了孔雀头上羽领的样子……她提着裙摆时而
跳跃到这，时而旋转到那，时而做出与人嬉笑玩闹的样子，
时而做出鹰将要飞翔的姿势……仿佛是兰吾罗娜在诉说自己
的梦想、自己的回忆、自己的快乐。

开头的黑暗足足有13秒，接着，一个女子傲然现身在镜头前，
她一只手提着裙摆，裙角仍拖在地上，白色的裙上有像孔雀
尾巴上的斑点，一个优雅的舞姿。

镜头稍一移，我看到了那表演者手的姿势：食指和大拇指的
顶端靠在一起，像一个压扁的“ok”形。其实，她表现的是一
只孔雀，手是孔雀的头，提起的裙子是孔雀的羽翎。我们完
全可以不在意她的人形。她踱了几步，忽然就像瘫软了一样
跪坐在地上，她并不正对镜头，只留给我们一个靓丽的背影。

这究竟是想说什么呢?

背景是深深的黑色，她身上的白裙和裙上的纹样格外地耀眼，
闪耀着一种悲哀的情绪。我这时想到，从前一般的的孔雀舞
都是活泼、轻快一类的，为什么这场舞蹈――雀之灵会那么
哀愁呢?我读不懂舞蹈。她现在正伸平双臂，双臂都是跟着节
拍一上一下，不僵硬，而且柔软得就像微风吹起的波澜一样。
这种波澜不是左右传递，而是同时晃动起来，在中间抵消。
像是展翅的鸟类。

跪坐的姿势持续了一会儿，她渐渐地扭转身子，站了起来。
却向右边疾步而去，扯着裙摆，慌慌张张地小跳过去。舞台



上的追光灯没跟上来，而是慢慢地、慢慢地熄灭，又慢慢地、
慢慢地在她脚下亮起。

她是在逃离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在那儿舞蹈起来。我还是读不懂舞蹈，
我还是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
中的哀伤。灯光的效果又变了，她隐入一片的黑暗中，灯光
只描摹出孔雀的轮廓，双臂的柔软又一次被她展现出来。

气氛，越来越凝重，像是最后的诀别。孔雀走进了黑暗中，
走进了一轮昏黄的月亮中，以那个傲然的姿势，远远地、远
远地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最后，我还是了解到了这个故事，那真是一个哀伤的爱情故
事，孔雀在最后的生命中，翩翩起舞。她什么也没逃避，只
是在最后化为孔雀，与自己深爱的土地告别了。

雀之灵――孔雀最后的生命，最后的舞蹈，最终的升华。

舞蹈观后感篇六

雀之灵观后感

初一三班黄炫皓10号

舞台上下了一个屏风，在屏风后，舞蹈家杨丽萍在表演着舞蹈
“雀之灵”，在灯光照耀下，她的身影映照在银幕上。

杨丽萍在舞台上表演的动作惟妙惟肖，真的像一只美丽的孔
雀似的。我应该怎样来形容她的舞蹈呢？假如我是一个朗颂
家，我要用最优美的诗句与最洪亮的声音来赞叹她；假如我
是一个歌唱家，我要用婉转、悠扬的`音韵来歌唱出她那华丽
的舞姿；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要用丰富多彩的文字来描写



她舞出的那充满灵气的孔雀的美丽。

然而，我什么都不是，我只能默默地坐在台下，为她这惊人
的舞蹈艺术而鼓掌。优美的音乐，柔软的双手，生动形象的
动作与轻捷的脚步，都彻彻底底地将她那惊人的实力给出卖
了，她几乎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仿佛自己就是孔雀。渐渐地
帘幕落了下来，她表演得出神入化，背后的潺潺流水声，一
只美丽的孔雀正在寻找着食物，时不时整理整理它那鲜艳的
羽毛，使人心旷神怡，如身临其境。她那柔软的腰枝，轻盈
的身体，细细地刻画出了这只高贵的孔雀。瞬时间，她的动
作慢了下来，孔雀渐渐停下了脚步，又成了一个令人耐人寻
味的孔雀“雕像”。

杨丽萍那生动精彩的表演，使人回味无穷，让人永远也无法
忘记，一句话，真是一只唯美、高贵的孔雀啊！

舞蹈《雀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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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观后感篇七

最近我读了一本好书《好孩子的成长99%靠妈妈》，作者张炳
惠博士是三位中国继子的母亲，这位“韩国第一妈妈”将三
个继子送进哈佛、耶鲁，她养育孩子的奉献精神与创新探索
深深震憾了我，特在此与每一位中国妈妈们分享：

张炳慧博士是三国中国孩子的继母，1959年，作者张炳慧博
士与丈夫邂逅并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丈夫与前妻的三个孩
子因分别被托付给别人代养而都缺乏家庭观念。他们没有安
全感，对她戒备、不信任；他们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缺乏教
养；他们没有家庭归宿感，缺乏兄弟姊妹间的谦让、友爱和
互助；他们的智力发展不均衡；老二彼德被医生诊断为因心
理问题而导致智力发展障碍，中学之前成绩一直很差？？但
是，张炳慧受父亲教育子女方法的启发，成了孩子的“良师
益友”。在她的教育下，三个孩子都成为了美国社会出类拔
萃的人才。张博士一边工作一边将精力倾注到教育三个孩子
峰上。她言传身教，并且十分注意培养孩子的基础能力。最
终，大女儿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成为一名国际律师；老二
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又在哈佛大学进修经济管理学，以第一
名的好成绩毕业，并成为卓越的商业人士；最小的女儿16岁
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耶鲁大学，最后也成了一名国际律
师。

张博士教育子女的方法非常简单。她从来没有对孩子进行过
特殊的辅导，也没有寻求过什么特别的教育方法。父母在生
活中的言传身教是家庭教育秘诀中的秘诀。在本书，张博士
强调了“好父母教育出好子女”的真理。如果想教育好子女，
不要从孩子身上找原因，而要首先从父母做起。就像每个孩
子都蕴含着无限潜能一样，每一位父母也都拥有自己的教育
方法，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从基础做起，先成为孩子们的良
师益友吧！

此书中张也并未提出任何教育理论，仅仅描述出与三个孩子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但从中可以清楚看出一个母亲如何用
心去观察孩子所需，从旁辅导孩子，以及在面对问题时的种
种挣扎，最后，如何去选择对孩子最有利的解决方法，书中
最让我有感触的有以下几点：教育、培养孩子的方法并不来
自于所谓的教育理论，而是来自于父母本身。把厨房作为最
好的教育课堂。不要干涉丈夫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不要忽略
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提问。要让孩子适应社会，必须让他自己
去经历和领悟。你不必成为教育专家，你是母亲，没有一个
教育专家比母亲更了解自己的孩子！

我应该算是读了不少育儿类书籍，如：《卡尔威特的教育》，
随后又看了《ms斯特娜的自然教育》，等等，我认为每本书
都各有所长，都让我学习与体验了为人母的责任与义务，也
教会了我用一双慧眼去选择、阅读与学习。

相对而言，我觉得《好孩子的成长99%靠妈妈》一书更具时代
与现实意义，因为张炳惠老师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说的都
是在养育孩子的生活细节中我们很多中国妈妈们所忽略的重
要事情、所常犯的习惯性错误：许多中国妈妈们喜欢聚在一
起互相攀比、显摆自家孩子的兴趣、特长；不弄清楚自己孩
子的爱好与兴趣就铺天盖地得给孩子抱名参加各种各样的学
习班、特长班、兴趣班等等。“我家孩子钢琴弹得可好
了！”“我家孩子学英语了！”“你怎么这么不了解大人的
苦心呢，好心当成驴肝肺！”“你知道爸爸妈妈挣钱养家供
你读书上学多么不容易吗？你怎么还不好好学习上进
呢？”？？各种各样的抱怨与牢骚不绝于耳，扪心自问，作
父母的是否真正了解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真正尊重孩子，
是否和孩子有过真正的沟通与交流，而不是单方下命令、指
责与埋怨！

我始终不渝地认为，也正如书中所述：沟通不是学习与作业
监督方面的日常对话，这不是沟通，而是很糟糕的与孩子们
的相处方式，长期这样下去，孩子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觉得与
大人无话可说，疏远父母，到时再想挽回就需要付出非常多



的时间与精力，同时也错过了与子女孩童时期天真烂漫的游
戏与玩耍！因此，我现在每天都有一种冲动与激情，想到人
行天桥上去大身疾呼：中国的妈妈们呀，不要让单纯的母爱
蒙蔽了您们的双眼，睁大眼睛看清楚我们周围的世界，您的
孩子究竟需要的是什么？不要让您的孩子仅仅只是跟着老人
与保姆，您多抽一些时间陪一陪自己的亲生骨肉，这样您们
才能亲自体味为人父母的滋味，才能了解自己的孩子究竟是
个什么样子，到底需要什么？退一万步来说：一位养母能做
到的，难道我们这些亲身父母连其十分之一也做不到吗？我
们应该多花一些时间与耐心去学习与阅读《好孩子的成长99%
靠妈妈》这本书，多花一些心思去和我们的孩子相处与嬉戏，
也许只有这样，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青少年心理问题、
犯罪问题、动辄轻言自杀问题等等才能遏止在其最初发育生
长的摇篮期！这难道不比您一年挣几百上千万更有价值与意
义吗？（更何况有的父母并不是因为生计困难而奔波劳顿，
只是为了挣钱而挣钱，为了一己自尊与面子、为了暂时的安
逸与享乐而失去了许多同自己孩子朝夕相处的大好时光，真
不值呀！）

总而言之一句话：无论您有再好的家庭条件与教育方法或专
家，做父母的自己不付出时间与耐心，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
作为孩子成长的基石，那么您要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地
成长也只有枉然与徒劳！最后与所有的父母们一起分享一段
育儿心语：

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说过：人的个性，像树的年轮，是一
圈又一圈发展的。婴儿的一圈代表爱与享受；孩童的一圈，
代表创作与幻想；少年的一圈是玩耍和嬉戏；青年的一圈是
情爱和探索；而成年人的一圈则象征现实与责任。其中任何
一圈未完成，这个人的个性就会负伤，不会善始善终。

舞蹈观后感篇八

我一直都很喜欢舞蹈，在学校的时候就会经常跟着老师参加



一些演出，直到来到幼儿园工作一学期后、幼儿园就把教小
班小朋友舞蹈的重任交给了我，为一个刚刚工作的新人，感
谢我园领导给我这次机会，能让我在舞蹈教学的过程中不断
的学习、进步。由于缺乏经验，就和中班老师一起合作搭班。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很迷茫，我不知道在面对小朋友的时候
我要怎样去讲解才能够让他们更快的接受并记住。于是我带
着我的热情迷茫和紧张开始了我的第一节课，在开课前我做
了充分的准备，我将根据小班幼儿的实际年龄、基础进行舞
蹈训练。小班的孩子，她们没有接触过舞蹈，所以我认为让
他们喜欢舞蹈是我教学最主要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从
两方面着手对她们进行训练。

我爱舞蹈、孩子们更爱舞蹈，他们在唱唱跳跳中受到熏陶、
形成活泼开朗的个性，在唱唱跳跳中感受音乐的美，产生愉
快的心情。带舞蹈以来，我对幼儿舞蹈教育进行了一些探索
和实践，下面是我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我在选择教材时，总是尽量选择从歌词到音乐、从体裁到形
式、从结构到风格都能贴近幼儿生活、体现儿童情趣的教材。
像《一双小小手》里“我有一双小小手，一只左来 一只右
一共十个手指头..."幼儿对歌词感兴趣了就跟着音乐一起唱,
再加上动作学起来就不难了。孩子们感到十分有趣，这样既
是唱歌，又有舞蹈，同时还能培养幼儿的节奏感。

对于初学者而言，不要一开始就对她们进行基本功练习，因
为基本功比较疼，会一下把她们吓的不敢学(小孩子最怕疼
了)。

我主要教的是中国古典舞基训及身韵，所以我一开始教的就
是从手型、手位开始，让她们慢慢接受舞蹈，然后是比较简
单的勾绷脚、前压腿、脖子活动(注意：刚开始不要动手给她
们开肩、压脚背，因为那有点疼。等她们接受了以后在动手
压也不晚，而且效果会更好)、坐下闪胯《蜗牛》。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把这些编成小组合再配上音乐练习，像
《玩娃娃》就是压腿组合等等，让她们自己在心里面数节奏，
慢慢培养她们的节奏感。

基本功是很枯燥的，要让孩子接受是很难的，要有耐心，要
经常鼓励，做好的可以个他们一点小的奖励，刚开始时不要
学的太多，但要要求她们整齐，从小培养协作能力。让学得
快的教学的慢的，这样老师也比较轻松，学得快的也可以学
的更加牢固。只有打好基础才能给以后的教学带来更好地帮
助，才能让孩子在以后的学习中更轻松的接受你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