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小学生家庭教育讲座观看心
得(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中小学生家庭教育讲座观看心得篇一

聆听武校长的家庭教育讲座，我颇感收益良多。其中的一个
事例，尤其令我感触深刻。

武校长讲到，电力工程队在深山中架设电缆时，由于沟深壑
险，把电缆线从一座山梁扯到对面的山梁上去，极为不便。
聪明的施工人员是这样操作的：首先放飞风筝，让风筝落在
对面山梁上。然后，把“风筝线”逐渐变得粗起来。当“风
筝线”粗到足以承受电缆的重量时，最后顺利地把电缆牵引
过去。

这个聪明办法令人拍案称奇，其过程更是耐人寻味。试想一
下：如果没有“‘风筝线’逐渐变粗”的巧妙过程，细细的
风筝线能成功地牵引电缆吗？地球人都知道，当然不能！

可是，在教育孩子，特别是在转变差生的过程中，不少家长
恰恰忽略了那个让“‘风筝线’逐渐变粗”的巧妙过程，急
功近利，简单粗暴，结果自然是事与愿违。

所以要多聆听孩子的想法，让孩子有更多的自我发挥空间。



中小学生家庭教育讲座观看心得篇二

10月28日下午，试验小学明德楼能容纳三四百人的大会议室
里济济一堂。家长们有幸受学校邀请，倾听国家级心理询问
师、培训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张志刚老师的“做真正会爱孩
子的家长〞家庭教育讲座，各位家长专注倾听、主动互动、
认真笔记，获益颇丰。

讲座中，张老师以幽默幽默、接地气的语言、亲子沟通的真
实案例，向各位家长传递家庭教育的阅历。在两个小时轻松
愉悦的气氛中让我有以下感悟：

1、家长的成长比孩子的学习更重要

孩子是每个家庭的盼望，所以我们把更多的留意力放在孩子
身上，关注孩子的成果、关注孩子的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正因为过度的关注造成了很多意识不到的问题，而我们的用
心良苦，往往达不到想要的结果。听了张老师的讲座，我茅
塞顿开，其实孩子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优秀，我们是忽视了自
己的成长和学习，造成了确定程度的焦虑。

2、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受挫实力更重要

在日常的生活中，留意树立良好的家风和典范。想让孩子成
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先做一做。擅长学习，懂得孩子进展的
规律，渗透正向的能量。家庭和谐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保障，
爱自己、爱家人，在孩子面前维护配偶的正面形象，营造和
谐华蜜的`家庭气氛，使孩子获得平安感、华蜜感。对孩子进
行挫折教育，杜绝过度溺爱，教会孩子任何状况下都不能损
害自己，不破坏环境，不损害他人。让孩子知道出现错误就
要接受惩办。

3、学会真正的爱孩子



因为懂得，所以慈善！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但是我们
的方式是否正确？要做到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和孩子做
同一件事，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陪伴。变更自己的观念，改掉
焦躁的习惯，变更语言模式，努力培育拥有好玩的灵魂、健
康的身体、会探究的孩子，而不是听话的孩子。

短短两个小时的讲座，家长们听的兴致勃勃，许多阅历之谈
让我如醍醐灌顶，感慨良多。借用张志刚老师的话“让自己
快乐是一种美德，让别人快乐是一种功德！〞让我们从爱自
己、快乐自己起先，做一名情愿学习、情愿成长的家长，从
如今起先变更自己、改善家庭环境、呵护孩子健康成长！

中小学生家庭教育讲座观看心得篇三

一位知名教育家说得好：“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在执政者
手里，不如说掌握在父母手里”孩子的教育和培养是一门很
复杂的学问，让我们家长与老师、学校共同合作，培养出更
多更优秀的人才来。

在家庭教育方面，通过这几年的生活与实践，陆续把点滴感
悟写下来，一则如实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二则希望与家长
们交流，共同提高。我认为，夫妻要想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应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夫妻合作协调。首先，夫妻二人在教育原则和思想上要高
度一致，比如，严格要求，不溺爱，诚实，不贪不便宜，等
等；其次，相互配合，孩子犯错误之后，一方严厉批评，也
许当时孩子想不明白，或不好接受，另一方则在私下和言悦
色地指出孩子的错误所在，并说刚才爸爸或妈妈严厉地批评
你因为太爱你了。正所谓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这样一
唱一和，孩子自然会从内心深处接受批评，承认错误。

2、把礼貌教育贯穿始终。礼貌是当代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
礼貌教育一定要从生活小处着手，首先父母要身体力行，为



孩子做好榜样，孩子会在潜移默化中养成文明习惯。其次，
必要时适当给予孩子指点和教育，切记，不要说的过多，让
孩子反感。

3、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首先，教育孩子早睡早起，适当锻
炼身体，绝不能熬夜；其次，饮食科学，不要偏食和吃的`过
饱，也不能营养过剩。让孩子知道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人的健
康、学习、工作等各方面的作用很大。

4、讲究原则，不能溺爱孩子。高尔基说：爱孩子是连母鸡都
能做到的事情。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的，重要的是
如何爱。孩子长大以后发展的结果各不相同，从小到大家庭
的影响和教育起着重要作用。一些父母，孩子提出不合理的
要求，如果不满足就哭闹，父母心痛，于是就满足，其实这
正助长的孩子的不良品质。其实，提出不合理要求，已经不
应该，不满足就闹，更是错上加错。当孩子提高不合理要求
时，家长应坚决拒绝，孩子也许就不那么哭闹了。孩子的哭
闹往往是家长态度的助长结果。

5、排除或减少来自祖辈的干扰。中国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溺爱孩子，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果不住一起最好，如果一家
三代四代同住，年轻的父母也许会操更多的心，因为一方面
要教育孩子，另一方面还要教育老人，而且教育老人比教育
小孩难度往往更大。

6、教孩子学会宽容和大度。多鼓励孩子到孩子中去，在孩子
与孩子交往中，鼓励孩子懂得谦让、宽容和大方在。可以让
孩子邀请朋友到家里做客，家长就热情接待，这样能让孩子
学会热情待人，同时家长的热情也让孩子在朋友中很有“面
子”，很有自信。切不可怕把家里搞乱而不让孩子的朋友来
家里，更不能对孩子的朋友冷淡，那样会让孩子很丢面子，
让自己在朋友中抬不起头，同时也疏远了孩子与父母的关系。

7、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劳动观念和吃苦精神。现在最普遍的



现象，就是多数青少年不会劳动，没有吃苦精神，缺乏责任
感，可以说99%的原因都来自家庭教育。让孩子吃的好，穿的
好，不劳动，过度保护，这都是孩子没有责任感、不爱劳动、
不能吃苦的根源。

中小学生家庭教育讲座观看心得篇四

今天幼儿园老师让家长们观看家庭教育大讲堂组织的直播讲座
《读懂双减政策，助力孩子学习》，尽管是中途进场，只听
了一部分内容，但是老师提出的若干观点还是让我受益匪浅，
正好也在班级群里分享，在此也记录一下：

1、提升语言艺术，给孩子正向赋能。人的潜意识会自动过滤
掉负面信息，当我们想纠正孩子的某个坏习惯时，多用正面
的鼓励，少用负面的批评，家长越是强调孩子不能做某个行
为，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事与愿违，这个坏习惯反而被强化了。
要给孩子时间，要有耐心，在孩子有进步时，多加鼓励，不
断正面强化，最终坏习惯才能变成好习惯。

2、朝外走，向内求。闲暇时间不要宅在家里，带孩子去公园、
去爬山，接触大自然，感受世界的丰富多彩，既锻炼了身体，
还开拓了视野。平时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孩子深度沟通，
了解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愿望，和孩子一起做一件他喜欢
的`事情，让他得到爱的滋养，拥有健康阳光的心态。

中小学生家庭教育讲座观看心得篇五

家庭教育既是一门综合性很高的艺术，又是一项非常复杂的
过程，它不仅要求家长有个方面的知识和见识，而且要求家
长懂得怎样更好地与孩子进行沟通，调动孩子的积极性，让
孩子在求知、交友、做人、自我修养等各方面获得良好的教
育，促使孩子把潜力完全发挥出来。

教育孩子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事情，也是一项伟大的事



业。“望子成龙，盼女成风”是普天之下为人父母者最大的
心愿。这种心愿从小处看，可以成就一个人的骄傲与辉煌，
从大处看，可能造就一个民族的自豪，甚至成为一种文明与
进步的代表。遗憾的是，就一些父母而言，望子女成才的心
愿却很难实现，下面就我个人在教育孩子方面的一点粗浅的
看法。

在生活中要尊重孩子，以平等的身份对待孩子，与孩子建立
相互信任的关系，做孩子的知心朋友，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孩
子的信任。做父母的要爱孩子，也许你会说这个道理再简单
不过了，哪个做父母的会不爱自已的孩子呢？但有些父母的
爱并不能被孩子接受和认可，我就常常给我懂事的女儿一个
个亲切的拥抱，一个个浅浅的微笑，一次次循循善诱的开导，
一件件小小的礼物，这会使孩子很自然的感受到父母给予她
的爱，也增强了她对父母的信任感，所以我们家长都应该用
爱心去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

父母要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学会平等地与孩子交流，静下
心来倾听孩子要诉说的一切，哪怕此时你在忙、再累，也要
专心致志地倾听，不时地询问孩子：“在学校有什么有趣的
事吗？上课时你对自已的表现满意吗？今天你的笑脸又增加
了吗？每当我这样问女儿的时候，她总是十分兴奋的向我汇
报一切，当她说出自已对事情的看法时，我也会尊重她的意
见，与她商量办，给了她足够的信心和自信，我认为这对培
养孩子的品格十分重要，倾听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学问。

当今时代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所以从小就要培养孩子的
竞争意识，敢于迎接挑战的精神，学习上我常鼓励女儿说：
你太棒了，真聪明这么难的知识你都能答对，老爸好佩服你
啊，她一听就很高兴，而且还调动了她的学习积极性，当她
遇到困难时，我不断地给她打气，此时我也会和孩子一起努
力，用实际行动感染她，也达到了品德教育的目的。

在实践活动中，针对发生变化的客观形势运用自已的智力等



诸因素进行自我控制，自我改造，实现主观与客观相融，从
而保证实践活动正常进行的能力，自古以来，它就是求得生
存的基本能力，今天人类社会迅速变化和激烈竞争的时代，
需要人们更强的适应能力，谁的适应能力强，谁就能生存下
去，就能更好地发展下去，就能迈向成功的彼岸。

没有容身之处，宽容不仅需要广阔的胸襟，更需要很高的智
慧。

申辩也是一种权利，有的父母喜欢那种腑首帖耳“听话”的
孩子，父母怎么讲，孩子就怎么做。一旦发现孩子做错了，
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训斥，打骂孩子。不允许孩子申辩，这
样不但不能使孩子心服口服，还会使孩子滋长一种抵触情绪，
为谎，推脱责任埋下恶根，孩子申辩本身是一次有条理地使
用语言的过程，也是父母交流的过程，如果父母能意识地找
一些问题来与孩子辩论，孩子的思维能力和口语能力可以得
到很好的训练。

作为父母不要整天盯着孩子的分数，做孩子分数的晴雨表。
孩子得了高分就心花怒放，得了低分就心灰意冷。弄得孩子
整天心情紧张，诚惶诚恐，无心学习，父母应该把注意力放
在孩子的品德培养上，放在创造能力，学习能力的培养上，
让孩子将来即使上不了大学，也能够自食其力。

家长总爱将教育孩子当成风筝，任其高飞，线绳终端不离手
心才踏实，而孩子却愿当只小鸟，渴望飞翔，家再温暖，也
总是孩子练飞的首站，而不是她飞翔的天空，不能将其终生
关在小天地里，家长的双手不是用来使劲捆绑孩子手脚的，
而应该是用来磨练孩子翅膀的。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从兴趣出发，才能让孩子乐学，
现在社会上有种怪现象，那就是小小年纪，大多数孩子要学
很多门知识，很多家长不去考虑孩子学习效果如何，好象是
学的内容越多，孩子就离成才就越近，完全不考虑孩子是否



愿意去学，有没有兴趣，结果造成浪费金钱，浪费经历，更
浪费孩子天真的快乐时光，所以我希望父母从平时的生活学
习中捉孩子的兴趣点，加以引导，然后再给她们的兴趣去点
温加油，让她们燃烧起来，这样才会获取更加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