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读后感精彩(精选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童年读后感精彩篇一

玛丽亚·蒙台梭利是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家。她终生致力于
智力缺陷儿童和正常儿童的研究与教育，并撰写了一批幼儿
教育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著作有：《蒙台梭利方法》、
《蒙台梭利手册》、《童年的秘密》等。

《童年的秘密》是蒙台梭利对幼儿之谜的探索和解答，记录
了她在学前儿童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工作，阐述了幼儿教育的
原则和方法。在“导论”中，蒙台梭利指出：“儿童并不是
一个只可以从外表观察的陌生人。更确切地说，童年构成了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一个人是在他的早期就形成的。
”“为儿童的利益所作的孜孜不倦和真诚的努力将使我们能
够发现人类的秘密，正如科学的调查研究能使我们洞察众多
的自然秘密一样。”

《童年的秘密》是一本了解儿童发育和成长秘密的最生动的
著作。在书中，蒙台梭利详细而生动地描绘了儿童的生理和
心理特征，揭开儿童成长奥秘的革命性观念。它让世人了解
到，儿童具有丰富的潜能，但儿童只有在一个与他的年龄相
适应的环境中，他的心理生活才会自然地发展，并展现他内
心的秘密。而有些儿童之所以不能正常地发育和成长，主要
是因为受到成年人的忽视和压抑。因此，我感受最深的是：
幼儿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应是理解、尊重儿童，根据儿童身心



发展的规律，为儿童实现自身的潜能提供所需的帮助。

但蒙台梭利教育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过分强调工
作对儿童身心发展的作用，而轻视游戏的作用，把游戏仅视
为闲暇时的一种快乐的消遣；过分强调教具的价值，而贬低
玩具的价值；具有神秘主义和宗教色彩等等。因此，我们在
学习和借鉴蒙台梭利教育理论方法的过程中，应本着一切为
了孩子的宗旨，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利用、改造和创新。

童年读后感精彩篇二

我手中的这本《童年的秘密》是由意大利当代教育史上最伟
大的幼儿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玛利亚·蒙台梭利撰写的，蒙
台梭利一开始研究智力缺陷的儿童的心理和教育问题，后来
她创办“教育之家”，致力于正常儿童的教育实验。

这本书中，蒙台梭利深刻地揭示了儿童心理发展的秘密，说
明成人对儿童的阻碍和压抑是导致儿童出现心理偏差的根本
原因，并通过自己在“儿童之家”的教育实践指出了正确的
教育方法和疗救之方。

《童年的秘密》详尽地告诉父母，儿童的成长有着其内在的
精神驱动和规律，儿童的成长需要依靠他们自身不断的有意
识的、自主的、独立的与外界环境进行活动（书中称为工作）
来获得。成人如果想促进儿童成长，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创造
一个充满爱的安全的环境，尊重并理解孩子的行为，对他们
的行为尽量做最少的限制和“指导”。儿童自然会知道自己
想做什么，该如何做。在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中，他会逐渐成
长起来。

书中还讲到许多具体的观念，比如，儿童充满精力乐此不疲
地去工作（活动），只是一种内在的心理驱动，并没有任何
目的。在这种工作中其能力也得到了发展。儿童对“秩序”
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性，如果这种秩序被打乱，会引起他心理



上的不安，甚至会引起生理上的疾病。更换保姆、脱穿衣服、
移动一些物品的摆放位置等这些秩序的打乱，儿童都能敏感
的感知，并做出相应的反应。儿童还喜欢重复性的活动，对
于喜欢的活动，他会十分专注的、安静的反复操作进行，并
在这种重复的活动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成人绝不应该去取
笑或打断孩子的工作。

我觉得蒙台梭利一生中最重大的成就，除了研制出了各种适
合幼儿操作的蒙氏教具外，还有一项就是幼儿关键期的确立，
配合幼儿不同的关键期进行适时的教育，这也许就是孩子们
有出色表现的原因吧！对于这一点，我想任何一个蒙氏教师
都是十分熟悉的。用心分析孩子出现的各种现象，孩子需要
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把孩子置身于一个愉
快的环境。

蒙台梭利说“这种敏感期的存在也许更清楚地表现在儿童所
遇到的障碍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儿童发脾气很可能都是由于
这种敏感性……依据孩子的敏感期，适应孩子的发展规律，
那么我们的教育将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童年读后感精彩篇三

暑假里我反复读了《高尔基的童年》这一本书，知道了高尔
基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许多格言都《·》深受大家的喜
爱。同时高尔基有一个悲惨的童年。

高尔基是在一间昏暗、狭小的房子里生活和学习的，他很小
的时候父母双亡了。于是他就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可
是高尔基脾气暴躁的外公，三天两头打他，甚至有一次竟然
把他抽得昏死过去了。可是懂事的高尔基知道外公是因为自
己不懂事才打他的。所以他也不责备他的外公。

再看看我的童年，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的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从来没有打过我。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可以和小



朋友一起做游戏。回家后我还可以和爸爸妈妈面前撒娇。双
休日，爸爸妈妈还经常带我出去游玩。上学后爸爸妈妈就会
坐在我的身边，辅导我写作业。

与高尔基相比，我是多么幸福啊！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的时
光，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祖国。

童年读后感精彩篇四

“《童年的秘密》第一次深刻而科学地为我们揭示了儿童心
灵都真实景象。它与我们习以为常对儿童的理解是那么的不
同，而这正是我们在儿童教育中铸成大错而不自知的原
因。”，当代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埃德蒙。金毫不过分的肯定了
《童年的秘密》的珍贵价值。

刚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是带着极大的期待和希望去看的，
因为看了太多对它的好评。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失望
的，并没有想象中的震撼。直到慢慢的静下心来，一点一点
品味其中的深刻思想，才渐渐被蒙台梭利敏锐的洞察力和伟
大的思想所折服。她看到的，刚刚是我们忽视的，是我们麻
木的地方，而刚好是最重要的。看这本书让我情不自禁回忆
起我的童年，回忆我身边的同伴都是怎样长大的。每个成年
人都是由儿童长大的，每一个人都有童年，而且不可避免的，
都在童年时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正如书中说的，我们没有
一处感到被理解，可以进行我们自己的活动的地方。我们被
要求必须保持安静，不许碰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自己
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全都是成年人的财产。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每一天都要小心翼翼的生活着，
我们害怕一不小心打破了一个水杯，一不小心碰翻了一个茶
壶……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还好，至少我们还拥有大自然，
还可以投入到它的怀抱中去，上山捉鸟，下水捉鱼……只有
这样，我们才完全地感到不被束缚和真正的快乐，因为大自
然从来不会像成年人那样吝啬的禁止我们取得任何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看起来比城里的孩子更



加健康和自然。既然大家都曾受到过同样的不公正的对待，
那为什么没有人反省，而是将我们身上受到的不公正同样的
对待下一代呢？关键在于没有一个成年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童年的我们也许反抗过，但当我们变成成年人了，又都一致
的认为以前的成年人的做法是没有错误的，是权威的，是不
可挑拨的。他们之所以那样做，都是因为他们爱儿童，都是
为了儿童好。幸好，蒙台梭利注意到了人类这个极大的错误，
并且试图纠正它。她观察儿童，关心儿童，并且试图理解儿
童。以前，我总是怀疑自己早熟，童年的自己已经学会了沉
思，思考生老病死……现在终于知道，那完全是正常的，因
为儿童不是无思想无意识的木偶。童年的我们其实就已经有
我们自己认定的一套真理，我们有自己喜欢的事物，自己喜
欢的人……我们经常会哭会闹，是因为大人们常常无视我们
的喜好，强迫我们去做不喜欢的事。

蒙台梭利指出“在跟儿童交往的过程中，成年人会变得自私
或者是自己，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儿童心灵有关的
东西，导致错误日积月累的结果。由于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
观点，成年人往往把儿童看作是孤立无援和无活力的某种东
西，需要不间断地给予指导。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成年人
把自己看作是儿童的创作者，并以他们自己跟儿童的关系这
一角度来判断儿童的好与坏。成年人以他自认一贯正确的模
式使自己成为儿童善良或邪恶的试金石。儿童必须依照此模
式来塑造。儿童在任何一点上偏离了成年人的模式，就被视
为一种罪恶，成年人会对此迅速加以纠正。小时候，每到吃
饭的时候，总会被禁止端着陶瓷碗筷离开桌子，要是不小心
打破了碗，就会被大声的地斥骂，直到我们眼泪汪汪的说下
次再也不敢了。但是现在，我们也同样总是千方百计地去阻
止儿童做事情。我们会自以为是地认为他没有能力做好这件
事。看到他爬上一张凳子或是一张床，就会非常的紧张，大
声嚷着“危险”，并勒令他不许动。看到他蛮有兴趣地拿起
小刀想模仿大人们削苹果的模样，这是我们往往会大惊失色，
立刻把所有锋利一点点的刀具都藏起来……这样的例子数不
胜数，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抑制了他们活动的欲望，让



他们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和感到极大的挫败感，并认为自己是
软弱和无能的。这种念头也就是沮丧和缺乏自信的源泉。正
是成年人阻止儿童自由地行动，成为儿童自由发展的最大障
碍。不要其他人帮他洗澡，穿衣或梳头发的任性的还在的哭
叫声，说明了这种戏剧性的冲突与斗争。正如蒙台梭利惊呼
的，谁又会意识到，给儿童不需要的帮助，就是儿童将要经
历的种。种压制中的第一个压制呢。当儿童生机勃勃的活动
遭到外界的阻碍时，他们会有强烈的反应，表现出悲哀，哭
闹。但当他们表达自己的不满时，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无理取
闹，是任性，在乱发脾气。接下来会遭到更粗暴的对待。如
果成年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权力欲望，总是试图为儿童安排好
一切，就是对儿童自然发展最大的压制。蒙台梭利给我们指
出了一条道路，那就是成年人必须不再视儿童为一个活动体，
当幼小时可以随心所欲地东拎西提，当他长大后，又必须对
成年人唯唯诺诺。成年人必须相信，在儿童的发展方面，他
们只能起一个次要的作用。他们必须努力理解儿童，这样他
们才能适当的帮助儿童。

我还注意到有些儿童总是无缘无故的从熟睡中哭着醒过来。
以前总是觉得很纳闷。因为没有人对这个儿童进行任何的责
骂，但为何这些儿童还是会在梦中发抖呢。蒙台梭利指出，
成年人可能利用儿童的无知，用模糊的恐惧吓唬她，以使她
变得顺从。这是成年人用来对付儿童的最糟糕的一种防御手
段，以为它利用到处都存在着的可怕形象，使儿童对黑暗的
天生恐怖加剧了。我曾见过一位年轻的妈妈为了防止小女儿
跑到车水马龙的大公路上去，就吓唬小女孩，马路上有很多
吃小孩子的老虎。小女孩果然不敢乱跑了，但是像前面所说
的，小女孩常常无缘无故的从睡梦中哭醒。其实，儿童对成
年人有一种完完全全的信任与爱。他们对这个未知的世界往
往是充满着恐惧的。他们希望从成年人那里得到肯定与保护。
但很多父母经常是因为工作繁忙，而将儿童一个人留在家里
或者扔给一个陌生的女人，如果遇上一个不甚负责任的保姆
就更悲惨了。这个儿童会觉得被世界遗忘了，是被遗弃的很
不受喜欢的。儿童希望争取一切时间和父母呆在一起，而成



年人总是找各种借口将他们推开，嫌弃他们碍手碍脚。书中
有一个例子，早晨儿童进入父母的房间唤醒他们，这是一件
令父母极其讨厌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爱，还有什么东西会
使一个小家伙一醒过来就去寻找他们的父母呢？黎明，当一
个儿童去找他的父母时似乎是要说：“天已经亮了！是早晨
了！”但是，孩子走到父母跟前，不是为了去教导他们，而
是去看他所爱的那些人。“我爱你们。早晨我来唤醒你们，
而你们却拒绝我！”这就是孩子心声。

读《童年的秘密》，我们将“带着想象散步”。你会惊呼自
己平时是如何的忽视了儿童那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而我们又
对他们犯了多大的错误。这是一本让每一个成年人都感到无
地自容的书，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好好的品读它，还儿童一
个舒适的世界。记住，不要冲过去帮孩子拿面包。

童年读后感精彩篇五

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书中的前言部分简
要的介绍了蒙台梭利的生平和儿童教育观。她创办“儿童之
家”，从事儿童的心理和教育研究，撰写教育著作，促进了
儿童教育事业的发展。全书分为三大部分，介绍了儿童生理、
心理各阶段的发展；儿童的教育；爱的智慧；成人与儿童的
冲突等等。其中很多部分让我值得揣摩、思考和回味。

《童年的秘密》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人们对儿童心理上的
创伤仍然知之甚少，但是他的伤痕大多数是由成人无意识地
烙上去的。”这些创伤，几乎全部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儿童
的心理所造成的，我们自以为是为了孩子好，但其实却造成
了相反的后果。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太多了。蒙特梭利在儿
童的秩序感一章中举了很多极易引起共鸣的例子，看的时候
可能很多父母会说，是的，我的小孩就是这样，由于错误的
解读，大人常将孩子这些行为解释为无理取闹，而强制要求
孩子妥协。



虽然某些要求我们不理解小孩的想法，但只要没什么伤害性，
为何不顺着小孩的意思呢？当事情按着小孩的预期发生，他
比较会有安全感，我们大人不也较喜欢用习惯的方式做事嘛。
当满足了小孩很小的要求，大人将很惊讶地看到小孩竟可以
完全的顺从，不然小孩就会奋力的争取，如果长期外在发生
的事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有可能会产生无用感，对小孩意
志力的培养极为不利。

成人无法理解儿童对感兴趣事物的热爱，他们对一切都习以
为常，并认为自己了解这些事物。所以他们感到乏味和疲倦，
他们对工作不再热爱，开始被动行事，儿童的那种专注、探
索、发现和创造也自然随之消失。蒙台梭利认为:成人需要一
个新人去唤醒他们，用他们早已失去的那种富有的活力的勃
勃生机再次激发他们，成人需要一个以不同方式行事的人给
他们以更好的生活启发。在成人的眼里，孩子热衷于一些琐
碎的、毫无用处的事物，他们为此感到不可理喻，他们认为
孩子的自由探索行为是很幼稚的，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他
们企图将一切事情代劳。但对于孩子来说，这些探索是可喜、
有趣的，他们从中得到了满足感。

讲一个我身边的例子，我的小侄女在刚刚会走路的时候有一
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喜欢捡地上的小东西，像小纸片
之类的，冬天亦是如此，由于冬天的衣服穿很多，他弯下腰
很困难，但是她依旧乐此不疲，大人们有的觉得她小小年纪
很爱干净，但大多把这个当成笑话看，然后阻止她继续这么
做。今天我才明白大人们的错误，小侄女在捡纸片事件中，
她不是为了把纸片捡起来扔进垃圾筒来保持干净这一结果，
而是在充分享受这个有趣的过程，这个动作在充分运用她的
拇指与食指，对她的动作技巧训练帮助很大，从而对她的大
脑发育也有很大帮助，我了解到，在很多幼儿园有一个训练
项目就是让幼儿用拇指和食指拾小豆子。现今，大人们想尽
方法发展自己宝宝的智力，但无知的大人们却失去了生活中
很多可以锻炼他们宝宝的机会，这些机会简单、普通让家长
完全忽视掉了。



最后提一点，既然我们知道成人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让孩子
做什么不做什么，那么就应该放手让孩子自己去探索、发现。
但这种放手有没有一个限度呢？是不是要完全抛弃自己的想
法呢，难道没有经过任何修剪的小树苗长大之后其弯弯曲曲
的样子就真的好看吗？成人的经验就真的帮不了孩子什么吗？
我看不是，成人的放手是有前提的，首先得确认孩子的探索
过程是安全的，其次也得要有远见，可以准确判断出孩子当
前的探索是对孩子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并在适当的时候提出
纠正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