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和自由孙瑞雪读后感 孙瑞雪爱和自由
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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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
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吧。

爱和自由孙瑞雪读后感篇一

在《爱和自由》这本书中，蒙台梭利幼儿园园长孙瑞雪通过
实际例子叙述了自己的观点：只要给孩子充分的爱、给孩子
充分的自由，才能使孩子按照自己的内心发展成为一个专注、
坚强、完整的人。

孙瑞雪园长的这一观点，我是很赞同的。本来嘛，小孩子就
像一张白纸一样来到世界上，对什么都好奇是肯定的，既然
好奇，那么肯定要去探索，口、手、脚等身体部位都是孩子
探索世界的好武器！在孩子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因为经验的
不足，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大人看起来顽皮的行为。如果是
真的爱孩子，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自由，让他按照自己的想
法发展、完善，岂不是更能塑造孩子！

我们成人总是干涉的太多，总感觉孩子就是孩子，为了避免
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总是让孩子什么事情都听从成人的安排，
可不知道这样恰恰违背了孩子发展的过程和心理，因此我很
欣赏书名中的自由两个字，以前我也只是认为自由就是让孩
子随心所欲，任其发展，它怎么可能会和纪律以及自律相提
并论呢，能让孩子更好的学会控制自己呢？但通过和孩子们
生活在一起我身受感触。首先，我觉得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



一定要改变自己想要左右孩子的想法，同时要把孩子们的行
为认为是有原因的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在爱和
自由的环境里健康成长的孩子。第二，要做一个有心的人，
去仔细观察孩子们的一言一行，倾听和交流是最好的桥梁，
也是拉近我们和孩子距离的最好方法。第三，成人就是孩子
的榜样，俗话说：言传不如身教，孩子就是镜子映照着成人
的言行举止，所以，我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很重大。

其实，不只是儿童在充满指责、冷漠、抱怨的环境里不快乐，
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快乐，也不能好好工作。相反，如果周围
的环境充满了爱、自由和温暖，人与人之间要是能够相互理
解、相互宽容，是不是都会得到好的结果。

爱与自由同样重要，我们要把爱带给每个孩子，同时，也要
适当放手给孩子们自由，只要多加引导和宽容，学会理解孩
子、懂孩子，我相信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肯定也会快
乐、坚强、充满创造力和勇气。

爱和自由孙瑞雪读后感篇二

孙瑞雪的《爱和自由》好多年前读过一次，但已经渐渐忘记，
这次重新拜读再加上结合多年来的教学经验进行思考，别有
一番感悟和滋味。

一、正常的儿童总在“思考”，而且儿童思维需要时光，因
此正常的儿童是沉静而安详的，甚至显得“傻呆呆”的，这
是他进入了“沉思”状态。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结合书中
描述“正常儿童”的其他论述，着实反传统。传统中人们眼
中的孩子尤其是聪明孩子就应是“活泼机灵”的。应对陷入
沉思的孩子，很多成人会打断他，叫他的名字，企图将
其“唤醒”，抱怨其“反应迟钝”。如此一来，反倒宽心了。

二、儿童只对能够成长自我的工作感兴趣，而对纯粹的玩具
没有兴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小孩子会舍弃“高档”玩具，



而选取沙、水、小盒子和小瓶子的原因吧。文中有个孩子希
希自小喜欢形体富于变化，玩法多样的玩具，如小熊换衣、
磁铁拼图、立体造型组、磁铁钓鱼组、积木等，对毛绒玩具、
电动玩具却反应平平。有次妈妈出差没有给希希买毛绒玩具，
而是买了个“魔板”，希希很喜欢，反复摆弄，在变化中寻
求快乐和成就感。儿童是最明白自我的，他会根据内在成长
的需要选取玩具，成就工作。

三、完成一项工作后，孩子会对自我的成果进行观察和思考，
大人需要持续沉默，不要急于提醒孩子“归位”。的确如此，
结合我园的魔力猴操作，我想孩子就应也是需要一点时光来
思考和回味刚才的操作的。

四、“儿童认识成人不以成人的语言和表情来衡量和决定，
儿童用心灵感受，虚假的信息儿童用心灵立刻能感觉出
来。”

五、国际上，幼儿教育观念在本世纪初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们包括非洲的一些国家不再用口授形式给儿童进行“教
育”，儿童不断透过行动来构建自我。国际上幼儿教师的收
入和律师、牙医的收入一齐位居社会前三，很多博士毕业后
就去幼儿园带孩子，因为0—6岁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阶段，整
个社会都将最好的资源带给给了这个阶段。

六、爱是什么呢？“爱是忍耐，爱是慈祥，爱是不嫉妒，爱
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无礼的事，不求己益，不动怒……
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的等待。”书中是这样定义“爱”的。“不动
怒、相信、盼望、永无休息的等待”是打动我最深的字眼。

整本书最令我目瞪口呆的是关于“顺从”的论述，这一点书
中出现多处，第一句是“当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时候，他会对
爱人顺从。什么是顺从？在感情上，在生活中，意志的升华
就是顺从。”这个顺从的含义比较深刻，不仅仅仅是我们传



统中所理解的。那种感觉就像热恋中的恋人，如果一方请另
一方帮忙做一件合理的事情，那么这一方必须会很顺从地去
做，顺从中充满了爱恋、自豪和激情。正常的儿童和成人表
现出来的就就应是顺从。当我看到“一个快乐的孩子不会搞
破坏，一个快乐的成人也不会去破坏。快乐的人类不会去毁
坏财富、破坏环境、发动战争，他们只会有建设性的行为”
时，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七、关于神游。比如一个人下岗了，他明白自我需要重新鼓
足勇气，经过在培训，重新找到一份工作，甚至他明白自我
这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但是，实际中他每一天只会在家
里唉声叹气，一边想着上述的种种计划和过程。这个人的心
和力被分开了，蒙特梭利称之为“神游”。看来，这种状态
在很多成人身上明显存在着。

孩子真的值得成人仰视，养育一个正常的孩子，需要我们成
人反思自我，成长自我，首先做一个正常的成人。“儿童是
成人之父，儿童是人类之父，儿童是礼貌之父”这句话太好
了！

爱和自由孙瑞雪读后感篇三

看了孙瑞雪的《爱和自由》感受很多，每个家长都是爱自己
的孩子，那这份爱到底是什么？“爱是忍耐，爱是慈祥，对
他们不动怒，只是喜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爱是永不止
息的等待”，在这本书中，我感受到：爱是尊重，是给他们
一个良好的教育和独立的发展下去。

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我们做父母的都是爱孩子
的，就是打他、骂他，都说是为他们好，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把自己的遗憾和梦想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孩子们背着父母
沉重的寄托，在生活和学习中是很累的，父母要为孩子想一
想，要和他们沟通和理解，才知道他们的想法和理想，在孩
子面前成人都以权威自居，我说的都是对的，都是为你好，



你那么小你什么都做不了，你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成人固
守着自己的信念，没办法站在平等的角度去观察孩子，更没
办法观察到孩子的内在需求，也就不可能给孩子提供成长所
需要的环境！然后成人就开始抱怨这孩子真不乖，带孩子真
是折磨人啊。这也许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所谓的“问题”。如
果不能了解儿童时期不需要成人的那种“灌输”，而是需要
条件的准备，儿童会自己吸收这一规律，那么这些问题就会
一直困扰着我们。

书中说到的发展和潜力，他们要掌握技能和智力，孩子们的
感觉来于内部，因为大人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这样的
孩子有发展前景吗？在他们的生命中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与
挑战，从而才会成熟和优秀，所以家长要配合老师的工作，
保证心态正常，孩子就不会那么恐慌，做父母的一定要给孩
子一个充满爱和自由的环境，这样才能给孩子的潜力得到发
展。

爱和自由并重把爱带给孩子的时候，同时也要适当的给他们
自由，多加指导和相信，在这些环境下才能自由的成长，一
定会快乐，坚强充满伟大的创造力和勇气。

爱和自由孙瑞雪读后感篇四

正如题目所言，在这本书中，蒙氏幼儿园的园长孙瑞雪透过
超多的实例来论述自我的观点：只要给孩子充分的爱、充分
的自由，才能促成儿童按照自我的内心发展成专注、宽容、
坚强的、完整的人。

关于儿童，连弗洛伊德这样的大师所言也未必正确，我们普
通人就知之更少了！但是，作者的这一观点，我倒是深表赞
同。本来嘛，小孩子如同一张白纸一样来到人世，对什么都
好奇是必然的，既然好奇，那么必然要去探索，口、手、脚
等都是儿童探索世界的好武器！在儿童探索世界的过程中，
因为经验欠缺，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大人看起来淘气的行为。



如果真的爱孩子，又了解了这一点，给予儿童更多的自由，
让他去按照自我的意愿发展、完善，岂不是能塑造孩子！

这件事也许是个案，但确实让我在一段时光之内对中国的幼
儿教育产生了担忧。《爱和自由》就有一个老师粗暴对待学
生的案例：某幼儿园，老师和孩子在玩扔球，老师扔了一个
球给孩子，孩子没接住，“笨死了，连个球都接不住！”之
后是孩子把球扔给老师，结果，老师也没接住。当时看到这
一幕的蒙氏老师想：这回老师没话说了吧！之后，令人惊愕
的一幕发生了，老师说：“笨死了，连个球都不会扔！”

怎样着都是孩子的错！可想而知，经常被这么指责的孩子必
然会胆怯、不自信、内向、对别人也不会宽容到哪儿去，并
且对什么都没信心，也不敢去挑战自我，更不用提什么创造
力了！

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是不是就会更加以宽容的心态来应对
这个纷乱的世界呢？

爱和自由孙瑞雪读后感篇五

看了孙瑞雪的《爱和自由》，感受很多。

每个家长都爱自我的孩子，那爱到底是什么?“爱是忍耐，爱
是慈祥，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无礼的事，
不求己益，不动怒……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等待。”书中是这样
定义“爱”的。受此启迪，我感觉:爱是尊重，爱是珍视尊严。

这本书以爱和自由为全书的立足点，强调给孩子的爱要有科
学的方式，即在对儿童成长规律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利用
蒙氏的各种训练方法，并给孩子充分的自由的选取。作者用
各种事例诠释了“爱和自由”对培养人格健全的孩子的重要
性。作者相信这样孩子就能够全面发展，这就是蒙氏思想的



本意。同时，也简要地提到了约束孩子不良行为的方法。总
体来讲，作者比较审慎地遵照蒙氏的方法在实践着儿童教育，
并总结出一些经验。

作者所谓的“爱和自由”是成人施舍给孩子的，主角还是成
人，孩子是被施舍的对象。作者要求成人尽可能地了解自我
的孩子，给他们科学的爱，给他们尽可能充分的自由。但无
论加上什么样的修饰词，这种施予和授予的关系没有变，孩
子是被动的，是从属地位的。这意味着，成人有权力决定给
什么样的爱，给什么样的自由。给什么，怎样给，取决于成
人认为怎样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这种施舍的“爱和
自由”是功利主义的，并且会因社会的压力而不断修正、变
化，最终就是妥协和放下。孩子得到的是被动的爱，缺少的
尊重。

在此我想来和大家聊聊蒙式教育，教育的创始人蒙台梭利有
以下教育观点:

1、遵循儿童具有与生俱来的吸收性心智

2、注重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敏感期

3、重视自发性活动的自然法则

4、支持儿童的发展要在适宜的环境下，透过自身活动获得

那里有几个关键词:遵循、注重、重视、支持，在这几个词中，
汇总一个词:“尊严和独立”:，其实，生命的尊严和个体的
独立才是蒙氏思想真正的核心。蒙氏主张这种尊严和独立是
天授的，是自然赋予人类的，而不是孩子的父母。蒙氏极力
想说明，如果你认识不到，不尊重这种天赋人权，你就会给
孩子造成巨大的伤害。而爱、自由不是成人施舍给孩子的，
而是孩子生而就有的权利，是从“尊严和独立”生发出来的。
如果不认识到这点，所谓的“爱和自由”就是技巧性的，伪



善的，也是善变的。

仅仅“爱和自由”，并不能使生命真正做到有“尊严和独
立”地发展，他需要职责，需要平等。不背负职责，很难谈
到尊严;没有平等，独立也是不完全的。而缺少真正的尊严和
独立，孩子在被施舍的环境中成长，很难期望他人格的健全。
孩子当然需要爱和自由，但不是施舍的，而是彼此尊重，相
互平等，担负各自的职责。这样，人格才能健康发展，并走
向成熟。

书中谈到了神游一词，让我深受启发。其实，儿童是最明白
自我需要什么的，当他依照精神胚胎中密码的指引去做一件
事情却备受阻碍的时候，儿童智能透过幻想来实现自我的需
要，解除痛苦，久而久之的心力分离，神游就此构成。书中
有一个例子:孩子玩水玩沙被禁止，他开始想象玩水玩沙;孩
子坐在教室里凭借老师讲述的植树过程来构思一篇植树的作
文时，神游就此开始。

您能够尝试去看一下爱和自由这本书。孩子真的值得成人仰
视，养育一个正常的孩子，需要我们成人反思自我，成长自
我。

“不动怒、相信、盼望、永无休息的等待”是打动我最深的
字眼。我在努力尝试，并且相信会越做越好!

“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是人类之父，儿童是礼貌之父”!如
果我们珍视孩子的尊严，那我们就该成为维护尊严的榜样。
从我开始，从你开始，从此刻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