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对话读后感 与儿童对话读后感(通
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我就给大
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儿童对话读后感篇一

其实，得诺贝尔奖。对许多人而言，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但
为什么美国得诺贝尔的人比中国的多很多呢？其实关键就在
于教育！我将为你分析！

在美国，一些孩子他们每天不用上早晚自习，而且每次还不
用考试，上完小学可以直接进入中，每个人学的课本都不一
样。但都是同样的进入初中或其他等！他们每天还有校车接
送。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在教育上有美好很好。
但，我们可以从美国一些得诺贝尔的分析出一些道理，像爱
因斯坦，在小学生，学校是非常烂的，时长搞破坏。像许多
得诺贝尔奖的人在小学或初中时学习是非常烂的。但他们为
什么还能得诺贝尔呢！因为美国每天上学的时间特别少。其
中都还包括一些手动课，其它的。小学就可以选择自己所想
的兴趣爱好！从而在小学时就可以对他的兴趣爱好进行特别
大的发展。而在中国，孩子每天上一天的课，学习不好的还
要去上学！学习不好是他的缺点！但他还有许多优点！可是
在中国，学习永远都是第一，从而让一些学习不好而拥有其
它的优点的孩子丢弃了自己本有的优点。苦逼孩子读书，你
认为这跟美国孩子比起来中国孩子非常的没有他们宽松。

也许有人会说：“学习紧要好点。”可一些根本就不会学习
的人！他酷爱物理，地理等。那如果逼迫他们学习。那么他



们是不是就会丢掉自己所唉的物理，地理呢？从而去学习。
但他们不会学习，最终以失败告终。

希望每个看到这篇论文的人都能够发掘自己的潜力！如果学
习不好！那么就专门选择一科，一定学好他！不管他人的议
论。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儿童对话读后感篇二

这本书应该是我目前读过的书中最特别的，用问答形式表达
书中要表达的内容，是我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位
新“朋友”真的带给了我许多的惊喜。

这位新“朋友”提出的问题都是我想不到的，也是我十分想
知道的，为什么布丁是软的，石头是硬的？为什么有贫穷和
富裕？我们为什么必须上学？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我忘
记一些事情，而不忘记另一些事情？地球还会转动多久等，
这都是我想知道的，可却又是我提不出来的。或许，孩子的
思维是人类永远捉摸不透的，就像曾经是小孩的我们一样，
奶声奶气的提出一个个有趣的问题，经常让大人们无言以对。
或许有的父母会很有耐心和时间，上网搜，然后告诉你非常
科学的答案，但是，科学的答案，小孩未必听得懂。生活是
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有时候需要去变通一下，就和书中的
专家一样，他们可以把原来乏味无趣的科学语言说的“人性
化”一点，就是使原本味同嚼蜡的语言变得美味好听，你会
很愿意去听、去学，就跟我一样。我对这书有一点不满意，
就是他写的少了点儿，如果可以，我会愿意他能再写进去几
个天真的问题、权威的回答。

当孩子，面对着充满学问，和蔼亲切的专家时，提出的是一
个又一个天真的问题：当专家面对着充满童真，可爱灵气的
小孩子对他提出的天真的问题时，回答的是一个又一个权威
的答案。问题，答案，自古以来，人们在探索中成长，不断
地提出问题，大问题、小问题、愚蠢的问题、聪明的问题、



傻问题、好问题、简单的问题、深奥的问题——整个生命都
充满了问题。在大千世界中，有无数的问题等着人们，当人
们找到了一个问题的答案，又会有无数的问题涌了出来，活
到老，学到老，问题，是永无止境的。人们永不枯竭的求知
欲、探索问题时的执着专注、找到答案时的欣喜……最好的
一面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景？已经包含其中。

儿童对话读后感篇三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没事干，脑子里出现了许许多多，非常
奇怪的问题，向大人提出来，他们也总是没有个准确、稳定
的答案，但是这里可以帮你回答这么多问题中的一部分。你
们想听吗？一起来看看吧。

为什么1+1=2？你们一定以为这是个愚蠢的问题，一个加上一
个，就是两个了，连一年级小朋友都知道，但我认为不一定，
如果比一大1的是3，那1+1=3也是对的。比如这里有一个碗和
许许多多的枣。我放进碗里一个枣，算式就是0+1个枣；再放
进一个枣，就是1+1个枣；又放进一个枣，就是2+1个枣……
加1得1；加1得2；加1得3；加1得4……数学家们认为2只不过
是1的继承数，就像3是2的继承数一样。数学的区域非常大。
比方说我告诉你：有个人他在书店里，穿着牛仔裤，在看一本
《稻草人的故事》的书，你马上就知道我说的是谁。要是我
只告诉你有个人他穿着衣服和裤子，你就不知道我说的是谁
了。这说明数学不是一个单数项，是有很多连在一起的关系。
有了这些原理，我们就可以推理出别的定理来，那就是数学
定理，它可以证明为什么1+1=2了。哦，原来是这样啊。别看
平时很简单的算式，数学家们是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的。

这里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和答案。为什么我不能光吃油
炸土豆条？因为土豆条之前被人在工厂里削皮，切条，先预
先烧好，再冷藏，后来，在小店里解冻，在油锅里反复地煎
炸，很不新鲜。你长吃会对身体不健康，缺少营养，甚至生
病呢。为什么布丁是软的，石头是硬的？因为我们在现实生



活中，什么东西都是由一种东西——原子组成的。布丁中的
原子比较稀疏，就软了，石头中的原子比较多，排的比较密，
所以就硬了。

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又知道了很多，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儿童对话读后感篇四

选这本书，有投机的成分，想借助简单的文字完成轻松的阅
读，从而达到本周读书报告按时完成的目的！但想不到的是，
这本经典的儿童读物却引发了我的兴趣，吸引着我一口气读
完后才心满意足地放下！

《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的编者是德国人贝蒂娜·施
蒂克尔，虽然他是因工作才得以和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了
深刻的交流，并最终推动了此书的成型和出版，但无疑他的
这些行动提供给孩子们包括我这样在很多方面无知的成年人
认识世界的机会，并且是以一种轻松有趣、浅显易懂的方式。

孩子是最好的提问者，他们的小脑瓜里有无穷无尽、稀奇古
怪的问题，大的、小的；简单的、复杂的；自身的、世界的。
。。。。。我想每个做父母的都深受其害，或者有被问住了
的困窘，查阅解决之的耗时，回答后孩子仍一脸懵懂的困扰。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千奇百怪的问题就像一个个思想小精
灵，带动我们成人去思考和探究。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做的是
提高自身的知识储备，修正与孩子沟通的方式，保持他们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

《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共记录了21个问题及业界顶
尖人物的解答！在这本书里，我们既可以读到对固体物理学
基础的一目了然的说明，又可以读到人类博爱这一重大问题
的一个清晰度的答案，我们可以从中简明扼要地了解：克劳
斯·冯·克利青说不同原子组合方式使得布丁是软的，石头
是硬的；西蒙·佩雷斯解释居间调解是政治立于不败之地的



重要原因，战争和暴力与和平是政治的两面；约翰·波拉尼
定义科学家就是讲述一种事物和另一种事物有何关联的故事
的人；丹尼尔·麦克法登认为贫穷和富裕除了碰运气，还受
收入来源的影响；大江健三郎告诉孩子们必须上学，因为学
校可以帮助人们更好更深入了解自己及与他人交流，包括自
然、科学、数学、体育、音乐等。书中问题及回答涉及涉及
物理、化学、数学、经济学、生物学、医学、文学、艺术以
及政治等领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站在科学的角度，以理性
的方式、有趣的语言解读孩子们那一个个看似天真，却蕴理
无穷的问题！

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孩子，看起来是两个完全不搭界的群体，
除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从孩子成长大的，孩子有可能成为未
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我觉得两者其实内在有很多共性，
比如：对事物的好奇心，对未知探求的热情、对事物奇思妙
想的关联及乐此不疲的尝试和推倒重来！这些共性使得孩子
成为天才的提问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专业领域的翘楚。
有评论说：科学家实际上是长大了的孩子！也许这也是这本
书能够得以面世的更深层次原因！

从这本书里，我还看到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些世界精英们的极
高的精神境界，面对孩子的问题，放下身段，从繁忙的研究
中脱身出来，将目光从内部投向外部，用生动有趣又不乏逻
辑的文字认真地一一回答，感受到童稚与成熟、高知与天真
的完美融合！这也是我们为人父母可以从中学习并服务于孩
子成长的地方！

儿童对话读后感篇五

注意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倾听他们的问题。著名哲学家贾德
认为，“所有的孩子们都是天生的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最
基本的素质就是要有好奇心，所有的孩子们生来就有好奇心。
很多很小的孩子眼神里面就闪着很多好奇的光芒，甚至在他
们学会说话、学会走路之前他们就已经具有了天生的成为哲



学家的可能。而他们学习说话的时候就会问一些可爱的问题，
”为什么天上会有月亮？’’“为什么晚上会变黑？”爸爸
妈妈这时候有可能会以“不知道”一带而过，或者用自己所
知道的知识来给孩子讲解。如果我们能向文中那样的讨论的
方式，满足这种好奇心，不用费很大的力气就能培养出他们
的哲学素养。而如果他们丢掉自己生来就有的好奇心，就丢
掉生来就具备当哲学家素质，可能就要通过一些学术性的语
言和艰深的文字再学习哲学。

让自己以平等的身份与孩子对话，保持一颗童心。很多时候，
我们因为参杂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恨铁不成钢”的思
想，在与孩子对话的时候，总难免会着急。加上我们的生活
阅历比孩子多，总会觉得“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我告诉你可以让你少走弯路，在与孩子对话的时候往往容易
失去耐心，居高临下。作者是这样描述他与孩子的关系
的：“与小孩的这种相处时丝毫不强求的――不强求实验者
接受任何事物，不强求初学者接受教师的'意见，也不强求他
们接受任何爱与关爱。”我想如果我们能够从以一个孩子的
身份，平等地与孩子对话，我们就能够做到这样的态度。

让自己爱上问题，养成问题意识，同时要找到问题的不同种
的回答方式。在《与儿童的对话》这本书中，每一个主题，
作者先设计一个问题跟孩子讨论，讨论结束之时作者也没有
给孩子们答案。读后感・我们跟孩子交流问题的时候不能直
接给出答案，因为这样做的话，就给孩子一种坏的习惯，他
会认为大人才需要思考。作者在书中这样讲道：“即使在细
心、再和善的父母和老师，为什么还是常常无法抓住儿童思
考当中纯粹思索的刹那呢？为什么常常疑惑儿童居然会如此
思考呢？也许是因为过于强调了儿童能力的发展，特别是认
知能力的发展，我们承认自然而然地认为孩子们的思想相当
幼稚，需要不断发展才能达致承认的标准。然而，我们自以
为不成熟的思想，也许恰好比我们在教育目的中预设的成人
水准来得更开放、更深入。当我们利用发展过程中的假设理
论去检视孩子所说的话时，不仅会忽略他们话语中重要的哲



学成分，也会忽略孩子本身以及特么话语中或严肃或有趣味
的观点。”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理所当然，这样就抹杀了
我们对于问题的敏感程度。养成问题意识就要求我们拒绝理
所当然，多问自己“为什么”。

作为父母，作为教师，捕捉孩子的哲学灵感，做孩子合格的
哲学“同伴”，我有了更高的使命。一方面是广泛阅读高水
平的哲学童书，丰富自己的哲学底蕴。另一方面，在以后的
课堂教学中，注重讨论过程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情感交
流，给孩子更多的话语权，使他们能在课堂上做回自我，展
示自己，提高训练孩子的思维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