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匠的故事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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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木匠的故事读后感篇一

摘自艾莉森高普尼克《园丁与木匠》这本书中的一些感触深
的句子以及自己的读后感悟。

教育孩子相当于管理花园，这实在是一个恰当又精妙的比喻，
两者都是生命的孕育和成长且有着诸多的不可控因素。作者
将不同的教育观念喻化为“园丁”和“木匠”，形象可感。

园丁式教育：充分尊重孩子的生长规律，注重创新性，让孩
子学会主动探索世界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木匠式教育：讲究所谓的方式方法，按照固定的形式对孩子
进行“掌握式”学习教育。

文章中的很多观点都给我诸多的启示。

1、工作和爱使生命值得度过。

以前浅薄地认为，工作就是为了改善生活，提供物质基础，
然而，这只是工作最为表面的作用，对于工作全身心投入的
那份专注，工作中完成挑战后的那份成就，工作焕发出与众
不同的那份光彩，工作中呈现的那份无可替代的价值，都让
我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得更加有味道。

2、爱没有目标、基准或蓝图，但爱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不
是为了改变我们所爱的人，而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条件让他们



蓬勃发展。爱的意义不是塑造我们所爱之人的命运，而是帮
助他们塑造自己的命运；不是为了向他们展示道路，而是为
了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道路，哪怕他们所走的道路不是我们
想选的，也不是我们能为他们选择的。

生活中，对待我们的爱人，总是先入为主想要把自己认为的
好强加给对方，却从不考虑对方是否需要，这种做法在父母
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总是急于将他们“宝贵的人生经
验”传给自己的孩子，过去的经历和他们固有的认知影响着
他们的想法和看法，出于爱，他们舍不得孩子走弯路甚至
是“歪路”，但是他们忽略了，经验是没法代替经历的，孩
子如果全部按照父母经验来，那只是走了一遍父母的老路，
像复制品一样过完了自己的一生。那是父母的人生，不是孩
子自己的。

3、学龄前孩子的进化任务是尽可能广泛地探索各种可能性。
这种探索让孩子发现了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基本原则，这些
原则将在他们成年后支撑起他们做事情的能力。

现实生活中，孩子探索世界的权力早已经被大人们剥夺了，
这么做是不对的，那么做是不允许的，这样太危险，那样真
辛苦，总有一堆理由制止孩子们的探索，以至于孩子在成长
的过程中失去了探索的欲望和能力，成为了“理所当然接
受”的机器。索的欲望和能力，成为了“理所当然接受”的
机器。

木匠的故事读后感篇二

大家好，我是刚陪孩子经过紧张的中考、忐忑地填报志愿、
焦灼地等待录取信息、安心送孩子进入高中的丽霞，顺利进
阶为父母界的三等高级公民——不用陪作业，因为做不出；
不用河东狮吼，因为根本不敢。所以，我现在终于终于可以
好好和大家聊养娃了。



6 月，我和群里的朋友一起，读完了《园丁与木匠》，还有
一点尾巴没有分享，我先把尾巴分享完，然后我们就开始下
一本书的阅读。

高普尼克奶奶在讨论了教养、爱以及孩子如何学习之后，她
谈到了未来以及为人父母的意义。

科技与孩子的未来

小时候，我们着迷于小人书。现在，我们的孩子着迷于pad。
时代在前进，但似乎人类的成长主题都相同，本质上都是掌
握某种技术——自然规律或社交技巧。然而，下一代并不是
在简单的模仿上一代。如果只是模仿，人类不会发展和进步。
每一代人都在以我们不知晓的速度创新。

我们大为推崇的“阅读”就曾经是一个新技术，只因从小学
习掌握它，我们就习以为常了。苏格拉底对阅读的观点，在
今天的我们看来完全反智。可是，却与我们如今对电子屏幕
的态度趋于一致。我们不喜欢互联网的碎片化，原因在于作
为成年人的我们，专注是稀缺资源。孩子与我们不同，他们
年轻的大脑能轻松掌握庞杂的信息。对于未来，我们不知道
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知道的是，青少年们用互联网做着每一
代孩子都会做的事：建立自己的朋友圈，疏远父母，搞暧昧、
聊八卦，霸凌、反叛和尝试各种新事物。与我们过去不同的
是，互联网上的恶意不会像面对面的争执那样消失，他们必
须学会面对这些。

当然，我们还有另一个担心，长期使用互联网的孩子正在丧
失专注力。记得我们前面说过的吗？高度专注是近代文化的
产物，每个时代会有不同的专注方式，它们都是自然而有价
值的。迅速变化的互联网时代让我们无所适从，感到困惑与
迷失已成必然。这意味着我们对孩子只需顺其自然吗？当然
不是，我们要做好传承，做好沟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我们
也要给孩子一个安全、稳定而又能让他们尝试和发展的环境，



让孩子们将传统进化到属于他们的时代。

尾声

我们为什么要养育孩子？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养育孩子不能
带来最大效益；从道义的角度看，养育孩子也不能称为大善。
没有一个适合类似的普适准则适合回答这一问题。或许，价
值多元论可以描述这一问题——没有一种价值观胜过其他，
没有任何一种是最好的，我们需要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

是否要做父母、养育孩子，涉及你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
人。一旦你有了孩子，你的自我会被扩大，你深深地关注孩
子，同时也关注自己，如何协调被孩子改变的生活？没有简
单答案，我们只能在现有条件下尽全力做到最好，体会并享
受我们与孩子间那特别的爱，一种长期、奉献、没有任何附
加条件的爱。

然而，个人的选择并不完全是自己的事，养育孩子需要资源。
工业时代，人们通过工作获得资源。那么孩子由谁来照顾呢？
父母中的一方工作， 另一方照顾孩子，而通常照顾孩子的是
妈妈。全职妈妈不能体验到事业带来的满足感，并在经济上
依赖男人，同时也将男人与孩子以及对孩子的照顾隔离开了。
托儿所和幼儿园或许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方式。同样的困境也
出现在我们与老人的关系中。工作让我们无法同时兼顾两者。
我们不能同时照顾孩子、老人，又同时工作。玩更是成了一
件奢侈的事。可是，玩对孩子特别重要，孩子在玩耍中探索
各种可能，为变异和创新的蓬勃发展提供保护。给孩子以玩
耍的机会，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

后记

为人父母能让一个全新的生命走入这个世界。每个新生儿都
是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都是由各种基因、经验、文化和
运气组合而来的复杂产物。在呵护和照料下，每个孩子都将



成为独一无二的人，创造属于他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充满
了快乐与悲伤、成功与失望、骄傲与遗憾。如果说他们的生
命非常值得度过，那它一定是所有这一切的结合。我们对孩
子那特殊的、无条件的爱，也意味着我们要对孩子的独一无
二表示尊重和支持。

木匠的故事读后感篇三

在《园丁与木匠》中，国际儿童学习研究泰斗―――――艾
莉森・高普尼克，引领着我们如何解读孩子看似不可思议的
行为背后的学习规律，并引用大量经典而富有创造性的实验，
向我们剖析了孩子在看、听、玩、做的时候，都是怎么学习
的，以及他们在幼儿期、学龄期、青春期不同阶段的学习特
性和习性。

作者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gopnik是）国际公认的儿童学
习与发展研究泰斗级专家，牛津大学心理学博士，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教授及哲学系客座教授，推翻了经典
的“白板说”，还是心理理论创始人之一。首位从儿童意识
角度深刻剖析哲学问题的心理学家。对于孩子的心智、大脑
和学习方式，没人比她更了解。在《纽约时报》《卫报》
《科学人》等各大媒体发表了大量科学文章和评论，ted演讲
点击量过300万次。

高普尼克以其毕生的研究深刻地揭示出，每一个孩子都是天
生的学习高手，如果你想做有远见的父母，那千万不要让孩
子过早进入成人学习模式，更不要用成人的思考模式给孩子
设限。

这让我想起了平时在我们的课间休息中，我所观察到的一些
孩子的表现：那些被释放的、迫不及待地冲出教室奔向操场
的男生们，好像这类的孩子特别机灵，但学习成绩并不拔尖。
不过当我说要注意安全时，无论他们怎么急切，都会小脸涨
得红红的大声回应我，尽管每每回教室时，都是各种告状，



而我总是在心里发笑，因为下一节课后，他们几个关系居然
会更密切，这种每天每节课都上演的“重蹈覆辙”的玩耍方
式，常常令我啼笑皆非。孩子比我聪明、敏感，他们往往能
从我的神情中捕捉到我接下来会如何处理并处置，也无外乎
叫嚣“各打五十大板”而已。

高普尼克认为，打闹是一种社交演练。打闹的游戏包含满地
打滚、摔跤、轻咬、压制等动作，以及我们常常在男孩子身
上看到的“闹翻天”。其实在小男孩的世界里，打打闹闹是
友谊最明确的标志。科学证明孩子们是对的。在人类儿童中，
早期的打闹游戏与长大后更好的社交能力有关。当然，这种
相关性可能指向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这些成人，无论是父
母还是教师，都要学会区别孩子的打闹和真正打架，用科学
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孩子成长过程中一些“不可思议”的、
无从理解的行为和心理。

我们的孩子在玩的时候，究竟在学什么？他们又是怎么学的？
孩子能从父母身上学到什么？

《园丁与木匠》指引我们走出传统“让孩子成才”的教养误
区，告诫我们，养育孩子不是让他成为另一个你。什么样的
教养方法和方式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以及你与孩子的关系怎么样。高手父母与普通父母的
分水岭在于――――――你是园丁，还是木匠。真正意义上
的高手父母，他们一定懂得为自己的孩子构建利于孩子成长
的和谐亲子关系和科学养育方法。《园丁与木匠》直面当代
父母焦虑的核心根源，给予了我们养儿育人中教养思维的全
新升级。

木匠的故事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们二组为大家读了《鸟兽与木匠》，读了这个故事，
我对一个道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



什么叫害人之心不可有，这个故事当中的木匠就是一个例子。
木匠的心很坏，竟然忍心把一条坚强的生命用大火焚烧了。
我觉得动物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伙伴，我们不应该伤
害它们，应该好好的保护这些动物们，是它们让我们的世界
更加光彩。自从出现人类后，许多动物救被人类残忍灭绝了，
比如旅行鸽，只因为它的肉质鲜嫩，就被人类灭绝了。还有
更多的动物就在灭绝边缘，比如说像雄性瓷白犀牛，全世界
仅剩一只，还要侍卫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监护着。

什么叫防人之心不可有，狮子就给我们当了一个反面教材。
尽管当中的狮子听了许多动物的警告，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
是最厉害的，没有什么人能敌得过他。所以它就落得了一个
惨痛的下场：被木匠烧死。这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当然，
像曹操那样防人的心思太多也不好，那样也会给你招来灾难。
像狮子，它的防人之心就要在多点了，要是它能防备着木匠，
也不会落得惨痛的下场。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一句话我们一定
要记住，这样对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大的作用。

木匠的故事读后感篇五

香樟树是有灵性的。我到婺源，卖香樟树片的农民比比皆是。
香樟树片有一种奇特的香味，放到衣柜里，书架上可以驱蠹
虫。

这是一棵很不幸的树，老木匠要用香樟树给自己做棺材，徒
儿要用香樟树给自己雕个媳妇。

香樟树还有三个月就要成仙得道了，老木匠却急不可待地爬
进来自己做的棺材，他在阴间能够安稳度日吗？看来未必。
如果香樟树真的有灵我相信它宁愿做个美女，嫁给小木匠。
当然，对于香樟树来说，最好的选择还是站在那里就是一棵
树。()



虞艳萍这篇小说要表达一个怎样的观点呢？可能众说纷纾其
实小说要表达的未必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思想。小说是可
以这样写的，世间有这么一件事，或是有这么一个人，有这
么一个梦……你把它写出来，它要表达什么，要告诉人们什
么，读者从作品中读到了什么，那是读者的事。读者从作品
中有了各自的领悟，应该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