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的故事读后感 发现母亲读后感(实用8
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
喜欢。

雨的故事读后感篇一

    寒假期间读了《发现母亲》这本书，把80万字的书读
完，应该也需要一番功夫，但我还是非常着迷的把它“啃”
完了，细细回味，觉得它确实值得一读。一是敬佩作者不但
文才好，而且更重视通过事实、实例和各种实验来阐述自己
的观点，让人不得不信服；二是感觉自己这方面了解的太少，
看到这本书有些晚了，错过了教育孩子的最佳时期，（三岁
决定人的一生）但不管怎样说，因为毕竟我们是做教师的，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学生当成是我们的孩子般的来爱护、教育。
读了此书，有3点很值得共享。

一、所谓让孩子玩，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
学，同样是搭积木，在开始是让孩子训练手的灵巧性，在稍
大之后可以告诉每一块积木的作用，一个5岁的孩子和一个3
岁的孩子在搭积木时不应该是一个层次上的，但现在孩子却
是如此，这就是如同孩子在上课，而老师每天只让孩子念同
样的课文，因此，孩子的玩不应该是“瞎玩”，至少不应该
全部是“瞎玩”，应该是有目的的，是睁着眼睛的玩。做为
一名母亲，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让孩子尽情
的“玩”吧，“玩”就是孩子的.第一任务，这我很赞同，读了
《发现母亲》的书，我开始意识到“玩”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自己的生活中，也立志做个好母亲，好好的陪孩子玩，还要
赋予“玩”丰富的内容，我想我会做到的。



二、铃木镇一认为要改掉坏习惯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便
是培养正确的习惯以超越它。

确实是，一个坏习惯是很难改正的，他是学生长久以来养成
的习惯，特别是坏习惯往往有它优越舒适的特性，很难让学
生一次改正，但我们可以给学生一个过程，经常的在孩子的
耳边提醒，以督促他们形成好习惯，超越坏习惯，我想经过
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孩子也许就能体会到自己的成功
与进步了。

三、家校结合的方法：冷静的帮助孩子分析自己的错误，启
发孩子理解老师的心情，指出老师是关心和爱护他的，老师
虽然生气，只要他认真改正错误，老师就会欢迎，（）同时，
母亲要把孩子改正错误的决心转告老师，让老师对孩子不抱
成见。对孩子的进步充满信心。

做为一名教育者，我们要经常的跟家长打交道，共同探讨教
育孩子的良方，有时会把孩子的错误毫无保留的告诉家长，
而很多家长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直接就在老师面
前揍孩子了，有的回到家里训，有的则能处理的很科学。所
以，我们还有义务去感化，甚至是教育家长，正确的面对孩
子的错误，用科学的家校结合的方法去管理和培养孩子。

书中倡导的好：教育应该同孩子一道成长！教师是教育的执
行者之一，我们也该一道成长了，给自己的孩子做个榜样，
更给身边的孩子做个榜样。

雨的故事读后感篇二

《发现母亲》是教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王东华用十年的时
间写出的一部关于母亲与教育的书籍。

“你可以不是天才但你可以是天才的母亲”，“推动世界的



手是摇摇篮的手”。这两句话贯穿了全书的中心，是作者最
有价值的发现。

这是一部能够引人共鸣共思共感共叹的书，阅读之后让人的
心久难平静回味无穷的书，因为教育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
都息息相关，与国家的强盛兴衰密不可分。的确是一部天下
人都应该共读之的书。而不仅仅是母亲。

全书从生理、心理、社会等多方面阐述了母亲在孩子成长的
过程中所起的举足轻重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母亲的教育可
以影响孩子的一生。在书中作者从古到今，从中国到世界旁
征博引用许许多多的活生生的事例佐证了母亲的伟大和母教
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阅读的过程就如同是在浏览一
座关于女性关于教育的博物馆，作者像一名讲解员，深入细
致的讲解女性作为母亲在教育方面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所起
到的作用。以及现代女性应该怎样肩负起对孩子教育的责任，
同时也分析了现代教育中的一些问题。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者经过认真考查发现在唐
宋时期女性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甚至高于现代。比如唐宋
八大家中，几手每个人都有一位识书达礼的母亲，他们的成
名与母亲从小的教育不无关系，欧阳修之母更被称为千古名
母，欧母画获的故事流传至今。

在唐代上至妃嫔下至百姓之女多能读书识字，能诗善文，就
连当时的名妓也都是以才情出众而不是以色情。作者认为那
时的国富民强与重视女性教育有直接关系，因为母亲的文化
素养直接影响着对孩子的教养。

但中国毕竟是个男尊女卑极其严重的国家，唐宋之后女性教
育与日俱下，女性所受到的教育多是为了男性的利益，之后
女子无才便是得大行其道，禁固女性智识发展，用束胸束腰
缠足束傅女性身体的发展，女性不能受到良好教育整体素质
不断下降，导致整个民族素质的衰退，其实“东亚病夫”的



历史就是“东亚病母”的历史，没有聪慧健康的母亲就没有
智识超群身体强壮的孩子，一个民族的未来就是暗淡的。

作为新中国的女性应该是极其幸运的，现在的女性普遍都能
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母亲对孩子的教育重视的程度却并不
是普遍的。许多女性在社会所承担的诸多角色中恰恰忽视了
母亲的角色，接受过教育的母亲只是为了自身能在社会上和
男性一拚高低，并不是为了教育孩子。

在《发现母亲》中，作者提出：“女性的特点适合人口再生
产，男性的特点适合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的重要性远远
高于物质再生产。”“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母亲的作用要在90%
以上。”“女人的名子叫母亲，母亲能顶半边天。”母亲最
重要的责任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教育家教育好孩子，如果每一
位母亲都能做到不但把孩子养大，而且还能教育成材，那将
是对社会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如果母亲送给社会的是一个
不合格的人那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面对这样的结果做为母
亲就不仅仅是对不起孩子了。

教育孩子如此重要它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作为社会中的男性
应该尊重女性创造条件让女性的功能回归，让女性都成为出
色的母亲，教育出优秀的孩子。

日本是一个极其重视母教的国家，许多女性专职在家对孩子
进行教育培养，日本战后的迅速掘起和全国上下重视教育是
分不开的。而在我国女性和男性一样在社会上平等竞争，让
女性忽视了自己最重要的职责，耽误了孩子的教育。

这是严重的错位，女性可以工作但绝不可以忘记自己是母亲。
母亲不论事业多么辉煌都不应放弃母亲的责任，许多成功女
性以孩子的不成才为代价而倍受人尊敬，其实这正是一个女
人最大的失败。居里夫人的成功无人能比但依然把女儿培养
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



有那位女性能比她的工作更忙，以至于不能照顾孩子。如果
因为工作而放弃对孩子的教育是最错误的选择，你的工作可
以由更多的人去做，但孩子因此被毁掉的一生却是永远没有
人能弥补的，对于母亲工作孩子应该兼顾，如果不行，应该
毫不犹豫的选择孩子。即然生下孩子就要为孩子负责，也是
为国家负责，把一个合格的人送进社会是比自己工作更重要
的事。

做一个好母亲并不只是生下孩子给孩子喂饱这么简单，母亲
不能只是用手把孩子捧起，更要用心把孩子捧起来。母亲喂
给孩子的不仅仅是奶水更应该用自己的精神素养喂养孩子幼
小的心灵。因此母亲要有足够的自我认识，知道自己肩负的
是怎样重要的便命。

小树苗只有扎根土地才能长大，树苗是孩子，土地是母亲，
小树苗能长多大多高取决于土地是否有是够的营养，沙漠里
长不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个缺乏
智慧心灵贫乏的母亲是不能教育出一个聪明而具丰富精神素
养的孩子的。今天的母亲在现在这样好的条件下如果还不能
为孩子的成长负起责任那就是不能原谅的错误。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亲也是必不可少的，父亲是房子，父亲
是大树，为母亲和孩子撑起一片天，给母亲和孩子一个温馨
可靠的家，让教育得以在家庭中顺利进行下去。虽然历史上
有许多的名人都是由寡母一手教育长大，但没有父爱毕竟是
人生的遗憾，如果有父亲的扶持他们也许会有更出色的成就。
父爱母爱是不相同的，父亲的教育和母亲的教育也是不同的，
父亲是孩子走向外面世界的桥梁和依靠，他的教育让孩子认
识社会溶入社会，父亲以他的人生经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教
育孩子引导孩子走进陌生的社会。从《傅雷家书》中可以看
到，当傅聪长大成人走向社会之后，遇到的许多人生问题都
得到了父亲很好的帮助，傅聪的成功与父亲有直接关系。父
亲和母亲的良好合作能让孩子得到更完善的教育。



雨的故事读后感篇三

有的人看见这个题目会问：“做个合格的家长？难道我做得
不够合格吗？我让孩子吃饱穿暖，还让孩子早日接受教育，
参加了好多培训班，不让他输在‘起跑线’上，我这个家长
不合格吗？”我想说，合格不合格，你将《发现母亲》看一
遍就知道了。读完了《发现母亲》后，你就会觉得抚育孩子
不仅仅是吃好穿好，多参加几个培训班就行了。它包括对孩
子进行习育、教育和化育。如果能做到这三者的融合，你就
不但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家长，还能成为一个杰出的家长。没
准因为你的出色的抚育，你还可能培养出天才来。

《发现母亲》的封面顶部，就有那么一行信心十足的话：你
可以不是天才，但你可以成为天才的母亲。这是大话吗？非
也。你去书中走个来回，就能感觉到，这句话的力量底气十
足，这句话的内涵无比丰富。这句话的背后，是作者王东华
先生历时十年，从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角度揭示
了母亲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影响后，对为人父母者最好的祝
福。

读罢此书之后，有一类“成功”人物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轰
然崩塌了。这一类人就是为了事业，而不顾孩子的人。作者
说：“在过往的历史里，成功的人往往不是好父亲、好母亲，
我们有许多名人教子的故事，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几个被教
育出来的有作为的孩子，相反，败家子却层出不穷。”这是
多么发人深省呀。我们不顾孩子的教育、成长，而只热衷于
自己所谓的“事业”，而在自以为是的“成功”之后，却为
社会“贡献”了一个又一个的“累赘”，难道这样的价值观
我们还能弘扬下去吗？王东华更是在书中以“成功：用孩子
抵押来的勋章”为专题，提醒人们“我们是孩子的生命之舵，
孩子是我们的生命之锚”，提醒人们“如果连关系自己身前
身后的子女都不去关注，又何谈去建功立业呢”。

然而，王东华经过考察后发现，有很多的“成功人士”即使



有教育好孩子之心，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子女教育好，当然
这也是绝大部分“平凡”父母面临的问题。比如历史上俯拾
皆是的“英雄无继”现象，还有现实中仍在上演的“富不过
三代”便是明证。有人以“因果”来解释，有人以“风水”
来阐释，而作者对同时又大量在历史上存在的“人才世家”
现象进行了剖析，发现不管是“富不过三代”也好，“人才
世家”也好，起着最关键作用的仍然是家庭教育是否成功。

不过，这里提到的“家庭教育”远非现在我们常常提到的狭
隘的“早期智力教育”范围了。为了真正揭示“家庭教育”
的成功规律，作者系统研究了胎儿的发育、幼儿的成长，研
究了人生的发展、人才的培育，研究了人才成长中的长子现
象、行序现象、幼子现象、独子现象、寡母现象等，从而发
现了父母在孩子成长、成才过程中的重大责任。比如，王东
华在比较了“教师”与“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大
小之后，提出了“一个瞽母胜过一打特级教师”的观点；他
在比较了“家庭”与“学校”在孩子成长、成才中的作用大
小后，提出了“家庭是最早最好也是最高的学府”的观点。
而在分析了“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让妈妈成为母亲，
成为教育家”等一系列观点后，他更是提出了“母亲是孩子
的大老师”这一重要观点，而不是人们常常说得“第一任老
师”。

因为“这部着作完全是作者考察了中外上千年教育史、女性
史及文化史，并对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研究写成的，完全是
作者独立思考之结晶”。所以，书中的所有论断都显得那么
新颖又具有震撼力。如：“人脑是分两次诞生的”、“第二
次诞生更重要”、“人是早产三年的动物”、“婴孩的一年
等于十年”等，让人们从根本上认识到了抓住关键时期对孩
子进行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又比如：“母子感通：摇篮
里建立起来的感应频道”、“恋母情结：母亲是孩子的纯金
恋人”、“慈容精神：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等，让人
们认识到了在对孩子实施家庭教育时，母亲的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



从王东华的《发现母亲》开始，中国的“母亲教育学”也正
式开始了。建立一门新学说是不容易的，需要大量的资料作
支撑。于是，“方仲永真的神吗？”、 “傅雷为什么反对傅
敏学音乐？”、“鲁迅怎样做父亲，做对了吗？”、“教皇
的养子为何比亲子成名的概率要小？”、“全世界智商最高
的金雄熔失败了吗？”等古今中外一系列涉及人才成长、家
庭教育成败的正反面事例都成为了他的研究对象。建立一门
新的学说是不简单的，需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耐力。
于是，本来是学工科出身的作者，为了这本着作、这个学说
的问世，真就坐了十年冷板凳。而且在成名后，直到现在，
仍然没有停下他研究的脚步。

是什么在支撑着他？是社会的赞美、优厚的报酬吗？我觉得
的都不是，因为如果仅仅为了这一些，他完全可以从事自己的
“老本行”。我觉得他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在他的书
中处处洋溢着。我们可以随便摘出来一段体会体会：“ 我们
不能成就伟业，那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但是，如果
我们不去做一个能理解伟大体验伟大的人，则是我们的过错；
而如果体验了理解了这份伟大而不能传达给孩子，从而让孩
子点起自己那燃烧的对真理、伟大追求的火炬，那则是一种
太遗憾和太不应该的过错了 ！”

他的使命感不仅是为了中国的繁荣与进步，更是为了世界的
美丽与发展。所以作者在书的结尾发出了“让天才成批出
现”的呐喊。他说：“ 当这种呼喊最终化为人类的一种信念
时，那么一个天才竟长的新时代必将到来，到那时，我们将
怀着极欣喜的心情注目于这个远远超过文艺复兴时代的全人
类长盛不衰的全面复兴与增长，注目于这个在大地上建立起
的人类最美好的群星灿烂的极乐园 ！”这是一种多么高远的
境界呀，我们所有为人父母或将为人父母者还能冷眼旁观吗？
不，再也不能了。我们应该行动起来。那么，就让我们从做
一个合格的家长开始吧。

推动世界的手是摇摇篮的手，那手就长在我们身上！



雨的故事读后感篇四

这个月我读的是《发现孩子》这本书，随着第二个孩子出生，
我想在与她成长中的过程中需要学习一些科学的方法，当然
不管是学龄儿童的教育还是幼儿的，本质上应该相通的――
人的教育。

从书中我知道孩子的心理发展具有“胚胎期”，也就是说孩
子在0－3岁心智的发展是零散的、分散的。特别是教学一年
的学生时，是不是学生也处在“学习的胚胎期”，对于一些
知识的理解也是零散的，“一下子”没办法理解呢？等到了
一定阶段会出现“大器晚成”的现象。

第二是我们的教学中是不是出现了“保温箱”的现象，总让
复习铺底“一应俱全”，新授讲解“无微不至”，巩固练
习“铺天盖地”，学生在这“保姆”式包办的教学下少了一
些纠正的机会和动机，所以正确的教学是给学生提供“出
错”再“纠正”的机会。

雨的故事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的学习让我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母
亲对我成长的影响极大。母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虽然
没有什么文化，却十分重视对我们的教育。无论是待人接物，
还是日常工作，她都身体力行，用行动教育我们，凡事都认
真做，没有半点马虎，现在回头再想，她虽然不会讲太多的
大道理，却用勤恳劳作换来邻里间的认可和赞誉，影响着我
们认真学习，踏实做人，努力工作，母亲的教育是我心目中
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雨的故事读后感篇六

看《发现母亲》的时候，一开始就在找自己的影子，看到很
多父母非常优秀，可是他们粗暴的对待自己的孩子，看到了



自己的小时候。父亲是个有名的医生，对待病人和别人家的
小孩总是那么慈爱，可是对待我和姐姐却是那么残暴。可能
也是从小寄养在爷爷奶奶家没有太多的感情，对我们的期望
值太高了吧！

他总是说棍棒之下出孝子，可是在我们幼小的心里留下的更
多的是恨吧！在那时我就想我将来不要做这样的父母。可是
有时还是会有他的影子，也许这就是别人说孩子会继承父母
的教育方式吧！

在我的脑海里要改变我父亲对我的教育方式。自己就要忘记
很多以前在记忆深处里的记忆。忘记父亲不好的教育。但是
这很难，我在这样的挣扎中摸索着我的教育方式。

我们是孩子的生命之舵，孩子是我们的生命之锚！我想我父
亲不懂得这个道理吧！但我的孩子，不能让他承受和我一样
的痛苦。由此想好结婚就不会离婚，好好经营家庭和家人的
身体。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给他一个健康的教育。

雨的故事读后感篇七

“促使世界进步的内在驱动力，往往都隐藏在人类的`心灵之
中。”

教师的工作对象是一个一个的儿童，不是一群动物或一片植
物。兴趣和热爱犹如阳光和空气为教师的工作供给营养。

教师必须唤醒心中崇拜自然的爱意。唤醒心中观察儿童研究
儿童的兴趣。唤醒心中从事工作的目的——为儿童未来的生
活做准备，而不是为儿童学科考试分数或等级做准备。当然，
在儿童适宜的成长环境里，教师有责任指引儿童的行为，让
儿童处于停顿静等未来生活的状态是错误的。

“儿童正处在一个建立教育和文化基础的时期。”教师应该



具备科学家的精神观察和研究儿童行为直接信息，观察儿童
智慧生命被唤醒时的表现，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教育好儿童。

教师应到当允许儿童自由发展，不应打乱儿童顺应心智发展
规律的的成长秩序，认识到儿童”身体和精神层面的解
放‘’才是自由最根本的因素。

奖励与惩罚是教师用来束缚儿童“迫使孩子巩固认识世界规
则”的权威，“使孩子们遵从自己的意愿。”容易激发儿童
的畸形心理。在学校里，只有表现良好的儿童才有可能得到
奖励。“这只会造成孩子们的骄傲、嫉妒和敌对心理，不会
产生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的努力、谦虚和爱。”教师应该‘’
以爱和启示来引导孩子”，“任何儿童都应得到奖励。”

一个真实的故事讲述了嫉妒和敌对心理如何激发儿童畸形心
理。一个学生考了一百分，回家大哭一场。母亲问她：“考
了一百分为什么大哭？”女儿说：“因为还有一个同学也考
了一百分。”这种嫉贤妒能的心态让孩子丢掉了谦虚和爱，
教育也失去意义。

透过孩子，审视自己，和孩子共同成长。

“他将从孩子身上学习到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也就是说，他
将从孩子身上学习如何完善自我，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
师。”

雨的故事读后感篇八

母亲，是一个伟大的称呼，当每个人见到这个词时，内心都
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而当我有幸读到发现母亲这本书时也
是这样，心里暖暖的，而如何认识母亲这个重大角色，《发
现母亲》这本书，给了我们最好的解释。

《发现母亲》这是一本由教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王东华写



出的一部关于母亲与教育的书籍，全书从生理、心理、社会
等多方面阐述了母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所起的举足轻重无
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母亲的教育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在书
中作者从古到今，从中国到世界旁征博引，用许许多多的活
生生的事例佐证了母亲的伟大和母教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
影响。阅读的过程就如同是在浏览一座女性关于教育的博物
馆，作者像一名讲解员，深入细致的讲解女性作为母亲在教
育方面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所起到的作用。以及现代女性应
该怎样肩负起对孩子教育的责任，同时也分析了现代教育中
的一些问题。

书本封面的两句话：“你可以不是天才但你可以成为天才的
母亲”，“推动世界的手是摇摇篮的手”。赫然映入我的眼
帘，也是作者在这本书中最有价值的体现，读罢这本书，这
两句话贯穿全文，久久在我心中回响，作为一个幼儿园教师
同时又作为一个未来的母亲，我深深地感到自己身上肩负的
责任。

记得我们伟大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你们就像是早晨8、9点钟
的太阳，这个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是你们的。
看古往今来，国家、社会对孩子的期望是很高的，孩子的未
来就是国家的未来，孩子的希望就是社会的希望。这个未来
跟我们的母亲又是分不开的，这个希望的实现与否离不开母
亲的栽培，早晨的太阳仍然需要母亲来托起!孩子的教育与成
长便是生活中的风筝线，即使远在天边，那风筝线还紧紧地
握在母亲的手里。只要稍微注意我们所熟悉的伟人和名人的
成长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有多重要。母亲
最重要的责任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教育家教育好孩子，如果每
一位母亲都能做到不但把孩子养大，而且还能教育成材，那
将是对社会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如果母亲送给社会的是一
个不合格的人那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面对这样的结果做为
母亲就不仅仅是对不起孩子了。

当今社会重视教育的越来越多，许多父母都非常重视孩子的



教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长大能当龙凤，这样的愿望当
然是好的，值得肯定的。但如何正确的教育孩子却不是每个
家长能真正明白并真正做好的。这样的父母数量不在少数。
一方面一厢愿的希望孩子才，一方面又不知如何去做。更有
一些采取了极端不合孩子心理特征的强硬手段。近几年我们
看到因为教育孩子而发生了多少悲剧，有对孩子打骂的，也
有百依百顺的。不断报导的孩子自杀事件，孩子离家出走事
件，他们本应是鲜艳的花朵，本应是父的希望和家的未来，
本应在长大后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和家庭的义务。可是却在生
还没有起步时就惨遭毁灭，如同航船还未起锚就己翻沉。家
庭、学校、社会在孩子长的过程中都应该担负起责任，去教
育孩子们，这也是孩子们应该得到的权利。

子教育怎样一个。这绝不是给孩子最好的物质就可以做到的，
更不是用很多的金钱可以买到的。

身教胜于言教，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一个家庭的家风。我们每
个人从不同的家庭中走出来，无不带着各自家庭的印记。一
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一个民族有传承的文化，一个家庭也有
家庭应该崇尚的价值观，在一个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耳濡目染
不知不觉中便打上了一个家庭的印记。我们经常与一些孩子
的家长交流，交流中我们会发现孩子家长的行为带给孩子的
影响是最明显的，有的家长表现的没有教养，他的孩子必然
也是那种顽皮的孩子，我们都知道这并不是遗传，而是家长
的言行对孩子的耳濡目染。相反，一个有责任的家长，即使
孩子身处非常不利的环境或者家庭遭遇重大变故，也能以一
个家长的责任化解不利因素，使孩子在家长的关爱中健康成
长。

回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母亲对自己人格发
展的重大影响。母亲虽然学历不高，却十分重视对我们的教
育。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日常学习，她都能身体力行，用
行动来引导和教育我们凡事都要认真做，不仅是对社会的负
责，也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现在回头再想，她虽然不会讲



太多的大道理，却用勤恳工作在左邻右舍中换来的认可和无
数赞美，影响着我们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可以说是我们心
目中最值得尊重的人生导师。

从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得到了这样的启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母亲作为孩子的人生第一老师，许多东西都是孩子第一
时间从母亲身上模仿学习出来的。一个孩子长大后对社会是
否有贡献，是否成为对国家有用之人，关键就是我们的母亲，
“母亲”是一种职责，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份职责??就像作者
所说的，“伟大人物的塑造都离不开伟大的母亲，母亲是孩
子的总师”。

读罢《发现母亲》，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很庆幸在我即将
成为母亲前读了它，希望每一位为人母或是准妈妈都能好好
读读《发现母亲》这本书，只要你愿意从上网、逛街的闲暇
时间中挤出一点点时间，从书中你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最后，衷心的祝愿每一位母亲都有一个好孩子，每一个孩子
都有一位好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