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庭教育家长感悟初中篇(汇总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心得感悟对于我
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感悟呢？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感悟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家庭教育家长感悟初中篇篇一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干什么事情都要讲科学，按规
律办事。大家都知道，要科学种田，科学养殖，科学发展。
我国目前各行各业都实行科学管理，持证上岗。但各位家长
是否有“家长上岗证”，无证上岗，违规操作，怎么能不出
次品或不合格的产品。孩子的性格一但形成，是无法回炉加
工的，常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家长需不断学习
家教科学知识和技能，不断提升和完善自我，科学“育苗”。
相信吧，天底下没有教不好的孩子。

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社会，金钱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
尺，整个社会浮躁，但家长要冷静、理性看待你的孩子。教
育是长线投资，理性消费。不要认为你的孩子学习了杜曼闪
卡，学习了七田真右脑开发，学习了…，就会迅速成为“天
才”;不要认为你的孩子上了几次电视达人秀，就万众瞩目学
有所成，今后一帆风顺了;不要以今天孩子的分数，衡量明天
的孩子的作为……孩子的成长，要遵循人成长的自然规律，
到什么年龄，做这个年龄适合的事情。

法律规定父母是孩子的监护人，陪伴孩子成长是家长的神圣
职责。孩子不仅需要物质营养、知识营养，更需要丰富的精
神营养__教肓爱。许多家长，孩子上学时间，交给学校教育;
中午交给小饭桌管理;节假日交给各种课外辅导班教育。请问
各位家长你什么时间教育你的宝贝，尽你做父母的教育职责



呢?别忘记孩子是你的，不是各式各样冠名“老师”的。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三岁看小，七岁看大，十二岁定终
身”。话说得虽然有点夸张，但从一个角度说明人的成长有
关键期，错过难以弥补。奥地利诺贝尔奖获得者劳伦斯，揭
示出动物的成长都有关键期，何况高智慧生命人乎。

当初中老师，听家长说得最多的是，这样一句话：“我的文
化水平低，教育不了孩子。今天孩子长大了，更管不了啦”。
我要反问家长，你的知识、能力是怎样习得呢。靠得不仅仅
是学校教肓吧，更多的知识、能力来源于社会实践。你是一
个至少也有30年以上生活、工作经验的成年人，真的教不了
一个孩童吗?关键你不能坚持不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陪
伴孩子健康成长。今天孩子长大了不听你管教?是因为你从小
只生不教，或教育方法有问题。教育专家告诫我们：孩子出
问题100%是家长的问题，子不教，父之过也。

家庭教育家长感悟初中篇篇二

我们从最初受到父母的`启蒙教育，到现在教育自己的儿女，
人生的经历告诫我，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一样对孩子十分重
要，甚至决定着他们的发展方向，影响到终生。我的女儿今
年8岁，就读于实小三年级，她有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孩子发
展比较全面，学习上进步非常明显，有一定的独立自主的能
力，能主动学习；有一定的责任心和爱心，能体谅、尊重父
母，与小朋友和睦相处，知道劳动的艰辛，有较强的交际能
力。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如粗心、爱玩电脑游戏、做事情
慢等。说起教育孩子，我觉得谈不上有什么成功之处。但是，
孩子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成长为一个了略懂人事的小小少
年，这过程也的确是凝聚着我们做父母的一番心血，这其中
也有不少困惑。下面我来谈谈我们家庭的一些教育理念和心
得。

成人是目标：我认为一个人要融入家庭，融入社会首先要学



会做人，会做人才会做事。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应从
要求孩子不说谎、不要别人的东西、不乱丢垃圾这样的小事
做起，内容也是随孩子的成长而变化。我家教育孩子的宗旨：
要求孩子知道理，明德行，成为一个正心、诚意的人。教育
孩子要有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决不能让孩子成为知识
丰富而性格古怪，对父母没有感情，对他人、社会漠不关心
的人。要把孩子看成一个独立的人，充分尊重和理解孩子，
无论犯有多大的错误，要和他讲道理。我对孩子一直是坚持
这个教育原则，让他们在学校、社会和家庭教育下，从小在
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最起码应该成为有益于
社会的合格公民而适应现代社会。

我家培养孩子的习惯采取“小时严、大时宽”。幼儿园、小
学时期，孩子还比较听话，好管教，容易养成好习惯，这时
我对孩子以严为主。孩子只要小时侯养成好习惯，大了宽松
一点儿也出不了格。这也就是关键期，任何教育都有关键期，
在这个年龄段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最为有效，如果过了这个
年龄段，再进行这种教育，效果可能就差多了。小学阶段，
它是建立常规、培养良好学习习惯的最关键时期。这个阶段
培养各种良好习惯最易见效，抓住这个环节就等于抓住了孩
子的以后。

家长是镜子：“天才”不能创造，作为家长只要不失时机地
去发现、培养，开发孩子天赋中的特长，以自己的勤奋努力
去走自己所追求的人生道路，孩子就很有可能获得成功。家
长不仅是孩子的天然教师，也是监护人，同时是伙伴、朋友
和榜样。孩子的言行举止无不体现着家长们的思想意识形态。
“当父母不容易，当好父母更不容易”。当然，家长要求孩
子做到的，我们首先做到。身教重于言教，正如孔子所
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家长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是潜
移默化的。事实确实如此。如何当好家长，我认为，首先，
努力“学会关心”。家长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地关爱社会、
国家、他人、朋友、同事等等，使之尊老爱幼，相帮谦让，
宽容大度，待人和气。其次，要加强自身修养。家长应坚持



以德育人，奉公守法，依照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规范，自觉
地将完善自己道德品质的实践活动示范于孩子。再次，要创
造和谐环境。教育环境的优劣是孩子成长的寒暑表，要建立
和谐的家庭和社会，那么家庭生活气氛的默化熏陶不可忽视，
家庭长辈品行道德的心灵潜在不可低估，我们家庭和睦、幸
福，为孩子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不和睦，
对孩子的伤害往往大于大人，会使孩子失去安全感，容易形
成不良性格和心理，缺少责任感和爱心，良好的家庭环境才
能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肥沃土壤。孩子在适当表扬
和鼓励中生活，他将学会自尊和自信；在羞辱中生活，他将
学会自卑；在平等中生活，他将学会公道；在争吵、埋怨、
偏爱和缺乏温暖中生活，他将学会诡辩、责怪、妒忌和冷漠，
这种现实是“无言之教”。不是危言耸听。

孩子是老师：家长应善于学习孩子们的优点和长处。孩子们
有很多“可爱的缺点”值得大人们学习。如蓬勃向上的朝气，
好问好学的学习态度；不保守，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特点；
少世故，对人对事的真诚直率；对新科技和新型玩具等未知
知识一学就通、一玩就会的本领等等，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优
点都是值得家长学习的。孩子的这种优势，作为家长应充分
的给予肯定、鼓励和赞扬，不可忽视、指责、抑制，以至于
扼杀。

孩子一天天长大，但无论怎样长他们在父母眼中永远都是孩
子。我们总觉得他们这也不会那也不行，处处都需要我们的
帮助。其实孩子的能力经常是出乎我们想象的，关键是我们
会不会放手让他们去做。大概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好像
一夜之间孩子就会做些我们从没特意叫过他的事情，我们会
惊讶：他怎么学会的？这就是孩子，只要我们肯放手让他迈
出第一步，他们会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可能有时候我们
会觉得让他们做还不如自己做来得轻松，但孩子一次做不好
会有两次、三次，总有一天会做好！如果不让他去做，恐怕
将永远做不好。同时，爱玩是小孩的天性，我们不能用过多
的课外培训剥夺孩子玩耍的权利。



尊师是关键：老师是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系统教育的
主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是孩子们幸福的缔造者，心
灵的抚慰者和医治者。每个孩子的成长老师都注入了大量的
真诚爱心，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千方百计、苦口婆心地
强化学校教育，使我们的孩子在品德、智力、身体都得到了
较全面的发展，弥补了我们家庭教育的不足，这样的老师倍
受我、孩子和社会的尊敬，那么这样的“园丁”培养出来的
花朵无疑会更加鲜艳。

今后，我决心积极配合学校教育好我的孩子，使之成为能适
应现代社会的有用人才。以上心得体会，只是我一已之见。

家庭教育家长感悟初中篇篇三

二、让孩子学会独立，学习生活技能

现在的孩子就像是温室中的花朵，在长辈亲人的呵护下成长，
导致许多孩子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坏毛病，丧失了
生活能力，出现越来越多的“啃老族”。我认为，孩子必须
要学会独立生活，因为孩子长大了，终究要一个人生活，不
可能一辈子生活在父母身边，所以，我一直培养孩子的生活
技能，从最基本的洗衣服、叠被子，到烧饭做菜，在此期间，
我发现只要你肯教他，他就会很感兴趣地去学。

现在，我还和孩子有一个约定，那就是在高考结束的暑假中
由他来做饭给我们吃，以此来培养他的生活能力和家庭责任
感。

三、民主平等，认真倾听孩子的心声

很多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父母因缺乏与孩子的沟通而导致的
一系列问题，甚至有的还相当严重，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多
少都会出现“逆反心理”，这点，身为一名高中生家长的我
深有体会，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个子越来越高，他和你的



交流就越来越少，并且现在学习如此紧张，孩子每天上学早
出晚归，回家后吃了晚饭，又回房做作业去了，这时候，我
们也不便打扰他学习，相互之间交流的时间少之又少，我们
只能找寻时间来了解孩子的情况。于是，我们选择了在饭后，
大家坐在一起，彼此之间像朋友一样谈谈心。这时，我们会
把自己的情况和孩子说一下，一起分享。因为交流是对等的，
只有通过相互分享才能成功，做为另一方，孩子也会很乐意
地将自己的心事告诉我们，由此，既可以让我们及时了解孩
子，又可以让孩子明白父母的辛酸。

四、和孩子一同学习

父母的所作所为会深深地影响到孩子。譬如，我喜爱看战争、
侦探一类的电视，受我的影响，孩子也特别喜爱，常常，我
们母子俩会在空闲时一同坐在沙发中看这类影片。家长最重
要的作用就是潜移默化，“孟母三迁”，说得也类似于这个
道理，只是将重点变成了周围环境。很多家长不愿意自己的
孩子打游戏、看电视，有时候家长要求孩子一放学就去写作
业，而自己却守在电视机旁，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从孩
子上初中就开始实行孩子做作业时不看电视的措施，孩子的
父亲除日常新闻外也基本上不看电视，他看看报纸，或是到
公园去散散步，给孩子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有利于他学习。

五、积极配合老师的教学活动

学校中的老师很负责，尤其现在高中的班主任，他们总是辛
苦地将孩子在学校中的表现及时地反馈给家长，通过联系卡、
家访、家长会等方式进行老师和家长间的沟通，帮助孩子，
引导他们进入正常的轨道，我常常定期打电话向班主任了解
一下最近孩子的情况，便于及时教导孩子。

六、适当鼓励、增加孩子的自信心

考试对于孩子和家长是最熟悉不过的了，所以面对孩子的考



试失利，我会根据他最近的表现情况帮他进行分析，例如：
最近平时做作业时经常走进走出，来来去去的次数变多，由
此判断孩子最近的心思没有完全放在学习上，杂念太多，于
是，我就会告诉他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要安下心来，认真学
习，减少这些杂念。

对于已经进入高三的孩子，我会每天在他出门时对他说声加
油，或者伸起拳头给他鼓励，激励他努力拼搏!

家庭教育家长感悟初中篇篇四

中学生正处于由儿童向成人转变的过渡期，有其独特的心理
发展特点及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因此这一阶段的家庭教育
就显得尤为重要。初中家庭教育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下
文是初中家庭教育心得体会，欢迎阅读。

1、注重发挥家庭的教育功能

教育子女的责任，要由父母共同承担，哪一位都不能放弃自
己的责任;同时，父亲和母亲要为对方承担教育责任创造条件，
在教育孩子上有分工有合作，不应单方独揽“大权”;只有在
父母共同承担教育责任、对子女的教育影响力和谐互补的情
况下，才有可能全方位发挥家庭的教育功能。

2、多给孩子一些表扬和鼓励。

多给孩子欣赏的目光，有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和品质，有利于增强父母对孩子的信任。多给孩子以欣赏的
目光，就会看到孩子与众不同的长处和优点，看到她的一点
点进步，肯定她，坚持鼓励她，耐心引导她，平和看待她，
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她，孩子就会把自己的优点发扬光大，这
一点是很必要的。



3、加强与班主任及老师的沟通和联系。

主动向班主任介绍孩子的情况。比如我们在刚开学时就向班
主任重点表明：孩子胆小、老实，请老师给予关照。之后，
经常向班主任及老师了解情况，坚持每天看一看联系本、并
签字，将孩子的点点进步向班主任及老师汇报，这样便于和
班主任及时沟通。衡量一个老师的能力不单单是她的教学质
量，更应该看她是如何教育孩子做人及与学生和家长的沟通
方式。孩子是否能顺利成长，家长很重要，老师是关键。这
一学期来，孩子进步很大，已经能自觉地积极主动举手发言，
发言的声音也变得响亮了。孩子通过班主任及老师的培养，
变得自信、开朗了，也在学校交了几个朋友。在这方面，作
为家长感到十分欣慰。

4、注重与孩子日常交流，帮助孩子克服缺点。

我们非常注重与孩子的交流，让她说同学的优缺点，自己有
哪些不足的地方需要改进。比如我们的女儿好犯粗心大意的
毛病，总是把加法当减法，减法当加法。我们就设计一些作
业，其中有许多粗心大意的错误，故意请她当“老师”批改。
反复训练几次，在这方面的错误明显减少了。针对她吃饭慢
的不良习惯，我们就想办法培养她做事快的习惯，给她讲明
道理：只有把自己的事尽快做好了，才有时间玩或学别的东
西。

5、不要轻易对孩子发火。我们觉得，经常对孩子发火。

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她已经习以为常了，觉得你发火没什
么大不了的事，二是会因为她胆小而惧怕你，使她对你望而
却步。如果经常发火，她就会报喜不报忧，家长就了解不到
孩子的真实情况，这样教育起来就会被动。教育孩子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只能慢慢来。

6、充分尊重孩子的天性，并培养她学会休息和调整。



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和争强好胜是孩子成长的三大要素。
因为一年级的孩子都比较小，天性好玩，在这方面就要保证
孩子有充裕的机动时间去玩和放松，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同
时，孩子每天要上六节课，非常辛苦，每天回家都很累。在
这方面，作为家长，一是为她做好各种后勤服务工作，加强
补充营养，帮她解乏;二是教她自己学会休息和调整。比如听
听音乐，闭目养养神、轻松活动一会儿等等(当然，最好是学
校每个星期三下午让低年级的学生在家学习，借此机会适当
调整一下)。等疲惫过后马上是一个智力的高峰，在这个时段
内，再要求她完成作业和阅读课外书籍。

一、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家长。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干什么事情都要讲科学，按规
律办事。大家都知道，要科学种田，科学养殖，科学发展。
我国目前各行各业都实行科学管理，持证上岗。但各位家长
是否有“家长上岗证”，无证上岗，违规操作，怎么能不出
次品或不合格的产品。孩子的性格一但形成，是无法回炉加
工的，常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家长需不断学习
家教科学知识和技能，不断提升和完善自我，科学“育苗”。
相信吧，天底下没有教不好的孩子。

二、勿急功近利，揠苗助长。

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社会，金钱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
尺，整个社会浮躁，但家长要冷静、理性看待你的孩子。教
育是长线投资，理性消费。不要认为你的孩子学习了杜曼闪
卡，学习了七田真右脑开发，学习了…，就会迅速成为“天
才”;不要认为你的孩子上了几次电视达人秀，就万众瞩目学
有所成，今后一帆风顺了;不要以今天孩子的分数，衡量明天
的孩子的作为……孩子的成长，要遵循人成长的自然规律，
到什么年龄，做这个年龄适合的事情。

三、孩子不是老师的，而是父母的。



法律规定父母是孩子的监护人，陪伴孩子成长是家长的神圣
职责。孩子不仅需要物质营养、知识营养，更需要丰富的精
神营养__教肓爱。许多家长，孩子上学时间，交给学校教育;
中午交给小饭桌管理;节假日交给各种课外辅导班教育。请问
各位家长你什么时间教育你的宝贝，尽你做父母的教育职责
呢?别忘记孩子是你的，不是各式各样冠名“老师”的。

四、抓住教肓的最佳期。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三岁看小，七岁看大，十二岁定终
身”。话说得虽然有点夸张，但从一个角度说明人的成长有
关键期，错过难以弥补。奥地利诺贝尔奖获得者劳伦斯，揭
示出动物的成长都有关键期，何况高智慧生命人乎。

五、光说不练假把式

当初中老师，听家长说得最多的是，这样一句话：“我的文
化水平低，教育不了孩子。今天孩子长大了，更管不了啦”。
我要反问家长，你的知识、能力是怎样习得呢。靠得不仅仅
是学校教肓吧，更多的知识、能力来源于社会实践。你是一
个至少也有30年以上生活、工作经验的成年人，真的教不了
一个孩童吗?关键你不能坚持不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陪
伴孩子健康成长。今天孩子长大了不听你管教?是因为你从小
只生不教，或教育方法有问题。教育专家告诫我们：孩子出
问题100%是家长的问题，子不教，父之过也。

关于学习兴趣和快乐别太相信学习是快乐的。高端学习都是
枯燥的，不讨厌就是兴趣。我教了那么多清华北大的学生，
真正认为学习是快乐的很少，如果真有快乐，那也是通过学
习考出高分的快乐。 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学习中感到快乐，那
就很可能成为大师级人物。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的。绝大多数
人是不得不学，是为了某种目的去学。所以，品质和意志才
是真正的好老师。相信我们的孩子是属于大多数人中的某一
个吧。凭什么学习是快乐的?学习里面一定有痛苦的成分，这



是不言而喻的。好成绩基本上都来自学生的好习惯，什么时
间专注的做什么事，日积月累，某一天不小心他成了第一名，
他自己都想不到。而我们教育总是想给孩子更多的快乐，给
孩子更多的游戏时间，不停的对孩子让步。天底下哪有这样
的教育?不要纠结社会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什么素质教育、
什么应试教育。应试是最基本的素质。

关于教育中的鼓励现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大多是鼓励，俗称
“戴高帽子”，更有专家说出这样的话：好孩子都是夸大的，
我实在是不敢苟同。 适当鼓励孩子有自信，这是对的，但是
不能过度。在这种教育下的孩子将来到社会，他面临的反差
足以把他摧毁把他推向万丈深渊。

教育可以没有惩戒手段吗?单凭鼓励就可以完成教育了?我认
为，犯了错误要付出代价。 我们应该告诉孩子，这个社会是
残酷的，要准备受到很多委屈。关于言传身教首先，我觉得
我只是一个智力平平，品质和意志都一般的普通人。我对言
传身教一点信心都没有，因为我做不到我也做不好。我觉得
教育目的就是要让下一代超过上一代，先超越父母，然后超
越孩子自己，把孩子的潜能最大的挖掘出来。

我真感动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学好某门课，自己另买了一
套教材，和孩子一起打拼……我真佩服有些家长，为了做孩
子的表率，从来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不上网……孩子的奋斗非
要毁掉父母的幸福?这样的孩子能走多远?我认为，父母的作
用应该是点燃孩子积极向上的激情之火，而不是拼命燃烧自
己企图去照亮孩子，有 多少父母燃烧一生化为灰烬，而孩子
前途一片黑暗。只有内心无比强大的孩子，才能战无不胜，
歪风邪气也影响不了他。帮助孩子超越自我，每天都有新进
步，努力 今天比昨天做得好，计划明天比今天做得好，规划
一个积极向上的充满正能量的美好愿景比什么都重要。关于
考试分数放在最后说，是因为我不想说，因为我觉得它比前
五点说的相比，太次要。但我又不得不说说它，在中国，它
又是那么重要。大多数家长把分数当作教育的唯一目 标，我



觉得，唯一可以值得尊重的分数应该是高考成绩，在省示范
高中任教的我看多了孩子分数的起伏，看多了家长的束手无
策看多了孩子的泪流满面，所以更看清 分数对家长和孩子的
折磨。

小学得100分的孩子能走多远?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
少年班题词就是：不要考100分。朱清时解释说，原生态的学
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 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
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
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废掉的是孩子学
习的激情 和创造力。

在分数面前，毫不犹豫的选择相信孩子是孩子不竭的动力，
父母的冷言冷语可能是压在孩子身上的最后稻草。做一个有
远见的家长，过程比结果重要，只有完美的 过程，才会有无
憾的结果。孩子想当第一名的愿望与生俱来，就像大树拼命
往天上生长，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和雨露一样，这不是教育
的功能，这是生物的本能。

教育的作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家长在旁边关注、期盼和守
望，及时清除小树旁边的杂草和害虫，在狂风暴雨把小树吹
歪了的时候，第一时间去扶正他，而不是拔苗助长。

家庭教育家长感悟初中篇篇五

当今许多父母很难忘却自己高高在上的身份，他们把孩子当
孩子看，是需要管束的对象；把孩子当学习机器看，是需要
填鸭的对象，但绝不会把孩子当人看，是需要尊重的对象。
他们不愿意蹲下来，从孩子的角度分析问题、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除了庞大的期望和沉重的爱心，父母根本就是蛮横
不讲理，他们反而一天到晚都跟孩子讲道理。

人是情感动物，他只相信自己的感受，从心理学上说，并不



是真理照亮了我们的成长，而是感受引导着我们前进，孩子
尤其如此。

当孩子说“我饿”时，父母说“才吃的，不饿”；当孩子
说“我热”时，父母说“今天不热”。除了否定孩子的感受，
父母还会把更多负性情绪带给孩子。当你问玩笑地问“是爸
爸好，还是妈妈好？”孩子满脸疑惑地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
他的感受是：爸爸还是妈妈做了什么坏事吗？当你说“我花
那么多钱供你上学，你知道吗？”孩子的感受却是：家里的
钱都被我用来读书了，爸爸妈妈为此很痛苦，我可能就不应
该读书。当你说“这次考试那么差，不许玩！”孩子的感受
是：我学习学不好，玩也玩不好，我是无用的人。当父母天
天吵架时，孩子的感受是他们不爱我。当父母随意侵入孩子
的个人空间时，他的感受是世界末日，这个世上没有属于我
的东西，我是没必要存在的！

我们都说，“好的亲子关系胜过一堆教育”，亲子关系不好
是从哪里开始的？不尊重孩子的感受！可以说它是亲子障碍
的第一杀手！当孩子的感受被否定时也就是他的情感流动被
阻断，他的沮丧、对成人的不理解、对世界的恐慌将长久地
笼罩在心头，不要说学习了，他对一切都没有兴致，像软骨
病一样瘫痪了，父母把心掏出来，孩子无动于衷！

不在于你说什么，在于孩子听到什么，不在于你做什么，在
于孩子感受到什么。注意孩子的感受，体验孩子的感受，肯
定孩子的感受，表达孩子的感受，你就是伟大的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