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自由读后感 爱和自由读后感(模
板6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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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论自由读后感篇一

在《爱和自由》这本书中，蒙台梭利幼儿园园长孙瑞雪经过
实际例子叙述了自我的观点：只要给孩子充分的爱、给孩子
充分的自由，才能使孩子按照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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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给予孩子更多的自由，让他按照自我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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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明白这样恰恰违背了孩子发展的过程和心理，所以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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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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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呢？但经过和孩子们
生活在一齐我身受感触。首先，我觉得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
必须要改变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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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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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自我肩上的职责很重大。

其实，不只是儿童在充满指责、冷漠、抱怨的环境里不欢乐，
任何人都不会感到欢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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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也会欢
乐、坚强、充满创造力和勇气。

论自由读后感篇二

看了孙瑞雪的《爱和自由》感受很多，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蒙
氏理论的书，拿到书后才一翻，就立刻被吸引住了，一边看
一边打心眼里认同，合上书本，内心充满了接触到真理的激
动。

都说仅有切身感受的事物才会异常认同，此刻却已经想不起
来到底是书里哪些案例和说法触动了自我，只明白一边翻阅
一边忍不住幻想：如果自我从小能在“爱和自由”的教育理
念下成长是多么的幸福，甚至有一种冲动，恨不得把书上的
文字腾印到父母的脑子里，告诉他们当年那种传统的教育方
法是怎样伤害和扼杀了孩子的自尊和自信。总之，由此“爱
和自由”的理念已经深深扎根在心里，看着孩子们无邪的笑
脸，作为教师的神圣使命感再次升华，看着孩子的脸，在心
里对她们说我也要“让我的爱象阳光一样包围着你们，而又
给你们光辉灿烂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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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无礼不求益，不动怒……只喜欢真理凡
是包容，凡事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等
待。”书中是这样的定义“爱”的。“不动怒、相信、盼望、
永无止息的等待”是打动我最深的字眼。

在爱孩子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以现有的经验对待孩子，
因为现有的经验早已过时。”以往，我也认同一个家庭里的
孩子至少要怕一个人，要有个人“镇”得住他；认同孩子小
的时候讲不通道理的时候，至于道理，长大了就会懂了；认
同一个凌厉的眼色使过去，孩子就噤若寒蝉的“威严”……
因为，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的，我们从小按着“乖
孩子”的模式去听话、不惹事、好好学习、不贪玩，就是好
孩子。

我们了解自我开始，了解生命的意义，了解成长的规律，认
识到并尊重每一个新的独立的个体，蹲下来，时刻关注自我
和她的成长，用真正的、无限的、无条件的爱滋润彼此的心
灵，让“内心的小孩”和现实的孩子一齐欢乐、自由地成长！

论自由读后感篇三

这是本文作者孙瑞雪老师特别钟爱的一首诗，《爱和自由》
始终贯穿着爱和自由如何平衡的关系，学会爱孩子、学会放
手，给孩子自由，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内心发展，并不是溺爱、
纵容、没有规则，给孩子“爱和自由，规则与平等”的环境，
用爱的情感唤醒孩子成长积极性;以自由空间确立孩子创造热
情和自我意识;以规则形成孩子的社会秩序和内在智慧，用平
等的关系引导未来社会的和谐和文明。

彤彤出生后，妈妈在家休了一年产假，没有离开过一天，等
要上班时，想孩子肯定受不了一天没有见到妈妈，没想到他
竟然适应的很好，没有所谓的分离焦虑症，当时不是很明白，
怎么跟大多数孩子不一样，是不是晚熟呀，看了此书才明白
孩子在爱的环境下成长，安全感一旦建立，就不太会对新环



境产生恐惧，这一点在他刚入园时也得到了体现。

很多人都认为彤彤是个非常有礼貌的孩子，但更是个开不起
玩笑的小孩，开始好好的，只要一逗，就翻脸，就会恼，发
脾气，甚至还会哭。但是周围大多数的孩子都不是这样的，
无论怎样逗，都笑嘻嘻不在乎。所以经常会有人私下跟妈妈
说，这孩子遗传谁呀，你们两个性格都挺好的，怎么他的脾
气这么大，妈妈也大惑不解。看了这本《爱和自由》后恍然
大悟，第五章 不同品质的心理和智力中专门讲了这种状况，
原因是妈妈对彤彤说到做到，也要求爷爷、奶奶言出必行，
欺骗孩子会造成他对你的不信任，彤彤一直在这种环境下长
大，自然不经逗。大多数成人跟孩子交往的一贯方式就是逗，
但是他们大都不知道青少年“恶作剧”大多是源于儿童时期的
“逗”。

彤彤上幼儿园选择的是蒙氏班，那时妈妈对蒙氏理念还是模
模糊糊，选择是因为蒙氏班是小班制，孩子少，老师多，孩
子可以得到好的照顾。上了几天后，老师向妈妈反映彤彤是
个非常有个性的孩子，随心所欲、自由自在，人家都在上课，
他在玩玩具，人家都在排队，他站在一旁观看。还好是蒙氏
班，还好老师受过蒙氏教育培训，虽然老师认为他自由过度，
但是也没强加干预，渐渐的彤彤就融入到集体生活中来了。
看了这本书后，深刻了解了蒙氏教育的精髓，庆幸当初的选
择没错。

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每个家长都是以欣赏、赞美的眼光看
着独一无二的宝贝，渐渐长大以后，欣赏、赞美被越来越多
的批评、指责、约束所代替。正如作者所说的，要学会从一
切如是中将爱剥离出来，孩子才真正可以接收到爱的礼物，
我们一生能够给予孩子的只有一样，那就是爱。

每翻看一次总能得到新的收获，好书真的是要不断翻阅学习
的!



论自由读后感篇四

从事幼儿教育四年来，自认为是位充满活力与爱心的老师，
但是看完孙瑞雪老师的爱和自由，我突然领悟我们的爱对于
我们的宝贝来说是一种“虐待”。我们成人有太多的不能够，
总感觉孩子就是孩子，他们的潜力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成果，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总是让孩子事事听从我们的安排，
孩子总是问为什么，而我们的理由就是：“因为我爱你
们。”但是这样恰恰违背了孩子发展的成长规律。

幼儿教师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在幼儿园发生事故，哪怕是小擦
伤也好也会让我们觉得无法向家长交代，因此我们处处留意，
时时留意，这个不许，那个不让，始终让孩子在我们的掌控
之中，限制了孩子的自由，我们整天对宝贝们说：“孩子们
不能这个样貌，不能碰那个东西会划伤你的手，你们就听老
师的吧，老师是为你们好，老师爱你们。”我相信，这是大
多数老师都在做的事情。看完爱和自由，作为80后老师必须
要改变自我想要驾驭孩子的想法，要把孩子的一言一行认为
是有原因的行为，要做一个有心人，去仔细观察孩子的所需
所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在爱和自由里健康成长的
孩子。同时，我们在自我改变的同时，也要把这种思想传递
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家长，我们的教育需要家长的大力配合，
只有家园密切合作，我们才能给予我们的宝贝真正的爱与自
由。

看完爱和自由还有的一个感触就是关于知识，我们是引领幼
儿前行的教师，我们怎样去“教授”知识呢。，我认为我们
就应改变教的方法，不再是枯燥的教，而是带着孩子去认识，
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超多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课堂学习的过程。
认识事物的过程好比吃饭，经过消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并
自如地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这种东西是智力。

孙老师说爱与自由并重，我们要把爱带给身边的每个孩子，
同时，也适当放手给他们自由，只有爱没有自由，孩子就会



失去自我，只有自由没有爱，孩子便会冷漠。爱与自由同在，
并加以引导和体恤，让孩子们要学会相信，在这种环境中长
大的孩子，必定会快乐、坚强、充满创造力和勇气。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是在指责中长大的，此刻我们忘记了自
我的童年，忘记自我童年的故事，忘记自我童年的愿望，忘
记自我被束缚后慢慢被磨蚀的没有个性的痛苦！这是我们的
遗憾，因此我们更就应让我们周围的环境充满爱、自由与温
情，对宝贝更是就应用心去关爱，弥补我们的遗憾。

人类的创造力是非凡的，尤其是对一个孩子来说。如果他6岁
以前能够成长得十分好，他就越容易进入更高状态的人类的
思想、人类的情感和人类的一切科学理论，如果我们被某一
种东西禁锢的话，我们只能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亲爱的老师们让我们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热爱孩子，让他
们充满快乐，我们给与孩子爱与自由，孩子就能给我们带来
一个完美的未来。因为“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是人类之父，
儿童是礼貌之父”。

论自由读后感篇五

《爱和自由》的作者是孙瑞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儿童心
理学家，“爱和自由、规则与平等”教育精神的创始人;“完
整的人和完整的成长”教育思想的创始人;儿童敏感期的创始
人;这本书的写作是基于蒙特梭利的教育理论。

看到书名——《爱和自由》，我们首先会思考爱是什么?自由
又是什么?无数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每个心灵对爱的认识是
不同的，所以答案也是不同的，无法用言语说清，爱是生命
的秘密。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是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爱，作
为老师的我们对孩子的爱也是伟大的爱，但是这种爱更需要
的是一种正确的表达方式，让埋藏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种子长
成一棵参天大树;人人都在追求自由，可是对自由的定义和爱



的定义一样，是没有确切答案的，简单的说是按照自己的意
愿做事，就是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本
书可以说自由是一种尊重吧，尊重生命原本的样子，不给孩
子太多的规则和束缚，面对孩子，有时我们却又很难把握自
由和原则的尺度。

对于孩子的爱和尊重，我们中国很多父母都喜欢把自己的观
念强加到自己孩子身上，把自己很多未曾实现的梦想寄托在
孩子身上，希望孩子有朝一日能成为自己梦想的那一个，孩
子背负父母沉重的寄托，生活得很累，所以从孩子的立场为
孩子着想，从而更理解他们的想法，理解是沟通的最直接的
桥梁。

我知道给孩子爱和自由，如果只是所说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情，但是要真正的做到却不是那么轻松的，传统的教育，传
统的文化，传统的风俗，好多好多的传统限制着我们今天的
精神活动和行为，当我们觉得孩子是这样的时候，他们呈现
的却总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给他们的偏不要，我相信父母此时
一定在想，我都把最好的给他了，他总是不要，我有给他爱
啊，我是如此的爱他，为什么他还是不如我的意呢?要做到真
正的给孩子爱和自由，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我们自己内心的
痛，面对即使是孩子从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但是他是他，你
是你的这个事实，要放下对孩子的期待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即使我是一名教师，也需要面对这痛的，期待是老师的期待，
如果将其投射在学生身上，那便是在禁锢他们的自我发展，
是在压抑他们的自我发展，要给他们全然的自由和爱，必须
先放下内心的期待，放下对孩子们的那些不允许，只有这样
才能给孩子们自由并且给他们真正的爱。

爱孩子，要时时刻刻关注他们的心理发展，在生活中给予点
点滴滴的爱，作为一名教师，我们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孩子，
孩子也有自己的思想，需要我们老师通过更多的主动关心，
真诚的爱，坚持不懈的努力去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样学
生才愿意给我们沟通，因为这是一本爱孩子的书而不是教孩



子的书，希望让我们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孩子们而又给我
们光辉灿烂的自由。

论自由读后感篇六

世界上除了生命，什么最重要？金钱？权力？地位？都不是，
它是自由。没有了自由，就像一只被束缚在铁笼子里的小鸟，
惶惶不可终日，只能徒劳地等死，任人摆布。之前自己由于
习惯未曾精读过一本书，这个假期我静心读了《爱和自由》
这本书。我把看完这本书自己感触深的地方摘出来谈自己的
感受。

因为人们并不懂教育。搞教育的不懂教育，管教育的更不懂
教育也不想懂教育，是人类社会的通病。

这个我感触非常深。这里要说起《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
因为读完这本书我经常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所幸自己的记忆
力还不错，多年前的事情一直记忆深刻，这个我想《窗边的
小豆豆》作者东彻柳子也一定是对童年的记忆深刻才能完成
这本好书吧。我回忆起童年里因为把一群小朋友领到家里把
妈妈辛苦包的包子给分发了遭到妈妈的责备;回忆起小学时一
位女老师把一盒粉笔努力的向班上一位学习不好的同学砸过
去，粉笔四溅的情形;回忆起童年本来美好的夏天晚上怎样被
鬼故事吓的不敢回家;太多太多的故事让我记起不要这样对待
我的'孩子。所幸我还属于下面这段话的前者。

自己有心理障碍又知道有心理障碍的人绝少，而自己有心理
障碍又不知道自己有心理障碍的人太多。

关于这句话我最想说的是好多成人在自己有了孩子的时候，
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童年，忘记自己童年的故事，忘记自己童
年的愿望，忘记自己被束缚后慢慢被磨蚀的没有个性的痛苦!
而又继续把这种痛苦施加的自己的孩子身上!



个性跟创造力是画等号的。因此人的整个培养过程应该是一
个个性的培养过程。有个性的人是指在思维上、在整个生存
状态上跟别人不一样。关于个性我的理解是一定不能让孩子
受到束缚，这也就是《爱和自由》这本书里提到的自由。一
定要关注孩子的每个敏感期，要学会尊重孩子。不然的话也
就像下面说的一样，只能是这样的结果。

我们在成长中的每个敏感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指导，
我们甚至没有在“自己发展”时得到尊重，我们深深的、独
到的思维能力丧失了。虽然我的父母也爱我们，但是回想这
一路的爱，自己还是觉得有缺憾，虽然我也很爱很爱父母，
但是我不能说他们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予我自由的爱，宽容
的爱和理解的爱!所以对下面的话我要谨记在心，学会怎样去
爱。什么是爱，是一种巨大的宽容和理解，有了爱，即使不
懂教育，也能给孩子发展的基本权利，也能使孩子自由，让
孩子经自由走向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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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只喜欢真理。凡
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自息
的等待。”

看完《爱和自由》还有的一个感触就是关于知识，以及怎么
样去“教”。首先谈谈我的认识，我认为的教应该不是枯燥
的教，而是带着孩子去认识，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大量从生活
中学习而不是课堂学习的过程。下面的这一条我就非常认同。
认识事物的过程好比吃饭，经过消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并
自如地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这种东西是智力。而大多数情况
下，我们周围的环境都是这样教的。普通的“教”的本质了：
让孩子把注意力转向什么，然后“教”什么。但注意力不是
感觉，更不是深入的感觉。

看完《窗边的小豆豆》时我真的非常喜欢书中的巴学园，如
果我们的学校都像巴学园那样给孩子自由多好啊!而不是现在
这种“普通的教”。



当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他能够长久的沉思，他能够
浪漫的联想，在这个时候如果远处钟声传来的话，那么他这
种感觉会更好的加深，像诗一样。蒙特梭利说，一个优秀的
蒙特梭利教师，她的杰出点就在于，当这个孩子正好在森林
里散步的时候，老师就是那个钟声，能够把这种美好的感觉
加深。看完这段话我也有感触，不只是优秀的老师这样，优
秀的父母更应该这样。

另外关于怎样学习知识以及学习知识的目的，我也有很多想
法。以前看过一本书《图穷对话录》是新东方的一位老师写
的。里面有一段话给我记忆深刻，核心思想是学习知识、掌
握知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让我们幸福的生活。在《爱和自由》
这本书里我觉得也有相同的观点。这就是知识的用途。知识
应该同人的生命如水乳般交融，当人实施理想和愿望时，它
成为一种能力出现而不成为所谓的工具。

另外还想说的是关于童年教育的重要性。我自己一直坚信在
孩子的童年时期如果精心教育，远比孩子长大了才去单纯的
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要重要的多，这个我一想到中国那么多
的留守儿童便心生难过。不过这种现象暂时看不到有什么改
变，多数是因为生活所迫吧，但我一直觉得再难也不能难孩
子。关于这个早期教育的重要性，《爱和自由》全文贯穿的
都应该是这种思想吧。摘下来几段。

一名儿童如果在零至六岁形成了健全的品格，向善就成了他
的自然内驱力，他一生就是为了不断完善自己。

人类的创造力是非凡的，尤其是对一个孩子来说。如果他6岁
以前能够成长得非常好，他就越容易进入更高状态的人类的
思想、人类的情感和人类的一切科学理论，如果我们被某一
种东西禁锢的话，我们只能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童
年尤其是0-6岁，同成人相比是人生的两极。就像地球南极跟
北极一样。7岁不是6岁的延续。实际上在6岁以前他所奠定的
一切是为他整个一生做基础的，而不是为某种文化，或者某



个学校，或者某种知识的转化作准备的。

看完《爱和自由》我有个强烈的想法，就是非常非常想去做
一名能给孩子爱和自由的幼儿教师，这个在看完《窗边的小
豆豆》时就产生了的想法，自己希望像巴学园的校长小林宗
作先生一样，能够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热爱孩子。看来我
要好好想一想了，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应该就是幸福的生活吧，
而不只是简单的工作。

如果你爱孩子，让他的精神愉快，你给了他们美好，儿童就
能给我们带来一个金色的未来。这个希望寄托在儿童身上要
比寄托在任何成人身上更为可靠。因为“儿童是成人之父，
儿童是人类之父，儿童是文明之父”。

假如我们今天都能做到尊重儿童，让他们符合人的自然发展
法则成长，他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富有创意的。那么这个世
界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