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机械伤人心得体会(实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
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机械伤人心得体会篇一

【感悟】女儿三岁前，我是第一次做妈妈，第一次做妈妈怎
么会不用心呢？可是我还是有几件事情做的特别不好。

一次是满三个月，因为在家憋坏了。朋友约我出去逛街，因
为着急，我就赶紧喂奶，结果因为吃的太着急，最后都漾奶
了。我是一个怎样不合格的妈妈呀！我是爱孩子吗？我爱自
己胜过爱自己。现在想想，我太自私了！

半年产假结束一上班没几天，有一天学校有活动，回到家已
经10点多了。妈给我讲孩子怎么在被子里拱来拱去地找妈妈，
不禁让人笑，又不禁让人觉得可怜。孩子的安全感受到了强
烈的损伤。

她一岁的暑假，我去学车，每天也不能伴她，快开学的时候，
爸爸又住院了，我就离开她一周左右，就是那个时候以后，
她形成了咬下唇的习惯，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改掉。咬下
唇不是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只是一种现象，但也是
孩子强烈地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了。

这部分中各位心理学家对网瘾的阐述让我震惊，的确，错不
在于孩子，错在我们不懂得孩子。

“频频上网，与舅舅打21岁的外甥，这两者之间究竟哪个更
不正常呢？”



我们作为大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童心，已经完全不懂得孩子
的世界，我们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是对的，孩子什么都
不会或者什么都做不好。

但问题在于我们真的够权威吗？曾经有一次，女儿在练毛笔
字，我走过去说你要写得怎样怎样。她反问我一句：妈妈你
确定你说的对吗？听女儿这么一说，我没自信了。

就像武志红老师讲的，太多中国父母过于关注孩子，一个关
键的原因是，他们的生命已经乏善可陈。更有朱老师那
句“一群不读书不学习的人在努力地教学生怎样读书学习”，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父母或者家长不读书不学习，就只能在不知不觉的自私中，
自以为是地努力下去。越努力，效果越差！

读完这一部分，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权利结构终端的受害者。
因为我是一个精神最弱小的家庭成员。所以我庆幸，我没有
精神分裂，我在学习中避免了自己走向不好的方向。尽管性
格决定命运，但这并不意味着客体关系模式不可改变，只要
我们不断地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在伤痕上开出美丽的
花儿。只要我们正确认识自己，即使童年受伤，也不会阻碍
我们前进的步伐。

五岁之前是人格发展的关键阶段。一个人的人格在这一阶段
被基本定型。在这一阶段患病，在以后相似的人生场景中再
次爆发。

文中卢斌的例子触目惊心。仿佛把自己剥开来在放大镜下审
视。一个人的周围的密切人员，特别是她小时候的看护人对
他的影响，被层层剥开。

哀悼过去，与它做彻底的和解。



然后，清清楚楚走向新的美好生活。

机械伤人心得体会篇二

《为何家会伤人》的作者敢于挑战中国的传统式权威“父母
一定是无条件爱你的”，也提出自己对儒家思想的不同见解，
让我感觉读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不再是以往简单的心灵鸡汤
式文章。当我看美剧时，我总会惊叹于他们的直接，敢爱敢
恨，忠于内心，他们经常很坦然地说出父母是如此糟糕，而
不是一味地美化父母，他们只是简单的'陈述事实，却没有加
进去那些多余的道德绑架式暗示“父母是爱我的，我怎么能
这么对他们呢，一定是我错了”，这种真实感在书中得到强
烈共鸣，其实好多不合理现象我们有目共睹，但我们总善于
去伪装，去模糊真相，去逃避，而用一句无法求证的“爱”
来代替一切深层次的思考和回答。这也提醒我们缺乏思考的
人云亦云是如此的可怕乃至可恨，应常怀一份独立思考的智
慧。

作者一直也在强调两个字“感受”，无论在于朋友，家人，
恋人的相处中，我们都应记住这一点，“感受”才是重中之
重，因为在这种相处中，我们追求的都是“爱”，而非利益，
对爱而言，事实不重要，对错不重要，解决问题的关键
是“感受”，只有你懂我，我才存在，爱才存在。

机械伤人心得体会篇三

爱永远是好的，家永远是温暖的，这是我之前心里的定见。
本书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广泛存在的概念进行了深刻剖析，
读之让我对爱和家的.功能与作用有了全新的认知。

父母、夫妻、亲子，这些最亲近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似乎
每个人天生就知道如何去处，但说实话并不一定科学，很多
时候属于当局者迷的状态，即使蕴藏着很大隐患，如果不能
得到恰当的指导，也根本察觉不到，更不用说找到问题的病



根对症下药了。

本书的长处就在于将常见的家庭各成员之间关系的问题展现
出来，让我们明白很多严重后果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因为很
多问题如果不明白形成的原理，是不大可能做到最好的，因
为很多时候需要从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和视角观察与理解。通
常，恋人或夫妻之间吵架也好，父母和孩子之间闹矛盾也罢，
更多的是纠结于一时一事，很少有人会想那么多那么深，对
于对方的不讲道理和无理取闹，往往是难以理解、徒然助长
火气。

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就会完全不同，再面对类似问题时，至少
心里有深度探究的概念、更妥善处理的方法，不至于只是火
上浇油、激化矛盾了。

机械伤人心得体会篇四

上周，在孩子班主任的推荐下，一口气啃完了《为何家会伤
人》这本书。作者武志红，作为知名心理学家和咨询师，用
丰富的个案材料和专业的心理学原理，剖析阐释了很多家庭
问题，例如婆媳问题，母子情结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等等，
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原生家庭对下一代的诸多影响，同时作者
提出了可以缓解问题的一些观点，例如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
心，别把焦虑转嫁给孩子，婆媳关系不只是婆媳关系而是三
角关系等等。这本书引用的心理学专业理论较多，作为业外
人士，有些地方看得迷迷糊糊，如坠云里雾里，但也有很多
地方看得真真切切，如同亲身经历。这本书，对恋爱择偶、
家庭建设、子女教育等方面，有很多指导意义。让曾经自
诩“一切为了孩子“的我们这些家长，不得不自叹惭愧，不
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家庭观念和教育理念。
书中提到，“我们一生中会与许许多多的人建立各种各样的
关系，但恋爱是我们生命中能自主建立的最亲密的关
系。“只论亲密度，亲子关系一点不比恋爱关系逊色，但是
亲子关系是天赐的，而恋爱关系却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正是



因为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人生才有了意义。”恋爱是亲子
关系的复制。如果童年幸福，我们更可能复制幸福；如果童
年痛苦，我们更可能复制痛苦。”，当然，恋爱不是对亲子
关系的简单复制。实际上，我们不会按照现实父母的原型去
寻找恋人，而是按照理想父母的原型去寻找恋人。理想父母
都有一个特点：能给予我们无条件的爱。恋爱的蜜月期，恋
人会扮演彼此的理想父母，因为我们潜意识中会知道对方需
要什么。但是，等蜜月期过后，两个人的距离到不能再近时，
我们就会将恋人当作现实父母，以前对现实父母的那些不满，
现在会转嫁到恋人的头上，而且，在转嫁时，我们就是一个
蛮不讲理的孩子，恋人越爱我们，我们越不讲道理，这个时
候到了考验一场恋爱的关键时期，要想超越这个时期，最好
的情形是，一方面，我们明白自己的很多不良情绪不是因为
现在的恋人产生的，而是过去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我们的
恋人继续扮演着理想父母。婚姻之所以容易成为爱情的坟墓，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婚姻只是我们过去家庭模式的复制。
我们一直在循环，只要你努力，就能打破这个循环。”再亲
密的人也是另外一个人，和我们一样重要、一样独立、一样
需要被尊重的人，不要将恋人当作爱的工具。“一个健康幸
福家庭的建立，从恋爱择偶开始，学会认同独立，学会互相
尊重，这两点对于能否从恋爱平稳升级到婚姻，能否建立幸
福健康的家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书中讲到，家庭是传递爱的载体，从父母传给孩子，再由孩
子向下传递。不过家庭中居第一位的，不应是亲子关系，而
是夫妻关系。对此，国内知名的心理学家曾启峰形容说，夫
妻关系是”家庭的定海神针“，在有公婆（或岳父岳母）、
夫妻和孩子的”三世同堂“的家庭中，如果夫妻关系是家庭
核心，拥有第一发言权，那么这个家庭就会稳如磐石。相反，
如果亲子关系（包括公婆与丈夫、丈夫与孩子、妻子与孩子、
岳父岳母与女儿）凌驾于夫妻关系之上，就会产生最常见的
两个问题：一、糟糕的婆媳关系；二、严重的恋子情结。如
果有一个糟糕的婆媳关系，一般可以推断，在婆婆以前的那
个”新家庭“中，也曾有过糟糕的婆媳关系。而那个糟糕的
婆媳关系，让婆婆与其儿子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于家



庭而言，”烦丈夫、爱儿子“，“‘没’丈夫、爱儿
子“，”太愚孝、轻妻子“，都是不健康的模式，它们会很
容易地把这种不和谐关系传递到下一代。子女终究要离开父
母而独立生活，他们不该成为父母的最爱。父母的最爱，应
该是夫妻彼此，这种爱的模式和氛围，更有利于构筑稳定健
康幸福的家庭。(ps:由于历史和社会环境原因，我们可能很难
改变我们的上一辈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可以努力纠正我们的
价值观，尽力把健康的家庭模式传递给下一代，努力在我们
这一代，打破中国家庭中的轮回链条。)
书中也给了很多耳目一新的观点，例如溺爱的心理真相是宠
爱自己。表面上看，溺爱仿佛有那么一点伟大的味道，因为
从现象上看，溺爱的父母是通过牺牲自己来满足孩子的需要
的，但实际上，溺爱源自父母的自恋，溺爱的父母无视孩子
真实的成长需要，而是将孩子当作自己的另一个“我”，给
予过度满足。可以说，无限制地给予孩子，其实是无限制地
给予自己。与溺爱相对应的是真爱，真爱是尊重孩子独立的
爱，真爱的父母懂得放手，接受并乐于看到孩子的自我独立
和自我成长。有一种溺爱叫包办型溺爱，包办型溺爱的父母
不只剥夺了孩子自我探索的机会，实际上他们对真实感受也
常视而不见。他们这样做，会导致孩子眼中不信任自己的感
受，令他们不从自己的身上认识自己，而是从别人对自己的
定义中寻找答案，结果就是,他们迷失了自己。一个人的成长
过程就是他成为他自己的过程，爱是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因
素。我们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爱，孩子就以适应这种爱的方
式成长。除了溺爱这个话题，书中还提到了“密不透风的爱
源于自私”——爱的背后其实有一种恐慌，一些家长无法忍
受孩子的独立倾向，无法忍受与孩子分离的规律。“我爱你，
所以你要听我的”——以爱的名义替孩子做选择，这会有极
大的迷惑性。父母觉得做的对，孩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反抗。
但是父母和孩子都会因此而苦恼，父母发现，他们必须一直
为孩子操心，而孩子则会经常感到闷烦，甚至还会有窒息感，
就仿佛有人在掐着自己的脖子一样。这种窒息不难理解，因
为父母替孩子做所有的决定，就是在从精神上掐死孩子的生
命，并且，这种“掐”看上去是非常善意的。父母这样看，



孩子也这样想，社会也这样认为。表象可能会欺骗人，内在
的情感常常不会骗人，被掐得厉害的孩子常常做出一些极端
行为，来表达他们的真实情感。（ps：有时候孩子反抗的并不是
父母安排的内容而是安排本身，或许于此有关）“青少年太
听话不是好事”——好孩子易有两个恶果，一是叛逆期推迟，
前半生为别人而活，后半生为自己而活，故意和父母、老师
乃至单位领导对着干。二是缺乏生命力，太好的“好孩子”，
会有一种通病，缺乏激情。因为，他们努力学习也罢，努力
工作也罢，都不是发自内心，而是为了满足父母及家人的期
待，这种刻意的努力，是一种强迫性的努力，对努力来的结
果并没有什么大的热情，仿佛什么都可以失去，什么事情都
不能让他们兴奋(ps：佛系青少年或许跟这有关系)
家是港湾，爱是退路。这本书的内容很丰富，举例很生动，
剖析的也很深刻，以上只是摘抄了一部分，不再细述，有兴
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原书阅读。原本想写书评，谁知一不小
心写成了书摘，弱化了评论。相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
位读者看了原书以后都能打开自己的五味瓶。这本书，作者
用了《为何家会伤人》这个题目，我猜，他最想表达的就是，
如果我们的上一辈家庭是幸福的，就让我们努力继承这种幸
福，如果我们不幸继承了上一代的痛苦，就让我们努力把这
个轮回链条在我们这一代的家庭里解开，别让他继续伤害我
们的下一代。慎重理性的选择恋人伴侣、用心铸就和谐的夫
妻关系、学用真爱帮助子女成长。

机械伤人心得体会篇五

读完此书已有大约一个月，想写一篇读后感，却一直无从下
笔。具体的知识点，我只是读者、不是专家，"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为好。

直到今天，和朋友谈到孩子之间闹矛盾、孤立人等等。家长
都希望让孩子的环境越接近理想状态越好，但我不赞成成年



人过多干预。

童年其实是一个重大的机遇期——当然，机遇与风险也并存。
儿童恰恰是比较真实的，便于小孩理解人性，学习生存规则。
而成人过多的干预就太复杂，超出孩子理解能力。早慧的孩
子大多心理上有隐疾，理由很简单——人的精力有限，这里
强了那里就弱了。最好的是自然的、符合规律的。长远看，
对于无法理解的事物的恐惧与依赖——譬如家长的干预（甚
至动用社会力量与手段）——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可能比他
们同龄人之间的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与其强行干预，
不如利用好机遇，同时在风险出现时避免其现实化，足矣。
让孩子适当承受一点挫折并表现出来、转变过来、成长起来
是好事，也恰恰是建立互信的亲子关系的一个机遇。

出于爱，家长当然想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不过我觉得更重
要的是，让孩子有自己适应环境甚至改变环境的能力。家长
管不了一辈子，激发孩子内心原动力、培养孩子自身能力，
或许是更重要的——这才能伴随孩子一生。

更大程度上，孩子长大要面对的是一个远不完美的世界，家
长自己都身处其中、甚至自顾不暇。所以我觉得最迟至孩子
青春期，应该开始准备面对面对这些真实的不完美。

引申开去，还想谈谈家长。爱或许是行动的动机，但是不足
以单独证明行为的正当性。"爸妈是为你好"这种话，想必很
多人从小到大耳朵都听出老茧了。但是光有善良的动机是不
够的，还要有长远的眼光、全面的分析、准确的判断、恰到
好处的执行。而这些，做家长的恰恰需要扪心自问，自己到
底掌握多少。

如《为何家会伤人》书中所言，很多家长表面上看、或者说
在意识层面，行为的动机是爱；而在潜意识层面，其行为，
更深层次的心理动因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这是
人的本能，故如此行事无可厚非，但是却正常而不正确，可



能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困扰。如书中所言，常见的一个例子，
便是夫妻感情不好、于是转而"一切为了孩子"。在家长高呼"
都是为你好"的时候，他们恰恰忽视或者掩盖了他们决策时为
自己盘算的一部分——很多情况下是不自觉的，部分人善于
骗人，大多数人善于骗自己——这恰恰是"部分真相法"，一
种常见的欺骗策略。忘掉道德教条和说教，专心研究具体问
题，根据客观规律、利用客观条件办事，恐怕比按照自己的
本能去行动更必要却也更难——那得学多少东西、花多少心
思啊。

这时候有些家长会反思自己，而另一些还是有话说的："咱小
时候不也是爸妈糊里糊涂带大的，咱不也长这么大了。哪有
爸妈不为孩子好的。"又把动机、行为、效果三者混同了。主
观认识与客观情况绝对永恒高度一致，那只有全知全能的上
帝了。怕看到自己的问题，惰于改变自己、总想改变别人，
或许也是人心理上本能的自我保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