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正向教育心得(模板7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正向教育心得篇一

《正面管教》第四章是重新看待不良行为。读完此章后我在
教学中和在教育自己的孩子上有了更新的认识，确实受益匪
浅。下面对我在本章中认为有价值的句子和段落摘录下来，
与大家一起分享。

既然我们要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就应该学会控制
我们自己的行为。有了这种意识，我们就能够成为对自己的
行为负责的人，并且将我们的行为转变成鼓励孩子的行为改
进，并且又不损伤孩子的自我价值感。我们就能够自己
先“暂停”以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直到我们能够深思熟虑
而不是不假思考地对孩子作出反应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不良
行为承担至少与孩子同等的责任，并且要学会使用鼓励性的、
有长期效果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符合“有效管教的四个标
准”的所有要求。

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对孩子因失望而
做出的行为有更多的了解。

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是一个丧失信心的孩子。

在你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时，要注意不能反击，而应该表示
理解孩子的感受：“你现在一定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
能理解。要是换成我，我可能也会有那种感觉。”对孩子的
感受表示理解，是消除报复循环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但



是还需要紧跟着解决问题：“当我们都觉得好受些以后，为
什么不一起谈谈这个问题呢。”

鼓励是改变孩子行为最有效的方法。一个受到鼓舞的孩子不
需要行为不当。

只有抱着鼓励、理解和相互尊重的态度，这些方法才能有效。

把孩子引向建设性的行为。做孩子意料不到的事情。定期陪
孩子。花时间训练孩子。说出你的爱和关怀。

在孩子觉得自己被理解之后，可能会更愿意听你的看法，并
和你一起解决问题。

你越是要控制他们，他们就越是不屈，并且越是远离你。

赢得十几岁孩子的合作的最好途径，是以相互尊重、相互平
等的态度来解决问题。

最惹人讨厌的孩子，往往是最需要爱的孩子。

记住，惩罚虽然能暂时制止不良行为，但不能永久性地解决
问题。只有通过鼓励来帮助孩子体验到归属感和价值感，才
能获得长期的积极效果。

在了解了这一章的知识后，我把学到的理念用到了与孩子们
的相处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本书确实值得我们认
真阅读。

正向教育心得篇二

终于把《正面管教》这本书好好通读了一遍，真的受益匪浅。
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培养还是对学生的教育，我都从中学到
了不少可操作性的，而且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正面管教的方



法是否能运用的恰当或有效，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能不
能真正领悟到作者字里行间的意图。通过我的切身体会，我
觉得值得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借鉴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正面管教是一种既不惩罚也不娇纵的管教孩子的方
法.....孩子只有在一种和善而坚定的气氛中，才能培养出自
律，责任感，合作以及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学会使他
们受益终身的社会技能和生活技能，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业成
绩。我想这是这本书的一个大前提，也是一个宗旨，如果我
们能带着这个前提走在我们教学的道路上，相信，我们在对
待学生的问题上，出现在大的问题，我们都能通过正面管教
的方法得到解决或真正的改善，而不是越来越糟。

其二，理解以下四种错误目的：

寻求过度关注——错误观念：只有在得到老师的关注时，学
生才有归属感。

2.寻求权利——错误观念：只有当学生自己说了算或至少不
能由老师对我发号施令时，我才有归属感。

3.报复——错误观念：学生得不到归属，但他至少能让老师
同样受到伤害。

4.自暴自弃——错误观念：不可能有所归属。我放弃。这几
种发生在学生中的错误目的其实是他们行为不当的真正的内
在原因,也是他们出现问题的内在驱动力。但作为老师，我们
往往只能看到学生们的负面表象，而看不到表象的实质，很
多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实，这或许就是我们的
很多学生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误的原因。如果我们老师能
真正解读了孩子行为背后的东西，也许许多问题我们处理起
来就会容易的多，也会更有效。

其三：自尊，一个容易造成错误的概念。读了这本书，使我



对我们以前常常挂在嘴边的自尊有了新的认识。我相信，如
果我们认为自己能够给予学生自尊，实际上就是对孩子的一
种伤害。一场“给孩子自尊”的运动延续至今，内容包括我
们课堂内外经常运用的赞扬、快乐小贴纸、笑脸以及让孩子做
“今天最重要的人”。这些都可以是好玩儿而无害的，只要
孩子不认为自己的自尊取决于外在的他人的评价之中。如果
出现这种情况，孩子可能就会变成“讨好者”或“总是寻求
别人的认可”。他们就学会了观察别人的反应来判断自己行
为的对错，而不是学会自我评价与内省。他们培养出来的
是“她尊”，而不是“自尊”。我们能为孩子做的最有益的
事情，就是教孩子学会自我评价，而不是让他们依赖于别人
的赞扬或观点。这一观点我要好好的琢磨，并在我以后的工
作中能不断的通过改进而实行。

其四，孩子们需要感觉到自己被人需要，我们怎样来“赢
得”孩子。当孩子们觉得你理解他们的观点时，他们就会受
到鼓励。一旦他们觉得被理解了，就会更愿意听取你的观点，
并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记住，在孩子们感到你的倾听
之后，他们才更可能听你的。

其五，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是一个丧失信心的孩子。如果
我们能够牢记，在不良行为的背后，是一个仅仅想要有所归
属并且不知道该怎样以一种恰当、有效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
标的孩子，我们对不良行为就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仔细
审视一下是否是老师的行为招致了孩子相信自己无所归属或
没有价值，也会有帮助。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到孩子的行为
是以目的为导向，并意识到孩子行为背后的目的首先是寻求
归属感和价值感，我们对待孩子不良行为的态度就会不同了，
我们就不会以为孩子总是在故意捣乱，总是喜欢跟我们对着
干，而且也该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忽略了孩子的感受，或
者伤害了孩子的感情，才招致孩子缺乏归属感和价值感的。

其六，犯错误是学习的好时机。我们自己要学会、而且也要
教孩子学会把错误看做一个让人兴奋的学习机会当我们把错



误看作一个学习机会而不是什么坏事时，为自己的错误承担
责任就变得容易多了。正像大多数成年人和孩子一样，即使
我很明白应该怎么做，可有时却不一定能照着去做。

其七，要确保把爱的讯息传递给孩子。当老师记住了要确保
把爱的信息传递给孩子时，我们就不但能够取得积极的效果，
而且还会体验到更多的快乐。我深有同感，多少次我和学生
们都是在爱的信息传递中消除隔阂，增进感情。“没有爱就
没有教育”！

《正面管教》正面管教这本书，是一本真正的好书，以后在
工作中，我会经常拿出来拜读，相信它能引领我的教学之路
越走越宽广。

正向教育心得篇三

工作之余拜读《教室里的正面管教》一书，实在是一次对自
己日常班级管理观念的颠覆。在读的过程中，我对于“管
教”一词有了新的理解。在我原来的认识里，管教应该是一
种威严，是约束，是赏罚分明的，首先要管，之后才是教。
而这本书中谈到一个词语“正面管教”。如书中开篇所言，
正面管教是一种基于问题解决的教育方式，与现在普遍执行
的以奖励和惩罚为基础的管教方法有别。而在我的班级管理
当中，奖励与惩罚即是我自己在班级日常中最擅长使用的管
理方式。

谈及奖励与惩罚的手段，这二者是我在班级管理中，见效最
快的手段方法。我任教的一年级为了让孩子“懂事”、“安
分”、“听话”，我采用了奖励的形式，即得到表扬的孩子
能拿到奖章，反之，得到批评的孩子则得到无法得到奖章。

这个方法的实行，在短期时间内获得了极大的成效。班上孩
子为了“金星少年，银星少年”为了奖券，似乎安分听话了
不少。可是这个“安分”的状态并没有维持太久，几个星期



后重新开始问题重重，对孩子们来说，班级制定的奖惩制度
已经失去了新鲜感，老师的呵斥他们也已经能够完全免疫。
正如书中所言，孩子们成为了惩罚和奖励的被动接受者。

《教室里的正面管教》一书指出，科学的班级管理方法应该
是让孩子们在一种和善而坚定的气氛中，培养出自律、责任
感、合作以及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使他们受益终身的
社会技能和生活技能。而以上的能力培养，目前正是我的班
级中极其缺失的。这本书不仅帮助我发现了以上的自我反思
问题，还详细地介绍了如何运用正面管教方法使孩子获得这
种能力，如何去和学生沟通，才能达到最理想的效果。

本书实践性非常强，可谓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书典范。
在接下来的班级活动中，我将会以书中案例为模板接着进行
班级管理尝试。

正向教育心得篇四

最近准备去上一门正面管教的家长认证课，课前需要完成一
篇读后感，于是拖更了好久的我贴过来凑数：在20xx年的中
秋国庆节，我们惊喜的发现有一个小生命在我腹中孕育了。
从那一刻起，我就想把我能给的最好的都给他，带他好好的
看一看这个世界。

我始终坚信做一个更好的、快乐的妈妈是对孩子非常重要的
事情，刚好做幼儿教育的朋友向我推荐了正面管教，当时大
着肚子粗读了整本书，说实话并没有很深刻的感受，大概也
是因为没有践行机会。但是“和善而坚定”这个概念已经深
刻的印在我的脑海中，也为我之后养育我的孩子打下了一个
不错的基础。

现在我的宝贝已经15个月，是一个温暖的、开朗的男孩，乳
名叫做卤蛋。当然他也会有让人头疼的一面，比如在“探索
世界”的过程中将玩具大力乱扔后咯咯大笑，如果制止他会



愈演愈烈，我试着将正面管教的方法使用在这件事情上，首
先蹲下来温柔的告诉他玩具不能扔，并演示是应该怎样玩的，
之后拿来他的皮球告诉他球是可以扔的，经过几次反复的耐
心讲解和告知，成功的纠正了他的这个行为。

经此一役，我对正面管教的好感倍增，又找来了《0—3岁孩
子的正面管教》一书来细读，我的爱人看到后问我：卤蛋做
了什么事情惹妈妈生气吗？想怎么“管教”他？这似乎也代
表了一些人的普遍看法，认为管教是相对贬义的，要犯了错
误后再去进行管教，而实际并非如此。以我的理解，“教”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书中也提到要给孩子建立日常惯例，
培养出好的习惯。卤蛋从百天之后就有作息时间表，不论是
我或者老人照看他都要遵循同一套流程，这样做的好处是即
使看护人变了，他的作息也相对稳定。现在1岁多的他，吃饭、
睡觉、玩耍都有相对稳定的时间段，以晚上睡前流程为例，8
点半洗澡换睡衣，9点晚安奶—刷牙—上床读故事—听音乐入
睡。规律的作息生活让大人孩子都过得安心舒适。

正面管教的教育理念是为孩子建立合理的规则下，给孩子充
分的爱、自由及尊重。书里面说到“最惹人讨厌的孩子，往
往是最需要爱的孩子”，这点我深以为然。有时孩子大喊大
叫可能只是想让父母看到他的诉求，试着俯下身来站在他的
视角去看一看他的世界，也许会有一些不同的体会。记得小
时候，家长总骗我说是垃圾桶捡来的，这是我至今都耿耿于
怀的谎言。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问我他是怎么来的，我会告
诉他，在他还未见到这世界时就经历了漫长的孕育，告诉他
生命的来之不易，告诉他爸爸妈妈很珍惜他，他很重要，他
也要珍惜自己。没有一个小孩是想被捡回来的。

卤蛋有一阵分离焦虑十分严重，缠着我不让出门，有些所谓的
“经验之谈”告诉我趁他不注意溜出去，他玩起来就忘了。
我并没有那样做，只因不想骗我的孩子，我想每个大人都不
愿意受到欺骗，小朋友也是一样的。我选择如实的告诉他：
妈妈出去上班，晚上会回来陪他玩。读后感他想要的不过是



妈妈抱抱他，亲吻他的额头，告诉他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也会
很想你很爱你，和他承诺在他乖乖吃过两次饭之后妈妈就会
回家。逐渐的，卤蛋对早上爸爸妈妈离开家里去上班变得欣
然接受，主动的和我们拜拜，在晚上回到家的时候也会十分
开心，并给我们展示今天又学会了什么新本领。

安全感满满的他还会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保护妈妈。
有天家里出现一只小强，我是十分害怕这种生物的，叫爱人
出面解决，同时和儿子说妈妈好怕，你可以保护妈妈吗？令
我惊喜的是，这个小小男子汉张开双臂抿着小嘴紧紧的抱住
了我。也许那一刻起，在他的内心已经有了责任感，他知道
他是被需要的，他可以帮助妈妈。这恰恰也是正面管教中提
到的基本方法——给孩子提供帮忙的机会。后来想想我为什
么会下意识的对卤蛋说这话呢，应该是我把他当作是和我平
等的人，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妈妈，这让我对我自己很是欣慰。

我真的很庆幸在怀孕之初就接触到了正面管教，让我在育儿
本应最头疼的初始就有机会去实践，我想这也为卤蛋将来的
成长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未来我会继续学习，做一个更
好的自己，更好的妈妈，始终尊重孩子的决定，平等的对待
他，温和而坚定的执行，帮助他寻找到归属感和价值感，让
彼此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尽可能的将正面管教传递给同样的有
需要的家庭。

正向教育心得篇五

节前，我回复了一张儿童问题贴，当时就在想，这坛上多人
推荐了《正面管教》一书多次，为什么这个“正面”做得如
此不到位？于是想借借他山之石。搜了一下关于这本书的帖
子，却明白了我初来此坛时面临的状况。

就如同社会不公平问题的现象总结，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观



点：平等意识不到位。但是如何做到平等，却手把手教不了，
因为人多元。同理，正面管教意识也是一种认识，但是如何
做到正面管教呢？《正面管教》一书中的事例和行为指南，
首先应该是帮助家长们去理解什么叫“正面”，而不是一种
教条的行为结论灌输。举个例：小时候背“天对地，雨对风，
大陆对长空”，可不是为了“天”只能对“地”，“雨”只
能对“风”。否则，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就在这种唯一正
确中给教没了。所以，我不看书的内容，也可以写自己对正
面管教的理解，因为现实家庭情况可以不同，但“正面”的
原则相同。

《正面管教》这本书在进入中国后，还出现了一问题，国内
营销活动给这本书加上了不实之词。比如：“正面管教讲述
的是一种既不惩罚也不娇纵的管教孩子的方法。”

对于那些爱心无比，现实中又因为管教孩子而无比心痛的父
母亲来说，这可是最好的广告词，但仅是广告词而已。竖立
规则和界限，如果语言文字就可以了，还要监狱干嘛？记得
以前某偶像电视剧中有句台词“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
嘛？”，说得正是这个道理。

这样的广告词，对于营销父母们去学习学习“正面管教”是
双赢，但是对于教条思维的大脑来说，也伴随着，世上有无
负面管教作用（神仙手段）的虚妄认识。这不是该书应有的
东西。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正面！既不是俯面，也不是仰面。
俯面，是上对下；仰面，是下对上；正面，是面对面。管教，
需要一种地位平等的原则。如果一位家长无论形式上做得多
漂亮，俯面看孩子，言行中全是我正确你错误的教，或者仰
面看孩子，言行中全是围着孩子利益转的教，都不是平等的
面对面。所以，需要把那句广告词改一下，“正面管教讲述
的是一种既不俯视导致强行灌输，也不仰视导致娇纵的管教
孩子的认识方法。”



正面什么？正面孩子的现在！既不逃避推诿，也不上纲上线，
就事论事。逃避推诿的形式，常在长辈那里听到，比如“孩
子还小，这点事不算什么”；比如“小时这样，大了自然而
然就好了”。自古未闻狼孩突然变成社会人的事例，人猿泰
山的传说不过发生在故事里，但很多父母不懂。不能立即就着
“孩子的现在”防微杜渐，常见的结果是什么呢？幼时任
其“自然而然”，大了开始急，一阵病急乱投医后，变
成“这孩子只能这样了”，“都是孽啊”等等的上纲上线。
这就是心理逃避到了无法现实逃避，然后就“命运”了（改
心理按摩了）。

正面什么？正面孩子的行为！不是管教人，而是管教人的行
为。不是把坏孩子管教成好孩子，而是帮助孩子建立起符合
他自己人生愿望的行为习惯。这里说说“让孩子快乐”，孩
子不做作业的当时是快乐了，难道孩子到了学校，在老师和
同学面前还快乐得起来？说个谎骗个人，当时是快乐了，最
后没人信自己说的话了，还能快乐得起来？“狼来了”的故
事只是为了教育孩子编出来的？它恰恰说的是人社会化生存
的大道理。我就允许孩子沉默，因为这是孩子在现实惩罚和
说谎不快乐之间的折中选择（这一在成年人中被称为良心煎
熬的现象，我认为才是对人真正的惩罚，肉体和外物的惩罚
算球）。等到孩子嘴上认错比谁都快，行为却从不改正的时
候，家长就该好好反省自己了。这很可能是因为没有真正管
教到孩子行为，只是管教到孩子嘴巴导致的。

正面什么？让孩子正面自己！不是盯着他人，而是正视自己
的愿望。别说孩子，就是成年人，又有几个是愿意自己不如
别人的？时点上现实的不如，愿望上又不接受，怎么办？自
己努力呗。因“不如”而羡慕，不是一种坏的心理状态。
因“不如”而要嘴上踩两下，就变成了嫉妒，开始发酵。
因“不如”而要行为上给别人下绊子，便发展成了恨。统称
羡慕嫉妒恨。羡慕完全可以发展为你追我赶的良性竞争。盯
着别人比烂，君子不为。无论别人好坏，君子“反求诸己”，
这是中国的文化。



可读的地方很多，先说到这里。这四读分别对应，平等的社
会意识、实事求是、正直诚信、自己为自己负责。如果从
《正面管教》一书只能读出该怎么管孩子，而读不出“正
面”是什么，这学习的有些太功利。

正向教育心得篇六

读完《正面管教》这一本书后，我的脑海里总是想起上面这
段话。

一直以来，很多人把《正面管教》当做是行动指南，在遇到
具体问题时，都会去从书中去找解决方法，也确实解决了很
多问题。是啊，随便翻看一页看看，都是我们作为班主任或
者家长经常会遇到的场景。但仔细一想，这本书这么好，为
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看完之后只能使用其中的三招两式，却不
能全部地灵活地运用于自己的工作生活中？我认为就是因为
我们觉得这本书是一本行动指南，一个随时可用的救急手册。
其实不然。

在读其中几个章节时，我一边点头认同作者的观点，这一边
却发现自己可能在工作生活中根本做不到。因为要改变的并
不是从嘴里说出来的话语，而是从思想上就要改变自己。比
如第七章谈到“鼓励与赞扬”，从道理上我们都明白鼓励对
孩子的促进作用是更加深远、长久的，但是在实际情境中，
多年的思维习惯决定了自己在当时的情境中会说什么话，而
不是最近读的一本书教会我们要说的话。作者在书中给出了
一个“鼓励和赞扬之间的不同”的一个表格，但是在实际中，
我们不会对照着表格去说话。多年的思想决定了我们在特定
场合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并由此塑造了我们和他人之间的
关系。

读书时心潮澎湃，跃跃欲试，到了实际又重回老路，这就是
现在读书时经常遇到的问题。所以，不管是哪本书，都有自
己的价值，关键在于读书的人是不是一个“认死理”、“一



条道走到黑”的人。所以，《正面管教》厚厚的一本书背后，
其实要让我们读书的人改变自己的思维定势，进而改变自己
的语言习惯，形成一个新的语言系统。如果能够有这样的决
心，《正面管教》这一本书，就可以解决我们班主任工作或
者孩子教育中的大部分问题。

practice makes perfect.英语这句格言对应的汉语是“熟能
生巧”。任何技能的掌握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练习，去实
践。这本书也是。《正面管教》这本书很有价值，若是想让
它对自己有帮助，要做的就是不断阅读，不断反思自己的思
想、语言和行为，在工作生活中做出调整与改变，每次改变
一点，每天调整一点，相信最终一定能够对我们的工作、生
活带来很大的益处。

正向教育心得篇七

经学校领导的推荐，我有幸拜读了美国作家简尼·尔森的著作
《正面管教》，这本书的内容对我帮助很大，很多理论和例
子，启发我们如何有效管教孩子，让孩子在和谐、有爱的环
境中健康成长。阅读的过程中，我一边勾画，一边结合着自
己的育儿和教育学生的经历，进行自我反思，使我受益匪浅。

赢得孩子而非赢了孩子

书中赢得合作的四个步骤：

(1)表达出对孩子感受的理解

(2)表达出对于孩子的同情

(3)告诉孩子你的感受

(4)让孩子关注于解决问题。



这是非常实用的方法。曾经也在自己孩子身上试用过，借用
这四个步骤让孩子有耐心的穿好了自己的衣服，(孩子是刚学
穿衣服的阶段，穿不上衣服难免会有些着急不耐烦之类的)，
孩子之所以能改变她的行为，是因为大人用了鼓励的方法，
给了孩子支持的感觉。让孩子感到亲近和信任并且愿意耐心
学穿衣服。

鼓励而非赞扬

德雷克斯说过：“孩子们需要鼓励，正如植物需要水。没有
鼓励，他们就无法生存。”鼓励的学问非常深，作者从很多
方面阐述了鼓励，比如：相互尊重、着眼于优点、将不良行
为转向有贡献的方向等等。想想平时自己赞扬孩子：你今天
的表现很棒、你做的正确、你真是个乖孩子等，单单指向做
事的人，被赞扬的孩子得到了认可，其实是为他人而改变自
己，以后会完全依赖于别人的评价做事。而鼓励是指向人的
行为，孩子们会为自己而改变，我们可以这样鼓励：你可以
耐心搭好积木，真是了不起。你上课非常专注，而且可以把
重点知识记下来，我们要向你学习。鼓励的长期效果在于他
能让孩子自信。赞扬的长期效果是让孩子依赖于他人。

把错误看作学习的机会

通过有效班会解决学生的问题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也是学生
学习的机会。班会之前，在全班人都可以接触到的地方放一
个记事本，学生在下课期间将自己的问题记录其中，定期开
班会进行解决。

开班会时学生坐成一圈是很重要的(教师也要和学生同坐在一
起)。班会的流程是这样的：

(1)从致谢开始，运用发言棒，顺着学生坐好的圆圈传递，致
谢时以“我想要感谢(同学的名字)……(所做的某件事)”的
形式进行发言。



(2)宣读问题。

(3)顺着圆圈传递发言棒，让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4)把每条建议都让学生记录下来

(5)宣读所有的建议，问提出这个问题的学生，他认为哪一个
建议更有帮助。

(6)开始执行自己选定的建议。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流程迁移到自己的班级中，学生能在班会
中学到学业知识和社会能力，并学会正确的表达、开阔的思
路、倾听的技巧等。让学生明白遇到问题或者做错事情不是
一件坏事反而是大家学习的机会。

孩子们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我们不能将自己的思想强加
于孩子，更不能惩罚，而是尊重孩子倾听孩子的心声，理解
孩子内心的感受，一旦他们觉得自己被理解了，就会更愿意
听取你的意见，并会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本书让我学到很多有效管教孩子的方法，更感受到要想改
变孩子，首先要改变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