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爱和自由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汇
总8篇)

欢迎词天职在身，我代表全体员工恭迎各位贵宾的到来。在
欢迎词中，我们可以采用感激、敬意、赞美等手法，展示对
来宾或参与者的尊重和喜爱。在这里，小编为大家提供了一
些欢迎词的范文欣赏，希望能够激发大家的创作灵感。

爱和自由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一

这里要说的是负债：充分调动你的自控力，理性消费，控制
好你的负债。现在普通人生活中最多的负债就是信用卡和住
房贷款。这些负债管理好是你财务自由路上的助推器，管理
不好就是绊脚石，细心经营，不要被债务牵着鼻子走，千万
不要透支。这一点我还是自认为做的比较好的。刷卡消费绝
对不在自己承受的范围之外，信用卡支付不是用来扩大你的
消费欲望的。

爱和自由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二

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
由——泰戈尔

这是《爱与自由》的作者孙瑞雪老师很欣赏的一段诗，同时
她也将诗句中的“爱”和“自由”作为她这本幼儿教育演讲
录的书名。作为一名教育教领域的工作者以及一位三岁幼儿
的妈妈，我非常庆幸在这时读了这本书，它让我得到了一次
心灵的洗礼，告诉我不仅仅要爱孩子，更要学会如何爱孩子。
书中有太多太多让我感动的语句，也有很多让我受益匪浅的
道理，让我明白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更重要的职责是让孩子
在爱的环境中建立起稳定的安全感和自信，让孩子形成完整
的人格远远重要于知识的传授。



孙瑞雪老师是一位蒙特梭利教育（蒙氏教育）的倡导者，所
以书中处处都体现了蒙氏教育理念。许多幼儿教育工作者和
家长都会在不经意间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幼儿，我们会不经
意见扮演了“上帝”，孩子的“上帝”。其实看似弱小的幼
儿，他们内在蕴藏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潜能，他的发展
不需要成人给他们增加什么新内容，只需要给他们提供发展
的环境和条件，蒙特梭利说过：“我们要做孩子精神上的仆
人而不是主人。”如果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都应该了解儿
童成长的科学规律，在实际的生活和活动过程中让他们
的“精神胚胎”（敏感期）的内在规律自然发展，他们一定
会成为人才的。的确，零到6岁甚至到12岁，儿童都处在很弱
小的状态，必须有成人来帮助他成长，但并不是成人自以为
是的“灌输”，而是需要条件准备，儿童自己会吸收。儿童
内在有一个自然、有序的发展过程，它只需要我们提供一个
适合他们发展的环境。书中还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让我们
成人会“爱”孩子而不是“教”孩子。在整本书中没有看到
具体的教法和技巧，更多的是用饱含激情的话语让我们体会
到蒙氏教育的'核心——对孩子的爱和尊重。

书中提到在《早期教育与天才》的书中提到一个观念：天才
就是强烈的兴趣和顽强的入迷。这里提到的兴趣是孩子天生
就有的，而且孩子的个别差异决定了他们每个人会对不同的
事物感兴趣，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教育却与之相违背：画画
全班都画，数数字集体来数......人们有很多东西必须是共
有的，比如知识、道德，这是有理由的。但共同的东西不能
共同的时间来教，即使孩子开始能用，那也是小学以后的事
了。幼儿园(3-6岁)的儿童还不能很快的将感觉点转向成人招
引过去的注意点，这个能力是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强的，我
们的《幼儿园教育实施纲要（试行）》上也提出要保护孩子
的个别差异，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每个幼儿生来
就是独特的，有个性的人对周围世界的感知是独一无二的，
思维状态也是很独特的，如果每一个儿童能带着自己独特的
思维看待周围的世界将来也一定会是富有创造性的人才，这
样我们的教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发展每个人自身的潜力。



现在的社会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幼儿、幼儿家长、幼儿
教师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这样的“三独”现状也带来了许
多转变，作为教育者，我们的传统儿童观也要向心生代儿童
观转变，现在的儿童交友面广，接受新事物的的能力方面都
比较强，所以我们这一代的老师应该更加注重孩子的个性培
养，不要过多抑制他们的欲望而是要发展它们。这需要我们
老师平时的观察，在细节上鼓励孩子发展他们的兴趣。

在《爱与自由》这本书中我深刻的体会到了什么叫真正
的“爱”！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在各方面发展都
会比较出彩，比如孩子对父母的依恋程度小、独立性强、思
想开阔、自信、记忆力好、解决问题能力强，同时孩子快乐
无比！许多家长会有错觉：父母越爱孩子，孩子就越依恋她
（他），但在作者看来是，父母越爱孩子，孩子也就越不过
分依恋父母。因为很多经验告诉孩子，父母只是短暂离开，
那种持久的爱的行为使孩子自己知道父母不管在哪里，爱是
稳定不变的！所以父母对于孩子的态度不能起伏太频繁——
爱他们的时候会表现出特别爱，情绪低落时候又会对孩子冷
漠态度，这样在孩子心理上会造成一定的压力，他们会怀疑
父母是否是一直关爱自己的，这样会不利于孩子安全感的建
立，对他的成长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书中第十三章节——自由与纪律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不仅仅
是对未来教学理念的启示，更是对我自身的发展也有了一个
重新的认识。作者赞成给孩子充分的自由，这样才能最大限
度的摸清事物的规律，才能去认识、认知，这就是充分发展
潜能的自由！当然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建
立在一定的“纪律”的基础上的。然而，在蒙氏教育理念里：
纪律必须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因为人是自己的主人，
当你是自己的主人的时候，当你自动遵循某种生活准则的时
候，那你就有了自我控制能力了，人的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称
之为纪律。但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理解的守纪律，就是
听老师话，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其实不然。事实上，儿童是
非常愿意遵守规则的，他们常常在游戏中主动的约定一些规



则并且很好的遵守它，像是游戏规则、卫生规则、交通规则
等，但这些规则是和儿童发展和谐的，是儿童在生活中、在
与同伴游戏中自己建立的，是和幼儿的内在需求没有冲突的。
这样的规则基本上都符合量少、严谨、科学的要，这样儿童
才乐意去自觉遵守并感到快乐！蒙特梭利说，我们必须避免
抑制孩子的自发活动，显然这是指在行为上给孩子自由。孩
子们有了自由就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有了兴趣就
能反复的做那件事，因为长久的专注，儿童就会逐渐感知和
把握事物的规律并顺应这种规律，最早的纪律就形成了。

专注是思维活动，专注可以产生智慧。智慧需要有自由的时
间和空间的保证，更需要行动的自由。人的行动越多的运用
智慧，人的内心就能保持内心的平静。现在的人越来越表现
出浮躁的心态，可能也是因为从小生活在强制的约束之下的
结果吧！儿童和成人还不一样，把自由给成人，成人有可能
就睡大觉，什么都懒得做，或者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放
纵了自己，另外，成人可能什么都不做，“懒散”多舒服！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儿童时期被扭曲了的成人。但儿童生下后
有一种自然的法则，就是不断地、不停止地发展生命，儿童
没有一秒会放弃这种发展，因为内在的力量在驱动着他感知
周围的一切（学习），所以活动中的幼儿是最正常的幼儿！
而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小时候很多的是在成人的强制下长大
的，长到成人可能都不曾做过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且更多
的情况是这样，习惯性的接受任务、指令，如果不给分配任
务就觉得无所事事。在蒙特梭利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是
儿童期没有获得过自由，凡事都不敢去超越某个范围，无形
中的禁忌使人不敢去思考，事实上我们许多人可贵的创造力
就是被这些所谓的规矩、规则给抹杀了。

《爱与自由》整本书直观、感性的体现着蒙特梭利教育观和
理念，但不是人人都赞同这样一种教育观念，不过在《爱与
自由》这本书中让我了解到了为么现在社会上会存在一些奇
怪的现象，我仿佛能从这本书中找到一些根源。许多人的行
为都是在年幼的时候形成的，然后逐渐影响到整个成长过程。



零到六岁的儿童对新事物新知识的吸收性是成人无法想象的，
他们在这几年里学到的东西可能是将来一生都没办法赶上的，
而我们成人能做的不是一味的灌输，而是在了解这个规律后，
为他们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让他们成长，发挥出他们
的潜能！好书总是要不停地、反复地研读，这本书我肯定会
再次翻开，或许在我工作实践后会有另一番新的体悟！

爱和自由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三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些发达的国家里早已有了水族箱。一只
刚刚从蝌蚪转化为青蛙的青蛙被人抓入了一个家庭水族箱。
在这个水族箱里还生活着一只龙虾、一条小泥鳅、两条小鲫
鱼和三只小螺丝。小青蛙问小螺丝：“你们是什么时候来到
这儿的？”“嘿，哥儿们，别去打扰他们，不然，他们会爬
到你身上来的，我有这种经历_很难受！”龙虾插话了。“那
么谢谢！”青蛙耸耸肩，继续问：“那龙虾先生，您知道怎
么样才能逃出去吗？”“哦，不！难道你不喜欢这种衣食无
忧，安逸舒适的生活吗？”龙虾尖叫起来。“我喜欢光明和
自由！”青蛙轻轻地叹了口气。终于，青蛙找到了出逃的路
口_排水管道。小泥鳅、小鲫鱼、小螺丝都跟着青蛙逃走了，
只有那只龙虾还待在水族箱中。上帝赐给小动物们希望，排
水管道的出口是一条大河！他们这一次的出逃，改变了他们
的命运，他们找到了光明和自由！龙虾最终被主人吃了。临
终时，他想：“要是我跟着青蛙出去，那该多好呀！原来不
管人还是动物，都要想想将来，不能只顾着眼前的利益
啊。”

爱和自由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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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和自由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五

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

而又给你

光辉灿烂的自由

——泰戈尔

这是《爱与自由》的作者孙瑞雪老师很欣赏的一段诗，同时
也她也将诗句中的“爱”和“自由”作为她这本幼儿教育演
讲录的书名。作为一名即将走入幼教领域的工作者，我非常
庆幸在这时读了这本书，它让我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告
诉我不仅仅要爱孩子，更要学会如何爱孩子。书中有太多太
多让我感动的语句，也有很多让我受益匪浅的道理，让我明
白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更重要的职责是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
建立起稳定的安全感和自信，让孩子形成完整的人格远远重
要于知识的传授。

孙瑞雪老师是一位蒙特梭利教育(蒙氏教育)的倡导者，所以
书中处处都体现了蒙氏教育理念。许多幼儿教育工作者和家
长都会在不经意间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幼儿，我们会不经意
见扮演了“上帝”，孩子的“上帝”。其实看似弱小的幼儿，



他们内在蕴藏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潜能，他的发展不需
要成人给他们增加什么新内容，只需要给他们提供发展的环
境和条件，蒙特梭利说过：“我们要做孩子精神上的仆人而
不是主人。”如果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都应该了解儿童成
长的科学规律，在实际的生活和活动过程中让他们的“精神
胚胎”(敏感期)的内在规律自然发展，他们一定会成为人才
的。的确，零到6岁甚至到12岁，儿童都处在很弱小的状态，
必须有成人来帮助他成长，但并不是成人自以为是的“灌
输”，而是需要条件准备，儿童自己会吸收。儿童内在有一
个自然、有序的发展过程，它只需要我们提供一个适合他们
发展的环境。书中还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让我们成人
会“爱”孩子而不是“教”孩子。在整本书中没有看到具体
的教法和技巧，更多的是用饱含激情的话语让我们体会到蒙
氏教育的核心——对孩子的爱和尊重。

书中提到在《早期教育与天才》的书中提到一个观念：天才
就是强烈的兴趣和顽强的入迷。这里提到的兴趣是孩子天生
就有的，而且孩子的个别差异决定了他们每个人会对不同的
事物感兴趣，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教育却与之相违背：画画
全班都画，数数字集体来数......人们有很多东西必须是共
有的，比如知识、道德，这是有理由的。但共同的东西不能
共同的时间来教，即使孩子开始能用，那也是小学以后的事
了。幼儿园(3-6岁)的儿童还不能很快的将感觉点转向成人招
引过去的注意点，这个能力是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强的，我
们的《幼儿园教育实施纲要(试行)》上也提出要保护孩子的
个别差异，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每个幼儿生来就
是独特的，有个性的人对周围世界的感知是独一无二的，思
维状态也是很独特的，如果每一个儿童能带着自己独特的思
维看待周围的世界将来也一定会是富有创造性的人才，这样
我们的教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发展每个人自身的潜力。

现在的社会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幼儿、幼儿家长、幼儿
教师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这样的“三独”现状也带来了许
多转变，作为教育者，我们的传统儿童观也要向心生代儿童



观转变，现在的儿童交友面广，接受新事物的的能力方面都
比较强，所以我们这一代的老师应该更加注重孩子的个性培
养，不要过多抑制他们的欲望而是要发展它们。这需要我们
老师平时的观察，在细节上鼓励孩子发展他们的兴趣。

爱和自由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六

勇于承担责任，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最自由的人
生状态不是吗。拒绝承担责任只能让你变得软弱，只能让别
人决定你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一点我真的是不能再同意了，
这不仅用在财务管理，适用于任何的生活场景。我的人生我
做主，你还记得你经济独立那一刻的自由吗？我是记忆深刻
啊。那一刻我有能力可以为我自己负责了，我可以自己做决
定了，飞一般的感觉呢。

爱和自由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七

在《爱与自由》这本书中我深刻的体会到了什么叫真正
的“爱”!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在各方面发展都会
比较出彩，比如孩子对父母的依恋程度小、独立性强、思想
开阔、自信、记忆力好、解决问题能力强，同时孩子快乐无
比!许多家长会有错觉：父母越爱孩子，孩子就越依恋她(他)，
但在作者看来是，父母越爱孩子，孩子也就越不过分依恋父
母。因为很多经验告诉孩子，父母只是短暂离开，那种持久
的爱的行为使孩子自己知道父母不管在哪里，爱是稳定不变
的!所以父母对于孩子的态度不能起伏太频繁——爱他们的时
候会表现出特别爱，情绪低落时候又会对孩子冷漠态度，这
样在孩子心理上会造成一定的压力，他们会怀疑父母是否是
一直关爱自己的，这样会不利于孩子安全感的建立，对他的
成长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书中第十三章节——自由与纪律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不仅仅是
对未来教学理念的启示，更是对我自身的发展也有了一个重
新的认识。作者赞成给孩子充分的自由，这样才能最大限度



的摸清事物的规律，才能去认识、认知，这就是充分发展潜
能的自由!当然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
一定的“纪律”的基础上的。然而，在蒙氏教育理念里：纪
律必须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因为人是自己的主人，当
你是自己的主人的时候，当你自动遵循某种生活准则的时候，
那你就有了自我控制能力了，人的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称之为
纪律。但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理解的守纪律，就是听老
师话，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其实不然。事实上，儿童是非常
愿意遵守规则的，他们常常在游戏中主动的约定一些规则并
且很好的遵守它，像是游戏规则、卫生规则、交通规则等，
但这些规则是和儿童发展和谐的，是儿童在生活中、在与同
伴游戏中自己建立的，是和幼儿的内在需求没有冲突的。这
样的规则基本上都符合量少、严谨、科学的要，这样儿童才
乐意去自觉遵守并感到快乐!蒙特梭利说，我们必须避免抑制
孩子的自发活动，显然这是指在行为上给孩子自由。孩子们
有了自由就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有了兴趣就能反
复的做那件事，因为长久的专注，儿童就会逐渐感知和把握
事物的规律并顺应这种规律，最早的纪律就形成了。专注是
思维活动，专注可以产生智慧。智慧需要有自由的时间和空
间的保证，更需要行动的自由。人的行动越多的运用智慧，
人的内心就能保持内心的平静。现在的人越来越表现出浮躁
的心态，可能也是因为从小生活在强制的约束之下的结果吧!
儿童和成人还不一样，把自由给成人，成人有可能就睡大觉，
什么都懒得做，或者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放纵了自己，
另外，成人可能什么都不做，“懒散”多舒服!当然以上这些
都是儿童时期被扭曲了的成人。但儿童生下后有一种自然的
法则，就是不断地、不停止地发展生命，儿童没有一秒会放
弃这种发展，因为内在的力量在驱动着他感知周围的一切(学
习)，所以活动中的幼儿是最正常的幼儿!而回头看看我们自
己，小时候很多的是在成人的强制下长大的，长到成人可能
都不曾做过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且更多的情况是这样，习
惯性的接受任务、指令，如果不给分配任务就觉得无所事事。
在蒙特梭利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儿童期没有获得过自
由，凡事都不敢去超越某个范围，无形中的禁忌使人不敢去



思考，事实上我们许多人可贵的创造力就是被这些所谓的规
矩、规则给抹杀了。

《爱与自由》整本书直观、感性的体现着蒙特梭利教育观和
理念，但不是人人都赞同这样一种教育观念，不过在《爱与
自由》这本书中让我了解到了为么现在社会上会存在一些奇
怪的现象，我仿佛能从这本书中找到一些根源。许多人的行
为都是在年幼的时候形成的，然后逐渐影响到整个成长过程。
零到六岁的儿童对新事物新知识的吸收性是成人无法想象的，
他们在这几年里学到的东西可能是将来一生都没办法赶上的，
而我们成人能做的不是一味的灌输，而是在了解这个规律后，
为他们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让他们成长，发挥出他们
的潜能!好书总是要不停地、反复地研读，这本书我肯定会再
次翻开，或许在我工作实践后会有另一番新的体悟!

爱和自由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八

自10月3日收到《爱与自由》以来，我翻看了其中大部分内容。
不时对自己的教育行为进行比照。有时这种比照让我很心痛，
是愧疚之痛。我对一些教育现象及其本质知道得太迟了。错
过了多少教育时机，又造成了多少遗憾！比如昨晚看到的关于
“神游”一节。“神游”指胡思乱想，想的跟做的不一样。
这是心理障碍的表现：心里想做某件事，却受到压抑，不敢
做，转而去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或者只是幻想、胡思乱想。
这样的孩子何其多哉！昨天下午我带心悦去外边玩“钓鱼”
游戏。有个男孩坐在那里用小鱼网捞鱼。他妈妈看见后迅速
过来说，孩子，这鱼是让钓的，不能用手捞。说着，夺下男
孩手里的鱼网，把一根鱼竿塞到孩子手里：你看，就这样，
用鱼竿钓鱼。

那孩子自始至终脸上毫无表情，目光迷离。他的选择权被妈
妈的好心剥夺了。他只是想用鱼网尝试一下，却被横加阻止
了，而他的妈妈对此毫无知觉。我们玩了钓鱼以后去荡秋千。
一个约5岁的小女孩正在荡，荡得很低。她妈妈显然对此很不



满意，就口授“要领”：“宝贝，你把腿往前伸，然后往回
缩；再往前伸，往后缩；再往前，再往后。”态度生硬，还
有点漫不经心。那小女孩听了并没有多大反应，而是看了我
们一眼。我感觉她的眼神里有一种难堪。在一个小妹妹面前
被妈妈以教训的口气教授荡秋千，一定让她很伤自尊。经过
一番指导，她荡得比刚才高一些了。又荡了没几下，她就跳
下来走了。她根本没提起兴趣来。这位妈妈跟女儿说话的语
气就像一位严厉的体育教练，不像一位母亲，生硬，没有感
情，简直不顾及女儿的感受，甚至还因为女儿动作的不协调
而嗤嗤笑了一下。而她的爸爸，就在一边玩跑步机，这一切
似乎与他无关。说到父亲，我领着心悦在外面玩，见过好几
个父亲，他们根本不管孩子，我是说，不教育孩子。虽然他
们和孩子一起出来，但他们不跟孩子交流，不跟孩子一起玩，
只是远远地坐在一边看着孩子玩，要么干脆望着别处。好像
看孩子只是当妈的事情，他们不需要参与。也许他们认为，
当爸爸的只要挣钱养家就够了。我怀疑，这是很多父亲的想
法。我真替这样的人难过，他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却
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和孩子待在一起。他们没有意识到，父
亲在子女的成长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现在生活好多
了，但是有多少人真正重视教育呢？学校里有不少孩子，明
显缺乏家庭教育。他们对很多事情都不懂，没有规矩，不懂
节制。他们的家庭背景，恐怕都相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