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与孩子 孩子不孝敬父母心得体
会(实用13篇)

合力拼搏，共赴成功之路。怎样处理团队内部的分歧和冲突？
以下是一些成功团队的标语，让我们共同欣赏

父母与孩子篇一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孝”，即尊敬父母、孝顺父母，是家庭
美德与社会信仰之一。然而，如今许多家庭中，孩子不孝敬
父母的情况也时有所闻。对此，我们应该诚实地反思自己，
寻找原因，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第二段：家教方面

孩子不孝敬父母的问题，往往源于家庭教育不力。一些家长
过分溺爱孩子，纵容他们的错误行为，不要求他们尊重长辈、
感恩父母。此外，家长也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为孩子
树立正确的榜样。只有家庭教育好了，孩子才能懂得孝顺的
意义。

第三段：社会影响

现代社会中，一些不良思想、流行文化也会影响孩子的价值
观念，使他们忽略家庭的重要性和父母的付出。网络暴力、
低俗言论、追求虚荣等，都使孩子心灵愈发空虚，丧失了原
本的敬畏之心。家长要和孩子沟通，引导他们正确抵制负面
影响，远离困扰。

第四段：教育理念

教育是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教育理念和方法也在不断变
化。在教育中，我们应该强调人文关怀，注重培养孩子的情



感素质和自我认知，让他们尊重家庭、感知亲情。此外，还
要关注金钱观方面的教育，让孩子懂得父母的辛苦，不为所
欲为，更好地维系家庭和睦。

第五段：个人经验

自己的家庭教育经验和亲身经历也对如何孝顺父母有着深刻
的领悟。尊重父母并不是从小规矩到大，而是一种感官经验
和情感体验。只有用心地去倾听、去感受、去回应，才能懂
得孝顺的真正意义。在家庭中，还要多为父母着想，多关心
他们的身体、心情和生活，体现出真诚的关怀和孝心。

结论：

孩子不孝敬父母，固然不对，但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孩子。
只有家庭和社会共同发挥作用，引导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倡
导孝道精神，才能营造更加和谐的家庭环境，让父母和孩子
都能得到更好的生活。因此，在家庭教育、社会引导的基础
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秉持着孝顺的信仰，将之显现在生活
中的点点滴滴当中。

父母与孩子篇二

用青春哺育我的懵懂

放纵我的顽皮

您们如夏

用心血标立我的人生

包容我的不羁

您们如秋



秋收的喜悦

无法掩盖您们沧桑的脸颊

您们如冬

不在有傲然挺立身姿

只剩下那两鬓已白的发

您们的一生如斑斓的四季

用心血浇筑着我人生的广厦

孩子对父母感恩的话(三)

父母与孩子篇三

第一段：引言（150字）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态度直
接决定了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在日常的相处中，父母是否能
够欣赏孩子，认可他们的努力和成就，对于孩子的心灵成长
和自信心的培养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探讨父母对孩子欣赏
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正确地欣赏孩子。

第二段：认同孩子努力的重要性（250字）

对于父母来说，欣赏孩子的努力是建立起孩子自信心的关键。
每个孩子都应该被肯定和赞美，不论他们的成就大小。当父
母认同孩子努力的同时，孩子会明白自己的努力并不被忽视，
从而更加努力去完善自己的能力。父母的认可和赞美是孩子
自尊心的根基，它会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积极



向上的品格。只有适时地发表正确的意见或者鼓励，才能给
孩子提供一个积极的成长环境。

第三段：正确的赞美方式（250字）

父母在欣赏孩子时，需要适当运用正确的赞美方式。首先是
要避免夸奖的过度和不真实，过度的夸奖有可能会让孩子变
得自满和懒散，因为孩子们会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其
次，要关注孩子的努力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通过关注努
力过程，父母可以帮助孩子看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从而激
发孩子更多的自信和动力。最后是要给出明确的指引和建议，
帮助孩子更好地改进自己的表现。在赞美中融入建设性的反
馈，父母可以帮助孩子明白自己的不足，并鼓励他们积极改
进。

第四段：培养孩子的兴趣和激发创造力（300字）

父母的欣赏不仅仅是对孩子已有能力的认同，更要关注孩子
的兴趣点并鼓励他们去发展和探索。当父母在孩子展示他们
的兴趣和创造力时，应给予积极的反馈和支持。孩子们在自
己擅长或者感兴趣的领域中表现出色时，父母应该给予更多
的鼓励，让孩子们深入发掘并提高自己的技能。适时地提供
相关的资源和支持，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将兴趣转化为对未来
事业的执着追求。这样的欣赏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认可，更是
对未来潜力的信任和期待。

第五段：总结（250字）

父母的欣赏对孩子来说至关重要。正确地欣赏孩子的努力和
成就，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和价值观。父母在欣赏孩子
时，不仅要适时地夸奖和鼓励，还要关注孩子的努力过程，
并给予明确的指引和建议，帮助孩子成长。同时，父母需要
培养孩子的兴趣和激发创造力，让他们在发展中找到自己的
未来方向。通过正确的欣赏方式，父母可以为孩子提供一个



积极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成为自信、积极向上的人。

父母与孩子篇四

孩子不孝敬父母，是社会中一种常见而却令人痛心疾首的事
情。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不仅仅具
有家庭的个体问题，更是一种社会道德问题。孩子不孝敬父
母，不仅仅伤害了长辈父母的感情，也破坏了社会关系的格
局，消极影响着全社会的发展。而我们作为家长、教育者，
理应深度反思，关注孩子的教育及行为，争取让孩子从小树
立起正确的品德观念及道德观念，树立对人对事的尊重之心。

第二段：原因分析

孩子不孝敬父母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家长自身
的教育水平、家庭关系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影响是直
接原因。其次，受到社会环境的极大影响。在现代社会中，
家庭破碎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孩子所接触到的价值观和道德
观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显得无信仰、无目标。最后，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孩子逐渐追求物质
世界，追逐物质享受的欲望弥漫在他们的生活中。在这样的
情况下，孩子的注意力也越来越难以分散。

第三段：教育建议

要解决孩子不孝敬父母的问题，我们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教育
措施。家庭教育方面，父母应该成为孩子的榜样，树立良好
的行为模范，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同时，父母和
孩子之间需要建立真诚，细致的关系，多聊天，多沟通，关
注孩子的成长和问题，一起共度欢乐时光。在社会教育方面，
教育者和社会各界应该多注重孩子的自身价值和心理健康，
提高孩子的环境素质，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帮助他们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孩子的心理
成长，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培养良好的情感和学习能力。



第四段：教育效果评估

在教育方法中，我们可以通过制定适合孩子的计划、制定详
细的教育方案，制定科学的评估机制等措施，来提升我们的
教育效果。通过反复测试和评估，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
孩子的学习成果和心理健康的状态，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针
对性的教育，有效促进孩子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形成，更好地
提升孩子的学习品质和自我修养。

第五段：结论

孩子不孝敬父母的现象表面看似一个个人问题，但它事实上
直接关乎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作为家长和教育者，我
们应该在教育孩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多关注孩子
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在教育方法上多探索并不断创新，让孩
子从依赖父母走向独立，同时也从内心对父母有更深的尊敬，
远离不孝的人生轨迹。因此，对孩子进行全面的教育，是更
好的办法，也是最重要的方式，成为孩子们成长和发展的引
导者，为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创造一个愉快而稳定的环境。

父母与孩子篇五

有一声呼唤最动听

有一个人最要感谢

有一种人最应感恩

她就是——“母亲”

他就是——“父亲”

妈妈的手粗了，她把温柔的抚触给了我



爸爸的腰弯了，他把挺直的脊梁给了我

妈妈的双眼花了，她把明亮的双眸给了我

爸爸的皱纹深了，他把美丽的青春给了我

聆听妈妈殷切的话语

面对爸爸深沉的目光

我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关爱，并且认为是理所当然。

渐渐忘记了感动，忘了说声谢谢。

孩子对父母感恩的话(六)

父母与孩子篇六

亲爱的爸爸，妈妈：

您好！

今日是母亲节，我很幸运在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的“给父母
洗一次脚”的感恩活动中有这样一个机会，向您们表达我长
久以来，埋在心底的对您们深深的感谢之情。

感谢您们给予我生命，让我有了追求幸福，感受幸福，以及
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感谢您们抚育我成长，担任我人生的
启蒙教师，教会我如何生活，如何感恩。感谢你们给了我关
怀和爱心，更多谢你们给了我一个感受爱的机会！

母亲，您在我悲痛难过的时候安慰我；在学习上鼓励我，为
我排忧解难；在生病的时候关心、照顾我……我回忆起您为



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我激动得流泪，说不出一句话来。父
亲，您虽然在我身边比妈妈少了一点，可是您的爱却是比泰
山还重啊！虽然您在表面上爱我不多，可是行动上却把对我
的关心与爱护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是从心底里感谢您啊！

妈妈啊，如果您是一个河蚌，那我就是你怀抱中的一颗小小
的珍珠，您用你毕生的心血来哺育我。爸爸啊，如果您是一
棵大树，我就是树上一片小小的树叶，您把我举得高高的，
让我吸收雨露阳光。您还说过，在你们的心目中，我永远都
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永远让你们担心，我还没出生时，你
们担心我能不能安全出世；出生后，你们就担心我能不能键
康成长；长大后又担心我能不能读好书；再之后，等将来大
学毕业后，还担心我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你们对我的爱，
无论是用什么也换不回来的，我明白此刻只要好好读书，将
来有出息，才是对你们最大的回报。我期望我的每一刻时光，
带能给你们无限的欢乐。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没有
你们的付出，不会有今日的我，我此刻不能做些什么，今日
我只能用我小小的心意和行动来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恩之情！
请允许我并代表所有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同学们对我们的爸爸、
妈妈真诚地说声：“多谢您们！爸爸、妈妈，多谢您们多年
以来对我们的爱！我们爱你们！我们会努力学习，不辜负您
们的期望”！

此致

敬礼！

xxx

20xx年xx月xx日

父母与孩子篇七

谱写着一曲感恩的乐章，



那是大树对滋养它大地的感恩;

白云在蔚蓝的天空中飘荡，

绘画着那一幅幅感人的画面，

那是白云对哺育它的蓝天的感恩。

因为感恩才会有这个多彩的社会，

因为感恩才会有真挚的友情。

因为感恩才让我们懂得了生命的真谛!

父母渐渐苍老的容颜，

记载着我们走过的漫长而艰辛的岁月，

也许我们未来的路还很长，

也许它充满了曲折和荆棘。

不过总会有个人给我们引路，

与我们相扶，

那就是——

爸爸妈妈

孩子对父母感恩的话(五)



父母与孩子篇八

孝敬父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观之一，是中华民
族传承至今的传统美德。然而，在当今社会，很多孩子却忽
视了这一点。没日没夜地忙于自己的事情，很少顾及到父母
的感受和需要。在与父母相处的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
孩子不孝敬父母的问题。

次段：孩子的忙碌与父母的期待

现在的孩子大多在学校里学习，为了更好的未来，他们会花
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课业上。除此之外，还有课外兴趣爱
好、社交活动等等，孩子们的计划总是排得满满的。然而，
很多孩子都忽略了父母对他们的期待。父母的期待可能很简
单，比如希望孩子多陪陪自己、多关心家庭、更加热爱生活。
但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些期待却被忽视了。

第三段：孝敬父母的意义

孝敬父母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尊敬和感恩父母，更在于增进亲
情，以及在父母需要的时候给予关爱。父母在岁月中渐渐变
老，需要更多的照顾和关心，他们的身体也越来越孱弱，需
要孩子的帮助。所以，我们应该把孝敬父母当成一种责任和
义务，而不是一种面子所在。

第四段：如何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的方式各不相同，因家庭和个人情况而定。但无论
何种方式，孝敬父母都应该是由内而外，真心实意的。可以
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比如陪伴父母、关心他们的生
活、聊聊家常等等。如果可能的话，孝敬父母最好是行动上
的，可以通过做好家务、自己赚钱、照顾好小弟妹等等方式，
让父母感受到孩子的用心。



第五段：结论

孝敬父母是一种传统美德，也是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在当
今社会，孩子们忙于工作和学习，很少关心父母的生活。我
们应该时刻记住孝敬父母的意义和价值，主动关心他们的日
常生活，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和关心，这也是一种责任和义
务。最后，让我们共同回归传统道德，传承中华民族的美德。

父母与孩子篇九

孩子进行期末考试了。老实说，孩子每次参加考试，作为我
比孩子要紧张，总是担心孩子不能真正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尽管，孩子的`学习情况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每次考完之后，我都不厌其烦地问孩子考的怎么样，总是不
厌其烦地帮孩子分析原因，总是希望她进步得快些，再快些。

这不，孩子刚考完，最后一科是英语，刚一见到孩子，随口
就问道：“考得怎么样？”对于孩子的分数我一直不是很在
乎的，只要女儿的学习状态有，不愁分数。唯一担心的就是
她做事马虎大意的恶习。结果，我的担心还真的应验了！

孩子说，有一道排序题中有一个单词不知是什么意思，文中
没有，是自己猜想的。

路上碰上了同班同学，情不自禁交流起了答题情况，尤其是
那道排序题，孩子知道了那个不认识的单词。在短文中第一
句话出现了，根据语境能猜出那个单词的意思，而孩子的猜
想有些远了，影响了正确排序！

于是，我很丧气，好像自己考试失利一般。

面对我一连串地质问，孩子低着头默不作声，好像自己犯了
不可饶恕地罪过一样。



孩子很委屈的样子，申述着她真的看了三遍的文章，但就是
鬼迷了心窍，愣是没看出来。

我一听就更火了，看三遍还没看出来，这说明哪一遍都没认
真看呀，你的注意力有问题吗？愁死我了，孩子。

孩子不再说话，只是低声地啜泣。

好像，我赢了。

好像，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孩子的一次马虎大意是她学习经历史的一次宝
贵经验或教训，而我却这样反复地强调着对她缺点的不满，
超越了我对孩子学习态度的认可。对于孩子而言，我的质问
与指责，不是她前行的动力，而是打击。孩子的马虎大意，
不但不会改正，反而会更加严重。因为厌恶出现马虎大意的
排序题，因为让她痛苦过，她会觉得自己学习的路上，母亲
给予她的鲜花会减少，而更多的是荆棘，她慢慢地厌恶考试，
厌恶学习，因为那里有反映父母态度的晴雨表。

孩子会变得很累，很苦，体会不到学习与成长的快乐。

想一想，多么可怕呀！

孩子，妈妈向你道歉??

父母与孩子篇十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

你们还记得吧，每次我领着试



每次我领着试卷回来，考的好，我便是喜笑颜开；考得不好，
我就愁眉苦脸，但无论是好是坏，你们都不骂我，而是耐心
的教会我做的题，找出没考好的原因，使我吸取教训，下一
次考好。

我虽然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迎着晨星起，是不是伴着月牙干，
但我却知道你们无时无刻不在对我关怀和鼓励。每当我做错
了事的时候，看到你们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我就一阵阵
心酸。你们不知道吧，当快到你们生日的时候，我多想对你
们说上一句：“happy birthday！”来使你们开心啊！但是我知
道你们需要的不是这些，你们需要的是看到你们的儿子像花
朵一样盛开，你们才会露出欣慰的笑容。你们放心吧，现在
我还是一棵小苗苗，长大了我一定开出鲜艳芬芳的花朵来。
你们辛勤的汗水也一定会换来丰硕的成果。

现在依然那么安静，只有窗外的樟树随风摆动着绿中带黄的
叶子。我深深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含义，无论做什
么事，不经过努力，是不能取得好成绩的。对呀毛主席也曾
说过：“干大事的人，必须锻炼自己有坚强的意志，强壮的
体魄，吃苦耐大劳的能力！”今后，我一定学习他们那种顽
强进取的精神，刻苦学习，勇于实践，不让父母、老师失望！

祝你们开开心心，生活幸福美满！

此致

敬礼！

xxx

20xx年x月x日



父母与孩子篇十一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不同的谈判过程，而
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谈判是人们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从小
到大，父母和孩子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产生分歧，这
时候，双方需要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以达成共识。在这个过
程中，我也逐渐明白了谈判的心得与体会。

首先，我们要有耐心。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谈判，往往充满了
各种矛盾与分歧。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倾听对方的想
法，就很难在谈判中取得好的效果。我曾经和父母在一起谈
论过高考的问题，他们认为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
而我则认为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放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互相倾听，表达自己的想法，最终得出了一个比较均衡的解
决方案。

其次，我们需要有信心。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谈判，有时候也
充满了紧张和不安，就像一次硬仗一样，我们需要有足够的
信心去应对。记得有一次，我和父母在一起谈论了我未来的
计划，他们认为我应该选择一个稳定的工作，而我则认为我
想要尝试自己创业。在这个过程中，我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
想法和目标，最终他们也同意了我的想法。这个过程中，我
需要有足够的信心去支持自己的决定。

最后，我们需要有相互理解。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谈判，有时
候需要双方互相理解和包容。我们必须明白，父母是为了孩
子好才会对他们进行教育，而孩子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自
己的未来和发展。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商量家庭开支的问
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削减一些不必要的开支，而我的父母则
认为一些开支是必要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相互理解，
而不是互相指责和批评。

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良好的态度和清晰的表达，就可以在谈判



中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念。在随着自己的成长和发展，
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父母与孩子篇十二

谈判是人际交往中常见的一种形式，即使是家庭中的父母与
孩子之间也不例外。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谈判
已经成为了常态。而如何进行有效的谈判，成为了关系家庭
和谐的重要因素。在谈判中，父母与孩子的心态和技巧是十
分关键的。下文将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谈论父母与孩子谈判
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了解孩子的需求

首先，作为父母，在谈判之前要先了解孩子的需求与想法，
从而更好地理解对方。而孩子的需求不仅仅是生理上的需求，
更是心理上的需求。在孩子需要沟通和交流的时候，父母要
时刻倾听和理解。通过开放式的沟通，让孩子明白自己的需
求，并给予孩子充分的肯定和情感支持，从而获得孩子的信
任和理解。

第三段：耐心倾听和表达

有效的谈判需要父母有耐心的倾听和表达。在谈判过程中，
父母应该多听，少说。通过遵循倾听的原则，理解对方的观
点，减少误解和互相攻击的可能。同时，父母也需要清晰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给孩子提供具体事例和理由，让孩子
理解父母的考虑和想法。

第四段：寻找折衷办法

在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的观点和要求不同，对于父母和孩子
来说，都是常见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寻找折衷办法就成为
了必须的技能。家长可以通过提出更多的选择，让孩子有更



多的参考，同时也可以寻找更优秀的方案，从而满足双方的
需要。这种方式是更加合理和灵活的，也是培养孩子独立思
考的好方法。

第五段：建立沟通渠道

谈判是沟通的一部分，而沟通是关系和谐的核心。通过与孩
子建立沟通渠道，时刻保持联系和交流，才能深入了解孩子
的需求和问题。同时，建立沟通渠道也有利于提高彼此的沟
通效率。家长可以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与孩子进行常规的
交流，让沟通变得更加自然和轻松。

结论：

在指导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与孩子的谈判是实现双方需
求、建立关系和谐的关键环节。父母需要合理地表达自己的
想法和理解孩子的需求，孩子需要既表达自己又倾听父母。
通过这样的方式，父母与孩子之间可以建立起良好的家庭关
系。最后，希望家长和孩子们都能在谈判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并且始终保持良好的沟通方式。

父母与孩子篇十三

在学生生涯中，谈判是一件常见的事情。无论是与同学讨论
问题，与老师商量考试分数，还是与家长协商生活琐事，都
需要借助谈判技巧。而对于学生而言，最常遇到的谈判对象
就是自己的父母。

首先，要保持冷静。有时，孩子们在和父母谈判时会情绪激
动，情绪化的语言会让父母产生反感。因此，我们需要冷静
下来，把自己的观点理性地表达出来。不要因为高声说话或
者发脾气而失去谈判的良机。

其次，我们需要沟通和妥协。在和父母谈判时，应该注意到



父母的感受并尽量达成共识。在无法完全取得自己想要的结
果时，我们不能太过坚持己见，而应该尽量与父母妥协，达
成一个对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

最后，我们需要思考和分享。在和父母谈判时，我们的意图
不应该只是为了争执，而应该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分享自
己的想法。通过思考和沟通，我们可以加深对问题的了解，
并找到实现目标的途径。而通过分享，我们可以与父母建立
起良好的互信关系，为以后的谈判打下基础。

总之，和父母的谈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通过冷静、
沟通、妥协、思考和分享，我们可以在与父母的谈判中获得
更好的结果。同时，逐步学习谈判技巧不仅仅有利于家庭互
动，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人生道路上掌控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