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孩子注意力的培养家长心得(实用5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孩子注意力的培养家长心得篇一

现在的父母过早注重孩子学习学科上的知识，而较易忽略孩
子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学习，忽略孩子的身体感官动觉发展。

其实孩子要有正常的感觉统合，才会有兴趣和能力去学习其
他事物。

孩子从胎儿期开始，就对自己的一切感觉作出反应，而产生
不同的活动。拥有正常的感觉统合，才能依循规划，发展自
尊心、动作技巧与更高层次的认知功能。

父母要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先要在幼儿期提供运动机会，
让他们多做感觉运动练习，发展感觉统合能力。

孩子注意力的培养家长心得篇二

家庭作为孩子生活的基地，能否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对孩子的学习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国古代就有孟母三迁的故
事，孟母为了让孩子不染上市侩气，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读
书人，不厌其烦，多次韶家择邻，为孩子创造合适的学习环
境。孟母这样重视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它用浴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孩子。



孩子的模仿性很强，悄悄地观察着世界。这个环境发生的一
切在孩子的心灵中常常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对孩子的鉴别能
力还很低，不能有选择地接受环境的影响。

一提到家庭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有的父母可能就会想到学
习的物质环境，如安静的住所、明亮的书房等。当然这些都
是孩子家庭学习环境的具体内容，但是并不能把学习环境只
归结为物质条件，还应该包括家庭的学习织围，父母对孩子
学习的重视程度等。

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要靠家庭成员首先是父母的自身来创造，
父母对待学习的态度和行为是建立良好的学习气氛的关健所
在。父母热爱学习，把学习作为业余生活的最大爱好，把谈
论学习作为家庭的重要话题，家庭就自然会形成良好的学习
气氛。

孩子注意力的培养家长心得篇三

家长们太过于重视文化学习，过早地让孩子开始学习认字计
算，甚至对于一个2岁了还只能说简单词汇的孩子，家长就制
定孩子每天的学习计划。

他们全然不顾孩子的学习兴趣、学习目的、学习规律、学习
内容，只要学习结果，孩子们没有了学习欲望，当然会同
你“磨洋工”。

实际上，孩子与生俱来就喜欢学习，并且在生活中不断地学
习。

首先要学习的是关于自己，想认识一切有关自己的东西。然
后就是关于身边的大人，当然就是从爸爸妈妈开始。

接下来就是对自己身处的环境中感到有兴趣的事物。孩子的
学习过程就是从想认识这一切开始，只要父母留意孩子对这



一切感到新奇、有趣，察觉到孩子这种想学习一切的自然倾
向，响应他们的喜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孩子的学习兴趣
就能自然地发展起来。

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就会喜欢书本，从书本中获得他们想
知道的东西。他们就会拿起笔，画出有创意的图画，写出歪
歪斜斜的字体。

他们就会在生活中点数物体，计算加减，热衷于做数字游戏。

所以，要想孩子以后学习好，不是先教文化知识，最重要的
是培养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做好各种学习前的
基础准备工作，到时候孩子爱学习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了。

孩子注意力的培养家长心得篇四

影响学习的因素有智能、体能、注意力、动机、情绪、学习
的方法、环境、教导的方式、教案设计及教导者的态度等，
其中情绪因京的影响颇大，却常被忽赂，导致不少孩子高智
商但低成就。有情绪障碍的学生。也可能出现各种令师长疑
惑或困扰的学习行为，但因不被了解而遭受寅罚，使得问题
变得更糟。

心情烦躁或是充满忿根不平，是无法好好学习的。这些不良
情绪往往源自于过多的课业压力、不良的教学方式或教案、
教导者不公平的处置、人际关系的冲突、家庭中不良的气氛
或不当的管教、情感事件的困扰等。

严重的学习焦虑成考试焦虑，往往是受师长对学习或考试不
当要求或期待的结果。例如，考不到设定的标难，就严厉责
骂或体罚。有些孩子受到达种观念、风气的影响，把考试分
数高低当做自我成就的指标，面对考试就非常紧张，一旦考
试不如意，心情就变得很坏。极端的状况就是因此害柏上学



或是考场失利而自杀。

目前社会中，以分数来评定学生好坏，而忽略孩子情绪及心
理反应的师长仍有许多，所衍生的不当管教、体罚等，不知
伤害了多少孩子，也造成许多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人际
关系。教育改革即企图透过资源整合、尊重学习者、人与人
及人与环境的调和等，平衡改善过去许多被扭曲而偏差发展
的现象;然改革总有阻力，有识之士仍需持续全力以赴。

孩子注意力的培养家长心得篇五

1.家长做一个藏书者，表达对书籍的热爱。

家长表达对书籍的热爱，可以培养孩子热爱阅读的习惯，家
长对读书的态度和行为对儿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家长自己
要热爱阅读，这是对孩子最有效的教育。从儿童出生起，就
让孩子看到你阅读。如果儿童经常看到家长从阅读中获得乐
趣，自然也喜欢阅读。

2.家长要表达对知识的渴求，这样会影响孩子的感受。

家长要向孩子传递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学习可以成就未来的
观念，表达拥有知识的生活才是快乐的人生，没有知识的人
生是多么的痛苦和无助。要让孩子把学习知识变成有趣之事
的方法就是增加知识。一般而言，对于已经了解到某些程度
的事情，一旦获得与其相关的更新资迅，都会感兴趣的。总
之，知识如果增加，兴趣也会跟着增加，所以就会想进一步
去钻研。例如：旅行时，若对于目的地的历史或者地理背景
有相当了解，别人看漏的地方也会留意，于是就会去深究当
地的历史和地理，而且只要对某件事情保持兴趣，就会连带
地对与它相关之事也产生兴趣，就像这样，兴趣和知识会如
连锁般扩展开来，就读书学习而言，拓展出这种连锁关系是
很重要的，增加知识就能增加兴趣，这样一来，知识也会随
之增加。



3.注意你所传达的信息。

学习=快乐?——容易。

学习=痛苦?——困难。

参加博瑞智家长课程的朋友，平时可能开两个小时的会就显
得不行了。可是，在家长课程中，两天两夜上大课，间歇时
间非常短，每个人都不觉得怎么样，都坚持下来了，这是学
习兴趣的必然。因为你在课程中满足了需要，得到了快乐。
博瑞智生命动力潜能开发课程，三天三夜，早八点到夜间一
点，三个小时一个时间段，每次休息十五分钟。第一天大家
感觉很累，第二天便来了精神，第三天状态非常好，没事了!

实际上，人的潜能非常大。家长传达给孩子学习是困难的，
他就会有痛苦的感受。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你给孩子的信
息!

4.让孩子尝到学习等于快乐的感觉

让孩子尝到学习等于快乐的感觉就是用确认、鼓励、表扬的
手段把孩子最原始的良性行为巩固住，然后，在一个行为上
反复多次让孩子找到快感。当孩子尝到学习等于快乐的感觉，
再鼓励他使之成为习惯，当学习成为习惯，那么这个孩子在
学业上就没有问题了。

让孩子快乐，就要给他一种好的感觉，当孩子取得进步时，
家长要表示真诚的祝贺，有时候不一定用语言，家长的一个
会心的微笑，一个喜悦的眼神就够了。

5.通过游戏传授知识

作为父母要想方设法开发自己的想象力。我曾偶然在一本书
的封面上看到这句话：“世间的事都是游戏，游戏做得精了，



就成为了事业。”说这句话的人真是天才。作为家长，你必
须知道，孩子心中，一切都可以是游戏。

比如：较常见的教育孩子观察力方法，拿别针、发卡一类的
小东西在孩子眼前晃过，然后，要他说看到了哪几样，以练
习孩子的观察能力。这种早期开发的游戏，非常容易也非常
有效。游戏是孩子的天性，如果孩子被剥夺了游戏的权利，
他的人格就会受到伤害。然而父母却常常地把孩子的游戏与
学习对立起来，认为游戏会影响学习，游戏会玩物必然丧志。
其实不然，游戏是孩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游戏中，孩
子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可以发现孩子智慧的萌芽，
父母从中可以培养孩子的兴趣开发孩子的潜能。

6.反复练习，使孩子有畅快感

孩子新学习一样东西，很容易产生恐惧。

设想一下，在作为一个新手学习打网球，你打出一个球，挨
了教练的骂，再打一个球，再骂几句……这样你是不可能对
网球产生兴趣的。兴趣是觉得这事做起来很容易，然后再反
复做产生了快乐了，再加以表扬才产生的。表扬是一种外在
的推力，兴趣是从做这事情本身得到快乐了。

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给予孩子外在行为的表扬、确认，把孩
子做这件事情本身内在的快乐激发起来。无论什么人，受激
励而改过，是很容易的，受责骂而改过比较而言是不大容易
的。而小孩子尤其喜欢听好话，而不喜欢听恶言。

7.赞赏孩子的微小成功

若想孩子对什么事情都产生兴趣，就在他最初的最微不足道
的成功上，表示赞扬和欣赏。孩子会觉得，原来爸爸、妈妈
高兴我这样做!逐渐的他就会本能地往这个方面再做一点。反
复次数多了，这件事就容易了，这样就产生了兴趣。



8.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

在培养孩子学习兴趣问题上切忌好高骛远。孩子现在学习是
不是第一名并不重要，因为学习是个过程，所以遵循循序渐
进的规律是根本。

有孩子在幼年里什么都行，成年后却平庸，同样有些孩子在
幼年平凡，成年后受到激发，自我价值提升，成就了大事。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认为孩子非要每次考试都拿第一呢?所以我
们要根据孩子自己的特点、情况，不盲目比较，“每天好一
点点!”循序渐进地走自己的人生足迹。

9.帮助孩子掌握学习规律

古今中外无数事实已经证明：科学的学习方法将使学习者的
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越学越聪明。给学习者带来高效率和
乐趣，从而节省大量的时间。而不得法的学习方法，会阻碍
才能的发挥，越学越死，给学习者带来学习的低效率和烦恼。

10.打消孩子学习过程中的情绪阻滞

若要想让孩子发挥出最佳的学习潜能，父母就要设法使他们
保持一种良好的心境。可现在有不少父母往往不注意这一点，
他们或是在工作、生活中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就拿孩子当
出气筒，或是对孩子要求过多、过高，左看右看都不顺眼，
因而整天在孩子周围唠唠叨叨，弄得孩子不胜其烦。一位孩
子就曾说过：“每当我写作业的时候，父母总不时地甩一两
句不中听的话，弄得我心里要多烦有多烦，生闷气都不够，
哪有心思把作业做好?”所以，提醒那些有训子习惯的家长在
孩子学习时或学习前，一定要以维护孩子良好情绪为大局，
注意克制自己的不良情绪。

11.建立起孩子学习的自信心



“我不会的”、“我从来没做过”、“我不行”、“我不
敢”、“做错了别人笑我怎么办?”……这是缺乏自信心的孩
子常说的话。这是他们的想法，从而表现出迟疑、被动、唉
声叹气或对自己的能力没有把握。家长要做的，就是建立起
孩子学习的自信心。

12.家长表达对学习的热爱之情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小孩子的
心目中父母是最强大的、无所不能的权威。他们通过观察家
长的行为举止进行模仿学习，所以我们教育学理论中非常强
调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家庭对孩子的学习影
响非常重要。

13.正确对待孩子的分数

我曾发现每到期中期末考试前学后一段时间内，街头巷尾议
论的中心话题便是学生的考分，可见家长学生对考分的重视
程度。孩子认为，分数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家庭是否太平。
家长认为，分数是孩子有没有出息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
分数也是家长之间攀比炫耀的资本。考试分数到底说明什么
呢?考试分数只能说明孩子在某一时期对某一学科或某一部分
知识的掌握情况。

现今家长对孩子的分数上存在两种误区：一是见孩子得高分
就欢喜，进而对孩子过份地夸奖和物质上的刺激，希望孩子
每次都考第一。这就在孩子的心灵里种下虚荣的种子，使他
们觉得自己非常聪明，经不得一点挫折。二是不管孩子基础
好坏，用功与否，得低分是什么原因，见了低分就斥责、打
骂，长此以往会造成孩子个性发展的缺陷。问题例如：(1)撒
谎，欺骗家长，涂改成绩，冒名签字;(2)怀疑父母的爱，甚
至离家出走;(3)部分学生会患“考试综合症”，惟恐得不到
高分，心情长期处于恐惧压抑状态，每逢考试便紧张心慌，
恐怕失败，反而更加考不出实际水平。这样，终究会影响孩



子的个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