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育漫话读后感(优秀7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教育漫话读后感篇一

《教育漫话》这本书是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约
翰·洛克所著。整本书都是洛克建议他的朋友爱德华·葛拉
克，如何将儿子培养成为绅士书里的内容是洛克多年做家庭
教师经验的结晶。读起来像是与一位朋友在交流养育孩子的
私语，深入浅出，处处透着教育的智慧。

这本书整体涉及三个方面的话题,依次是体育、德育和智育。
首先提及体育即健康教育。开篇洛克就亮出了他的观点健康
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围绕如何使儿童拥有健康的身体,从
温暖、游泳、空气、衣服、饮食、睡眠、药物等多方面进行
讲述。他指出,身体强键的主要标准在能忍耐劳苦。洛克先生
给出的方法有:多吸新鲜空气,多运动,多睡眠;食物要清淡,酒
类或烈性的饮料不可喝,药物要用得极少,最好是不用;衣服不
可过暖过紧,尤其是头部和足部要凉爽,脚应习惯凉水,应与水
接触。这些方法也简单易行。

教育上难于做到而又具有价值的一部分目标是德行。洛克先
生从英国当时社会的实际,从培养绅士的角度出发,必须具备
理智、礼仪、智慧和勇敢这四方面道德品质。洛克认为应该
在儿童精神最纤弱,最容易支配的时候要让他们习惯于遵守约
束,服从理智,免得以后难以纠正。当然同时培养的习惯不能
太多,否则花样太多会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反而不利于习惯
的培养。在德育培养的过程中,榜样示范的作用不可小视。众



所周知,孩子很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爱模仿别人。如果我
们把他们熟识的人的正确的或错误的事情的榜样放在他们的
面前,同时说明为什么美丽或丑陋,这种榜样的力量比说教的
力量要大。那孩子不慎犯了错怎么办?洛克指出惩罚应尽量避
免,主张唤醒儿童内心深处的,触及心灵的荣誉感和羞耻心,因
为儿童对于名誉是极敏感的,他们觉得被别人看得起是一种快
乐。他们一旦懂得尊重与羞辱的意义后,对他的心理便是最有
力量的刺激,只有出自内心的羞耻心和不愿见恶于人的畏惧心,
才是一种真正的约束。

洛克认为,相比于品质学问不是最重要的。学问是应该有的,
但居于第三位,用来辅助品质，所以把智育放到最后来谈。他
首先提醒我们应该极力注意,不可把读书当作他的一种任务或
工作。一旦读书成为儿童的负担,他就会讨厌它,哪怕他们以
前本来很喜欢读书。应该把学习看做是一种游戏、消遣,把它
当作一件做了别些事情以后的奖励。他主张重视儿童的兴趣,
儿童兴致好的时候,学习效率要好两三倍,对儿童充满求知欲
望的好奇心要给予鼓励。在最后作者指出每个人的心理都与
他的面孔一样各有一些特色,两个儿童很少能用完全相同的方
法去教导。对儿童的教育要根据儿童的不同特点进行,这和孔
子提出的因材施教是一致的。

《教育漫话》的教育思想主流是值得今天的我们继续学习的。
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错
配了药一样,它们的影响是难以洗掉的。这样的话不能不让人
去审视自己：我会给孩子留下什么影响?总之即使是最普通的
孩子,如果教育得法,也会成为不平凡的人。

教育漫话读后感篇二

这一次寒假里，我读了洛克的《教育漫话》，不禁为其精辟
的理论、深入浅出的文字所折服。在《教育漫话》问世300多
年来，一直被誉为近现代英美文化的瑰宝，对近现代英美教
育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今天拜读大师的金玉之



言，可谓茅塞顿开。书中既没有艰深难懂的理论，也没有晦
涩的学术概念，但他所讲的东西却非常深刻，极有启发意义。
以下几点是我在阅读时感受最深刻的：

这句话是很有远见的。作者认为应把培养强健的体魄放在教
育的首位，并对孩童的身体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儿童要多过
户外生活，接受空气、日光和水的锻炼；生活要有规律；饮
食要清淡；睡眠要充分；药物要少用，要多运动，等等。

正如很多老师意识到的，作者指出：对于小学阶段的儿童首
先应该培养他们良好的习惯和克制自我的能力，而且应尽早
培养。因为幼儿的可塑性是最强的，他们就像一张白纸或一
块蜡，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成什么式样的.。

每个班都有一两个让老师、家长都头疼的孩子，一般的说教
似乎对这些孩子毫无作用，造成这些孩子学习困难、表现不
好的最根本原因，很多是因为从小没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
习惯。如果不纠正他的不良习惯，从根本上改变他对待学习
的态度，是很难看到他的转化与进步的。

洛克在书中提到了很多孩子常犯的错误和大人常用的培养孩
子德行的方法，如说理、鞭笞、榜样、责骂、强迫等。其中
有两点我非常赞同。

1、在各种教导儿童及培养他们礼貌的方法中，最简明、最容
易而又最有效的办法是把他们应该做或是不该做的事情的榜
样放在他们面前。

写了体育和德育之后，作者最后才写到智育。他认为德行和
智慧比学问重要得多，前二者有助于学问，而徒有学问但无
德行与智慧则反而无用。不要把读书当成一种任务强迫儿童
去学，而要把读书当作一种游戏、消遣、光荣快乐的事情或
对良好表现的奖励，孩子们就会自己要求学习的。在智育方
面，作者的主要观点有：



1、小孩子的好奇心应该小心地加以鼓励。因为好奇心是一种
求知欲，对事物好奇的孩子才会善于思考，爱动脑筋。

2、要重视儿童的兴趣。因为儿童兴致好的时候，学习效率要
好两三倍。当儿童没有立意去做那件事情时，父母或老师就
应该少就他去做。有些喜爱读书、写字、画画的人，在某些
时候对于书、字、画也会感到无味，如果那时他再勉强自己
去弄，结果只能把自己弄疲惫，甚至对原本感兴趣的东西失
去原有的兴趣。

3、儿童的时间应该用在获得一些对于他们日后长大成人有用
的事物上，即强调教育的实用性。我们的孩子不可能有时间
和精力去学习一切事物，所以最大的精力应该用在学习最需
要的事情上。他们在世上最需用、最常用的事物，也就是最
应当所追求的事物。

《教育漫话》给了我莫大的启示：教育过程中要充满对学生
的爱和尊重，维护他们的自尊心。在他们需要帮助时伸出援
助之手，在他们需要鼓励时投去赞许的目光。我相信他们终
会因尊重而成人，会因为教师的宽容有度和耐心呵护，在感
知后感动，在感动后明理，从而培植起不断进取的动力。我
们要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要有自己的个性，主要靠自
己在实践中去摸索、研究、从而在原有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思
路。一名话，实践―总结―再实践。从而达到理想的要求。

教育漫话读后感篇三

17号陈宇图大家好！我是陈宇图，最近我读了约翰・洛克写
的一本教育，书名叫--《教育漫话》，这是一本关于父母和
导师们如何教育儿童的书籍，洛克的教育主流是进步的，
《教育漫话》里面的很多教育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值得人们
特别是将要从事教育的我们去研读和借鉴，但是其中也有反
人民的因素，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他的教育思想。因此，我想
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读书感想。这本书主要阐述



了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其中，令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是他的
关于德育的思想，洛克认为"在一或者绅士的各品性之中，德
行是第一位的，是最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德行，我觉得
他在今生来世都得不到幸福。"一个人有了德行不仅能获得幸
福，也能获得成就。他在《教育漫话》中一开始就指出："我
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
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
便是由于教育之故。"他说："德行愈高的人，一切成就的获
得也愈容易。"德行对于绅士如此重要，德育也就自然成为绅
士教育的核心了。在洛克看来，德育应当培养儿童理性、礼
仪、坚忍、节制等品德。洛克告诫年轻的绅士："大凡不能克
制自己的嗜欲，不知听从理智的指导而摒绝目前的快乐或痛
苦的纠缠的人，他就缺乏一种德行与努力的真正原则，就有
流于一无所能的危险。"鉴于德育的重要意义，洛克建议应当
及早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他说："凡是有心管教儿童的人，
便应该在儿童极小的时候早早加以管教。"至于德育的方法，
洛克提出了如下建议，教育方法应适合儿童的"心性"，符合
儿童的年龄特征。一是要用"说理"的方法。洛克认为，说理
要符合儿童的能力与理解力，不是长篇大论的说教。说理的
时候，你的举止应温和，即使惩罚他们，态度还是要镇定，
要使他们觉得你的作为是合理的，对于他们是有益的，而且
是必要的。二是利用榜样的力量。洛克认为："在各种教导儿
童及培养他们的礼貌的方法中，其最简明、最容易而又最有
效的办法是把他们应该或是应该避免的事情的榜样放在他们
的眼前。"三是多练习，少讲规则。洛克认为，儿童不是用规
则可以教好的，规则总是会被他们忘掉的，导师和父母应当
创造机会给他们一种不可缺少的练习，使他们养成习惯。但
是，同时培养的习惯不可太多，否则花样太多，把他们弄得
头昏眼花，反而一种习惯都培养不成。四是奖励与惩罚适当。
洛克认为，在儿童的德育中奖励和惩罚是应该采用的，但方
法应得当。如果妄用奖励与惩罚的办法，那简直是牺牲了他
们的'德行，颠倒了他们的教育。洛克明确反对体罚，认为体
罚是种奴隶式的管教，因为它"所养成的也是一种奴隶式的脾
气。教鞭威迫着的时候，儿童是会屈服的，是会佯作服从的；



可是一旦不用教鞭，没人看见，知道不会受到处罚的时候，
他便愈会放任他的本来的倾向"。英国在几百年前就十分重视
对儿童进行德育教育。可见，教育对于一个人的前途和幸福
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当前我国的德育状况，
当前我国中小学生的德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积累的很
多这方面的宝贵经验。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当前
我国的德育还存在着很多不足的地方，例如，当前在某些里
面以为中心的思想树立得还比较牢固，有些学校还错误地认
为教学工作上去了，学校的德育也就无可指责了。如果任由
这种对德育的轻视和错误的认识泛滥的话，必将对学生本人
及国家产生严重的后果。这是值得我们努力去反思和改进的。
因此，我们应该像洛克说的那样，在儿童年龄很小的时候就
要对他们进行德育方面的教育，并且教育的方法要符合儿童
的年龄实际和儿童的理解力。在《教育漫话》中，洛克关于
德育方面也存在着错误的思想，就是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学校
的教育也不是万能的，他把人的好坏都归功于教育，我认为
这是对教育的功能认识的不全面的表现。我们不能依靠学校
来教育学生的一切方面，其实儿童德育的效果是受很多因素
制约的。我们必须充分的认识学校的教育功能。

教育漫话读后感篇四

《教育漫话》拿来也只是粗略的阅读，不过或多或少也能领
悟书中的道理，结合实际谈谈自已的感受。

一、《教育漫话》整体涉及三个方面的话题，按作者约翰。
洛克的排列依次是体育、德育和智育。本书中首先提及的是
体育，实质谈的就是健康教育。开篇洛克先生就亮出了他的
观点“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围绕如何使儿童拥有
健康的身体，洛克先生从“温暖、游泳、空气、衣服、饮食、
睡眠、药物”等多方面进行了讲述。

看一看洛克先生给出的药方，“多吸新鲜空气，多运动，多
睡眠；食物要清淡，酒类或烈性的饮料不可喝，药物要用得



极少，最好是不用；衣服不可过暖过紧，尤其是头部和足部
要凉爽，脚应习惯凉水，应与水接触。”多么简单易行，可
是在我们现在的教育环境下，能让孩子做到几项？最近国务
院又下发了《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共十
二条，其中心还是要确保学生每天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
而且要落到实处，应该要成为一种学校规范，学生的习惯。

二、第二个话题：德育。“教育上难于做到而又具有价值的
一部分目标是德行”“洛克先生从英国当时社会的实际，从
培养绅士的角度出发，必须具备理智、礼仪、智慧和勇敢这
四方面的道德品质。而这些”道德品质应该及早形成，那可
是影响儿童一生一世的。“在我们周围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父
母对孩子的错误放纵不管，他们认为孩子还小，长大就好了，
这恰恰是最危险的。

洛克认为应该在儿童”精神最纤弱，最容易支配的时候“要
让他们习惯于遵守约束，服从理智，免得以后难以纠正。当
然需要注意的是，同时培养的习惯不能太多，否则，花样太
多会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反而不利于习惯的培养。在德育
培养的过程中，榜样示范的作用不可小视。我们知道，孩子
是很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的，都爱模仿别人，特别是小学
生。如果我们把他们熟识的人的正确的或错误的事情的榜样
放在他们的面前，同时说明为什么美丽或丑陋，这种榜样的
力量比任何说教的力量都大。

当然作为教师我们还不能忽视我们自身的榜样作用，”倘若
某件事情，你认为他做的是一件过错，你自己却做了，那么，
他便一定会以你的榜样为护身符，那时你再想用正当的'方法
去改正他的错误就不容易了。“那么一旦孩子不慎犯了错误
该怎么办？洛克指出，他认为惩罚应尽量避免，主张唤醒儿
童内心深处的，触及心灵的荣誉感和羞耻心，因为”儿童对
于名誉是极敏感的“，他们觉得被别人看得起是一种快乐。
他们一旦懂得尊重与羞辱的意义后，对他的心理便是最有力
量的刺激，”只有出自内心的羞耻心和不愿见恶于人的畏惧



心，才是一种真正的约束“。

一旦读书成为儿童的负担，他就会立刻讨厌它，哪怕他们以
前本来很喜欢读书。应该把学习看做是一种游戏、消遣，把
它当作一件做了别些事情以后的奖励。这种观点，他在书中
曾多次提起。在语文学习上，洛克先生是反对机械学习，反
对靠文法学习语文的，他举了个例子：一个法国妇人教一个
英国女孩学习法文，只是和她闲谈，一点不需要什么文法，
只是口语，有了一两年的功夫，英国女孩就能把法文说得很
好，读得很好了。

主张重视儿童的兴趣，”因为儿童兴致好的时候，学习效率
要好两三倍“，对儿童充满求知欲望的好奇心给予鼓励。在
本书的最后，作者指出”每个人的心理都与他的面孔一样，
各有一些特色，能使他与别人区别开来。两个儿童很少能用
完全相同的方法去教导的。“对儿童的教育要根据儿童的不
同特点进行，和我们的祖师爷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是一
致的。

《教育漫话》的教育思想主流是进步的，是值得今天的我们
继续学习的。如这一段话，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
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错配
了药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
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不掉的。“这样的话不能不让人去审视
自己：我犯的错误会给学生留下什么影响，还能补救多少？
总之即使是最普通的孩子，只要教育得法，也会成为不平凡
的人。

教育漫话读后感篇五

《教育漫话》这本书是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约
翰·洛克所著。整本书都是洛克建议他的朋友爱德华·葛拉
克，如何将儿子培养成为绅士书里的内容是洛克多年做家庭
教师经验的结晶。读起来像是与一位朋友在交流养育孩子的



私语，深入浅出，处处透着教育的智慧。

这本书整体涉及三个方面的话题,依次是体育、德育和智育。
首先提及体育即健康教育。开篇洛克就亮出了他的观点健康
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围绕如何使儿童拥有健康的身体,从
温暖、游泳、空气、衣服、饮食、睡眠、药物等多方面进行
讲述。他指出，身体强键的主要标准在能忍耐劳苦。洛克先
生给出的方法有：多吸新鲜空气，多运动，多睡眠；食物要
清淡，酒类或烈性的饮料不可喝，药物要用得极少，最好是
不用；衣服不可过暖过紧,尤其是头部和足部要凉爽，脚应习
惯凉水，应与水接触。这些方法也简单易行。

教育上难于做到而又具有价值的一部分目标是德行。洛克先
生从英国当时社会的实际，从培养绅士的角度出发，必须具
备理智、礼仪、智慧和勇敢这四方面道德品质。洛克认为应
该在儿童精神最纤弱，最容易支配的时候要让他们习惯于遵
守约束,服从理智，免得以后难以纠正。当然同时培养的习惯
不能太多，否则花样太多会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反而不利
于习惯的培养。在德育培养的过程中，榜样示范的作用不可
小视。众所周知，孩子很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爱模仿别
人。如果我们把他们熟识的人的正确的或错误的事情的榜样
放在他们的面前，同时说明为什么美丽或丑陋，这种榜样的
力量比说教的力量要大。那孩子不慎犯了错怎么办？洛克指
出惩罚应尽量避免，主张唤醒儿童内心深处的.，触及心灵的
荣誉感和羞耻心，因为儿童对于名誉是极敏感的，他们觉得
被别人看得起是一种快乐。他们一旦懂得尊重与羞辱的意义
后，对他的心理便是最有力量的刺激，只有出自内心的羞耻
心和不愿见恶于人的畏惧心，才是一种真正的约束。

洛克认为,相比于品质学问不是最重要的。学问是应该有的，
但居于第三位，用来辅助品质，所以把智育放到最后来谈。
他首先提醒我们应该极力注意，不可把读书当作他的一种任
务或工作。一旦读书成为儿童的负担，他就会讨厌它，哪怕
他们以前本来很喜欢读书。应该把学习看做是一种游戏、消



遣，把它当作一件做了别些事情以后的奖励。他主张重视儿
童的兴趣，儿童兴致好的时候，学习效率要好两三倍，对儿
童充满求知欲望的好奇心要给予鼓励。在最后作者指出每个
人的心理都与他的面孔一样各有一些特色，两个儿童很少能
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去教导。对儿童的教育要根据儿童的不同
特点进行，这和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是一致的。

《教育漫话》的教育思想主流是值得今天的我们继续学习的。
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错
配了药一样,它们的影响是难以洗掉的。这样的话不能不让人
去审视自己：我会给孩子留下什么影响?总之即使是最普通的
孩子，如果教育得法，也会成为不平凡的人。

教育漫话读后感篇六

《教育漫话》整体涉及三个方面的话题，按作者约翰。洛克
的排列依次是体育、德育和智育。本书中首先提及的是体育，
实质谈的就是健康教育。开篇洛克先生就亮出了他的观
点“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围绕如何使儿童拥有健
康的身体，洛克先生从“温暖、游泳、空气、衣服、饮食、
睡眠、药物”等多方面进行了讲述。他认为第一件应该当
是“无论冬天夏天，儿童的衣着都不可过暖”，因为“大多
数儿童的身体，都因娇生惯养之故弄坏了，至少也受到了损
害。”他指出，身体强键的主要标准在能忍耐劳苦。也许日
本小朋友与中国小朋友一同进行的友好夏令营的案例，大家
都早已耳闻熟悉了，面对中国孩子较弱的身体素质，我们的
社会、学校、家庭是不是也该好好反思一下看一看洛克先生
给出的药方，“多吸新鲜空气，多运动，多睡眠；食物要清
淡，酒类或烈性的饮料不可喝，药物要用得极少，最好是不
用；衣服不可过暖过紧，尤其是头部和足部要凉爽，脚应习
惯凉水，应与水接触。”多么简单易行，可是在我们现在的
教育环境下，能让孩子做到几项最近国务院又下发了《加强
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共十二条，其中心还是
要确保学生每天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而且要落到实处，



应该要成为一种学校规范，学生的习惯。

“教育上难于做到而又具有价值的一部分目标是德行””洛
克先生从英国当时社会的实际，从培养绅士的角度出发，必
须具备理智、礼仪、智慧和勇敢这四方面的道德品质。而这些
“道德品质应该及早形成，那可是影响儿童一生一世的。”
在我们周围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父母对孩子的错误放纵不管，
他们认为孩子还小，长大就好了，这恰恰是最危险的。洛克
认为应该在儿童“精神最纤弱，最容易支配的时候”要让他
们习惯于遵守约束，服从理智，免得以后难以纠正。当然需
要注意的是，同时培养的习惯不能太多，否则，花样太多会
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反而不利于习惯的培养。在德育培养
的过程中，榜样示范的作用不可小视。我们知道，孩子是很
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的，都爱模仿别人，特别是小学生。
如果我们把他们熟识的人的正确的或错误的事情的榜样放在
他们的面前，同时说明为什么美丽或丑陋，这种榜样的力量
比任何说教的力量都大。当然作为教师我们还不能忽视我们
自身的榜样作用，“倘若某件事情，你认为他做的是一件过
错，你自己却做了，那么，他便一定会以你的榜样为护身符，
那时你再想用正当的方法去改正他的错误就不容易了。”那
么一旦孩子不慎犯了错误该怎么办洛克指出，他认为惩罚应
尽量避免，主张唤醒儿童内心深处的，触及心灵的荣誉感和
羞耻心，因为“儿童对于名誉是极敏感的”，他们觉得被别
人看得起是一种快乐。他们一旦懂得尊重与羞辱的意义后，
对他的心理便是最有力量的`刺激，“只有出自内心的羞耻心
和不愿见恶于人的畏惧心，才是一种真正的约束”。

洛克先生认为，相比于品质，学问不是最重要的。学问是应
该有的，但是它应该居于第三位，只能作为辅助更重要的品
质之用。所以本书中，把智育放到最后来谈。他首先提醒我们
“应该极力注意，决不可把读书当作他的一种任务，也不可
使他把读书看成一种工作。”一旦读书成为儿童的负担，他
就会立刻讨厌它，哪怕他们以前本来很喜欢读书。应该把学
习看做是一种游戏、消遣，把它当作一件做了别些事情以后



的奖励。这种观点，他在书中曾多次提起。在语文学习上，
洛克先生是反对机械学习，反对靠文法学习语文的，他举了
个例子：一个法国妇人教一个英国女孩学习法文，只是和她
闲谈，一点不需要什么文法，只是口语，有了一两年的功夫，
英国女孩就能把法文说得很好，读得很好了。主张重视儿童
的兴趣，“因为儿童兴致好的时候，学习效率要好两三倍”，
对儿童充满求知欲望的好奇心给予鼓励。在本书的最后，作
者指出“每个人的心理都与他的面孔一样，各有一些特色，
能使他与别人区别开来。两个儿童很少能用完全相同的方法
去教导的。”对儿童的教育要根据儿童的不同特点进行，和
我们的祖师爷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是一致的。

《教育漫话》的教育思想主流是进步的，是值得今天的我们
继续学习的。如这一段话，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
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错配
了药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
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不掉的。”这样的话不能不让人去审视
自己：我犯的错误会给学生留下什么影响，还能补救多少总
之即使是最普通的孩子，只要教育得法，也会成为不平凡的
人。

教育漫话读后感篇七

《教育漫话》读后感：浅谈绅士教育法
《教育漫话》是17世纪英国着名的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约翰・
洛克所着，本书于1693年问世后，成为欧美乃至世界文化、
教育的瑰宝，数百年来被许多人奉为办学的圭臬乃至“宪
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它主要论述“绅士教育”。
读了《教育漫话》使我对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传统教育思想有
所了解。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教
育思想和方法，并且反思我国的教育思想和方法。

在《教育漫话》中洛克认为绅士应该具备五个方面的品质：
健康的体魄、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



洛克十分注重健康教育，“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是
约翰・洛克的经典名言，他认为“凡是身体精神都健康的人
就不必再有什么别的奢望了，身体精神有一方面不健康的人，
即使得到了别的种种，也是徒然。”要想有幸福之人生，健
康的身体与健康的精神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他的教育思
想中，健康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

今日的天之骄子，明天的国家栋梁，学生是社会发展的希望，
但是学生群体身体素质却存在整体下滑的趋势，不禁令人担
忧。

面对中国孩子较弱的身体素质，我们的社会、学校、家庭是
不是也该好好反思一下？看一看洛克先生给出的药方，“多
吸新鲜空气，多运动，多睡眠；食物要清淡，酒类或烈性的
饮料不可喝，药物要用得极少，最好是不用；衣服不可过暖
过紧，尤其是头部和足部要凉爽，脚应习惯凉水，应与水接
触。”

洛克认为“在一个人或者一个绅士的各种品行之中，德行是
第一位的，是不可缺少的。”应该在儿童“精神最纤弱，最
容易支配的时候”要让他们习惯于遵守约束，服从理智，免
得以后难以纠正。“因为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
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错配了药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
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他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
的。”这句话真的应引起我们的警醒，我们是否该把孩子们
的思想品德教育放在学习之上呢？"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
是由于教育之故。我们幼小时所得的印象，哪怕极微极小，
小到几乎觉察不出，都有极重大极长久的影响。()正如江河
的源泉一样，水性很柔，一点点人力便可以把它导入它途，
使河流的方向根本改变。从根源上这么引导一下，河流就有
不同的趋向，最后就流到十分遥远的地方去了。

反观我们当代社会，富二代、官二代们在父母大树的荫蔽之
下，生长的可谓扭曲变形。“我爸是李刚”“药家鑫撞人杀



人案”……层出不穷的案件让人触目惊心，国人道德水准大
幅下滑，以致洋人讥笑“中国人缺少的不是价值，而是道
德”。人们在痛心疾首之时，不由惊呼“我们的孩子怎么
了？”“我们的社会怎么了？”倡导仁义礼智信的孔子学院
已经花开五大洲，而我们的社会怎么与仁义背道而驰，为何
在他们的`心中不能盛开鲜花，而遍是杂草？让我们反思孩子
们所受的教育吧，从牙牙学语之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
父母们便牵着他们的手疾走于一个接一个的辅导班、加强班，
几曾留意过他们心中是否有灰尘、可曾有杂草？“入则孝，
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至圣先师的教导言犹在耳，我们的孩子可曾知晓？是该醒醒
了，在他们的心中种上“仁爱之花”吧，只有在仁德友爱的
基础上去做学问，才能成长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

正如洛克所说“我觉得如果有人不知道把一个有德行的，或
者有智慧的人看得比一个大学者更加无限可贵，你也会觉得
他是一个大傻瓜的。我不只是觉得对心地良好的人说来，学
问对于德行与智慧都有帮助，同时我们也得承认，对心地不
是这么良好的人说来，学问就徒然可以使得他们更加愚蠢，
变成更坏的人。”

让我们在孩子们的心灵种植“真善美之花”，让它浸润在春
风雨露中，让阳光遍洒心灵的每一处角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