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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原文摘抄篇一

假期间，我从学校推荐的三本书中选择了李希贵老师的《为
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一书来充实自己。之所以选择这本书是
因为我被封面上的”自由“二字深深吸引，――我们的教育
可以自由，那是多么值得期待的事啊。带着这个期待，我开
始阅读此书。

起初，当我只读了几页的时候，我就被李老师的真诚与朴实
打动了、震撼了。这种感觉引导着我继续往下读，在接下来
的阅读过程中我享受着、思索着，越发感受到吸引我的不仅
仅是书名，更具吸引力的是这本书中所折射出的一位教育改
革家的崭新教育理念和丰富的教育智慧。他是真正地在用”心
“做教育，真正为了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和未来发展着想。我
想能成为李校长的学生一定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可以”
自由呼吸“。从李校长的教育故事中，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教
师去学习与琢磨，那就是”方法总比困难多“。李校长在教
育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我想我们很多老师也一定遇到过，只
是我们通常的做法无非是心不在焉、草草了事，本来应该多
想想再采取行动，却从来没有为学校、为孩子真正解决过。

这本书是由多个教育故事组成的，每一个故事都给我留下很
深的印象，因为这本书并非是一本深奥的教育理论书籍，相
反它用非常平实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他曾经经历过的
教育小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能读出他对教育的热爱与向往，



从中他也向读者传达了他独特的感悟与深沉思考。我想一个
人真正的能力与魄力可能在重大的时刻或紧要关头才能表现
出来，但它却是在无关紧要的时刻、在琐碎的日子里形成的，
因此我们教师应该重视日常平凡的教育生活，着眼于日积月
累，多思考、多总结，这样的教师生涯、教育生活才会丰富
多彩、有滋有味。

其中有一则教育故事名曰”有比抓小偷更重要的事“，对我
触动很大，并在此后的教学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大影响与启发。

是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是孩子呢，对孩子
多一份宽容，就让孩子多一份希望。

随着深读这本书，我的思绪渐趋明朗。我明白了为何这么多
年来有的学校学习魏书生、学杨思、学杜朗口，其结果都不
尽如人意，草草收场，是因为那都是从名师那儿学皮毛，借
鉴者看到的只是别人的成果、经验，并没有过多地关注、体
验教育的过程，感悟名师的内在文化底蕴。

阅读这本书，还让我清晰地明确了教学的方法、教育的方针、
管理的体制，更重要的是让我再一次端正了人生态度。

在书中，李希贵老师分别以教学、教育、管理这样三条主线，
把源于自己教育实践中的小故事串联起来，同时融入自己对
教育的独特体悟与深思。而尊重人、欣赏人、珍爱人的”人本
“理念则贯穿三条主线始终。”让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重
要“的管理艺术、”多一把尺子就会多出一批好学生“的评
价观、”让学生在校园里'自由呼吸'“的育人观等等，这一
切都是李希贵老师”人本“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

读完此书，我不禁也自由呼吸了一回，希望我以后的教育之
路也能真正地”自由呼吸“。

最后我想借用李老师的话：”把简单的事情天天做好，就是



不简单！"作为教师的我们必须善于发现，有一颗敏感的心，
而这种敏感来源于我们内心的爱和责任感。

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原文摘抄篇二

教育到底是什么，在《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中，我好像找
到了答案。李希贵老师用他那博大的胸怀、深邃的思想、求
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书中诠释了教育的精髓。没有空洞的理
论，没有呆板的说教，而是用非常朴实的语言向大家讲述了
一位教育工作者曾经实践过、经历过的教育故事，展示着他
那鲜活的教育理念。

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李希贵老师从自身
失败的案例中得出“让教育从细节入手”的结论，只有从碎
片化的生活细节，不断沉淀、累加，最终形成所谓的教育。
书中提到“让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重要”，“记住你的教育
目的应该是养成一个能够自治的人，而不是一个让别人来管
的人”。我们的教育不是约束，更不管制，而是要着重培养
学生们的自律意识，让意识逐渐成为自己的一种习惯。从而
才能深刻认识到“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
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这一
良性循环，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能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让学生感到自己才是中心，才是自己的主宰。

“一个人的成长除了同龄的伙伴互相影响之外，一定要有那
么一两位亦师亦友的长者，用他们的人格、用他们的人生智
慧、用他们宽阔的胸襟、用他们那种对后生真诚的欣赏和尊
重，来引领年轻人开始漫漫的人生之旅。对一个成长中的生
命来说，这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用长者的人格、智慧和
胸襟，去欣赏和尊重，从而引领年轻人的人生之旅，不正是
我们平时所说的言传与身教吗？因此，我认为无论是教师还
是家长，在教育孩子时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表现。每一个学生
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同我们一样，同样需要欣赏和尊
重。如果时机不对、方式不当，就算费尽口舌，说的再有道



理，也只会事倍功半。

李希贵老师在书中一再强调：“教育其实很简单：一腔真爱，
一份宽容，如此而已。”“教育本来挺简单，只是我们人为
地把它搞复杂了。把孩子当作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让校园充
满民主、平等，让老师、学生在校园里自由地呼吸。”如果
我们能引导学生发现真理而不是告诉学生真理，那么，他们
必然会有与众不同的兴趣，只有放开孩子的手脚，让他们自
由奔跑，“鞋子”合脚了，速度肯定慢不了，我们又何愁学
生前面不会是一片自由而又广阔的天空呢！

教育贵在坚持，为了孩子的成长，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需
以身作则，用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人生智慧，我们宽阔的胸
襟，来引领我们的学生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用李希贵老师所
说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这一篇感悟：“把简单的事情天天做
好，就是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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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原文摘抄篇三

什么是教育？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也“，常常在耳



旁响起，可时代发展到今日，教师不能只是”教书匠“，更
应是心灵的”引路人“，”授人以鱼，更应授人以渔“，可
是，处于一线的老师，到底缺什么呢？我也一直在思索着。

《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原以为所谓的教育类专著大都是
一些熬成了”家“的人编排的许多深奥且空洞的理论，一向
嗤之以鼻。读教育家李希贵的《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一书，
方后悔自己其实曾错过了无数的收获与感动。

在《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的一书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智慧，
李先生用最朴实的语言，用一个个生动的、亲历的教育案例，
展现了他的心路历程。揭示了教育教学的本质规律。在书中，
李先生紧紧抓住三条主线：一条线是教学线，主要写语文教
改的起因和过程。第二条线是教育线，主要写了作者的学生
观的变化。第三条线是管理线。

一、善于读书，使人明智

前苏联作家高尔基说过：”凡是我所有的好东西，都要归功
于书。“我国也自古就有”读书改变命运“的说法，李希贵
老师的人生历程或许能作为这些话的映证。从苏霍姆林斯基的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怎样培养真正的人》，到松下
幸之初的《经营人生的智慧》；从约翰・基西克的《理解艺
术》，到玛丽？凯的《掌握人性的管理》……从教育理论专
著到别类书籍，李老师从不同种类的艺术中挖掘出教育的思
想，将其用于教学、教育、管理。也正是有了这些思想，李
老师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他大师的成长经历，告诉每一
个孩子和每一位家长：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
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

二、善于悟道，创新出彩

在教育中，他深刻反思了自己学生观的渐变过程，那是一个
在无数次错误和失败中摸索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与大师对



话，从阅读中汲取养分的过程。正是一颗好学又善于深思的
心灵，让他一步步将”以人为本“的思想全面地融入自己的
学生观中。他眼中的学生是天真可爱的，有灵性、有梦想的
一群；他们会常常犯错，常常摔跟头，但在错误中成长、在
摔倒后爬起来是他们必须学习的功课；他们的心灵美丽而稚
嫩，需要我们去呵护、去理解；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有
自己的喜怒哀乐，容不得我们贸然闯入……他们的身上都流
淌着渴望尊重、渴望认可、追求公平、追求自主的血液，而
这些恰恰是教育得以萌芽的种子。那就是用情感改变一个孩
子的心。

三、善于改革，无所畏惧

他注重经营学校文化，在高密四中提出了”永不屈服“、在
高密一中提出了”为四十岁做准备“的极具个性化的校训，
以振奋师生的斗志，内化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动力。他始终站
在学生和教师的角度思考问题，经常思考教育应给学生留下
什么？提倡民主从课堂开始，着力造就一个”选择的校园“，
给学生创造更多的”第一次“，哪里闪光就打造哪里，让学
生在校园里”自由呼吸“。对于一位校长而言，成就教师与
成就学生一样重要，因为”教师以什么样的心态理解生活，
就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教学“，在当代的中国，让师生们
在考试的重压下自由地呼吸、自主地发展才是需要永恒探索
的课题。

边读书，边让我佩服起李先生来，他是真正的用”心“在做
教育，真正的为了每一位学生的未来发展着想，我想能成为
李校长的学生一定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可以”自由呼
吸“。还有一点在李校长身上也深深的体现出来了，那就
是”方法总比困难多“，李先生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我想我们很多老师也一定遇到过，可是，往往是草草了事，
没有为学校、为孩子真正解决过。

总之，《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原文摘抄篇四

再次将《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翻开来，一页一页地读下去，
如同读小说般欲罢不能的感觉。读罢，不仅想：一本教育类
的书籍，何以有此魅力？在我看来，书中最吸引人的，应该
是发生在李希贵身上的一个个鲜活的教育故事！李希贵的教
育魅力之一在于他把教育中最常见的也最棘手的问题推到我
们的面前，然后用自己的智慧将这些问题变成了精彩。读一
个个案例，就像在品一场场思想的大餐、一次次精神的美味，
不断让你进入一方新的天地，产生一种新的期待。细细品之，
书中所包含的思想便会化为丰富的营养，深入心灵，引你深
思。阅读中，你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和审视――思考自己，
审视自己，思考教育，审视教育，并且会逐步内化为一种行
动的力量――向着“以人为本”的教育靠近。因此，掩卷之
余，我想说，这是一本既适合一线教师阅读，更值得管理者
细细品味的好书。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走进《为了自由呼吸
的教育》，也就走进了李希贵。在我的眼中，李希贵的精彩，
不是因为他有高深的教育理论，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头顶上
罩满了光环的教育名家，而是因为他不是靠空洞的说教，强
迫式地让你认同或执行，而是以自己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你，
让你不由得感动和佩服。李希贵的魅力在于他的探索和实践，
一个个精彩的教育案例，就是对一位智慧的教育行者行走历
程的最生动诠释。随着阅读的深入，深深的敬意也油然而生，
李希贵堪称当代一位真正的教育大家！

是否能称得上教育家，我想最重要的莫过于他是否有主见的
思想，是否有开阔的眼界。而李希贵的可贵之处是他不仅仅
拥有这两点，相对于某些只有理论研究而无实践教育的教育
专家而言，他更有独属于专家的一笔无比宝贵的财富――作
为教师，作为校长，作为局长，他一路走来的锐意改革，大
胆探索，他充满教育智慧的教育行走历程，在我们面前编织
出了一道别样的教育风景。



非常欣赏肖川教授的观点，他说：“眼界决定境界，你的思
想就是你的生活。”对于教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李
希贵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解放人―――――包括人的智
力和心灵、思维和情感，而不是束缚人，压抑人，限制
人。”“一切制度必须从关注人本身的需要出发，脱离人文
关怀的制度只能成为束缚手脚的镣铐。”

我想，也正是有了这种思想作为做一切工作的核心和支撑点，
李希贵才演绎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精彩。不论作为一个校长还
是局长；不论是对待学生，还是老师，他都怀有一种尊重，
一种对所有人的都是生命的个体平等视之的尊重。他所有的
改革，也无不是被这一根线所贯穿着的。他的改革，是
改“束缚人、压抑人、限制人”为“解放人”的。所以他在
高中这个无人敢涉及的“雷区”，带着镣铐舞蹈，也同样收
获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对他所言：“素质教育真正搞好了，
没有理由不成功！”

阅读中，最令我敬佩的是李希贵一次次的大胆创新和改革。
改革就意味着风险，意味着随时就会有失败的危险。所以，
打破旧有的模式，创建全新的格局，若非有超出常人的胆识
和魅力，绝对不敢为之。而李希贵却一路敲着改革的鼓点，
踏出了一串串精彩的足印，堪称为智慧的教育行者。

做为教育工作者，无论你是哪种角色，有一种努力可以相
同――我们奋斗，是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

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原文摘抄篇五

“教育其实很简单，一腔真爱，一份宽容，如此而已。”这是
《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楔子里开篇语中的一句话，也是道
出了教育真谛的一句话，令我感触颇深。

“教育无痕，有效的教育是把教育目的隐藏起来的教育，是
不动声色的教育。”“美好人性的塑造，并不需要什么高超



的教育手法，融洽的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成年人的善良、
民主、宽容、仁爱，这一切，就是美好人性生长的最适宜的
土壤。失去了它们，任何教育都将是徒劳的。”李希贵老师
以他的成长经历对教育的真谛做出了生动而有力的诠释：爱
书的爷爷在润物细无声中，在作者幼稚的生命中播下了热爱
读书的种子。充满艰辛的农村大家庭却因了家人的和睦而充
满了幸福，使作者有了人生幸福的第一次体验――家庭幸福，
从而在他的心中撒下了幸福的种子。身教重于言传的父母在
他的心中播下了今日事今日毕的良好做事习惯和待人宽厚、
乐观豁达的优秀品质。由此我想到教育的含义为“教，上行
下效”“育，使自己的后代为善”。对此教育家洛克也
说：“务必接受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无论给孩子什么样的
教训，无论给孩子什么样的聪明而文雅的训练，对他们的行
为发生最大影响的很显然是他周围的同伙，是他看护人的行
动的榜样。”而反思我们的教育，身为教育者的我们在感叹
学生一代不如一代的同时，应该想想我们做得是否足够好？
我们让学生感受到了我们的仁爱、宽容、民主了吗？我们的
师生关系足够融洽、和谐吗？我们做得足够让学生“亲其师，
信其道”了吗？如果我们能响亮地说出“我们做到了”，那
我们的教育也就成功了。

“当一个孩子感受到来自成人世界充分尊重的时候，也就是
他的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一个人的心智
自觉开启的时候。这样的成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成
长。”书中作者在“鼓励的效应”一节中提到自己由于王校
长的信任而越发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力求显得成熟稳重来
回报这份信任。“内在的动力决定着人的成长速度。”
在“哪里闪光就打造哪里”一节中郝铁军的转化更是显示出
了教育者的智慧和信任的力量。想一想，我们成年人在赢得
别人的信任时，都会格外地发挥出工作的潜力，更何况是未
成年的孩子呢！一直以来，我们教育者给学生的定义是：一
群无知的孩子，什么都需要我们亲力亲为。却忽略了一个事
实：这群孩子也需要尊重、信任、放手。这样他们才会成长
得更快更好。



“教师应该是托起太阳的人。一个教师在成就学生的同时，
也应该成就自我。”以《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中的一句话
作为本篇的结束语。我在读书实践中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也会尝试自由呼吸的教育，但我知道真正实现或拥有自由呼
吸的教育是件不易做到的事，我会继续为自由呼吸的教育贡
献一份微薄之力。

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原文摘抄篇六

徐州七中贾传喜

教育需要改革。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而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解决“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李老师说：“教育其实
很简单：一腔真爱，一份宽容，如此而已。”真爱是土壤，
宽容是营养，学生就像自然界中生长的万物，有了适宜的土
壤和充足的营养，没有不成才的理由，就看我们看待成才的
标准是什么。李老师指出：“多一把尺子就会多出一批好学
生。”

谈教育就不能回避教育管理。“让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重
要”，这是李希贵老师的一条重要的管理思想。“管理管理，
只有管没有理，是不能叫做管理的。每一个被管理者都是活
生生的个体，你不把被管理者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尊重他们，
理解他们，甚至热爱他们，你的管理就不会有太大的成
效。”这是李老师对“管理”一词的诠释。在教育管理工作
中，不管你是哪一个级别的领导，或是任教哪一个学科的普
通教师，都要和活生生的人打交道，领导管理教师需要尊重，
让每一个教师都感到自己重要；教师管理学生需要尊重，让
每一个学生都感到自己重要。只有树立了这样的思想，抛弃
以权压人的传统管理理念，才能使我们的教育焕发生命的活
力，实现真正自由呼吸的教育。



“教育无痕，有效的教育是把教育目的隐藏起来的教育，是
不动声色的教育。”

教师需要解放。

“教不严，师之惰”。如今我们的老师管得不谓不严、不谓
不宽，但厌学的同学仍有增加的趋势。是师惰，还是生惰？
都不是，是我的教育出了问题，或者说教学方法出了问题。
李老师说：“把学习的权利还给学生。”，书中列举了没有
老师的语文课事例，说明“学生的成长固然需要老师的引领，
但归根结底是学生自己在成长，我们永远无法代替他们成长。
”教师的作用就是欣赏！欣赏学生，欣赏他们的`创造，欣赏
他们的成果。“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
播种性格，收获命运。”

“我们常常过于看重管理的权威，却往往忽略了管理的终极
目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如果以牺牲孩子的前程命运
作为维护管理权威的代价，这不但背离了管理的初衷，而且
这种管理最终必然走向死胡同。”、“我宁肯教出一个成绩
不合格的学生，也不愿教出一个人格上不诚实的学生。”这
些正是我们教师所要探讨的课题。

学生需要张扬。

让师生能够自由地呼吸、自主地发展是李希贵老师一贯倡导
的。韩愈在《师说》中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
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学
生的学习手段和学习内容较过去有很大的变化，塑造自我、
展示自我、成功自我的愿望也较迫切。有人说这是浮躁的表
现，是急功近利，李老师指导我们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思
考”问题。

“教育的本质是解放人dd包括人的智力和心灵、思维和情感，
而不是束缚人、压抑人、限制人。”陈景润教不好初中数学，



不影响他成为数学家；比尔盖茨大学未毕业，不影响他成为
全球首富。为什么我们对学生的要求要千篇一律呢？“学生
的潜能就像空气，可以压缩于斗室，可以充斥于广厦dd就看
我们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空间。”是树苗，我们就把他培养
成参天大树；是麦苗，我们就把他培养成丰收的麦穗。如果
小草也能结出稻谷，还要农民干什么？实际上，我们的教育，
有时就是不论你是树苗，还是麦苗、稻苗，都用一个标准去
衡量，让你长成参天大树，苦了孩子，也害了教育。

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