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的教育信条读书笔记摘抄及感
悟 李镇西我的教育心读书笔记(汇总5

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优质的心得感悟该怎
么样去写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感悟范文，
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我的教育信条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一

在当今日益浮躁的社会，教育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如何
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守住自己的灵魂，看了李镇西老师的
《我的教育心》，相信会让你有所感悟。

还记得刚刚参加工作的那段时间，自己对工作充满了憧憬，
投入了无限的激情：与“问题”学生耐心细致的谈心，只要
有机会就到班级上课，一遍又一遍的修改自己的教案……感
觉每个孩子都是那么可爱，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愿
意和孩子们一起玩，一起笑。当工作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得
心应手时，我们对教育反而失去了最初的激情。对于这种情
况，李老师给了五条建议：

1、永远保持现在这种纯净的童心

永远保持纯净童心的支撑点是把教育当成信仰，不为名利工
作，而是为自己工作，不能让自己的心生锈。我们的工作环
境决定了我们大多数的时间是和孩子在一起的，让自己保持
童心有很多种方法：和孩子们一起阅读，看他们喜欢看的书，
和他们一起说一说对书中故事的理解，对人物的感受，对优
美词句的赏析，会无形间拉近和孩子的心灵距离，也会让你
自己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有机会的时候加入到孩子们的游



戏队伍中，放飞童心，感悟童真、童趣；和孩子像朋友一样
谈谈心……只要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都要去尝试，要把纯
真保持到永远。

2、要有爱心

3、要善于积累智慧

教育智慧是大智慧！

4、要加强阅读

在书香满校园的学校工作，我们是幸福的，阅读，已经成为
我们的习惯。

5、要勤于写作

写作，是情感的升华，是智慧的结晶。教育故事，教学反思，
生活感悟，只要想写，就及时记录下来，那是我们最宝贵的
财富。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
守住自己的教育心，我们就是成功的教师！

我的教育信条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二

每当捧起李镇西老师的作品，心里总是泛起由衷的敬佩之情。
近日，拜读李镇西老师的《我的教育心》一书，再次领略到
李老师对教育的执着与热爱，感受到了李老师身上那种对学
生无微不至的关爱。

“多一种与学生共同的兴趣爱好，你便多了一条通往学生心
灵深处的途径。”李镇西老师说得真精彩！“亲其师方能信
其道”,老师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了，对学生的教育自然要顺



畅得多了。平时工作中，我也比较注重和学生们玩在一起，
学在一起，积极寻找和他们共同的爱好。学生爱踢足球，我
不懂，大课间就天天和他们混在一起踢；学生喜欢绘画，我
就在作业的评语中露一小手“迎合”一下他们，学生喜欢听
故事，我就尽量在每节课前给他们讲一个生动的故事，让学
生感受到和我在一起玩乐、学习都很轻松。有一件事让我记
忆深刻。班上素素、小淳要参加学校“金牌主持人”大赛，
下午就要比赛了，可两个人的即兴问答环节还没有准备，于
是午饭后，我带着他们一起紧张地研究即兴问答的题目。我
们讨论、记录、分工，紧锣密鼓地准备了一个中午。虽然最
终比赛结果不够理想，但后来小淳在日记里写道：没想到老
师会和我们一起准备比赛，真让我感动。老师微不足道的一
件事，却触动到了学生的心灵。所以在日常工作中，我要不
断地寻找“通往学生心灵深处的途径”。

谈及当前语文教学，李老师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语文高效课
堂。参加省级赛课，利用提前编辑好的“程序”课顺利拿到
一等奖，获得了各级领导和老师的赞扬，但学生的反应却是
紧张，谨慎，不敢自由发挥。当去天津参加国家级赛课时，
李镇西老师大胆采用自己的日常教学风格，课堂上让学生自
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鼓励学生自主探究，老师也作为
课堂平等的一员参与讨论，课堂全体学生都“动”了起来。
课后，很多争议的声音传来，有的说这课堂不像语文课，有
的质疑教师的主导作用没能体现等等，但上课的学生们却欢
呼：我们从来没有上过这么真实自然的公开课！这堂课真正
体现了李老师对学生的尊重。课的好坏，我认为应该是以学
生的收获来判定。当然这里要强调的是收获了什么？怎么收
获的？才是关键。这也是我正积极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大潮下，对语文教师有了更高的要求，
不但要会教学，而且要教会学生；不但要教会学生知识，而
且要渗透思想教育；不但要教学生阅读，更要提升自己的文
学修养。想起今年广东高考的满分作文试卷，无一不是博古
通今，涉猎广泛。教育的路上，充满坎坷，但要像李镇西老



师那样享受教育、执着于教育、沉下心来做教育，才能真正
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中人”。

我的教育信条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三

细心品味《我的教育理想》一书作者的教育理念，对未来的
教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教育的伟大使命是使人们从无知走
向成熟。作者书中用精辟的语言勾画了二十一世纪教育理想
的灿烂和辉煌，使人们对未来的教育充满信心。我心中对教
师的形象有了更深的触动。

作为一个教师，需要各方面的知识，一个知识面不广的教师，
很难真正给学生以人格上的感召力。俗语说，“要给学生一
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知识日益
更新的今天，这“一桶水”的提法早已过时，而教师具
有“长流水”才能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面对渴求知识与创
新能力的学生，这已是教育界的共识。目前，新课程改革风
起云涌，作为一名一线教师，明确自己在当前形势下“不学
则退”，因此我们要努力修炼自己，做一个有深度的教师。

教育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的内涵与主题都不同。一个
优秀的教师，必须具有远大的理想，不断地给自己提出追求
目标，同时又要有激情。优秀的教师要永远伴随着自己的梦
想。当生活没有梦时，生命的意义也就完结了，教育就没有
了意义。

教师是一个能够把人的创造力、想像力和全部能量、智慧发
挥到极限，永远没有止境的事业。我作为一个光荣的人民教
师首先就要热爱这项事业，对教育充满激情。教师要不断学
习，保证自己有足够的活水源，使学生酣畅淋漓地学习。教
师教育的对象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单纯的，可爱的孩子。我
要始终保持一颗童心，时刻关心他们，同时我还要做一名关
注社会、有责任感的教师。教师教育祖国的未来，意义重大。
在教授知识的同时，也要教育他们如何做人、如何生活。



总之，我相信，只要我付出努力，多读书，多学习，多给孩
子一些爱，并注意在教学实践中的不断摸索与总结，一定会
离理想教师的形象越来越近。

我的教育信条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四

虽然做了近20年的小学教师，真正对小学教育研究却很少。
暑期无事，借一本《新教育之梦——我的教育理想》，安抚
一颗躁动的心。

应试教育搞了几十年，改革来改革去，还是没有找到出路。
家长要成绩，要面子，要看到孩子考上大学；领导要政绩，
要面子，要晋升，要老师提高分数；老师要成绩，要面子，
更要奖金。于是乎，怎么才能出成绩？语数外挤占音体美劳
品的课，加班加点再补课。如今，课改十几年了，品德课哪
位老师把它像语数外那么抓过？更多的是，学生从来就没有
上过品德课。我关心地问过一个高三学生，你们有体育课吗？
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除了语数外理化什么都没有，每
天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学生的品格来自哪里？只能来
自于电脑网络、游戏和社会，他们习得了太多太多的自私、
冷漠和暴力。

领导迎合家长、领导的要求，把孩子送进大学；老师迎合领
导的要求，提高成绩分数，把学生送进更高学府；孩子迎合
老师的要求，把自己送进只有知识，没有道德的未来。这样
的课改，这样的教育，造就了青少年这样的品德。

因此，我们的教育目标定位要准确，要合理，要长远。理想
的德育不仅仅在课堂上、在书本上，空洞地说教，更要重视
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体验。我们可以开展跨年级的班级之间
的友谊活动；可以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参加公益活动。德育，
应该真实有效，杜绝形式主义。

理想的德育，应该让学生读好书，与书为友。读书，是孩子



净化灵魂、升华人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成语故事，寓
言故事，每一个小故事都蕴含着一个道理。日常教学里，引
导学生多读《成语故事》、《寓言故事》，对学生会有很大
帮助的。因此，建立“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热爱读书的习
惯，是我们领导、教师的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理想的德育，应该循序渐进，层次递进。品德课不是唱
唱“队歌”“国歌”那么简单、形式。有多少学生连基本的
个人品德公共道德都没有？随手扔垃圾、乱涂乱画、出口脏
话、欺凌弱小、小偷小摸、破坏公物、顶撞父母------孩子
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懂得爱，怎么谈得上爱祖国、爱人民、爱
社会主义？德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的年龄特征制约着德
育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而言，不同年龄阶段应有不同
的德育内容；从深度而言，不同年龄阶段的同一德育内容也
应该有不同的程度。

理想的德育，应该是全社会形成“做人为本”的共识，建立
起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合力网络。家庭是德育的最
早的阵地，从娃娃抓起。父母应该通过自己良好的言谈举止
对孩子产生影响。学校应该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帮助家长提
高教育理念和教育水平，形成良好的家庭德育氛围。学校还
应该注意社会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方向，帮助孩子正确认识、
抵制和消除不良信息影响，使学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德育的升华是人类不断向文明进化的载体，抓好学生德育工
作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圣神使命和共同责
任。大家都知道“别让孩子输在知识的起跑线上”，但是，
我们更不能让孩子输在德育的起跑线上、做人的起跑线上。
因为拥有好的品行和健康的性格，孩子才会健康茁壮地成长，
成长为参天大树，才能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材。

我的教育信条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五

“一个真诚的教育者同时必定又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者。



素质教育，首先是充满感情的教育。离开了情感，一切教育
都无从谈起。

这些是我在看李镇西名著《爱心与教育》的手记一中所摘抄
下来的句段。李老师是我最崇敬的名师之一，今读了他的
《爱心与教育》的手记一，我更是对他万分崇敬。在“手记
一”里，李老师所具有的一颗童心令我仰慕，李老师对学生
的爱心更是令我震撼！学生生日时亲手送上的一本书、一张
贺卡、几句诚心的祝福，为学生办生日晚会，跟学生一起举
行篝火晚会，一直关注高考落榜学生宁玮……令学生感动的
同时，也折射出了师者崇高的师德风范，然而李老师却把这
一切说成是“在还学生的债”，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整篇文章里，没有华丽的辞藻装饰，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大壮
举，全是记载着李老师与他的学生们之间发生的最平常的事，
可这些事又极其的不平凡！给学生送上生日祝福，为贫困学
生捐款，这些我们大多数老师也做过，可是有几个能像李老
师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而且我们有几个能做到像
李老师这样对学生是一种纯粹的、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爱呢？
大多时候，我们老师对学生的所谓“爱”，是否建立在某
种“功利性”的成分上呢？这些值得我们好好地去反思。

“爱学生，就必须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而要走进学生
的情感世界，首先就必须把自己当作学生的朋友，去感受他
们的喜怒哀乐。”李老师是我们的楷模，值得我们每一个为
人师者好好地去学习。李老师所采用的一连串教育方法更是
令我茅塞顿开，受益无穷。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李老师转化你的成功事例为榜样，
以苏霍姆林斯基说的：“一个好的教师，就是在他责备学生
的不满，发泄自己的愤怒的时候，他也时刻记住：不能让儿
童那种‘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为指导思想，
耐心地去对待我的任何一个学生。



“玉不琢不成器”！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璞玉，如果你不经过
一番“精雕细刻”，就算你天赋多么的高，也不可能变成一
块玲珑剔透的好玉。这是我看《爱心与教育》手记三“锻造
卓越人格”得出的最深刻的感悟。

手记中的程桦、杨嵩、黄金涛分别是不同类型的孩子。程桦
爱好广泛，学习非常优秀，可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胆子小；
杨嵩脑子灵活，悟性很高，可很“调皮”，上课时有些“不
务正业”；黄金涛自控能力较差。针对他们的性格特点，李
老师采用了因材施教的办法。对于程桦，李老师从谈心入手，
推荐书籍作铺垫，一步步引导他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能力，
逐步向树立远大志向发展；对于杨嵩，李老师从引导他战胜
自我开始，逐步过渡到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对于黄金涛，
李老师则发挥了“日记”这个教育载体的作用，让黄金涛用
日记记下自己的心路历程，通过不断地总结、反省来达到教
育的目的。经过李老师费心地调教，三个人都渐露出耀眼的
光芒，为他们以后的成材之路作了很好的铺垫。

高尔基说：“谁爱孩子，孩子就爱谁，只有爱孩子的人，他
才可以教育孩子。”陶行知也说过：“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
活动。惟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李镇西在
他的《爱心与教育》手记四“教育是心灵的艺术”中用自己
的行动很精辟地诠释了这个观点。

李老师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非常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
这是我们当下很多教师忽略的问题。传统的教育只重视学生
的考试成绩，“唯分数论”的思想严重侵蚀了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所以也就出现了很多“高分低能”的现象。

随着课改的春风吹进，很多教师意识到学生的思想健康也不
容忽视，德育问题也毅然被摆在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首位。
然而，也许是由于教育体制的不够完善，对教师考核方面的
条例欠缺，抑或是教师本人对理论认识的不到位。



总之，也还存在着“以分数论英雄”的观念。在轰轰烈烈推
行素质教育的今天，李老师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们
应该把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踏踏实实地落实到位，给学生创
设一种和谐的学习氛围，“教师应尽量使自己具备‘学生的
心灵’――用‘学生的大脑’去思考，用‘学生的眼光’去
看待，用‘学生的情感’去体验，用‘学生的兴趣’去爱
好……”只要赢得了学生的尊重，教育也就水到渠成的事了。

李镇西《我的教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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