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爱心与教育体会 爱心与教育读
后感(大全8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读爱心与教育体会篇一

世界上有两大心理学流派，一个是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
学，另一个是阿德勒的个人心理学。阿德勒认为自己老师所
开创的精神分析学中，过于强调了人类的性欲和本能在人格
形成中的作用，却忽略了社会感在人格塑造中的巨大作用。

阿德勒认为生命的真正意义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职业、人际
交往和婚姻。而合作是实现人生意义的方式，合作的基础是
兴趣的产生。

人的心理和身体是可以互相影响的，在人的行为模式中，心
理的渴望和诉求会对人的所作所为产生积极或是消极的影响；
而人的性格在人生早期即童年时期就已经形成，所以早期记
忆和童年影响对一个人的日后的行为和选择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一个人性格的行程过程中，家庭的影响是排在第一位的，
父母应该注重培养孩子的合作意识，让孩子对于社会对于他
人产生兴趣，尊重、爱护、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都是必不可
少的；在孩子进入学校后，学校的影响、老师扮演的角色都
至关重要。老师应该了解孩子的过去经历，了解孩子的兴趣，
用心关注每一个孩子，不忽视，不溺爱，不以成绩作为判断
标准。

这本书写在百年前，而现在很多的家庭，学校甚至还没有重



视孩子的心理问题。希望我们能更多的关注和了解心理学，
更多的将心理学应用到生活中来。

阿德勒后期也在从事儿童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很多家长特别
是隔代长辈，通常都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孩子是敏感而单纯
的，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需要我们用心去关怀，也需要我们
以平等的身份去交流。需要包容而谨慎的态度，也需要柔和
的方式，更需要底线和原则。

读爱心与教育体会篇二

读了李镇西老师的《爱心与教育》，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
着我，李老师运用许多学生的原话真实地写出他怎样地爱学
生，学生又是怎样地爱他，真是让人感动。

书中所描述的，李老师和学生间的一个个故事都体现了他为
人师表的尽心，超越了一般父母对子女的爱。他对学生的爱
是一种真正的爱。一般的老师是难以做到的，他对学生的爱，
不但是爱优秀生，而且更爱差生。尤其我在书中读到他从不
忘记学生的生日，还在学生生日时给学生送上一份生日礼物；
在课间经常和学生一起活动；在课余时间或假期中带领学生
一起走进大自然；对班级中的优生、中等生、差生坚持按号
轮流家访等等，李老师在教育岗位上处处闪耀着爱的火花。

李老师对爱的执著也深深打动了我。李老师做的许多事情都
很普通，我们也都可以做到。可为什么李老师能成为名师？
而我们却在日常工作中变得越来越平庸呢？这是因为李老师
对教育的一份执著，对爱的一种坚持。正如李老师所说“爱
心与童心”是我教育事业永不言败的最后一道防线。他把教
育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把带给学生一生的幸福当成一生的
追求，而我们只是把教育当成自己谋生的工作。正如做一件
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一个老师创造一个感人的
场面并不难，但一个老师，能够长期像李镇西老师对待万同
那样对待每一个学生，难！在万同的身上，我们看到转化一



个后进生有多难。更看到了一个为人师者的爱心，耐心，信
心。万同的每一点变化，无论是朝着哪一个方向，都牵动着
老师的心。而万同身上所体现的反复，足以考验最有耐心的
老师，只有爱心的坚持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李老师在书中这样写道：“当一个好老师最基本的条件是什
么？”“是拥有一颗爱学生的心！”他还说：“离开情感，
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师爱是教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良
剂。爱学生，就必须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就必须把自
己当作学生的朋友，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所以，让我
们对孩子多一份爱吧。

跟李老师比起来我感到卑微和惭愧，回想以前，面对个别孩
子的顽劣和松散，尤其是反复不定时，我总是忍不住会烦躁，
会发怒。可每当发过脾气，总会有一点自责：他们毕竟还只
是孩子！于是，每次我又都会找借口亲切地同他们聊聊天，
似乎这样心里才有一点平衡。现在想起来，孩子们曾经给过
我多少尊严和宽容啊！和他们的爱比起来，我们这些老师甚
至是大人的爱附加了太多的东西，显得那么单薄！试问自己；
对于一个责备或是训斥过自己的人，既不是父母又不是兄长，
你能这样去宽容和包容吗？可这些孩子们能做到。他们眼中
没有丝毫的杂质，透出的都是单纯、坦诚。跟李老师相比，
我的学生年纪更小、心灵更稚嫩，更需要我去呵护、去关心、
去琢磨、去引导他们。

《爱心与教育》这本书给我一种领悟，一种发现！它启发我
们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不要吝啬自己动人的微笑，由衷的
赞叹，热情的鼓励，真诚的帮助和无私的爱心，它们是滋补
孩子们心灵的灵丹妙药。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像李镇西老
师那样，用我们的真心、爱心和责任心，在每一位孩子的心
田都播下希望的种子，以一颗智慧之心，仁爱之心，包容之
心去拥抱我们的事业，拥抱我们的孩子！



读爱心与教育体会篇三

读了李镇西同志写的《爱心与教育》，我感慨万分。说起教
师这个职业，很多人都会这么说：“当教师多好，教师是个
崇高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正因为教师的职业最崇
高，还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是世间最高级的产品——人才。
人本身就是宇宙间已知的物质的最高级形态，人对于人身的
认识又还远远不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从事人的教育更是
一种艰苦的、带探索性的，后果往往难以完全确定的劳动。

那么怎样实施教育，实施什么样的教育方式，这又是目前大
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过去的教育最看重的可能就是成绩
单，分数，高材生等等吧。现在还是有很多老师、家长把分
数、名次看的过重，而忽略了孩子整体素质的培养，能力的
培养。首先，作为教师，我们应该认清自己的教育目标，不
是一张张的成绩单，不是一堆分数，不是高级学校录取通知
书，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人才，是能够在未来社会中站住脚
跟，开创事业的人才。这样的人才，不仅要在学校里读书，
通过读书获得一定的扎实的知识，更需要终身有读书的兴趣，
求知的欲望，并且有能力自己学习，有能力找到自己所需要
的知识，有能力吸取这些知识。还要能够正确地处理社会各
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经历顺利和艰难，成功和挫折的考验。
他们需要有知识更需要有理想、有坚强的意志，有优良的品
质。

在幼儿教育方面，以往的教学中我们常怕幼儿不理解，着重
研究怎样教会他们，常常采用“嚼了喂”的方法，只重视教
师的教而忽视幼儿的学。实质上是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强加于
幼儿，阻止了幼儿的思维和创造力。作为幼儿教师，应当从
幼儿各方面的特点，在原有的基础上出发，结合本班幼儿实
际情况，将各领域的学习结合起来，使幼儿在生活中学习，
在环境中获取各种经验。在教学工作中善于敏锐地发现幼儿
的探索思维能力，发挥其创造力，发现每个幼儿身上的闪光
点，让幼儿有充分的自信心和成功感，从而自觉去谋求知识



并创造性地加以表现。

其次，做为成功教师的共同经验，你必须对你的学生有一腔
爱心，爱孩子才能培养孩子的爱心。只有爱孩子才能无微不
至地关心、注视他们成长中的每一个细节，才能为他们的每
一点微小的进步而衷心喜悦，才能感知他们的苦恼和困惑。
有的人用“孩子王”的说法来贬低教师，其实，要做孩子们
认可的“王”，真是谈何容易啊！

苏霍姆林斯基曾认为，我们的教育对象的心灵绝不是一块不
毛之地，而是一片已经生长着美好思想道德萌芽的肥沃的田
地，因此，教师的责任首先在于发现并扶正孩子心灵土壤中
的每一株幼苗，让它不断壮大，最后排挤掉自己缺点的杂草。
教育的使命，就是让孩子各方面和谐地发展；使每一个人在
他的天赋所及的一切领域中最充分地表现自己。把每一个学
生培养成幸福的人！

我们的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我们此地的教育是生活教育，
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
我们就教什么。因此，要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小孩子的
双手，解放小孩子的嘴，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解放小孩子的
时间。”他有一段话让我特别震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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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
让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今天的素质教育。说到素质教育，不少
教育者往往更多的是把眼光投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
设备、考试制度等等的改革。这些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认
为，素质教育决不仅仅是教育技术层面的事，首先是一种充
满情感的教育，是充分体现教育者爱心与童心的教育。一个
受孩子衷心爱戴的老师，一定是一位最富有人情味的人。只
有童心能够唤醒爱心，只有爱心能够滋润童心。离开了情感，
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

作为幼儿教师，注重幼儿品德教育，无论在教育活动或生活
活动中，都从细节做起，从一点一滴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幼



儿时期是儿童个性形成的重要时期，具有很大的模仿性和可
塑性，最容易受外界的影响。俗话说，嫩枝易弯也易直。孩
子将来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童时期的
教育。正因如此，我们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使幼儿一入园
向老师问好开始，教育幼儿尊老爱幼，团结同伴、谦让有礼，
爱父母、爱老师、爱幼儿园、爱祖国。也是从这时起一点点
的改掉幼儿自私、无理、霸道的个性，让他们一点点的融入
幼儿园的大，让他们知道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同时也知道谅
解他人。

读爱心与教育体会篇四

李镇西老师对学生真挚的爱,学生对李镇西老师爱的回报,是
因为李老师拥有一颗爱学生的心,这是他教育事业永不言败的
最牢固的防线。其实他也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诠释着对
素质教育的理解。因为他明白素质教育,首先是充满感情的教
育。一个受学生衷心爱戴的老师，一定是一位最富有人情味
的人。

李老师的内心的教育思想对我启发很大。首先，他是一生致
力于教育的人。他的教育信条“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
福”影响了无数人。其次，从教以来，李老师能从学生的视
角思考与解决问题，身体力行给学生树立了榜样，他的学生
有爱心，纯洁，努力向上。他深刻地印证了“教育的本质意
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
一个灵魂。”最后，李镇西老师真正参与学生的成长，工作
生活不分家，教育就是生活，生活也是教育。

作为一名新教师，我们可以借鉴成功的教育理念，在教育实
践中反思并总结自己经验，让学生有一个健康的心灵。

首先，我们可以参与到学生的成长中，教会他们认识世界的
方式，既要教他们学习真、善、美，也要告诉他们要有一个
宽容的心，包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还要培养学生的优秀品



质。在日常的小事中培养优良品德，发现感动，留住感动。
倾听学生的心声，塑造学生健康的灵魂。

其次，增加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的机会。班里的管理干部能锻
炼学生，让每个学生在班级里有自己的标签，每个学生能找
到自己的存在感，在班级强调奉献精神，建设和谐团结的班
级。

最后，教育的对象是人。各种教育理论的最终落脚点都是对
人的教育，而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文化与习惯，我
们学习理论与借鉴经验，都要结合自己的学生。把学生当成
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把学生培养成有血有肉的人。

爱学生的心!”爱学生,就必须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把自己当
作学生的朋友,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所以,让我们对孩子
多一份爱吧！

读爱心与教育体会篇五

读《爱心与教育》，先读了余心言老师写的序，在序言中，
他说：“从李镇西同志的手记里，我们可以得到的最重要的
启示，首先是认清自己教育活动的目标，不是一张张的成绩
单，不是一堆分数，不是高一级学校的录取通知，而是活生
生的人，是人才，是能够在未来社会中站住脚跟、开创事业
的人才。”“其次，使我们强烈感受的是李镇西同志对学生
的一腔爱心。”

细读每一个章节，字里行间折射着一位老师对孩子的真挚、
真诚与大爱。他能细心的发现每一个孩子的喜怒哀乐、微小
变化，他能不动声色的、用孩子们能够接收的方式去教育孩
子、带动学生，他也能大张旗鼓的带着他的学生们去闯、去
干。难怪他教过的孩子那么优秀，难怪他的学生那样亲切的
称他为“镇西将军”。



其中“我与万同的故事”，我读了两遍，我试图从中寻找一
位老师对待“精神与感情双重孤独”孩子的良方，试图寻找
一种转化差生的捷径。我终于发现：没什么捷径、没什么妙
招，有的就是对学生心灵的尊重！没有对学生心灵的尊重，
就没有什么教育可言！

《爱心与教育》从63页到96页，讲的就李老师与万同的故事，
字里行间满是爱，皆是情。

于是，我想：如果是我，如果我的教学中遇到这样的孩子？
我能像李老师这样做吗？我不敢肯定，这也是我内心真实的
感受。我们所教的是小学阶段的孩子，或许不可能像万同那
样的叛逆，但或许有像万同一样有着那样家庭环境的孩子，
或许他们再大一些，也会做出这样或那样让老师们始料未及
的事情来。但作为老师的我们能不能像李老师一样智慧的处
理，能不能始终的不放弃、不抛弃呢？这不由得让我反思自
己的教学。

在我的教学中，也曾遇到过这样或那样的调皮捣蛋鬼。从教
第三个年头，我就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那是我刚接的一个
班，五年级，上课收作业，一个孩子没有，我问他要，他站
起来说：“就没有，我就不交。”那是年轻的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但毕竟克制了自己的情绪，没有在
班内发火。课后我问原来任教的老师，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这孩子从来就不写作业，家长做生意，不管不问，孩子也便
我行我素。老师拿他没办法！我真的试图改变过他，也亲自
登门家访过（他家与我的一个朋友家是邻居）。我坚持了一
段时间，试着去改变他对学习的态度，但最终没有见到多大
成效。后来孩子便毕业了。现在想想：对他的教育我缺少的
并不是对孩子的爱，而是一种智慧，一种尊重。我只想到了
要改变他，并没有像李镇西老师那样去关注一个孩子的内心
世界，去考虑一个孩子的真实感受，我缺少的就是这种对孩
子心灵的尊重！



二十多年来，这件事情，这个孩子我一直记得，并不断的拿
来对比、反思自己的教学。我把现在的类似的问题解决方法
与原来相比，我发现，经过多年的积淀，处理起来真的是灵
活多了，而最重要的是在处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考虑到了
孩子，听取了孩子的想法，我也尊重了孩子的一些选择，给
他们以尝试、自主的机会。或许正是这种尊重，才让我的教
育教学充满着快乐，充满着理解与包容。

如今，再读《爱心与教育》，再一次发现自己与名师之间的
差距，再一次的反思自己，再一次的告诫自己：教育，需要
尊重，真正的尊重孩子，尊重心灵，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
教育。向着这个目标，我将坚持学习，不断思考，砥砺前行。

读爱心与教育体会篇六

近日拜读李镇西老师的爱心与教育，对我的感触颇深，让我
对教育的理解更加深刻。

很多时候作为一名一线教师，我总是忙着备课、上课、批作
业、考试等教学任务，还要应付各种学校的任务和检查，而
忽略了和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忽略了对学生诚实、善良、
正直这些优秀品质的培养。而李老师则不同，他给汪斌煮鸡
蛋，给学生送生日祝福，和宁玮八年如一日地通信并一直鼓
励她。对于后进生万同，他用关爱和平等一直激励着这个孩
子一步步的健康成长。

我们班有个学习困难户小王。平时上课讲授的知识，不论怎
么样也听不懂。上课不专心听讲，不完成作业更是“家常便
饭”。隔三差五的还要整出一些小麻烦。有一次，坐在他前
面的同学小马的文具都不见了，急得哇哇大哭。

我说“这是谁干的？”“是小王扔出去的，我都看见了。”
一位同学斩钉截铁地说。



“明天把你的家长请来吧。”

“我爸爸今天值班，

“那就叫你妈妈来！”我毫不示弱。

“我爸爸和妈妈离婚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听到这，
就好像有一股电流击穿了我的身体，我真恨自己，学生家里
发生这么大的事，我居然都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扔同学的铅笔盒？”

“我向他借铅笔，他不借给我，根本没人喜欢我！”说着，
他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了症结所在，
失落、不自信、没有安全感，这些都是父母离异带给他的负
面影响。而我因为不明真相给他施加压力更让他幼小的心灵
雪上加霜。

“谁说的？老师就很喜欢你呀！”听了这话，他停止抽泣，
透过眼角偷偷地看着我。

“是呀！”我放大了声音，“你看，有的时候放学了，别人
都背着书包出去排队，你却默默的把那些没有抄起来的椅子
搬到桌子上，当时老师并没有表扬你，但是老师是不是说过
最喜欢默默付出的男子汉？”

听到这，他的头完全抬了起来，眼里也有了光芒。可也只是
片刻的喜悦，头马上又低了下去。我看出了他的心思，于是
说：“今天的事，老师不会告诉你爸爸，小马的铅笔盒老师
也会帮他修好，但是你一定要去和他真诚的道歉。”听完，
他高兴地点点头。

苏霍姆林斯基曾感叹：“从我手里经过的学生成千上万，奇
怪的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无可挑剔的模范生，而是



别具特点、与众不同的孩子。”作为教师，千万不能因为他
（她）是后进生而放弃对他（她）的培养与转化，要尊重学
生的人格，要关怀学生的精神成长。

读爱心与教育体会篇七

“做一个有智慧有人格魅力的教师，过一种有尊严的教育生
活。”是我作为人民教师的一个目标。读了李老师《爱心与
教育》的书，感触颇深。

《爱心与教育》最能打动人的故事是什么?是每天煮给汪斌的
鸡蛋，还是特别感人的生日祝福?是宁玮带给我们的感慨，还
是对伍建的那份爱传递给我们的感动?都是，但是最能打动我
的，毫无疑问，是万同的故事。在我眼里，一个教师“制
造”一个感人的场面并不难，但一个教师，能够长期地像李
镇西老师对待万同这样地对待一个学生，难!这份长达五十页
的转化一个学生的教育手记，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最翔实
最感人的后进生转化手记。

《爱心与教育》给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教师首先必须要有高
尚的人格魅力，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在尊敬、信任
甚或崇拜的基础上接受老师的教育，学生受到的教育会更深
刻，效果也更好!还有，教师也应该努力和学生建立起深厚的
感情。正如李老师在书中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教育成功事例
反复证明的那样：“师生间的感情，是教育成功的第一块基
石。”而离开了老师的爱心，感情的建立便是无源之水。

《爱心与教育》应该怎么读?我以为，应该带着自己的心去读，
带着自己的梦去读，带着自己的实践去读，带着自己的思考
去读。时时反观自身，反观自己与李镇西大师之间的差距，
我们才能走出浅薄，走出自满，走近学生，走进教育!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应该以李老师为榜样，用自己的爱心去
感化学生，去赢得学生的尊重和喜爱，真正做到“以心灵赢



得心灵，用人格塑造人格。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当
我们的学生离开校园的时候，带走的不应该只有知识，更重
要的是对理想的追求。

读爱心与教育体会篇八

假期里，我捧起了学校下发的《爱心与教育》一书，认真研
读，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我，李老师运用许多学生的原
话真实地写出他怎样地爱学生，学生又是怎样地爱他，真是
感动人。

李老师和学生间的一个个故事都体现了他为人师表的真心，
超越了一般父母对子女的爱。他对学生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
一般的老师是难以做到的，他对学生的爱，不但是爱优秀生，
而且更爱差生。尤其我在书中读到他从不忘记学生的生日，
还在学生生日时给学生送上一份生日礼物；在课间经常和学
生一起活动；在课余时间或假期中带领学生一起走进大自然；
对班级中的优生、中等生、差生坚持按号轮流家访等等，李
老师在教育岗位上处处闪耀着爱的火花。

李老师在书中这样写道：“当一个好老师最基本的条件是什
么？”“是拥有一颗爱学生的心！”他还说：“离开情感，
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师爱是教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良剂。
爱学生，就必须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就必须把自己当
作学生的朋友，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义务教育阶段的
儿童处于生命中最主要的集中学习时期，他们缺乏社会经验，
各方面处于形成阶段，有着多方面的需求和发展，充满生命
活力和潜力。这段时期的教育影响远远越过该阶段而扩展到
终身。因此最需要老师对学生的爱，懂得儿童时期对生命的
独特价值，并善于开发其生命潜力。如果一种教育未能触动
人的灵魂，()无法引起人的共鸣，不足以震撼人的情感，那
就不是成功的教育。师爱的最高境界是友情，具有爱心和知
识，对学生来说，他们喜欢前者。学生们特别渴求和珍惜教
师的关爱，师生间的真挚的情感，必定有着神奇的教育效果。



爱学生就让我们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吧。

这本书给我一种领悟，一种发现！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用
爱去赢得爱，用爱去化解许多的矛盾。爱我们身边的人，无
疑是播下爱的种子，让他们也懂得去爱护和关心别人，尤其
是当老师的'我们，面对的是正在成长，性格还没有定型的孩
子，他们最需要的是爱的滋润，我们给予他们的爱心也一定
会影响到日后他们对待别人的态度。曾几何时，看到书上有
几句话：”不会对别人宽容的人，对自己也不会宽容；不会
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不会爱你！“要相信你付出的爱越多，
你也会获得越多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