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哈佛凌晨四点半的读书笔记摘抄及
感悟(汇总8篇)

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重要象征。2.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如何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以下是一些关于
民族团结的名人名言，希望能够激励和引导大家更好地维护
民族团结。

哈佛凌晨四点半的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一

今天，我读了《哈佛大学凌晨四点半》这篇文章，重新认识
到了学习的意义。

凌晨四点多的哈佛大学图书馆里，灯火通明，座无虚席。

哈佛的学生餐厅，很难听到说话的声音，每个学生端着比萨
可乐坐下后，往往边吃边看书边做笔记。在哈佛，餐厅不过
是一个可以吃东西的图书馆，是哈佛一百个正宗图书馆之外
的另类图书馆。

哈佛校园里，不见华服，不见化妆，更不见晃里晃荡，只有
匆匆的脚步，坚实地写下人生的篇章。

在哈佛，学生的学习是不分白天和黑夜的。这种巨大的压力，
让学生磨练意志、感悟学习、提升创新能力。

我顿悟:真正的精英并不是天才，都是要付出更多努力的人。

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停步不前，但有人却在拼命赶路。也许
你站立的时候，他还在你的后面向前追赶，但当你再一回望
时，已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因为，他已经跑到你的前面了，
需要你来追赶他了。所以，你不能停步，要不断向前，不断
超越。成功与安逸是不可兼得的，选择了其一，就必定放弃



另一个结局。

加油吧!只有比别人更早、更勤奋地努力，才能尝到成功的滋
味儿!

哈佛凌晨四点半的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二

以下是由本站pq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出来的哈佛凌晨四点半
读书笔记，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哈佛，每个学子心中最高的殿堂。作为世界一流学府，哈佛
大学培养了许多名人，他们中有八位美国总统，四十位诺贝
尔奖得主，三十位普利策奖得主和各行各业的精英。

凌晨四点半你在干什么?大部分人都处在睡梦之中。而哈佛的
学子们早已手捧书籍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就像书中说的一
样:到了哈佛你就会知道，真正的精英并不是天才，而是付出
了更多努力的人。

哈佛学子们如此努力，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必须努力，
只有努力了才能坚实地写下人生的华美篇章。那么就问问我
们自己，我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努力读书?或许是为了证
明自己，或许是为长大后生活得更轻松，亦或是应父母要求。

前两者还好，至少是在为自己读书。如此便引出了一个问题。
我，在为谁读书?如果只是为了父母的夸奖，那么我们所做的
一切便都是毫无意义的。但若心中有了意念，知道不论是父
母或是老师都是希望我们有个精彩的人生，所以我们更要为
了自己用功读书。那么我们才会真正投入进去，便更容易成
就人生。

哈佛的学子们不仅是为自己读书，更深深沉醉于书籍本身。
他们读书无所谓环境，无所谓条件，无所谓时间。哈佛的餐



厅、医院甚至是一把长椅都是一个图书馆，在他们的眼里，
世界是安静的，唯有手中的书籍在同内心交谈。

《哈佛凌晨四点半》一书让我懂得了成功不仅要靠努力读书，
更要循着自己的心，让读书成为不可分割的情趣，还要学会
思考人生，展望未来!

凌晨4点多的哈佛大学图书馆里，灯火通明，座无虚席……

这幅流传在网络上的照片，令人震撼。

据说，哈佛的学生餐厅，很难听到说话的声音，每个学生端
着比萨可乐坐下后，往往边吃边看书或是边做笔记。很少见
到哪个学生光吃不读，也很少见到哪个学生边吃边闲聊。在
哈佛，餐厅不过是一个可以吃东西的图书馆，是哈佛正宗100
个图书馆之外的另类图书馆。哈佛的医院，同样的宁静，同
样的不管有多少在候诊的人也无一人说话，无一人不在阅读
或记录。医院仍是图书馆的延伸。

于是，哈佛的诺贝尔奖得主有33位;哈佛产生的美国总统有7
位。

哈佛校园里，不见华服，不见化妆，更不见晃里晃荡，只有
匆匆的脚步，坚实地写下人生的篇章。

哈佛不是神话，哈佛只是一个证明，人的意志，精神，抱负，
理想的证明。

人到底有怎样的潜力?人的梦想，为什么在哈佛就能实现?

央视《世界著名大学》制片人谢娟曾带摄制组到哈佛大学采
访。

她回忆说:“我们到哈佛大学时，是半夜2时，可让我们惊讶



的是，整个校园当时是灯火通明的，那是一个不夜城。餐厅
里，图书馆里，教室里还有很多学生在看书。那种强烈的学
习气氛一下子就感染了我们。在哈佛，学生的学习是不分白
天和黑夜的。那时，我才知道，在美国，在哈佛这样的名校，
学生的压力是很大的。”

在哈佛，到处可以看到睡觉的人，甚至在食堂的长椅上也有
人在呼呼大睡。而旁边来来往往就餐的人并不觉得稀奇。因
为他们知道，这些倒头就睡的人实在是太累了。

谢娟说，有一个在哈佛学习的北大女孩，她说哈佛的本科生，
每学期至少要选修4门课，一年是8门课，4年之内修满32门课
并通过考试才可以毕业。一般而言，学校都要求本科生在入
校后的头两年内完成核心课程的学习，第三年开始进入主修
专业课程的学习。只有最聪明的天才学生可以在两三年内读
完这32门课，一般的学生光应付4门课就已经忙得头晕脑涨了，
因为在课堂上教授们讲得飞快，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课下
又留下一大堆阅读材料，读不完你根本就完成不了作业。

那个北大女孩说，她在这里一个星期的阅读量是在北大一年
的阅读量，而且，在哈佛的作业量很大。“我们课后要花很
多时间看书，预习案例。每堂课都需要提前做大量的准备，
课前准备充分了，上课时才能在课堂上和别人交流，否则，
你是无法融入到课堂的教学中的。”

哈佛学生的学习压力也来自学校的淘汰机制。哈佛平均每年
有大约20%的学生会因为考试不及格或者修不满学分而休学或
退学，而且淘汰的20%的学生的考评并不是学期末才完成，每
堂课都要记录发言成绩，平均占到总成绩的50%，这就要求学
生均匀用力、不能放松。

在哈佛不仅学生有压力，老师一样有压力。在哈佛的课堂，
要求老师讲的东西都是新的。老师每年讲课的内容都要跟上
前沿科学的发展变化。因此，哈佛的老师必须处在最前沿科



学的研究阵地。哈佛认为，教授首先应当是个学者，能够享
受挑战和创新的乐趣，而且能与他人进行有说服力的交流。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教授说:中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相比
之下太轻松了。我们总是说，中国的孩子为了高考受了多少
苦，其实，在美国一些著名的中学里，高中的学习同样是很
苦的。我的孩子上中学的时候，也经常学到半夜。在美国，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加大学习的任务。到了大学时是最
苦的，所有的精英教育全都必须是吃苦的。而中国的孩子到
了大学，却一下子放松下来了。他们放松的4年，恰好是美国
大学生最勤奋的4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所以，美国
的高科技人才一直是世界最多的。

对此，谢娟也非常感慨:“我们也对国内的一些重点大学进行
了采访，但却很难感受到哈佛那样的学习气氛和探究氛
围。”

到了哈佛，你才知道真正的精英并不是天才，都是要付出更
多努力的人。

中国式的教育让学生在高考前“用力”过猛，在该储备能力
的阶段不仅没有积蓄能量，而是大量消耗了这种能量。

旅美教师吕老师说，中国学生在大学阶段被美国学生远远地
甩在了后面。其根源还在于我们的基础教育。

美国小学是知识的吝啬鬼，严格限制孩子得到知识的数量，
一个月只允许孩子得到一个知识，孩子每得到一个知识都需
要付出很多的汗水和辛苦;在这个过程中，动手、思考和感悟
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孩子对知识总是有渴望的感觉。

而中国的小学教育是一个贪婪鬼，把知识当成了免费的黄金
珠宝。中国教育者不知道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总是让孩子直
接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美国教育的聪明就在于:先让孩子去



感悟，去思考，然后得到知识，这个时候知识就变成了智慧;
由于开始的时候，知识都特别简单，比较容易得到感悟，知
识也就容易变成智慧。智慧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创造力。

学习有三个阶段:感性认识---感悟---知识，知识是学习的最
高阶段。美国教育让孩子走完三个阶段，才能得到知识;中国
教育是让孩子通过感性认识得到知识，或者直接得到知识。
美国教育一个月的知识量只相当于中国教育一天的知识量。
相差29天，这29天就是感悟的时间。美国教育通过让孩子感
悟比中国教育多产生了一个东西:智慧。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
多产生了一个东西:创新能力。

在高中时期，美国学校培养的是自主学习的习惯。而比较中
国，中国的高中是老师填鸭式学习，让学生习惯了依赖。能
力、习惯上的差距，让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在大学选择了不
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哈佛的学生说，在哈佛学习强度大，
睡眠很少，有在炼狱的感觉，对意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
是如果挺过去，以后再大的困难也就能够克服了。而中国大
学生认为，终于摆脱束缚，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于
是，把大多时间用在了学习以外的事情上。我们在最该学习
的时候断档了。这就注定了，我们的大学生被甩得越来越远。

哈佛老师经常给学生这样的告诫:如果你想在进入社会后，在
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都能得心应手并且得到应有的评价，那
么你在哈佛的学习期间，就没有晒太阳的时间。在哈佛广为
流传的一句格言是:“忙完秋收忙秋种，学习，学习，再学习。
”

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停步不前，但有人却在拼命赶路。也许
当你站立的时候，他还在你的后面向前追赶，但当你再一回
望时，已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因为，他已经跑到你的前面了，
需要你来追赶他了。所以，你不能停步，你要不断向前，不
断超越。成功与安逸是不可兼得的，选择了其一，就必定放
弃另一个结局。



哈佛没有高楼大厦，只有新英格兰的红砖墙。即使诺贝尔奖
获得者也不过在校园有一个不起眼的停车位。

毕竟，哈佛最起眼的是100座图书馆，尤其是一个个像图书馆
那样的人，或者说，一个人就是一座图书馆。哈佛或哈佛人
是不需要任何包装的。

有人称史华慈是哈佛的一位类似东方的大儒，在他动过癌症
手术的82岁高龄的时候，依然天天早上按时去办公室工作，
即使有时要倒下。而他办公室里挂大衣的两个衣架，竟是用
铁丝胡乱缠绕而成的。

哈佛的博士生，可能每3天要啃下一本大书，每本几百页，还
要交上阅读报告。哈佛过桥便是波士顿，前人类学系主任张
光直在哈佛读博士那几年，没有上过桥没有去过波士顿。

哈佛学生或是哈佛教授，首先不是一份荣誉，而是一种证明。

人到底可以有怎样的意志力，人到底有怎样的发挥潜力?

人的意志，人的才情，人的理想，为什么在哈佛能兑现?

哈佛告诉你---在哈佛的凌晨四点半。

哈佛图书馆墙上训言

1. 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

2. 我荒废的今日，正是昨日殒身之人祈求的明日。

3. 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

4. 学习时的苦痛是暂时的，未学到的痛苦是终生的。

5. 幸福或许不排名次，但成功必排名次。



7. 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

8. 现在流的口水，将成为明天的眼泪。

9. 投资未来的人，是忠于现实的人。

哈佛凌晨四点半的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三

《哈佛凌晨四点半》这本书是在西西弗，查阅出版次数时，
看到尾页有推荐的欧美排名前100的学校，于是回来后下了电
子书在kindle上面阅读，大约花了两个小时时间，总结来看，
如下几点：

1、从各个方面（学校的历史，学生入校的门槛，学校的教育
理念，学生的自学能力，自信能力，未来的发展等）说明哈
佛的学子为何优秀。

2、通过一些心理问题和数学及逻辑问题的问答来启发青少年。

3、对青少年将来出国择校提供了一些指引。

其实这里面，我想补充一个前提条件：为何国外的学生在这
个年龄段可以这么自律和学习能力超强。

这里涉及到一个学习黄金期的问题，人在16岁以前是学习语
言的黄金期，这个时候是通过左脑直接学习的，而16—30岁
是人记忆力最佳的年龄，也就是说：国外的教育理念是，16
岁以前注重创新意识的培养，16岁以后养成了学习习惯和创
新思维后，自学能力自然就上去了，于是大学的这几年就像
海绵一样的吸收知识，而且是学生们自己非常有针对性的去
完成课题，知识非常容易内化，这是一个很科学的正循环。

而国内恰恰相反，小时候就要求被不知所云的各种三字经和



古诗，填鸭式的教育毁掉了孩子们的创新能力，进入大学后
又是放羊式的教育，如果父母不加以引导，很多人就白白浪
费了这四年宝贵的黄金学习时间。

整个教育系统的改革，不在朝夕之间，不能指望学校；只能
靠父母自己不断的学习和更新自己的教育系统，给予孩子正
确的引导，才能培养出来优秀的人才。

哈佛凌晨四点半的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四

我有一个缺点，就是想到了什么事，却喜欢先放着等会儿再
做，结果就是忘了。最近在看《哈佛凌晨四点半》时读到了
一个小故事，让我深受启发。

索菲娅是哈佛大学艺术团的.歌剧演员。在一次校际演讲比赛
中，她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最为璀璨的梦想：大学毕业后，先
去欧洲旅游一年，然后要在纽约百老汇中占有一席之地。当
天下午索菲娅的心理学老师找到她，问了她一句：“你今天
去百老汇和毕业后去有什么差别？”索菲娅仔细一想：“是
啊，大学生活并不能帮我争取到去百老汇工作的机会。”于
是，她决定一年以后就去百老汇闯荡。

这时，老师冷不丁地问她：“你现在去跟一年以后去有啥不
同？”索菲娅冥思苦想了一会儿，对老师说，她决定下学期
就出发。老师紧追不舍：“你下学期去跟今天去有什么不一
样？”索菲娅有些晕眩了，想想那个金碧辉煌的舞台和那双
在睡梦中轻盈跳跃的红舞鞋……她终于决定下个星期就前往
百老汇。

没想到，老师又乘胜追击：“所有用具都能在百老汇买到，
我已经帮你订好了明天的机票，你明天就去吧。”索菲娅激
动地说：“好！”

第二天，索菲娅就来到了百老汇，当时百老汇的制片人在招



一部电影的主角，要经过百里挑一地艰苦角逐才能胜出。索
菲娅也报名了。

她闭门苦练了两天，第三天，她是第48个出场的，当导演看
完索菲娅的表演后，当即选索菲娅为主角。

于是，这个只来了百老汇三天的年青人，穿上了人生中第一
双红舞鞋。

如果是我，可能在老师问第一个问题时，就会想出不少理由
来安慰自己：我需要在大学里学到更多的知识，练习的时间
更长些，准备得更充分，成功率更高些等等，然后就是一直
拖着，梦想永远只是梦想。而索菲娅不怕失败，勇于尝试，
正是我们这些初生牛犊应该具备的精神，只有不断努力才有
可能成功。也不用定什么伟大的目标，就从小事做起，该做
的事情马上就做，不要拖拉。从这个故事中，我懂得了“没
有什么来不及，现在就是最好的开始”和“想到就立即做”
的道理。

哈佛凌晨四点半的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五

哈佛，每个学子心中最高的殿堂。作为世界一流学府，哈佛
大学培养了许多名人，他们中有八位美国总统，四十位诺贝
尔奖得主，三十位普利策奖得主和各行各业的精英。

凌晨四点半你在干什么?大部分人都处在睡梦之中。而哈佛的
学子们早已手捧书籍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就像书中说的一
样:到了哈佛你就会知道，真正的精英并不是天才，而是付出
了更多努力的人。

哈佛学子们如此努力，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必须努力，
只有努力了才能坚实地写下人生的华美篇章。那么就问问我
们自己，我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努力读书?或许是为了证
明自己，或许是为长大后生活得更轻松，亦或是应父母要求。



前两者还好，至少是在为自己读书。如此便引出了一个问题。
我，在为谁读书?如果只是为了父母的夸奖，那么我们所做的
一切便都是毫无意义的。但若心中有了意念，知道不论是父
母或是老师都是希望我们有个精彩的人生，所以我们更要为
了自己用功读书。那么我们才会真正投入进去，便更容易成
就人生。

哈佛的学子们不仅是为自己读书，更深深沉醉于书籍本身。
他们读书无所谓环境，无所谓条件，无所谓时间。哈佛的餐
厅、医院甚至是一把长椅都是一个图书馆，在他们的眼里，
世界是安静的，唯有手中的书籍在同内心交谈。

《哈佛凌晨四点半》一书让我懂得了成功不仅要靠努力读书，
更要循着自己的心，让读书成为不可分割的.情趣，还要学会
思考人生，展望未来!

哈佛凌晨四点半的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六

《哈佛凌晨四点半》从哈佛学子在大学时的学习情况、他们
的学习方法写起，叙述了哈佛学子在上课时的活跃与激情；
在下课后的忙碌与沉着；在实践时的冷静与执着；在课外工
作时的干练与勤奋。这就是哈佛学子，这就是哈佛的真实面
目，在我读完整本书后仿佛接受了一番心灵洗礼。

在哈佛，造就成功的是勤奋、是自信，是热忱、是创新、是
自律。这是我第二次放下书时的想法。在我们的印象中：在
美国上大学，在哈佛上课都是轻松的；在哈佛上完大学的人
在社会上一定是ceo、是总裁。后者的想法是错误的，而前者
是不存在的。从哈佛毕业的人不一定是下一个比尔·盖茨，
但想在哈佛学习，你必须要付出无数的实践，无数的时间和
无数的努力！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在美国开学日发表一篇鼓励人心的演讲
《我们为什么要上学》，他说道：“……哪怕这一切都达到



最好，哪怕我们有最尽职的教师、最好的家长和最优秀的学
校，假如你们不去履行自己的责任的话，那么这一切努力都
会白费。发现自己的才能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对自己担起的
责任。不管你决定做什么，我都希望你能坚持到底，希望你
能真的下定决心……”他的这篇演讲诠译了哈佛学子的一惯
作风与学习习惯。

在一个普通的凌晨四点半，哈佛图书馆内已经坐满了认真学
习的学生。无论在学生餐厅、教室、甚至是医院，随处可见
勤奋学习的哈佛学子，他们对学习充满了热情。

第三次合上这本书。我沉默了，是什么造就了成功？不是自
信、不是热忱，甚至也不是机遇，而是你自己。在哈佛的校
训中，有一句话让我感触颇深，“假如你想在毕业以后，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如鱼得水，并且得到大众的欣赏，那
么你在哈佛求学期间，就不会拥有闲暇的时间去晒太阳！”
是的，要想成功，就要不断向前，付出努力，改变自己，使
自己学会控制，学会付出，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赢家！

正所谓“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看完这本书后，我明
白了为什么哈佛学子会如此成功，我明白了哈佛大学为什么
会岿然屹立。是什么造就了成功？就是改变，想要改变国家、
改变世界，甚至是改变历史，就要先从改变自己开始！

哈佛凌晨四点半的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七

并没有华丽的词藻，并没有生动的手法，没有风，没有雨，
只是平淡朴实的文字点点滴滴在心中翻波涌浪。

超级勤奋：一勤天下无难事

它并不会告诉我勤奋的含义，却诠释出最优秀的人，往往是
最努力的人。是的，天底下没有天才，没有可以不劳而获的
果实，只有比别人更早，更勤奋的努力才能尝到成功的滋味。



科尔的成功不在一日，不在一周，也不在一月，三年内所有
的星期天足够成就一个人。

没错，今天课上流的口水将会是明天留下的眼泪。

无敌自信：我相信，我能做到

即使到了高中，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自信的存在。但也会失
落，如果青少年缺乏应有的自信，便很难获得理想中的成功，
即在自卑的的世界凡事皆”不可能“，但只有将”不可
能“驱逐出境，将”可能“拥入怀中。那么自信心就会像成
功的催化剂，让我看到自己的潜力所在，展现最佳的自己。

或许人生可以在这本书后改变，因为它的确教给我太多太多，
高度热忱，速度执行，勇闯学海，突破创新，管理时间，自
律自控。这种种真理、经验、方法，无不给我以方向、动力、
目标。一篇篇震撼人心的小故事下，是励志，同时也是启发，
一个个伟人身上的闪光点，也值得去赞赏，去学习。即使无
法向他们一样成功，也至少让自己人生增添许多价值。

此书，不知是写给哪类社会群体，但对于我们青少年，这处
在凌晨四点半的太阳，仿佛点燃了什么，或在蓄力一发，想
要拥有更美的日出，期待更有意义的一天。

哈弗校园凌晨四点半还灯火通明，激励着我，看过就想去做。

哈佛凌晨四点半的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八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是《朱子治家格言》里的第一句话，
也是看到《哈佛凌晨四点半》这本书的时候，让我自然想到
第一句话。

花了两天把它读完，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反思和感悟。



作为培养出3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7位美国总统的哈佛，是广
大学子心中求知的理想殿堂，让大家不由地思考，是什么让
哈佛成为精英的摇篮，哈佛学子，接受了什么样的精神和理
念，若此出类拔萃？当读完这本书之后，一切问题都已迎刃
而解。读完此书，哈佛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是华服更不是俊
男靓女，而是哈佛图书馆墙上的20条训言，短短数语，引发
深思，给人启迪。

20条训言里，最让我深思的是这些，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
恰恰是最早的时候。今天不走，明天要跑。现在流的口水，
将成为明天的眼泪。投资未来的人，是忠于现实的人。没想
到这几句，亦如醒世恒言一般，在脑中浮现。这本书中，最
难忘的，当属两个细节。一是27岁的维德勒——哈佛大学学
子，因为舍弃不下一本书而与之一同沉入海底。

这是一种文化大氛围；哈佛人爱书如命，这是一种伟大的习
惯！没有阅读就没有见识，没有见识，何来创新？中国制造
到中国创造。一字之差，万里之遥！核心技术匮乏是现如今
中国的心病，我想作为我们教育工作者，现代教育赋予我们
的责任不仅仅是教书育人而已，受人以“渔”是我们当前教
育工作的首项重点工作。但我们为此又做了哪些储备呢？如
果你已有豪情万丈却还束手无策，我觉得，海量阅读就是一
个好的开始，从现在起，有计划，有步骤的阅读。

我们羡慕大师们的学问，如钱钟书那惊人的记忆力和贯古通
今的学问，赞叹天降英才与我世，但我们却不知他背后与夫
人几十年埋头书案，读一册书，及一侧笔记。过人的学识来
源于过人的毅力和习惯。而我们，想到的只是，哪儿来的时
间？而时间，恰恰也正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最忽略的宝贵财富，
当我们花大把时间沉溺于网络，视频，可曾想过，这些时间
挤出来阅读，看书，学习。

想一想，凌晨四点半的我，都在干嘛呢？呼呼大睡而已，有
时候休假甚至睡到中午，归咎原因，就是没有所谓的压力来



逼自己，没有足够坚强的勇气去面对自己将要面对的一切困
难，也许，这就是我们与哈佛之间的差距。同样的时间，我
们做着不同的事情，在我们休息时，别人在努力工作，在我
们努力的时候，别人在更加的努力，我们只会比别人越来越
弱，然而我们唯一能改变的就是用别人休息的时间来为自己
充电继续加油，这样才可能超越别人。

所以，我们当下要做的，就是不仅让孩子努力学习，对得起
自己寒窗苦读至今才换来的一切，学会珍惜，还要学会突破，
突破自己以往的界限，突破自己能力的极限。缩短与世界的.
距离真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作
为教师的我们更要首当其冲，送给孩子一碗水我们则需要具
备一桶水，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让相邻科目融会贯通。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不仅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我们更不只局
限于自己的学科，自己的专业。

我们教师的一小步，会换来祖国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共同
期待这天的到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