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读后感 读后感新教育心得体会(汇
总7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教育读后感篇一

近年来，随着教育潮流的转变，新教育理念正逐渐在我国推
行。我也跟随潮流阅读了一本名为《新教育》的书籍，对于
其中的观点和思考，使我深受启发。

第二段：教育的目的

书中提到，传统教育的目标往往将重点放在知识的传授上，
忽略了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新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健康、快
乐、有自信的人，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沟通能力、自主
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这样的教育让我认识到，教育不
仅是传递知识，更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工具。

第三段：教育的方式

书中提到“以人为本”的教育方式。传统教育往往注重灌输，
而新教育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教师应扮演指导者
的角色，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这种以人为本的方式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教育的力量，教育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
华和潜力。



第四段：教育的评价

新教育并不要求学生在传统的分数评价体系下接受评判，而
是强调对学生个体的全面评价。这与传统教育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新教育更注重学生的兴趣和特长的培养，不强迫每个
学生都达到相同的标准。这样的教育方式，让学生减少了对
分数的焦虑，更多地专注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我深刻认识
到，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升学和就业，更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
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幸福。

第五段：我所认为的新教育

通过阅读《新教育》，我对新教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认
为新教育更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
并且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能力。作为学生，我们
也应积极参与到新教育中去，主动发现问题，勇于实践，培
养自己的创新和沟通能力。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教育者能
够拥抱新教育，给予学生更多的发展空间，不将学生框在传
统的评判体系中。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
华，让教育为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贡献力量。

总结：

通过阅读《新教育》一书，我对教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新教育的理念和思想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教育的目的应
该是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方式应以人为本，注重学
生的个体差异，教育的评价应更加注重学生的兴趣和特长。
作为一名学生，我会积极参与到新教育中去，主动发现问题，
勇于实践，并培养自己的创新和沟通能力。我相信，只要我
们拥抱新教育，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幸福。

教育读后感篇二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也逐渐转变为面向全面发展的方



向。新教育的理念开始在各地推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
注。在阅读了相关的资料和书籍后，我对新教育的心得体会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新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实践能
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这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都
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新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过去的教
育注重传授知识，而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思考和创造能力。而
新教育则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鼓励他们发
表独立的见解和想法。在新教育的实践中，学生可以通过批
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为
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新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过去的教育中，
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缺乏实践能力。而在新教育中，
学生可以积极参与各种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来巩固和应用所
学的知识。通过实践，学生可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培养自
己的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践教学使学生更加
关注实际问题，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有
助于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当中。

再次，新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在现代社会，
知识更新速度快，传统的教育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
而新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使他们能够主动学习和
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新教育通过设置学习目标、制定学习
计划、提供自主学习的机会等方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自
我发展的习惯，使他们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

新教育的实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面临一定的
困难和挑战。首先，新教育的理念需要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
持，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推动新教育的发展。其
次，新教育的实施需要教师具备相应的教育理念和能力，学
校需要提供相应的教育资源和条件。再次，新教育需要与传
统的教育相结合，既保留传统教育的优点，又发展新教育的



特点。

总之，新教育的实施对于学生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具有重
要的意义。通过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
力，新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
长。然而，新教育的实施仍然面临一定的困难和挑战，需要
各方共同努力。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推动新
教育的发展，实现教育的目标和使命。

教育读后感篇三

生活教育读后感：生活教育的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线
和重要基石，在实施陶行知思想的时候，重要的是与当前教
育改革结合起来，分析研究掌握教育规律，以更好地为教育
发展服务。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内涵十分深广，我从教育的目的、内容、
方法三个方面来认识生活教育理论在教育改革中的现实意义。

一、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目的毛泽东同志称陶行知为“伟大的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解放、
人民生活的幸福，他有着为大众生活解放而教育的宏愿。他
的生活教育是大众教育。他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
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而人民需要的是“大
众教育”，为生活的教育。陆一定曾将陶行知为人民解放、
为民族解放、为生活解放的生活教育思想称为是“为人民服
务的教育思想”。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目的论十分明确，他的
小先生制，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
育，人人是先生等教育观正是其教育目的论的明证。也同时
是川大附小的“平民教育”的理论基础。

教育为人民、为民族，这其实也不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基石。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义务教育法》、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文件中提出，基础教育的任



务是“提高民族的素质”，“提高国民素质”。基于这样的
认识，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每个学生、每个教育对象都无一
例外地要受到良好的教育，亦即柳斌副主任所说的：“素质
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素质教育的要义”

一、面向全体，“搞素质教育首先要有一个普及教
育”，“要淡化选拔意识”，“要做一个园丁，培育好每一
朵花。”那种只把眼睛盯在尖子生、录取率、得奖数……的
做法和思想，既与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的要求大相径庭，也
与陶行知教育思想风马牛不相及。

二、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内容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看来，生
活就是教育，就是教育的内容，他的生活教育内容博大无比，
是动态的，因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也是全面的，由此而
开展的教育是有利于受教育者的终身的。

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中，“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
育”的观念相当明确，他的“社会即学校”学说，更是告诉
我们“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
都可以大大增加”。这与我们解决当前教育中教育内容的过
时陈旧、不符合学生生活实际、不切合学生思想认识、不能
很好地为学生的将来生活服务的现象是很有启发的。

我们应如何去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内容论呢？我们认为，
我们的教育内容必须尽可能地注入生活的新鲜血液、新鲜内
涵。根据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教的法子
根据学的法；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了，事怎么做，就怎么学，
就怎么教，”：而教学的中心是“做”，即实际生活。我们
必须了解生活，了解学生生活现状、了解生活发展的趋势、
生活对人的要求的变化。现实生活中需要的是全面发展、品
学兼优、视野开阔、生理心理健康的人。实施素质教育，小
而言之，为学生的终身受益负责，为学生的将来负责；大而
言之，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负责、为中华为腾飞打下坚实基
础。



三、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方法陶行知作为一名大教育家，他的
教学方法论十分明白。首先，教育教学方法是灵活的，根
据“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教学方法的选择要根据“做”的
内容特点及教的规律、学的规律来决定。

陶行知极其重视实践，他由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
成”的口号而改“知行”之名为“行知”。在教育方法论上，
他特别重视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解决了长期纠缠于中国教育
史的“劳心”和“劳力”的问题。他说：“在劳力上劳心，
是一切发明之母。事事在劳力劳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
并由此得出学习方法的论断：运用知识，“用心以制力，就
是一件重要想如何可以把这件事做好，如何运用书本，如何
运用别人的经验，如何改造用得着的一切工具，使这件事和
别事相互影响。”柳斌同志说：“只有让学生主动发展，人
才会有多样性，如果都是机械被动地发展，那将来都是一个
模子。”提倡的是个性。陶行知把腐朽思想称为“裹头巾”，
提出“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让我们接过继续创造。”号召
人们“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
”在具体教学中，“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
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
正的教育。”素质教育讲的也是个性、创造，一切陈腐的、
机械的、损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教育活动是错误的、有害的，
必须坚决抵制。

陶行知先生是中国人民教育的奠基人，他从社会和政治的高
度研究中国的教育，其生活教育理论的内涵是丰富而博大的，
因此我们进行教育教学理论探索，要紧依生活的母亲，进行
生活的教育。师德教育读后感：我含着泪水又一次看完《因
持守而美丽一记全身救人的“英雄教师”殷雪梅》这个案例。
她的事迹感动着我，不仅是因为她舍身救人，更重要的是因
为她的一生代表着我们千千万万的普普通通的在岗教师。
在05年3月31日壮烈的举动之前，殷雪梅就是我们千万小学教
师中平凡的一员，是一位执教29年的平凡、朴实、善良的普
通教师。29年来，都没有什么特别光辉的大事，更没有英雄



式的豪言壮语。她知道，人民群众把子女送到学校，就是把
美好的希望寄托给了学校，寄托给了教师。“教师的责任就
是把学生教育好、保护好、培养好”。她对待学生就像对自
己的孩子一样；她尊重、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她勇于创
新，不断进取，把交给她的任何班级带好；我们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开国主席曾经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
的是一辈子做好事。29年的教育生涯，脚踏实地的爱岗敬业，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不正是我们教师的职业本质特点吗！
也是我们教师职业行为规范基本要求。我们在岗一天，就该
绑紧这弦。教师，有多多少少这样的教师在这教育土地上默
默地耕耘着，奉献着自己的一生。车祸是偶然的，教师的爱
和责任是真切的，在危急关头，教师的舍己救人是必然的。
在危险来临的时候，殷雪梅做到了，重庆市开县教师群体做
到了，还有更多的教师也做到了。“一切为了学生，把爱献
给学生”，“学生的生命高于一切”，“老师在，学生在”，
“在危险时刻，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因为我们是人
民教师，我们有爱，我们有责任。殷雪梅用她的壮举写完了
她一个人民教师的爱与责任。今日我们追随她的魂。因为她
的伟大是寓于平凡之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爱与责任是
师德之魂。难怪周济先生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责
任就办不好教育，要把爱与责任的教育放在师德建设的首位。
”让我们全体教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谱写好合唱好每一曲
教育曲子吧！

教育读后感篇四

《读后感新教育心得体会》是一本关于新教育理念的著作，
书中详细阐述了新教育所提倡的全人教育观和培养学生综合
素质的理念。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深深地被新教育的理念所
吸引，也对自身的教育观念进行了重新的反思。

二、新教育的理念

新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全人教育观，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这种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强调培养学生的多样化的才能
和兴趣。与此同时，新教育注重学生的思维培养和创造力的
开发，而不仅仅是对知识的灌输。在新教育的理念中，教育
的目标是为了培养学生健康成长、积极参与社会的能力，而
不仅仅是为了分数和升学率。

三、新教育的实践

与传统的教育方式相比，新教育注重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新教育的实践中，老师的角色由传授者转变为指导者和陪
伴者。老师应该引导学生探索问题、思考和解决问题，给予
学生充分的自由和空间。此外，新教育也提倡多元化的教育
内容和形式，让学生通过学校以外的社会实践和实际操作来
学习。

四、新教育的影响

新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我重新
思考了教育的目的，认识到学生的全面发展比单纯的升学率
更重要。其次，我转变了对学生的观念，从强调记忆和应试
能力转变为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创新意识。此外，我
也加强了对学生的引导和陪伴，在教学过程中多给予学生自
主权和探索的机会，鼓励学生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五、个人的成长和感悟

通过阅读《读后感新教育心得体会》这本书，我深刻地意识
到教育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灌输和传授，而应该是一种培养
和引导。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使其具备
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而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不断
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探索新颖有创造力的教学方式，让学
生在学习中得到真正的成长和发展。

在未来的教育工作中，我将更加注重学生的主动性，引导他



们进行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我将通过提供更多的实践和探
索机会，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同时，我还
将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和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兴趣，制定
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和课程设计。

最后，我要感谢《读后感新教育心得体会》这本书带给我的
启示和冲击。它不仅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教育的本质和意义，
也给予了我在教育工作中的新思考和新思路。我相信，通过
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我能够做得更好，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教育读后感篇五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初次看到这句话时，是在
某个学校的宣传条幅上，当时不甚了解其意。后来读了朱永
新的《新教育》这本书才知道它的出处，原来是朱永新教授
在谈新教育的时候特别强调的观点。这句话应该是新教育的
精髓所在，是新教育的目的所在，更应该是新教育精神的最
终追求。“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我认为应该解读
为“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在谈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来讲一个故事：1536年瑞士的钟表
大师塔·布克因反对罗马教廷的刻板教规被捕入狱，入狱后
就被安排做钟表，在那样一个没有欢乐和自由的环境中，无
论狱方采用什么高压手段，他都无法做出日误差低于1/10秒
的钟表，可是入狱前他在自己的作坊里整天乐悠悠的，每天
都能使钟表的日误差低于1/100秒。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他
后来越狱成功后总结为是当时的环境和自己的心境。

一个钟表师的创作尚且需要一个好的心情和合理的环境，那
我们祖国花朵的学习与成长呢？

他们整天处在一个“唯分数是图”的环境下，整天除了中规
中矩的接受式学习，刻板式训练，分数高，就能得到所有人



的赞扬，分数低，很可能得到的是所有人的白眼。这样的一
个环境，这样的一种氛围，这样的一种心境，孩子们的心情
能够放松？禁锢和压抑已经使孩子们失去了追求理想的激情
和冲动，甚至会使他们在心理上觉得上学是一种负担。更有
甚者，就连该让孩子们动起来的体育课上，由于安全问题的
禁锢，孩子们连最起码的“随意奔跑”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何其可悲！

叹其可悲的同时，多羡慕《窗边的小豆豆》里的主人公小豆
豆和他每天都欣然向往的巴学园，在小豆豆的心里，巴学园
是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他在那里可以哭，可以笑，可以
不用为了闯祸而遭到批评，当然你得给自己闯的祸用自己的
力量画一个完美的句号。在那样的环境和心情下，小豆豆觉
得在这里到处都能让他学得开心快乐，让他充满斗志，让他
怀着感恩的心和尝试的勇气。

多希望我有一根魔法棒，在空中这么一画，就能让孩子们在
小林宗作所创建的那样的巴学园里生活，让我们的孩子在那
样的环境中过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充满激情与成就的学
校生活。

有人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在这样的光环下，
我们的教师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光辉灿烂，对有些人来说
甚至成了一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么，当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后顾无忧去辞职不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
努力尝试过一种幸福快乐的教育职业生活。快乐的心境是一
切创作的源泉，当我们怀着快乐的心情工作时，摆在我们面
前的重复、繁杂的工作就会变得丰富多彩，趣味无穷，这时
候的工作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享受。快乐的心情可以
让教师精力充沛，思维缜密，想象丰富。

另外，我们的学校也要为我们的教师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
生活保驾护航，不要再用那种亘古不变的制度来压抑教师的
成长，应该建立起更人性化的精致管理，让我们教师的工作是



“累并快乐着”。用快乐的心境，专业化的心态，端正的态
度点亮每一个孩子童年路上前行时的每一盏灯。

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的生活，这是专家、学者提出
的一种构想，我们的教育领导机构、学校、教师能紧贴这样
的旋律，在顶层设计，在制度构建，在氛围营造等诸方面形
成一种环境，唱响音符。这样，专家、学者所倡导的幸福完
整的教育生活才触手可及，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让师生过
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的生活”不会成为望梅止渴的一种奢望，
摇篮里的教育永远也体会不到驰骋在草原上骏马的风采！

教育读后感篇六

21世纪是一个学习化时代。教育工作的重心不再是教给学生
固有的知识，而是转向塑造学习者新型的人格。学校教育的
根本任务在于使学习者学会如何学习，学会如何工作，学会
如何合作，以及学会如何生存。因此，教师的知识与观念的
自我更新显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急迫了。一个成功的教
师，首先是一个善于不断自我更新观念的学习者，只有在及
时地吸取当代最新教育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才能立于不败之
地。

书中阐述到创造始于问题。要保护和发展学生的创造性，首
先要保护和发展学生的问题意识，进行问题性教学。美国学
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带着更多的问题走出教室。教师并不
是以知识的传授为目的，而是以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加深
问题的深度、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特别是形成自己对解决
问题的独立见解为目的。问题能力在于学生，能不能以问题
贯穿教学在于教师。

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让这些教学理念由从抽象到
具体，在实际工作中实施这些新的理念：

一、终身学习



读了《教育新理念》，使我体会到作为个体的人必须要进行
终身的学习，作为教师必须把教育看作是贯穿与人的整个一
生与人的发展各个阶段的持续不断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不
断学习新的理念，充实自己的头脑，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地更
新，与时代同步。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将贯穿于人的一生之
始终，可谓活到老学到老。学习不再仅是学生的专利，教育
也不再仅是教师的特权。一个真正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
时代也伴随知识经济时代同时降临。教育必须正视现实，适
应新时代的要求，使其形式灵活多样，促进社会学习化、学
习社会化。所以作为教师，最重要的是教育思想、教育理念
的创新，教师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学习和了解先进的
教育理念，把那些教育理念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只有如此，
才能用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通过思想的内化来指导实践；有
了理念的更新，才能创造新的教育方法，适应学习时代的要
求。

二、不断实践

没有获得实践的教育理念不过是教育的理想，要使理想变成
现实，就要把教育理念应用到具体的教学中去，由实践来检
验教育理念的可行性，并在实践中提炼出真正适合教学的教
育理念。

正如顾明远先生所说的那样：一个成功的教师，首先是一个
善于不断自我更新观念的学习者，只有在及时地汲取当代最
新教育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应该努
力学习、实践，做一个教育改革的身体力行者。

教育读后感篇七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教育体系的不断改善，关于
好的教育的讨论声音也越来越高。教育被视为是推动社会进
步的重要因素，也是培养优秀人才的关键。在阅读多篇与好
的教育有关的文章后，我深深地体验到了好的教育对个体以



及整个社会的巨大影响。下面将分享我的读后感与心得体会。

首先，好的教育可以培养出整个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社会
的进步需要素质高、知识广的人才作为支撑。好的教育不仅
应该注重学科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还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综
合素质，如创新能力、合作精神、思辨能力等。现实中的许
多著名企业家、科学家等成功人士都受过好的教育，并凭借
强大的综合素质得到巨大成功。因此，好的教育不仅有助于
个体的成长，也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因素。

其次，好的教育注重学生个体差异，以最大程度地发掘学生
的潜力。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而好的教育应该
根据个体差异进行针对性的教学。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不
同的考核方式等都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提升学习效果。
同时，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学习的机会，也有助于发掘学生
的潜力，让学生在兴趣和能力上都有所提升。

再次，好的教育强调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现代社会
更需要思维活跃、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教育应该注重培养
学生的理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让学生在理论和实践中积极
思考，不断尝试和探索新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
此，好的教育也需要采用更灵活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观
察力和思考能力，让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更具创新性。

最后，好的教育强调为社会培养有责任有担当的公民。好的
教育不只是为了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更是为了培养好的公民。
在好的教育中，学校需要注重品德教育、公民教育等方面的
培养，引导学生注意社会责任，弘扬传统美德，培养正确的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拥有更多高尚的公
民，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稳定和繁荣。

总之，好的教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需要教育者、学生、
家长的共同努力。好的教育应该注重个体的多元性发展，教
育应该以服务社会为主要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培养



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更大
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