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美的读后感(实用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我就给大
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美的读后感篇一

近来才读梁文道先生的作品，从《常识》到《我读》，再到
《味道》，深深为他的文笔、逻辑所折服。

梁先生肚子里定是储藏了无穷尽的知识，要不怎么会在写文
章时信手拈来，通古博今、学贯中西，记得读《味道》第一
篇的时候，看文章思路由简单的吃跳跃到希腊民主政治传统，
跳入动物界就餐顺序，笔峰一转，又马上跳回当下，这种转
换一点儿违和感都没有。倘若换做自己来写，估计又要变成
干巴巴的讨论，拿不出例子来支撑论点，大概读者读起来兴
趣全无。但愿以后阅读过程中，能够多留意留意这种例证方
法，好歹也显得文采斐然点儿。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梁先生表达论点时不偏不倚，站在中立的
立场去表达观点，这和读马家辉的作品时体会完全不同。读
马家辉作品时，总觉得他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香港人的.傲慢
和对内地人的嘲讽，虽说同胞优缺点，可是站在那个角度点
评，谁读起来都会觉得不舒服吧。可是，梁先生的作品没有
这种港式精英傲慢感，大概这才是真正的精英。()我记得中
间有一篇说，香港人被英国殖民统治那么久，居然没有学会
英国人的低调绅士，结合前一段时间的新闻报道，这种评论
放在当下仍不为过。这也是需要学的一个技巧，切不可摆出
高高在上的姿势，修养应该是让别人觉得舒服自在。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又犯了老毛病，读得太快，没有记完整的
摘抄。以后再如此读法，定要打爪子。



慢下来，慢下来，细细品味。

美的读后感篇二

书名曰《常识》，正如梁氏自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
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

“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
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
是重复出现。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
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
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
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
江山不幸诗家幸。”

时评作者叫聂以真，这个人太逗了，前一阵子看他写过的文
章，在大陆肯定发不了。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讲共产党作
为一个组织来看它的成本效益怎么样。他说世界上原来最大
规模的组织宗教不算就是共产党，他有八千万人，这八千万
人花了多少钱?能够做到多少事。算一下得出的结论，世界上
成本效益最低的一个组织。这就是经济学家，这种东西我们
不会做，我们不懂也没这么想过，但是他就会这么搞。香港
是一直有这个传统，文人论证的传统，后来经济学家论证的
传统。你当然就会受他的影响看他们的东西，很好玩。

我特别喜欢张-五-常老师的文章，文笔又好，娓娓道来。

两次短期出家，真剃头，但是头也不用太怎么剃，换一个袈
裟过那种沙弥的生活，在寺院呆九天十天。因为我学南传佛
教所谓小乘，他们这些国家泰国、缅甸很习惯年轻人都去当
几天和尚，很常见的。



常识读后感3

本书已经发表，立刻掀起抢购狂潮，三个月内销售了12万册，
大大加速了美国的独立进程。

我听见有人硬是这样说：既然北美在以前同大不列颠发生联
系时曾经繁荣过，那麽为了它将来的幸福，同样的联系是必
要的，并且总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没有任何论证比这更错误
的了。你还不如说，因为一个孩子是吃奶长大的，所以他永
远不该吃肉，或者说，我们一生的开头二十年应该成为第二
个二十年的先例。可是即便这样也是言过其实的说法，因为
我可以直率地说，假如没有欧洲列强注意她的话，北美照样
能够繁荣，或许还更兴旺。北美赖以致富的贸易，属于生活
必需的，只要欧洲人还有饮食的食惯，它总不会没有市场。

可是有人说欧洲保护了我们。不错，她是把我们垄断了，而
且她花我们的钱和她自己的钱来保卫北美大陆，这也是事实;
不过，出於同样的动机，也就是说为了贸易和统治权，她也
会保卫土耳其的。

我要求那些最热心鼓吹和解的人指出北美大陆由於同大不列
颠保持联系而能得到的哪怕一点好处。我们的谷物将在欧洲
任何市场上售出好价钱，而我们的进口货物一定要在我们愿
意购买的地方成交。

美的读后感篇三

本书已经发表，立刻掀起抢购狂潮，三个月内销售了12万册，
大大加速了美国的独立进程。

我听见有人硬是这样说：既然北美在以前同大不列颠发生联
系时曾经繁荣过，那麽为了它将来的幸福，同样的联系是必
要的，并且总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没有任何论证比这更错误
的了。你还不如说，因为一个孩子是吃奶长大的，所以他永



远不该吃肉，或者说，我们一生的开头二十年应该成为第二
个二十年的先例。可是即便这样也是言过其实的说法，因为
我可以直率地说，假如没有欧洲列强注意她的话，北美照样
能够繁荣，或许还更兴旺。北美赖以致富的贸易，属于生活
必需的，只要欧洲人还有饮食的食惯，它总不会没有市场。

可是有人说欧洲保护了我们。不错，她是把我们垄断了，而
且她花我们的钱和她自己的钱来保卫北美大陆，这也是事实;
不过，出於同样的动机，也就是说为了贸易和统治权，她也
会保卫土耳其的。

我要求那些最热心鼓吹和解的人指出北美大陆由於同大不列
颠保持联系而能得到的哪怕一点好处。我们的谷物将在欧洲
任何市场上售出好价钱，而我们的进口货物一定要在我们愿
意购买的地方成交。

美的读后感篇四

托玛斯.潘恩这个名字，我最早是在高中的历史书上见到的，
以前对他写的《常识》这本书也只是从历史书上了解个大概
意思，当时的我，对《常识》这本书的理解就只有：美国人
在这本书的激励下，向英国发起独立的宣言。至于书本上的
内容就一点都不了解。现在我要去看这本书，所以先上网搜
一下托马斯·潘恩这个学者的背景资料。

虽然有不少人并不知道托马斯·潘恩《常识》这本书，不过
他的这本著作在18世纪在北美可是热极一时。

而我记得之前高中的历史书写，当时在北美几乎人手一本
《常识》的。哈哈，我想这有可能是过于夸张了。不过，对
于当时北美的现状来说，人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
国家、如何建立一个把人的基本权利尽量维护好的国家，这
本小册子的普及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次因为要写论文，我需要去看托马斯·潘恩的《常识》，
借这次看书的机会，正好把我在心里面一直思考的问题给解
决了。

《常他在识》中把人民为什么要建立政府，以及如果不对政
府加以小心的戒备，就会对人民的基本权利进行践踏，还有
人的自然权利与政府的恶的本质进行了说明。在里面，我最
记得的是“客观的需要像一种吸引力似的，马上会把我们这
些刚到的移民组织社会，而彼此从社会生活中所得的幸福就
会确立起来，并且只要人们始终互以真诚相待，就不必有法
律和政府的约束。

这一句就很深刻的说出人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并不一定
需要政府。

我要说的是，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种.种公民权利，在200多
年前的中国，还只是皇帝让你有才能有的。所以说在18世纪
的那个年代，潘恩产生这样思想火苗，就真的可以说是伟大
的。

虽然我对潘恩的文学描写习惯不是很适应，加上看的又是翻
译本，所以难免对中间的意思理解出现偏差，但还是可以看
的出潘恩是有冷静地把人类从出现开始起认真思考过的。

书中较为详细的描述了人怎样适宜群居，群居后产生的利益
冲突，法律的产生，以及公共事务的维持，当族群扩大时，
公共事务不可避免的需要有专门人员来做，这样就产生的政
府，还有以后政府逐渐会因为恶的本性而对公民权利产生威
胁、以及会把手中的职权滥用而为自己谋利。

···议会成“···员们由于对国家事务已积有经验，将
成为干练而发挥作用的议员，而整个会议既经人民授权，就
具有真正法定的权力。



”潘恩多次强调说，要把政府的权力真正用到人民身上，不
能滥用职权，来为自己谋私。

不可否认，这本书的普及使得北美的大陆广大居民意识到，
他们有权独立，且独立后要小心的设计一种制度，使之不至
于在长年累月的运转之后，慢慢从为公民公共事务进行服务
的机构转变成一个随处可见的冷脸的办事效率低下的利用职
权贪污受贿的大事小情均以机密不可外泄的理由进行搪塞人
民的一只由纳税人来供养的怪物。从这，我相信而且潘恩在
《常识》中也说明了，《独立宣言》的作者们，以及美国宪
法的制定者们，绝大多数都是《常识》的读者，而这本身就
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这本书的名字让我想起09年的高考作文，“常识”这个词表
达出来的意思仿佛应该是大家不用看什么书或者别的资料就
能知道的事情或道理，可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个词，却能
让09年的考生想到头晕了，也有多少人甚至一辈子都不曾想
过或者有机会去接触过，他们总以为自己由一个看起来很伟
大的领导人领导着，却不知道一个信息流动性很差或只有单
向信息流动的社会下可以把任何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塑造成有
史以来最聪明、最有道德、最有同情心的人，所以潘恩在
《常识》中强调：

“只有公开地和断然地宣布独立，才能很快地解决我们的问
题;决定北美的命运要依靠人民在议会中的合法呼声，依靠军
事力量，或者依靠平民的起义。

”独立是维系和团结北美的唯一纽带，就是说明人权的重要
性。说起人权，这是人生来就有的，不过首先还是得自己尊
重自己，要不然就说不上别的啦。就像现在社会上出现这么
多的有毒食品，这是不理别人的健康，连最基本的道德都没
有了，还说的上什么人权呢?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
去看看这本书，也能从中有所获益吧。



美的读后感篇五

(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
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
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一定要突
出一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
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
关的东西。

(2)亮明基本观点。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
明确表述出来。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这个观点句
表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

(3)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
分，是对基本观点(即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使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这个过
程应注意的是，所摆事实、所讲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
点，为基本观点服务。

(4)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一篇好的读后感应当有时代气息，
有真情实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联系实际。这“实
际”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也可以是某种社会现
象。联系实际时也应当注意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观点服务，
而不能盲目联系、前后脱节。以上四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
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的。

(5)简要地说明原文有关内容，重写有感，不要重点介绍，偏
离主题。

《鲁滨逊漂流记》

回想起来这已是我第二次读《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了，但
是这一次我却对这本书有了更深的理解了。



再一次读完鲁滨逊漂流记后我感悟到了人生的道路中不能遇
到困难就唉声叹气，应该勇于面对困难遇事还要乐观一些,都
不要把任何事都看的那么绝对，要多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就像
鲁滨逊一样虽然身陷荒岛却不坐叹命运不济，而是充分利用
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修建住所、种植粮食、驯养家畜、制造
器具、缝制衣服等，把荒岛改造成井然有序、欣欣向荣的家
园。就像在发现有野人的时候刚开始手忙脚乱，可是最后他
沉着冷静以他的勇气与智慧和“星期五”并肩作战，一起打
退了野人，这也体现出一个人遇到困难只要沉着冷静的去应
对就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对人就像一颗种子他会想尽办法
冲破泥土去感受太阳的温暖，当他经历完千辛万苦回头望去，
他已是枝繁叶茂的苍天大树了，在我们的旅途中不能只停留
在原地，要时刻想着只要我努力明天会更好，这样才不会因
满足于现状而自失。

全书最精彩、最令人难忘的是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作者
用第一人称以及生动逼真的细节把虚构的情景写得使人如同
身临其境一般，使故事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另外，小说的语
言自然流畅，文字通俗易懂，这也体现出了笛福小说的一大
特点。整部作品以一个精彩的故事吸引着读者，同时暗含着
丰富的哲理，虽然现在还没能够完全解读它，但是其中我已
知的有关人生意义的段落，我已经能够背出来了呢!这使我在
生活中受益匪浅。

总之，这本书就像是一位老师，让我们学会生活

美的读后感篇六

20xx年过年前我们袁校长给我们老师们准备了一本书《照亮
校园的常识》，希望老师们在寒假能够多看看多体会，来年
在教学中学习使用，让老师们也能像吴非老师写的一样：能
够照亮校园。



本书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分别是《简明的常识》、《照亮校
园的常识》、《课堂的常识之光》、《教师是守常识的学习
者》。对于我这个已工作将近10年的“老”老师来说，读起
这本书，一个个“恍然大悟”和“原来如此”不断迸发而出。
的确，我们不断提升各种能力，想各种办法解决各种问题，
反而忽视了教育、校园、课堂中的常识，所以很多教师才会
变得无从下手，又或者是挣扎于繁琐疲惫的教学工作中无法
自拔……。的确，在长久的教学实践中，常识应不断地被关
注，被重新认识，特别在出现失误和遭遇困境之际，理性的
反思总能促使人们回归简明的常识。尊重常识，必然能发现
常识在不同情境中所呈现的丰富。我相信，这本书会是一
场“及时雨”，为每一个新上岗或青年教师带来点启示，为
自己的教育、教学生涯带来帮助和引领。下面，我从以下几
个方面分享下我的读书学习和感受。

作为一名教师，在执行教学任务之前，必先要了解教育常识。
是培养“人”，还是培养“才”、要在童年期尽力发展孩子
的想象力、习惯如何养成、如何避免应试教育败坏人的思维、
家庭阅读对孩子的榜样引领等等，这些关乎学生学情，关乎
家庭的认知，关于习惯，关于社会的思考，是所有教育、教
学的敲门砖，只有了解这些，才能尽其所用。

正如作者说的，“教育最重要的原则，是了解常识，尊重常
识。”基础教育是人一生的底子，那张白纸上最早打上的底
色，注定要成为终生记忆。的确，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就
听过身边的很多人都认为小学教育很轻松，没有初中阶段的
繁杂，更没有高中的升学压力。一位负责的好老师，要利用
一切可能的积极正面因素来为他们的校园记忆增光填色，在
今后的多少年后，他的学生回忆起来，无论教师对他(她)们
严厉或亦温柔，都是一段充满感激的教育回忆。在《照亮校
园的常识》这一章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比成功更有价
值的'是趣味》一文。虽然我们的教育总是在倡导减负，素质
教育，可多数学生依然笼罩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下。



没有智慧和情感，教育就没有发生。“带着恐惧学习，不可
能享受学习的趣味，更不可能有创造思维。”对于这句话，
我不能同意更多。校园是迸发情感和智慧的地方，而作为教
育的执行者，我们不能把学生当成被“教育”的机器，单纯地
“灌入”与“输出”，而抹杀了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以及
对学习和成长的美好期望。读这一板块的文章，发现自己有
很多做得不妥的行为。学校要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是来接受教
育的，是来改变自己的，在学校他们将开始不同与家庭教育
的学习，他们将成为——人。说起来确实有些道理，如果说
学前教育的任务是“育儿”，那么中小学的教育应该把学生
当人，当成有独立人格的人，而不是需要“监护”的孩子。

课堂，更离不开常识。在《课堂的常识之光》这一章
中，“如果多给学生一分钟时间思考”、“少学与多习的矛
盾”、“优雅而有趣地学习”、“阅读量不足，诸事皆废”、
“合理的作业负担”等等，课堂上的问题和困惑，作者一一
给老师指明了方向。如果老师的课堂提问，能多给学生留点
思考的时间，耐心一些，让他们能从容的思考，会更有助于
提高学生思维能力水平。

一堂课的精彩之处并不是老师的“表演”如何完美无缺，而
在于是否教到了学生的心坎儿上。不要只注意教师的“高
效”及“聪明的学生”，要观察学生思考的质量。学生有反
应，有犹豫不决，有质疑，有惊讶……都说明教师的提问激
发了学生思考，这无疑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教学效果。

期待着每一节都能发生着“吵成一团”的效果，学生为一个
问题争论激烈，各种观点针锋相对，形成一波又一波的交锋，
而教师观察学生思维的最好机会，就是学生在自由言说时的
表达，相信学生也能通过这种形式，学到比教师“教”的更
有趣的东西。对于教师本身，作者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常识
参考。“一位合格的教师最重要的职业特征，在于他自身是
善于学习的人。”教师应该是自觉的学习者。教师的专业功
底不可能是静止的一桶水，而应当是奔腾的江河或者是海洋。



教师应当比一般人更善于学习。他是“教”者，就必然“会
学”。老师的专业素养可以慢慢提升，但是，教师的“精神
底子”不能太差。讲台前站着一个粗俗无趣的人，对学生的
学习而言，便是噩梦的开始。所以，相对于各种培训和进修，
我们更应积极倡导教师的个人学习，教师不仅仅是教育的执
行者，教师必须属于个人的思考，必须经常和“问题”共处。
回想一百多年来，国内的基础教育靠着一批批堂吉诃德式的
有识之士不计个人得失、拼命硬干，忘我工作，才有了后来
的发展基础，无论做什么样的教师，奉献精神始终必不可少，
也期待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能涌现出更多的堂吉诃德式教
师。

最后还是引用吴非老师的话：教师是守尝试的学习者。

美的读后感篇七

读了《国学常识》，学经典知识，对我个人来说，有不少收
获和体会。一方面，从国学经典中获得了许多新知识，提高
了自身素养，特别是书中的管理理念，可以学以致用，对于
我做好车间管理、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确实有用;另一方面，
从国学经典中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处世的哲学。

现代社会知识更新快，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太有限，根
本赶不上时代的变化，必须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观念。而
学习，应该海纳百川，博而精。新时代的知识技能固然要学，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更应该要学。《论语》中说“学而
不厌，诲人不倦。”“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国学经
典里的知识也一样，就像陈年佳酿，越品越有味道。而且也
只有国学经典才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品味。《论语述而》中
还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
读书时我是个自信得有些自负的人，莫名其妙的.盲目自傲。
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粗略地看了《论语》，现在，在工作的
环境中才知道那句话说得太对了。“人外有人，山外有
山。”同事中人才济济，通过不断交流、学习可以取长补短，



可以使自己的知识、技能得到长足提高。

在为人处世上，我也从国学经典中学到不少。曾学到过孟子
的这样一句话：“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在当今这个
物欲横流的社会，更应该以此作为行事标准。人可以穷，但
是要有骨气，要有奋斗的决心，只要勤劳，就能创造财富。
现代社会机遇很多，造就了很多暴富的人，但是由于来得太
容易，所以一切都显得那么不踏实。处在这个太平盛世的我
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以“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来要求自
己。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博大精深的中
国文化引起了众多外国学者的关注。他们来中国旅游，来中
国留学，特别想感受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像晚清
时期的满洲贵族那样妄自尊大、闭关锁国。但是当京剧、武
术、中医、古汉语文学等国粹渐渐远离我们视线的时候，作
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经典拿出来细细品品，再去
学其他的好东西。我一直认为学习掌握一些我国的传统文化，
才不愧为一个中国人。

美的读后感篇八

通过参加了此次公司组织的“加强保密知识学习，做好服务
工作”的相关知识。我强烈的意识到做好__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就此根据自己的学习收获和学后感想，浅谈下自己关于
保密知识学习的感悟：

确定的可应用性，能为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
益或者竞争优势;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包括订立保密协议，
建立保密制度及采取其他合理的保密措施。目前，商业机密
的泄露主要是通过人为泄露和计算机不合理使用两种主要途
径，因此要做好防泄密工作也必须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保密教育，增强保密意识。通过播放警示片、办宣



传栏等活动，广泛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做到保密教育“常
有要求，常有声音，常有活动”。

二、加强保密措施，突出工作实效。加强涉密要害部门部位
和重点涉密事项的保密管理，对公司信息公开和新闻报道严
格执行审查制度，严格规范公文运转。

三、加强督促检查，消除保密隐患。公司要定期开展一次保
密检查活动。在检查中，坚持原则，较真碰硬，对不符合保
密要求的事项责令限期整改，要求全体职工树立“泄密隐患
就在身边，__从我做起”的理念，切实加强__。坚持例会制
度，实施科学决策，督促工作落实，确保__有力、有序和有
效开展，确保__万无一失。

除此之外，每个员工要提高保密意识，不要认为自己从事的
都是普通的日常工作，无密可保。掌握保密知识，如计算机
目前已成为办公必不可少的工具，要严格计算机密码管理，
努力做到资料不外泄。自觉遵守保密法规，防止泄密事件的
发生，维护公司利益。

美的读后感篇九

前一段时间有幸读了《新教育之梦》这本书让我深刻的感受
到作为一名教师，应该激发心灵深处最美好的憧憬。在这样
一个高呼素质教育然而应试教育仍然牵绊着每一个学生和每
一个教师的时代，虽然是一个刚刚投入教育事业的新人，应
该是有激情有梦想的时候，却不敢把教育想的很美好，教育
是一个富有艺术性的工程，却更是辛苦的。

自己的职业是老师，因此“理想的教师”也是让我特别关注
的部分。书中讲到：“理想的教师，应该是一个胸怀理想，
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教师；应该是一个自信、自强、不断挑战
自我的教师；应该是一个善于合作、具有人格魅力的教师；
应该是一个充满爱心、受学生尊敬的教师；应该是一个追求



卓越、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师；应该是一个勤于学习、不断充
实自我的教师；应该是一个关注人类命运，具有社会责任感
的教师；应该是一个坚韧、刚强、不向挫折弯腰的教师。”
对照这里提到的要求，我身为一名教师，觉得离理想的教师
的距离很大。其中有很多要学习。这也需要在教学的过程中，
不断充实自己，不断完善自己。遇到挫折不气馁，要总结失
败的原因。要完全做到书中所讲的八点，当然这个过程是非
常艰难的。但是只要有这方面的意识，通过自身的努力，会
慢慢向理想的教师靠拢，缩小其间的差距。

不过在这其中，我最想做的是一位极有爱心的教师。因为爱
可以包容一切，可以逾越一切。教师爱学生，一个佷重要的
表现就是相信每个学生。每个孩子都有巨大的潜能，而且每
个孩子的潜能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认为潜能是要靠练习来
挖掘，而我认为孩子的潜能要靠爱来挖掘。我爱我的学生，
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某一天一个学生割破了手，我就不
由自主地想到自己的儿子，要是自己的儿子割破了手，我会
怎么样？接下来的一切事情都很自然，学生也觉得你真的是
很关心他。以后不管他在学习还是生活上碰到不愉快的事情，
他都会找你诉说。师生关系的融洽，正是你首先付出了爱。
所以说只要肯爱学生，就会换来更多的爱。

教育离不开爱。爱的教育，是教育力量的源泉，是教育成功
的基础。就如夏丐尊先生所说的那样：“教育没有情感，没
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称其为池塘。
没有情感，没有爱，也就没有教育。”作为一名教师，我们
的工作对象是学生。我们的工作和任务是要培养有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的新人。一位合格成功的教师应学会如何去爱
自己的学生。

教师爱学生，首先要做到的是尊重学生。自尊心是人的心灵
里最敏感的角落。一旦自尊心受辱，轻者就此一撅不振，重
者进而愤世嫉俗。现在的学生普遍在家里被父母长辈溺爱惯
了，接受信息的途径非常多而新潮，对于小学高年级学生处



于青春期发育的第一阶段的逆反心理很强，经不起教师的批
评和责骂。所以只有尊重我们的学生，尤其是学生的人格，
才能拥有一群灿烂的健康向上的学生，也才能为学生所尊重。

教师爱学生，其次，要相信每一个学生。为人师表还要能推
己及人，以彼之心，度己之腹。也就是《新教育之梦》上所
说的换位思考。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一件事情，从某
一角度看是不可忍受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未必没有可
谅之处。对于个别学生总无法及时完成作业，对于老师而言，
这就是一个不认真至少是不重视学习的.学生。然而从学生的
角度来看，或许有别的原因，可能是客观原因如家庭因素，
可能是自身原因，如这个学生可能上课没听懂，作业不会做。
也可能是作业量超出了他能负荷的范围……作为教师，应设
身处地思考，才能解决问题。时时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告诫自己，做到为人师表，尊重学生，相信学生，赢得尊重，
赢得信任。

理想确实是理想，真的想做到也许很难，但它又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前进的阶梯，这样不断前行才会让我们不断进步！所
以，要做一名理想的教师，首先必须具有远大的理想，至少
要有更高一点的理想以促使自己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