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想信念读后感 教育的理想与信念读后感
(大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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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信念读后感篇一

近段，再一次拜读了肖川的《教育的理想与信念》，灵魂又
一次被彻底地洗染，这种轻快兼并沉重的崭新感觉是如今流
行的碎片化阅读无可比拟的！
“生命教育”的方向与方法，诠释当前教育中的困惑，用智
慧幽默的语言阐述生活中的一个个哲理：让课堂充满关注的
气息，让生命活力充分地涌流，让智慧之花尽情地绽放——
这是对课堂教学的追求；贴近生命的需要，揭示生命的真相，
引领成长的方向，探寻生命的意义，成全生命的价值——这
是课程目标的追求；尊崇生命的在场，点化生命、润泽生命，
你脸上的微笑有多少，孩子心中的阳光就有多少——这才是
教育，生命的教育！老子曾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
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能胜，柔之胜刚，天下莫
不知。”水，天生丽质，柔弱多情，可以成江河起波涛，可
以冲土决堤，涓滴石穿。肖川教授的文字正如这水，每一个
社会中人的感动正如这水——甘美而清澈！没有这水浇灌的
土地，注定会寸草不生；没有感动滋润的人，心灵注定会干
涸枯竭。感动如水，普通而又伟大，平凡而又崇高。相信我
们自己也可以把这份感动赋之于行动。
《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字字句句皆经典，时时处处有感动，
折射着一种灵性。他说的高考制度是“全面的丰收，导致全
面的平庸。”“大考小考的排队分等，使学校成为造就败者
的场所，进而导致厌学和恐学，导致内心的畸变和人格的扭
曲。”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教育到底给了人什么？我们



到底该如何教育呢？我曾看到自己小学时威风凛凛，才华出
众的班长，经过无数次教育的“洗礼”，高中过后，简直判
若两人，人不但变得傻呆呆，连基本的人际交往也不会，面
对昔日的老同学居然一句话也不会说。难道这就是教育的影
响吗？难道这不足以让我们去重新审视教育目标吗？难道这
还不能引起教育者的深刻反省吗？多年的教育生涯让我知道
了：负担过重会使得一个人忙忙碌碌，疲于应付，没有足够
的时间去消化、深化、细化所获得的知识，去发现知识的个
人意义，去建构属于自己心灵财富的知识。久而久之，学生
变得内心麻木，机械呆板，未老先衰，暮气沉沉。教育是什
么？是“把所学的东西都忘了，剩下的就是教育”，是“养
成博雅君子、独立精神和健全人格的一种文化过程，向人类
传送生命气息、心灵转向的神圣生活。”但现实生活中，发
现了一种现象：教师一方面用重复训练、机械记忆束缚着学
生，另一方面还抱怨学生只会死记硬背，遇到开放性的题不
知该从何下手。突然顿悟这样的学生竟然是我们辛辛苦苦培
养出来的！遗憾之时，亦为之汗颜矣！！
痛定思痛，解决的方法有吗？应该，还是有的！领导顶层设
计多元化评价，评价老师的方案不唯成绩，更加看重课堂上
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开发，一旦学生创造性思维有了，成绩的
提高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接班人，如果只会做题，怎能接力中国兴盛中华复兴
的重任？！
曾记得，一位北大毕业生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控诉父母只关
心自己的成绩，包办一切，结果自己只会学习，其它的什么
也不会，进入工作岗位后，任何事情处理起来都很吃力，多
次萌生轻生的念头……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这难道还不
能引起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父母的深思吗？！
是啊，“不要把教育变成一把雕刻刀，按照某种意志把人塑
造成为‘标准件’和‘工艺品’”，学习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既然当下的生活也是生活，有什么理由为了明天的生活而牺
牲现在，使现在的生活变得索然无味，苦不堪言呢？！
但愿肖川教授的警世之言能唤醒每一位沉睡和装睡的教育者，
减轻心理和精神负担，去掉沉重的枷锁，步入正能量的轨道，



用真爱和诚意循序渐进地唤醒、激励、影响、引领，让学习
成为每个人的本能和兴趣追求，成为终身发展的内在动力。

理想信念读后感篇二

读《以古典的心情对待学习》时，初看题目，“古典的心
情”让我有点疑惑，有古典文学、古典美女，怎么还有“古
典的心情”呢？读了整篇文章，才知道原来“以古典的心情
对待学习”就是沉下心来对待学习。我很赞成作者的这一看
法，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快，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越来越高。但随着生活的富裕，人们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
开始出现脱节现象，人们开始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大多数
人已不能静下心来读书，很多时候书成了装点门面的工具。

多么希望我们能沉下心来真正的与书为伴！

让我们与书为伴！知识是我们精神的食量，很多的知识是从
书中获得的。沉下心来读书，可以益人心智、怡人性情、变
化气质、滋养人生；可以使人拥有深厚的内涵，正所谓“腹
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作为老师，我们更应该
沉下心来读书，博览群书，使我们拥有渊博的知识，这些知
识会使我们更加理性，这些知识与理性让我们在举手投足之
间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大气，这种大气使我们魅力四射，吸
引学生乐意跟着我们的步伐走。

“文字是生命的酒”这句富有诗意和哲理的话，令我记忆深
刻。当我们用心去读书，在书的字里行间畅游的时候、当我
们用优美的语言表达我们深邃的思想时，我们会觉得我们的
生活、我们的生命如酒般醇美，让人回味悠长。让我们与书
为伴吧！“心与书的交流，是一种滋润，也是内省与自察。
伴随感悟和体会，淡淡的喜悦在心头升起，浮荡的灵魂也渐
归平静，让自己始终保持一份纯净而又向上的心态，不失信



心的契入现实，介入生活、创造生活”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
境界呀！

所以，让我们与书为伴吧！沉下心来对待学习，让我们在每
天的生活中都能感受到春日鲜花、夏日小溪、秋天明月、冬
天残阳那美好的风姿。

理想信念读后感篇三

不久前，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爱的教育》，今
天我要向大家推广这本好看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的，讲述的是一个叫
安利柯的四年级小学生在四年级所写下的日记，原名是
《心》。

爱是整篇小说的主题，这本书融入了种种人世间最伟大的爱：
老师之爱、学生之爱、父母之爱、儿女之爱、同学之爱等等。
每一种爱都感人肺腑、引人深思。整部小说以一个小学生的
眼光审视着身边的美与丑、善与恶。这里有让安利柯佩服的
好友卡隆的侠义之举，有品学兼优的班长代洛西的助人为乐；
也有华梯尼的虚荣，诺琵斯的傲慢；还有可爱的“小石匠”，
坚强的克洛西。用爱去感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卡罗纳》。卡罗纳的母亲
因病去世了，可怜的卡罗纳再也没有妈妈对他的疼爱了，卡
罗纳的遭遇使大家都特别关心他，老师，同学，还有“我”，
“我的妈妈”都对他给予了关爱。这种爱令我十分感动，所
以我最喜欢这篇文章。

《爱的教育》让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相信《爱的教育》
这本好书将会把这种美好的感受带给更多的人！



理想信念读后感篇四

从教十五年，已经渐渐习惯了教师的各种工作，上课、备课、
改作业，一天都在忙忙碌碌中度过，渐渐的，看书的时间也
少了。最近总在想，现在的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老师，教
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但是怎么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他们，
走进它们，让他们在学校里学到更多的知识。我想我该看看
书，在书中寻找一下答案了。现在有幸拜读了《教育的理想
与信念》，捧起这本书自己感受到，仿佛在倾听名师的教诲，
获取得智慧的真经，细细品味，体会颇多。

我体会到了“教育就是服务”。这是书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一
句话。表面看似很平常、很简单、很短短的六个字，其实含
义很深分量很重。我们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的教育就应
该为学生服务。简单地说，作为教育工作者，你必须先得有
爱，先得爱自己的学生，让你的学生从你的身上感受到爱心、
温暖、真诚、宽容。教师随时随地一句温暖的话语、爱意的
眼神、真情的微笑、会意的点头、宽容的拥抱、亲切的拉拉
手，都是对孩子最大的爱，都可以让孩子快乐几天甚至成为
一生奋斗的动力。

我体会到了教育的意蕴。肖川先生提到教育即解放，他也提
到，教育意味着探索，意味着启蒙，而不是宣传和灌输；是
平等对话和自由交流，而不是指示和命令；是丰富认识，而
不是统一思想；是尊重和信任，而不是消极防范。我们应该
把人的解放、自由、超越、完善都带入自己教育的范畴内，
引领学生用自己的眼镜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用自
己的头脑去判别，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让学生永远都充满
希望和自信。

我体会到了爱对于教育之重要。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家长和
老师都是爱学生的。但完整的爱、健康的爱，应包括五个方
面：了解、尊重、关怀、给予、责任。这五者是一个整体。
倘若缺乏了解，爱就是盲目的；倘若缺乏足够的尊重，爱就



会变为支配与控制；倘若缺乏关怀和给予，爱就是空洞和苍
白的；倘若缺乏责任，爱就是轻薄的。

教育的道路上，真的有太多的学问需要去学习，去研究。孩
子们也需要我们不断的去了解，去倾听，去真正站在他们的
角度去教育，去给其所需。而这本书，仅仅是我教育道路上
的一点启发，自己的将在教育生活中始终保持一种率真的勇
气和向善的本性，让学生感受真正的、良好的教育。

理想信念读后感篇五

再读《教育的理想与信念》一书，源于自己对工作的倦怠，
感觉自己每天在做着重复的事情，似乎进入了工作的倦怠期，
热情淡去，烦恼倍增。感觉像是撑船，沿着同一条水道，从
这个渡口到那个渡口，只是所载的人不同而已。而《教育的
理想与信念》这本写给“教育者”的书，它从教育教学中存
在的现象入手，然后分析其弊端，并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即作者理想中教育。他道出了教育成功的前提，也点明了许
多人失败的根源。如一剂良药，为我的教育导航，给予我工
作的动力。

该书的作者为肖川博士，作为教育学领域的青年学者，肖川
博士在他的研究领域内建树颇多，他的文章朴实、优美、新
锐、独到。这本书收入了他近十年所写的教育随笔50余篇。

“与经典为友”、“教育的意蕴”、“教育给了我们什么”、
“审视教育目标”、“教育的灵魂”、“教师的学习与成
长”、“完美的教学”、“教育的期待”、“有所执
著”……那一个个直抵人心的话题，说出了我们的心理话。
书中许多经典的表述，让人感到思想力量的强大。

此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对教育世界中那些司空见惯、习以
为常的现象，给予学理上的解释，并发掘出其中的文化内涵
和精神底蕴，从而得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使读者



在学习和掌握教育理论的同时，领略到文章的理趣、情趣、
与文趣，既有助于丰富教师的文化底蕴，又有助于教师们确
立对于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帮助教师生成教育的智慧和提升
对生活的热爱。

读书的过程是与读者对话的过程。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无时
无刻感受到肖川博士那质朴与豪放、灵性与率真、睿智与宽
厚集与一身的学者风范，还有他那颗对教育事业无限无限热
爱的赤子之心。在这里，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诗意教育，也
渴望着自己去发现、去体味教育中那如诗如画的意境。

我相信，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依据书中的教育理
念，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进行反思，会发现，其实现实中的
很多问题会随着阅读、交流与沟通迎刃而解，进而树立起自
己的教育理想与信念。虽然梦和理想，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有
距离。但读了这些文字，你会憧憬着幸福的教育生活，心灵
沐浴在思想圣洁的光辉中，自由地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