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案例 把整个
心灵献给孩子读书心得体会(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案例篇一

冰心说过：“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
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把整
个心灵献给孩子》这部书将这句话做了很好的诠释。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生学习时绝不死记硬背，而是在游戏、
故事、美、音乐、幻想和创造的世界中进行朝气蓬勃的智力
活动。他希望孩子们能成为这个世界中的旅行者、发现者和
创造者。

他带领儿童认识自然和社会，用各种方式学习小学阶段需要
掌握的知识，如用“环球旅行”让学生认识国家和社会，用
在校园和灌木丛创建“美丽角”让学生认识各种植物和花草，
用“童话室”世界引导学生开展语言和优美故事的学习，他
的全部施教活动丰富多彩，伸向自然和社会的各个层面，激
发了学生极大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知识的入门。在这本书中阐
述得淋漓尽致。也有人说过：“即使是普通的孩子，只要教
育得法，也会成为不平凡的人。”

那次去外面听课学习，回来了不禁感叹，那些孩子文学素养
高，知识面广，课堂中总是精彩不断，而自己班的孩子，相



同类型的题目，反复讲却怎么教也教不会。弄得自己快没耐
心了，心里很烦躁，很想对他们发火。我去和一位老师倾诉
时，这位老师和跟我分享了一句话“我们现在都认为，教了
学生就应该会，会是正常的，不会是不正常的。而我们有时
连一句表扬的话都没有;要批评，甚至要惩罚。学生来学校就
是为了学，我们应该鼓励学生，因为他们还在学。”忆起这
堂课，当我抛出第一个问题时，他们答不上来，我有些不高
兴了第二个我面露难色，开始批评了。学生配合不默契，自
然互动开展不下来了。我想应该去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激
发他们对学习的热情。

爱学生，就要激发学生的创造性。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人
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感到自己
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求者。”教低年级的孩子时，他
们在文字的表情达意上有它的局限性。语文课上可以在理解
词语和课文时用上音乐、动作、甚至绘画、视频……帮助学
生理解。不仅开发了学生的智力，使学生变得聪明，而且让
学生时时体味来自学习的快乐和幸福。

有时我会想想是不是我的要求太严格了?我们的语言是太刻薄
了?我们的脾气是不是太急躁了?是啊，我们“恨铁不成钢”，
我们“爱之深”，但表现出来的却往往是“责之切”。像这种
“只给好心，不给好脸”的爱，学生岂能接受?你给学生一缕
春风，学生不一定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你给学生一句话，却
让他感受到六月寒。

真诚的赞美，发自内心的鼓励，无私的关心和帮助，是沁人
心脾的玫瑰，是滋养万物的阳光雨露，作为一名教师，把爱
心留给学生，不断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迈进!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案例篇二

在暑假期间，我阅读了前苏联伟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使我的思想受到了深深的洗礼。



大师的敬业精神和教育智慧和理论深深打动了我，他的教育
实践也吸引了我。在大师的书中，字里行间充满了爱，包括
他对教育的爱、对孩子的爱和对孩子实施的爱教育，使他们
有爱，知道如何去爱别人。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不仅要成为一个教导者，而且还要
和学生成为朋友，和他们一起克服困难，一起感受快乐和忧
愁；要忘记自己是教师，而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把一切都告
诉他。”这对我们音乐教师来说尤其重要。

真正的教育是一种心心相印的活动。作为老师，我们对学生
有着特殊的感情是一种无私的爱。

因为每个学生都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我们的每一笔都是未
来的答案。爱学生就是要及时发现学生的闪光点，进行欣赏
教育。

事实上，当孩子犯错时，他们迫切需要的是理解和帮助，而
不是严厉的批评和惩罚，或许孩子看起来最不值得爱。往往
这种时候的学生最需要爱的时候。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孩子。作为音乐教
师，我们应该利用学科的特点，欣赏那些落后或有困难的学
生，欣赏那些有缺陷的孩子，帮助他们树立信心，使每个学
生都能在音乐中得到独特的情感艺术的熏陶。

教师的重要要求是尊重孩子的自尊心。“学生的自尊是他们
头脑中最敏感的部分，当涉及到影响他们的内心世界时，不
应该受到伤害，”苏卡洛林斯基说。

我认为作为一名教师，要得到更多的孩子的爱，应该学会尊
重、理解、信任孩子，给他们信心。

对一个害羞的孩子，对一个木讷的孩子，对一个平时表现平



平的孩子，老师往往一句不经意的表扬的话，一个微笑，一
个善良的小举动，都会温暖孩子自卑的心，而教师也会在孩
子自己的形象中熠熠生辉。

我要感谢向我推荐这本书的朋友们。我也要感谢这本书给了
我知识和力量，使我认识到许多真理。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案例篇三

寿光市营里镇幼儿园刘俊荣自从我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把
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这本书，对我的教育工作有很大的启发。
启发我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不要吝啬自己的微笑，由衷的
赞叹，热情的鼓励，真诚的帮助和无私的爱心。

苏霍姆林斯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一个把整个心灵都献给
孩子的人，对于他的教育故事，一则印象最深的故事就是：
一天早晨，苏霍姆林斯基在校园里散步，看到幼儿园一个4岁
的女孩摘下了校园的花房里新开的最大的一朵玫瑰花，从容
地向外走。苏霍姆林斯基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要摘花，就弯下
腰亲切地问：“孩子，你摘这朵花是送给谁的？能告诉我
吗？”小女孩说：“我奶奶病得很重，我告诉她学校里有这
样一朵大玫瑰花，奶奶不相信，我现在摘下来送给她看，看
过后我就把花送回来。”苏霍姆林斯基的心颤动了，他带着
小女孩，从花房里又摘下了两朵大玫瑰花，对孩子说：“这
一朵是奖给你的，你是一个懂得爱的孩子；这一朵是送给你
妈妈的，感谢她养育了你这样好的孩子。”

这个故事是意味深长的。对于苏霍姆林斯基来说，没有什么
比人更重要的了。他谈论的中心始终是人，人的思想、人的
智力、人的情感。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没有生硬的说教，
没有繁琐的理论，只有温和的话语和天才的思想，丰富着我
们的心灵，如同聆听一位长者的谆谆教诲。只有那些始终不
忘记自己也曾经是个孩子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教师。



从这本书中，我还感悟到教师要尊重孩子的自尊心。苏霍姆
林斯基说：“在影响学生的内心世界时，不应挫伤他们心头
中最敏感的一个角落——人的自尊心。”自尊心是人们希望
别人肯定和重视以及自我肯定的一种积极情感，是不断追求、
进取向上的动力，是生活的精神支柱，有了自尊心，孩子才
能自爱、自严、自重；做了错事才能自责，才能自我评价和
自我监督，自我控制及自我教育。所以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
在处理孩子之间发生的矛盾时，首先把孩子个体的尊严放第
一位。

教师是人类最伟大最神圣的事业，担负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
未来和希望。作为一名教师，我深深知道自己所担负的责任
和使命感，与孩子们一起成长，一起欢笑，“没有爱的教育，
是失败的教育，是苍白无力的教育”，是的，这句至理名言
道出了教育的真谛。作为一名教师，在工作中应该身体力行，
用爱心感染每一位学生。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将会达到和谐
圆满，师生之间将会达到互敬互爱。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们要
对孩子做到有耐心，耐心的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哪些事情
是对的，哪些事情是不对的，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
做，教育他们要做一个有爱心、懂礼貌的好孩子。我们要用
爱心打开了孩子情感世界的第一扇窗，让孩子们在被爱中学
会爱。

所以，每天我要用爱拨动孩子们心灵的七弦琴，用心感受孩
子们纯真的笑容、稚嫩的声音，让爱的种子在孩子中发芽。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案例篇四

我读了伟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把整个心灵献给孩
子》，使我的思想受到深深的感动。我被这位令教育同仁敬
仰的大师的敬业精神、教育机智和灵活性所打动。大师书中
字里行间充盈着的、流露溢出的是爱。包括他对教育事业的
爱，对孩子的爱以及对孩子实施爱的教育，让他们拥有爱心、
懂得怎样去爱别人。这是一本献给教师的心灵之书，这也是



一本缓释教师心理压力，启发教师生活与教学智慧的书，它
用温情、智慧和爱意诠释了教育的真谛，它用一首首教育诗
篇礼赞教师工作的神圣。

用一个个真实而平凡的故事，抚慰我们的心灵。作为教师的
最基本的。条件之一是爱孩子。爱孩子，就要成为他们的知
心朋友。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不仅要成为一个教导者，
而且还要成为学生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克服困难，一起感受
欢乐和忧愁；要忘记自己是个教师，而只有这样，孩子才会
把一切都告诉他。”这一点，对于我们教师尤为重要。真教
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作为教师我们对学生可以说是一种特
殊的情感，是一种无私的爱。因为每个学生最初都是以张空
白的试卷。我们每一笔书写，都是未来的答案。爱学生就是
要及时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进行赏识教育，事实上，当
孩子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他们迫切要得到的是理解和帮助，
而绝不是粗暴的批评和惩罚。

学生看起来最不值得爱的时候，恰恰是学生最需要爱的时候。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孩子。身为
音乐教师，我们更应该利用所任学科的特点，赏识那些后进
或处于困境中的学生，赏识那些有缺陷的孩子，帮助他们树
立自信，让每个学生都能在音乐所独有的情感艺术中得到熏
陶。由此可见我们爱学生、赏识学生，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让
学生用同样善良，真诚之心去爱他们、爱集体、爱社会，从
而的达到受教育的目的。

真正的教育离不开教师的滴滴雨露，离不开教师的心灵！是
教师与儿童生命的对话才使教育发出高山流水之声。那儿童
呢？每一颗心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他们渴望成功的体验和
快乐的满足，他们祈盼教师用智慧的睿语解开他们心灵的密
码。是教师的理智之爱，使儿童的现实生活充满意义；是儿
童如水的清纯，给教师带来生命的满足。真正的教育始终是
教师与学生合奏的乐章。尊重是一缕精神阳光，他可以照亮
孩子的心扉，尊重儿童，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那就是真正



的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说：“我想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而孩
子们的快乐，对于我就是最大的幸福。”只有把孩子放在自
己的心灵深处怜惜、爱护，走进他们的情感世界，了解他们
的喜怒哀乐，和他们一起欢笑，一起忧伤，才能赢得孩子的
心。教师的重要道德要求是尊重孩子的自尊心。苏霍姆林斯
基说：“在影响学生的内心世界时，不应挫伤他们心头中最
敏感的一个角落——人的自尊心。”我想作为一个教师，要
想得到更多孩子们的爱戴，就应该学会尊重、理解、信任孩
子，给他们信心，这应该是对所有孩子而言的。对一个腼腆
的孩子、对一个木讷的孩子、对一个经常是表现平平的孩子，
教师往往一句不经意的称赞的话语，一个微笑，一个亲切的
小动作，就会温暖孩子的自卑的心，给他们信心，同时也亮
丽了自己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

读《把心灵献给孩子》，我最大的收获是我懂得了教育是一
件雕刻心灵的工作。我们的对象是一群有着灵魂和理想的人，
教师的每一句话，每一次行动，每一次喜怒哀乐，都是在孩
子心灵的白板上刻下了重重的一刀，都是在孩子心灵的扉页
上写下了浓浓的一行，那一刀下去，那一笔下去，写下的是
正义还是邪恶，是美德还是丑恶，是真理还是谬误，不在孩
子的心灵是什么，全在于我们教师是什么！唯有美德才能雕
刻美德，唯有正义才能书写正义，唯有真理才能传播真理，
我们自己是什么，才可能塑造什么，换言之，我们希望我们
塑造的对象成为什么，你自己必须首先成为什么。世界上不
可能有一种完全空洞的塑造，单凭想像就能完成的雕塑那只
能唯心主义的幻想，心手合一不仅仅对于雕刻家是这样，对
于教育家更是这样。所以，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不在于给
孩子传授多少知识，而恰恰在于丰富自己的灵魂，提高自身
的修养，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使自己成为一块宝石，那样
孩子天天看着这块宝石，捏着这块宝石，听着这块宝石，耳
濡目染，他们也就具有了宝石的特质。教育的真谛不在于说
教，而在于熏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心灵。孩子最终能不
能够成为一件艺术珍品，全在于雕刻家的品质。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案例篇五

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这本教育名著，
我深深被他的理论折服。被其教育实践所吸引。苏霍姆林斯
基用自己的行动给广大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激励我们用
童心唤醒爱心，用爱心滋润童心。

在这本书中苏霍姆林斯基所写的教育实践字里行间流露出他
的爱，这包括他对教育事业的爱、对孩子的爱以及对孩子实
施爱的教育，让他们拥有爱心、懂得怎样去爱别人。他
说：“要成为孩子的真正教育者，就要把自己的心奉献给他
们！”作者深爱着这些孩子，他亲昵地称他们为“小家伙、
小鬼”，他认为教师首要的职责就是“爱孩子”。因为爱，
他期望每一个孩子都有着健康的体魄；因为爱，他也竭尽全
力去帮助孩子们学会学习。爱孩子，应该说是作为教师的最
基本的条件，但如果是始终如一的爱，坚持不懈的爱，面向
全体的爱，也是不容易做到的。爱孩子，很重要的一点是爱
得要纯粹。不是施舍，不搀杂功利。苏霍姆林斯基说：“我
想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而孩子们的快乐，对于我就是最大的
幸福。”

苏霍姆林斯基在书中告诫教师们：“请记住：成功的欢乐是
一种巨大的情绪力量，它可以促进儿童好好学习的愿望。请
你注意，无论如何不要使这种内在的力量消失。缺少这种力
量，教育上的任何巧妙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教师的爱心
是成功教育的原动力。师爱是教师发自内心的对学生关心、
爱护、尊重、信任、期望、赏识以及尽责的美好情感，我们
上课时，向学生露出的亲切笑脸，投去的友善目光，；下课
时，我们留在教室和学生们谈心，说笑话……都是师爱的表
现。当学生感悟到这种师爱后，便会激发出积极向上的热情，
从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教师有了爱，才会用伯乐的眼光
去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对自己的教育对象充满信心和爱心，
才会有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学生才会把我们当朋
友，敞开心扉，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如果我们发自



内心地向学生倾注真情，用真心、善意和语言去打动他们、
启发他们、感化他们、诱导他们，让他们增强信心和勇气，
让他们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奋起直追，最终他们会成为生活
和学习的强者。

苏霍姆林斯基曾多次在书中强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
趣是知识的入门。瑞士著名教育家皮亚杰也说：“所有智力
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当一个人对某种事物发生兴
趣时，他就会入迷地去追求，去探索。学生一旦对学习产生
兴趣，必将成为他学习的内在动力。学生对学习有无兴趣，
既是反映学生学习效率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教师教学成败
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
学习的兴趣，使学生的学习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提高教学质
量，应该成为每个教师在教学中不断追求、探索的重要内容。
爱尔维修如是说：“即使是普通的孩子，只要教育得法，也
会成为不平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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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清
香宜人的玫瑰，它们是哺育万物的阳光雨露，它们是滋补孩
子们心灵的灵丹妙药。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当把关心留给社
会，把热心留给学校，把中心留给教育，把真心留给同事，
把耐心留给自己，把爱心留给学生；让我们真正做到：把整
个心灵献给每一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