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丁集读书笔记(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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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园丁集读书笔记篇一

从未被他用恋的渴望感应；

从未感受像歌一样单纯的情……

因为我害怕，害怕那只是沙翁心中的轰烈，害怕那只是泰戈
尔

笔下的幻想，害怕那只是触手即破的泡沫，害怕那只是遥不
可及的星……

飞机投入白云的怀抱，除了那段长长的飞机云，留给白云的
就只有缠绵后的空虚；

流星划破天空，任凭地上的人极力挽留，它也改不了转瞬即
逝的本性。

热恋的人们，随着时间的冲涮，总会分开。

是否本该如此？

是否天长地久，纯洁永恒只会在诗集中出现？

又是一颗流星。是否又有一个失意的人在哭泣？

一次旅行，改变了我的看法。



在天安门广场，在一股青春活力后面。爷爷搀扶着年老体衰
的奶奶，即使在家里时少不了斗嘴，可是，他始终是她的依
靠，她始终是他时刻关注的惟一。

在幽静的公园，在靠背椅上，一对老夫妻在休息。他们轻轻
地说着话，轻轻地，生怕打破这份平静。不像初识时的害羞，
不像热恋时的热烈，但是，，仍然存在他们中间。

原来，不需要轰轰烈烈，不需要甜言蜜语。

飞机总要飞向目的地，流星总要坠地。

它们的离开只是因为它们不属于此地。

真正的，就会持久。

那不是触手即破的泡沫，那不是遥不可及的梦，那不仅仅是
流星般的瞬间美丽。

平静的，自然的，或许，那颗属于自己的流星会悄悄降临。

园丁集读书笔记篇二

读了《飞鸟集新月集园丁集》这本书，我惊奇地发现，这竟
是泰戈尔的名言名句与生活道理编成一小段故事而拼起的自
传体诗集。

从浅湿地读，泰戈尔的这些名言名句中包含了我们生活中的
许多内容。从常见的花草到那人们心中所顶礼膜拜的神，再
到精神意境。用自己生活中所遇到的常见现象而联想到人与
人之间相处的道理。

书中没有一长段一长段的故事，也没有引人入胜的悬疑剧情，
取而代之的，却是一行行清楚简练的、细读中闪着金光的句



子。

这些句子是多么容易迷惑你的眼睛，曾经令许多次翻开书的、
满怀希望的我大失所望，便将它归置在书柜的“黑名单”中。

直到这个暑假，当我第n次翻开这本书，开始耐心地细读它时
才发现，这里的每一句、每一段都是一座座埋藏在尘灰中的
金矿；这里的每一句、每一段都值得你细细品读。

品读这本书，让我觉得我就像在开采金矿，在深深的土层中
找到它的闪亮点；品读这本书，我就如同在品尝一杯好茶，
只有再读再阅才能品到它的悠远绵长。

园丁集读书笔记篇三

看了《园丁和主人》后，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做事
要用心去做，不管别人怎么看，也不管别人想，绝不会因为
外界条件影响自己。

，老师，您不是这辛勤的园丁，帮国家创造美丽的花朵。您
每天都努力的工作着。上课，您的喉咙哑了，下面的同学还
在做小动做;课后，我们在一起玩耍，您还在批作业;夜里，
我们在睡觉，您还在认真的备课。

不管我们有多么淘气，不知多少次让您伤神，您总是耐心的
告诉我们错在哪，应该怎么去做，从来都不会烦，因为您的
心里充满无限的美和崇高的爱!

即使我们的试卷考的很不好，您也总是耐心的指出我们错在
哪里，然后是您细心的讲解，老师我们都很爱您!



园丁集读书笔记篇四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句子。(几乎是全篇)

摘自艾莉森高普尼克《园丁与木匠》这本书中的一些感触深
的句子以及自己的读后感悟。

教育孩子相当于管理花园，这实在是一个恰当又精妙的比喻，
两者都是生命的孕育和成长且有着诸多的不可控因素。作者
将不同的教育观念喻化为“园丁”和“木匠”，形象可感。

园丁式教育：充分尊重孩子的生长规律，注重创新性，让孩
子学会主动探索世界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木匠式教育：讲究所谓的方式方法，按照固定的形式对孩子
进行“掌握式”学习教育。

文章中的很多观点都给我诸多的启示。

1、工作和爱使生命值得度过。

以前浅薄地认为，工作就是为了改善生活，提供物质基础，
然而，这只是工作最为表面的作用，对于工作全身心投入的
那份专注，工作中完成挑战后的那份成就，工作焕发出与众
不同的那份光彩，工作中呈现的那份无可替代的价值，都让
我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得更加有味道。

2、爱没有目标、基准或蓝图，但爱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不
是为了改变我们所爱的人，而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条件让他们
蓬勃发展。爱的意义不是塑造我们所爱之人的命运，而是帮
助他们塑造自己的命运；不是为了向他们展示道路，而是为
了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道路，哪怕他们所走的道路不是我们
想选的，也不是我们能为他们选择的。



生活中，对待我们的爱人，总是先入为主想要把自己认为的
好强加给对方，却从不考虑对方是否需要，这种做法在父母
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总是急于将他们“宝贵的人生经
验”传给自己的孩子，过去的经历和他们固有的认知影响着
他们的想法和看法，出于爱，他们舍不得孩子走弯路甚至
是“歪路”，但是他们忽略了，经验是没法代替经历的，孩
子如果全部按照父母经验来，那只是走了一遍父母的老路，
像复制品一样过完了自己的一生。那是父母的人生，不是孩
子自己的。

3、学龄前孩子的进化任务是尽可能广泛地探索各种可能性。
这种探索让孩子发现了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基本原则，这些
原则将在他们成年后支撑起他们做事情的能力。

现实生活中，孩子探索世界的权力早已经被大人们剥夺了，
这么做是不对的，那么做是不允许的，这样太危险，那样真
辛苦，总有一堆理由制止孩子们的探索，以至于孩子在成长
的过程中失去了探索的欲望和能力，成为了“理所当然接
受”的机器。索的欲望和能力，成为了“理所当然接受”的
机器。

园丁集读书笔记篇五

一本书读完了，如果没有让它和我们发生点什么，可能就真
的完了。它会变成占据书架的纸张，与我们再无瓜葛。我们
还要再与它发生点什么才行。

在心理、教育文章遍布的今天，我们听到太多观点。其中有
一个观点是：夫妻关系应先于亲子关系。要把夫妻关系放在
第一位，其次才是亲子关系。然而高普尼克奶奶告诉我们：

对孩子的爱就像一个无法言喻的承诺。

我们对孩子的爱如此特殊，以至于让“我们会以一种特别的



方式关心自己的孩子。我们认为，自己孩子的幸福比其他任
何事情都重要，甚至比其他孩子或我们自己的幸福都重
要。”

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生活中看到为孩子付出的父母，愿意
牺牲自己的父母。我们当然不是提倡父母为孩子的牺牲，但
是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他们，而非指责。

那么，牺牲是必然而无解的吗？我们或许可以增加一些智慧。
夫妻之爱不同于亲子之爱，在不同的情境中，依据具体事情
选择并做出符合当下情形的行为，才是解决之道。我们真正
要理解的是夫妻关系不同于亲子关系，而不是将其排序或对
立。

什么样的父母是好父母？孩子是否健康、愉快、成功是标
准，ta是否符合标准，成了考核父母的kpi。另一个人的身体、
情绪、成就，要由我们来负责，且一旦出问题，受到谴责并
被认为失败的竟然是我们。理由只有一个，那个人是我们的
孩子。世上竟有这种不合理的存在！身处其中的我们毫不怀
疑其合理性。

高普尼克在《园丁与木匠》中告诉我们，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保留多样性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至今的关键策略。我们没法
用一个标准衡量所有的孩子，比如专注力。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全然地无条件地爱着他们，无论他
们睡着了或是醒着，无论他们优秀或是平庸，无论他们健康
还是生病，无论他们快乐或是烦恼，我们都发自内心地爱他
们。这样的我们就是好父母。

从观察式学习、证言式学习到掌握式学习，再到探索、创造
自己的文化，孩子们的学习一直在发生着。玩，于孩子来说，
就是学。孩子是自己学习的主导者。



父母最该做的，是打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孩子得以满足其
探索的需要。成为一名创造肥沃土壤的园丁，涵养整个生态
系统，让不同植物依其特性自由生长，是父母的荣耀。

在群里和大家一起读完《园丁与木匠》后，我看到吴钩老师
写了一篇《每个“神童”背后，都站着一对残忍虚伪的父
母》。其中回顾了自古就有的“神童崇拜”现象，汉代时，
朝廷设了“童子郎”的官职。唐朝时，十岁以下神童通过童
子科考试，便可获官职。宋承唐制，亦设童子科。

这些设置催生了民间的神童培训机构和名师。各机构和名师
将孩子关在一个大竹笼里，再吊在树梢上，然后逼孩子读经，
以便通过童子科的考试。然而，通过童子科的神童，大部分
泯然于众生。

为何如此？我们可以用高普尼克的研究来解释一下。

孩子是如何学习的？他们边玩边学，边看边学，边听边学，
边练边学。为了通过童子科考试，孩子们只有死记硬背，失
去了更多学习的机会，甚至错失了众多大脑发育的好时候，
当然更大可能是泯然于众生。

我想，这正好引发我们读下一本书《教养的迷思》。作者：
李丽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