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育从爱开始摘抄好词好句(优
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教育从爱开始摘抄好词好句篇一

教育：汉语词语教育：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
书教育：2008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图书教育：
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教育：2007年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教育：2007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以
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育从爱开始》摘抄及感悟《教育从
爱开始》读书笔记【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前段时间看了《教育从爱开始》这本书，对当代中小学教师
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仔细品味书中的内容，感动的时候更有
感触。想到现实生活，想到自己的日常教育教学工作，觉得
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有发展自己的小目标。书中真实教
育的小故事，真挚发人深省，值得学习体验。
如果一个老师既热爱事业又热爱自己的学生，那就是一个合
格优秀的人民老师。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好老师意味着什
么?首先，这意味着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热爱孩子，觉得和
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我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好人，愿意
和他们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幸福和悲伤，理解他们的心灵，
永远不要忘记他曾经是一个孩子。孩子是我们传播爱的地方。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一直相信，亲吻他们的老师，相信他
们的方式。爱这个词很容易说，但真的很难做。我认为老师
应该主动与孩子沟通，真正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
的一些特点、想法和优点。课堂上是传道受业的解惑者，课



后是陪伴关怀的守护者。每当更多的孩子喜欢自己，他们就
会更喜欢这门课，有意识地增强他们的学习责任感，愿意学
好，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动吗?有时候，当我们会给孩子更多的
勇气和老师谈论生活动的时间，有时间，有时间，当我们会
给他们更多的学习动力量，有时间，有时间，当我们会给老
师会给他们更多的学习动力量，有时间学习动力量，有时间，
有时间，有时间，有时间，当我们会给他们会给他们更多的
学生活动向老师会主动和学生活动，当我们提问，有时间，
有时间，有时间问更多的问，有时间，有时，有时候，有时
候，我们会给孩子们会给他们更多的关心。每当我看到这里，
我的心也是温暖的。孩子们努力学习真的很可爱。爱可以给
力量、爱、温暖的心、爱、创造奇迹、爱和无条件。
让教育从爱开始，让爱在教育中传递，让我们成为孩子的向
导，引导他们成长和前进的方向。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守护
者，帮助他们走向成功的另一边。他们是祖国未来的花，我
们应该好好照顾，让花在我们手中绽放!

读李镇西老师写的《爱心与教育》这本书，不知不觉中，我
就被书中的内容所深深吸引，他让我感受到了师爱的力量。
正如老一辈教育家夏沔尊先生说的：“教育之没有情感，没
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
爱就没有教育。”
李镇西老师对学生的爱，是建立在真正民主基础之上的爱，
不同于那种保姆式的爱，恨铁不成钢式的爱，或施恩式的爱。
他对学生的爱是发自内心的，而更重要的是这份爱不是单向
的灌输，而是双向的互动!
作为一名小学教师，爱学生首先就要了解自己的学生，了解
他们的爱好与才能，了解他们的个性特点，了解他们的精神
世界;爱学生其次要真正理解学生，要设身处地的为学生着想，
学会“心理换位”，也就是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爱学
生还要学会宽容学生，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要耐心的帮
助，严格的批评，热心的开导，不能使用“心灵的鞭子”;爱
学生必须真心信任他们，信任是力量，能让学生勇敢地向困
难挑战，使学生切身体验到教师对他的器重与喜爱。书中集



中体现了李镇西老师独特的教育理念，那就是：“时刻保持
对学生的爱;始终坚持将这种爱付之实施的心态与行动”“爱
是永恒的教育理念。”李老师让我对爱学生的“爱”有了全
新而深刻的理解：爱，不但是欣赏优秀的学生，而是“怀着
一种责任把欣赏与期待投向每一个学生”。爱，不应是对学
生的错误严加追究，而是“博大的胸襟”“对学生的宽容”;
爱，也不应是对学生的纵容，而是“必然包含着对学生的严
格要求，乃至必要的合理的惩罚”;爱，不只是关心学生的学
习、生活、身体，而是要“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理
解学生的精神世界”“学会用他们的思想感情投入生活”;爱，
不仅仅是只对自己所教的这几年负责，而是“对学生的成长
以至未来一生的负责”;爱，不是用一颗成年人的心去包容一
颗颗童心，而是“需要一颗童心”，用童心去碰撞童心。---
---
只有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只有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
的教育。老师爱学生并不难，难的是把这份爱一直在我们生
命中延续，亲爱的老师们让我们向她们学习，一起做一名真
正爱学生的老师吧。

认真拜读了《教育从爱开始》这本书，细细品味，收获颇多。
这本书没有太多深奥的道理，全是一个个朴实的教育叙事，
但却触动了我的内心，使我想起了自己教学的点点滴滴。
刚开始上班接手的是一群二年级的孩子，当时我没有任何的
教学经验，上课的时候语速很快，一节课的内容我竟然十分
钟左右就讲完了。我觉得上课说授内容简单到不可思议，可
是当我布置完作业下去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她们写的简直是乱
七八糟，于是当时我就非常抓狂。
我去听了几节别的老师上的课。特别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赵
老师的课，竟然上的那么生动。那是正好是杏子成熟的季节，
她从自家树上摘了一些杏子带到教室。她上的是语文课，课
堂开始，她先问孩子们想不想吃杏子，又问了孩子们关于果
实成熟的一些问题。于是，整个一节课，孩子们情绪都非常
兴奋。她们一个个争着举着小手回答问题，最后，她们还品
尝到了酸甜可口的杏子。一节课，师生氛围是如此的融洽，



完全没有我遇到的教师在使劲咆哮训斥，而孩子们是一脸懵
懂无措。
于是，后来在教学中，我慢慢融入孩子们。首先试着去“蹲
下来”,理解孩子们的心声。当我真正这样做的时候，神奇的
事情发生了。我从内心发现了她们的可爱，我慢慢也像作者
一样深深地爱上了他们。
孩子是我们播撒爱的地方。作为一名小学老师,我一直信奉着：
“亲其师,信其道”。我们无法否认,教师的亲和力,孩子的学
习气氛往往和热烈的感情联系在一起。孩子常常会因为尊敬
喜欢某个老师,而有意识地增强着自己的学习责任心,愿意学
习他们喜爱的老师的学科。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觉得,让孩子们喜欢你、相信你其实比什么都重要，我更愿
意用感性的方式记录自己以往教学中的点滴体会。
教育是人与人的一种特殊沟通活动。没有沟通就不可能有教
育,失去了沟通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时代变了,孩子成长的
环境也变了,我们也应该学会改变。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放
下“架子”,构建与孩子平等沟通的平台,少一些成人的标准,
学会揣摩孩子的心理,多一些与孩子的沟通。
课间,我可能会抽时间看着孩子们玩耍,或者参与其中,共享其
乐。中午,上课累了,我可能会抽个几分钟的时间挑孩子唱两
首他们特喜欢的流行歌曲。适当的时候,我可能会敞开心扉,
给孩子讲讲我的故事。你会觉得,孩子真的很单纯。
大自然不可能没有疾风骤雨,但如果每天都这样,即使每周一
次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我们每个人都会受不了。阳光明媚的
日子,出去转转,看看天有多蓝,看看花有多艳,心情会格外舒
畅。孩子是一棵幼苗,所以教育同样需要阳光明媚。过多的严
厉批评、过滥的无情指责,有百害而无一利。浪费的是时间,
伤身的是教师,受罪的是孩子。教育,需要脸上带着笑容,心中
装着阳光,步履才会变得愈加轻盈。
让学生喜欢你、相信你其实真的很简单。只要我们坚信着,教
育,是从爱开始的,你就会有无限的动力去爱孩子。
教育从爱开始,所以，让我们从“心”开始!



教育从爱开始摘抄好词好句篇二

这本书分三辑来介绍。第一辑《育而有道》主要讲述育人心
得。第二辑《教而有方》主要讲述教学艺术。第三辑《思而
有悟》主要讲述教育理念。书中没有深奥的道理，全是一个
个来自真实教育生活的小故事，娓娓道来，情真意切，令人
怦然心动，又不得不深思。

“怎样的人才最有价值呢?读破了千万卷书的人最有价值吗?
不是，仅只读书是不能冲破人生之波的。由书卷得来的知识
好比是行李一类的东西。如果头脑中塞满了这类东西，反不
能轻捷地在活的人生之波里游泳了。”

“要在活的人生之波里游泳，第一要紧的是健康的身体。把
自己的身体弄壮健，是一生的活学问。第二要紧的是用自己
的意志过活。世间尽有不用自己的意志，奴隶似的过其一生
的人呢。第三要紧的是道德的价值。如果没有道德，到底不
能排除人生的凶浪一直向前游泳的。”

“在人的力中，最强的就是道德之力。身体的健康是一种力，
意志的生活也是一种力，但是最伟大的是道德的力。无论身
体怎样好，意志怎样强，如果这人无道德的力，他一遇到世
间的凶液就会手足痉挛，不能左右游泳的。世上像这样的人
很多。”

《教育从爱开始》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虽然没有感人肺腑的
的事迹，可是我的心已经承认这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籍。吸
引我的，并不是其文学价值有多高，而在于那细腻的笔触中
体现出来的近乎完美的师生之爱。字里行间，都抒发了作者
本人对爱的理解。这种情感是普通的，却是不平凡的。这部
处处洋溢着爱的书籍所散发出的那种深厚浓郁的情感力量，
真的很伟大。

“爱”一词最为广博而深奥，但在每个人爱与被爱的生活中，



它显得又是那么单纯与具体。爱，像空气，每天在我们身边，
因为它无影无形，所以常常会被我们所忽略。可是我们的生
活不能缺少它，其实它的意义已经融入生命，成为了生活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如教师对学生的爱，如此平凡，但能
让学生深深地感觉到。我认为“教育，从爱开始”意味着教
师要做孩子心中的明灯，照亮他采拮知识的路途，做孩子人
生的航标，指示他驶向光明的彼岸。我们要把温馨的话语送
给孩子，把热情的鼓励送给孩子，把无私的关怀送给孩子，
让孩子时刻感受到老师的爱。这样，才能使一株带刺的蔷薇
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好的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是
这样的人，他热爱孩子，感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相信
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好人，乐于跟他们交朋友，关心孩子的快
乐与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经是个
孩子。”让教育从爱开始，让爱在教育中传递，让我们的学
生感受到爱，从爱中感受到爱的力量，让我们的爱在祖国的
花园中尽情的绽放吧!

教育，从爱开始!

教育从爱开始摘抄好词好句篇三

“怎样的人才最有价值呢?读破了千万卷书的人最有价值吗?
不是，仅只读书是不能冲破人生之波的。由书卷得来的知识
好比是行李一类的东西。如果头脑中塞满了这类东西，反不
能轻捷地在活的人生之波里游泳了。”
“要在活的人生之波里游泳，第一要紧的是健康的身体。把
自己的身体弄壮健，是一生的活学问。第二要紧的是用自己
的意志过活。世间尽有不用自己的意志，奴隶似的过其一生
的人呢。第三要紧的是道德的价值。如果没有道德，到底不
能排除人生的凶浪一直向前游泳的。”
“在人的力中，最强的就是道德之力。身体的健康是一种力，
意志的生活也是一种力，但是最伟大的是道德的力。无论身



体怎样好，意志怎样强，如果这人无道德的力，他一遇到世
间的凶液就会手足痉挛，不能左右游泳的。世上像这样的人
很多。”
“爱”一词最为广博而深奥，但在每个人爱与被爱的生活中，
它显得又是那么单纯与具体。爱，像空气，每天在我们身边，
因为它无影无形，所以常常会被我们所忽略。可是我们的生
活不能缺少它，其实它的意义已经融入生命，成为了生活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如教师对学生的爱，如此平凡，但能
让学生深深地感觉到。我认为“教育，从爱开始”意味着教
师要做孩子心中的明灯，照亮他采拮知识的路途，做孩子人
生的航标，指示他驶向光明的彼岸。我们要把温馨的话语送
给孩子，把热情的鼓励送给孩子，把无私的关怀送给孩子，
让孩子时刻感受到老师的爱。这样，才能使一株带刺的蔷薇
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好的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是
这样的人，他热爱孩子，感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相信
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好人，乐于跟他们交朋友，关心孩子的快
乐与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经是个
孩子。”让教育从爱开始，让爱在教育中传递，让我们的学
生感受到爱，从爱中感受到爱的力量，让我们的爱在祖国的
花园中尽情的绽放吧!
教育，从爱开始!

教育从爱开始摘抄好词好句篇四

《教育从爱开始》告诉我们教育他人，首先要学会爱他人，
有爱才是教育的开始。

暑假前，无意中发现一本书《教育从爱开始》，本想以此打
发闲暇，没想到一捧起来便欲罢不能了。感动之余，更多的
是感慨。我想到了自己的教育，想到了自己班上的那一群孩
子，我也像作者一样深深地爱着他们。

孩子是我们播撒爱的地方。作为一名小学老师，我一直信奉



着，亲其师，信其道。

我们无法否认，教师的亲和力，孩子的学习气氛往往和热烈
的感情联系在一起。孩子常常会因为尊敬喜欢某个老师，而
有意识地增强着自己的学习责任心，愿意学习他们喜爱的老
师的学科。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觉得，让孩子们喜欢你、相信你其实比什么都重要，我更
愿意用感性的方式记录自己以往教学中的点滴体会。

教育是人的一种特殊沟通活动。没有沟通就不可能有教育，
失去了沟通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时代变了，孩子成长的环
境也变了，我们也应该学会改变。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放
下“架子”，构建与孩子平等沟通的平台，少一些成人的标
准，学会揣摩孩子的心理，多一些与孩子的沟通。

课间，我可能会抽时间看着孩子们玩耍，或者参与其中，共
享其乐。中午，上课累了，我可能会抽个几分钟的时间让孩
子唱两首他们特喜欢的流行歌曲。适当的时候，我可能会敞
开心扉，给孩子讲讲我的故事。有时，我还会让孩子看看我
学生时代保存的作业。你会觉得，孩子真的很单纯。

教育其实有时十分简单，一点点的发现，一点点的肯定，会
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出现“情况”时，如果用我们惯常
的思维去呵斥，往往会发现，所有的苦心灌输会显得多么贫
乏和无力。我们不必太着急今天他失了一分，明天他错了一
题，只要再耐心一点，多给孩子以探索的机会，再细心一点，
善于发现宝贵的萌芽，再多一点耐心，及时抓住时机，成功
就不会远了。

让学生喜欢你、相信你其实真的很简单。只要我们坚信着，
教育，是从爱开始的，你就会有无限的动力去爱孩子。教育
从爱开始，从爱走向完美。望着那纯真而期待的目光，当我
们困惑、烦恼与无奈时，让我们记住爱的力量，用自己的关



爱去点燃学生的生命，帮助他们创造人生的辉煌。

读书笔记摘抄

《教育从爱开始》摘抄

教育从爱开始摘抄好词好句篇五

最近，我认真读了张玉芬老师的《教育从爱开始---冬雪篇》
这本书。刚捧上这本书，便让我爱不释手，封面上朵朵雪花
犹如老师们纯净的心灵，深深地吸引了我。封面上托尔斯泰
的一段话更让我情不自禁地要读完这本书：如果教师只爱事
业，那他会成为一个好老师。如果教师只像父母那样爱学生，
那天他会比那种通晓书本但既不爱事业又不爱学生的教师好。
如果教师既爱事业又爱学生，那他是一个完美的老师。

这本书分三辑来介绍。第一辑《育而有道》主要讲述育人心
得。第二辑《教而有方》主要讲述教学艺术。第三辑《思而
有悟》主要讲述教育理念。书中没有深奥的道理，全是一个
个来自真实教育生活的小故事，娓娓道来，情真意切，令人
怦然心动，又不得不深思。

我从一个个教育故事中体会到：教育从爱开始;没有爱的教育
是不行的;教育，仅有爱是不够的;教育，更需要爱的艺术。
一个真正的优秀教师每天应该琢磨的是如何提高自身素质和
专业水平，如何把学生带进知识的乐园，让学生真正喜欢自
己那一门学科，喜欢上学。

书中有这样一篇文章，讲的是：我刚接手一个新班，进行了
一项调查，让学生写出最喜欢的老师和最不喜欢的老师，结
果陈明同学毫不客气地写道：我喜欢男老师，不喜欢女老师。
一天，陈明竟然拿了一条蛇在班上吓唬其他人。我知道后，
毅然走到他面前，故作镇定地说：“把蛇给我!”陈明不敢相
信我竟敢拿蛇。我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捏住蛇的头部，把



它放生了。事后，我没有对陈明大发雷霆，而是真诚地对他
说：“我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变得勇敢。女孩子天生胆小，
这是事实，男孩子不但不该嘲笑她，而且应该努力保护她们，
这才是男子汉所为。老师希望你成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从
此之后，陈明变了，变得爱帮女同学，班上有脏活、累活，
他都抢着干。对于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坏学生”，张老师
没有板起面孔训他，也没有向家长打报告，更没有不闻不问，
而是以“爱”为前提，用教师的真情唤起学生“做一个好
人”的信心和希望。教师爱学生，是一种天性，也是一门艺
术，因为爱既包含着赞扬、鼓励，也包含着批评教育，对学
生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行为，错误思想，及时给以恰当
的批评，及时帮其纠正，更是关爱。张老师用自己的艺术，
成功地感化了学生，让学生心服口服，真正达到了教育的目
的。

《教育从爱开始》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虽然没有感人肺腑的
的事迹，可是我的心已经承认这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籍。吸
引我的，并不是其文学价值有多高，而在于那细腻的笔触中
体现出来的近乎完美的师生之爱。字里行间，都抒发了作者
本人对爱的理解。这种情感是普通的，却是不平凡的。这部
处处洋溢着爱的书籍所散发出的那种深厚浓郁的情感力量，
真的很伟大。

“爱”一词最为广博而深奥，但在每个人爱与被爱的生活中，
它显得又是那么单纯与具体。爱，像空气，每天在我们身边，
因为它无影无形，所以常常会被我们所忽略。可是我们的生
活不能缺少它，其实它的意义已经融入生命，成为了生活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如教师对学生的爱，如此平凡，但能
让学生深深地感觉到。我认为“教育，从爱开始”意味着教
师要做孩子心中的明灯，照亮他采拮知识的路途，做孩子人
生的航标，指示他驶向光明的彼岸。我们要把温馨的话语送
给孩子，把热情的鼓励送给孩子，把无私的关怀送给孩子，
让孩子时刻感受到老师的爱。这样，才能使一株带刺的蔷薇
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好的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
是这样的人，他热爱孩子，感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相
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好人，乐于跟他们交朋友，关心孩子的
快乐与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经是
个孩子。”让教育从爱开始，让爱在教育中传递，让我们的
学生感受到爱，从爱中感受到爱的力量，让我们的爱在祖国
的花园中尽情的绽放吧!

教育，从爱开始!

《教育从爱开始》告诉我们教育他人，首先要学会爱他人，
有爱才是教育的开始。

暑假前，无意中发现一本书《教育从爱开始》，本想以此打
发闲暇，没想到一捧起来便欲罢不能了。感动之余，更多的
是感慨。我想到了自己的教育，想到了自己班上的那一群孩
子，我也像作者一样深深地爱着他们。

孩子是我们播撒爱的地方。作为一名小学老师，我一直信奉
着，亲其师，信其道。

我们无法否认，教师的亲和力，孩子的学习气氛往往和热烈
的感情联系在一起。孩子常常会因为尊敬喜欢某个老师，而
有意识地增强着自己的学习责任心，愿意学习他们喜爱的老
师的学科。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觉得，让孩子们喜欢你、相信你其实比什么都重要，我更
愿意用感性的方式记录自己以往教学中的点滴体会。

教育是人的一种特殊沟通活动。没有沟通就不可能有教育，
失去了沟通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时代变了，孩子成长的环
境也变了，我们也应该学会改变。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放
下“架子”，构建与孩子平等沟通的平台，少一些成人的标
准，学会揣摩孩子的心理，多一些与孩子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