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爱国主义教育类书籍读书笔记(实
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爱国主义教育类书籍读书笔记篇一

要想做一名理想的教师，首位要做的便是要有丰富的学识吧，
这是古往今来不变的真理。以前崇尚教师有一桶水，现在随
着各种新的课程标准的.推行，恐怕一缸水、一池水都是不行
的了，而应该是一条河流而且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惟其
如此，才能让孩子更有所学、有所获！否则，拿什么来教给
孩子呢？这就要求：一要勤于读书，充实自己，使自己的知
识海洋不断得到充盈，不会枯竭，才能源源不断地使自己充
满活力。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师获得教育素养的主要途径
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

作为一名教师，我想能从这本书学习点经验，所以比较关心
书中对于理想教师的描述。朱教授在书中描述：理想的教师，
应该是一个胸怀理想，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教师；是一个自信、
自强、不断挑战自己的教师；是一个善于合作，具有人格魅
力的教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受学生尊敬的教师；是一个追
求卓越，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师；是一个勤于学习，不断充实
自己的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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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读了教育类这书籍，感受很深，引起的我的思考，
以前我是非常喜欢看教育类的书籍，但在这几年没怎么看过，
是因为没有，可现有了，我就看看，不管是那么忙，我在休
息时都会看看，从中学到一些经验，有些随机带到教学活动



中去。了解当前教育的须要，特别是这位教授写的我的教育
理想，我读的几次，感受很深，受益匪浅。

爱国主义教育类书籍读书笔记篇二

领悟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的思想：

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巨大的'情感力量。

复习是学习之母，不要让它变成后娘。

复习时要放过细节，抓住要点。

观察是思考和记忆知识之母。

阅读是对学习困难的学生进行智育的重要手段。

书写不好的人，总是那些阅读也不好的人。

爱国主义教育类书籍读书笔记篇三

我利用休息时间拜读了《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的教育专著。
通过读书让我觉得，读书是一种幸福，一种乐趣，更是一种
享受。读这些教育专著时，我边看边与自己平时的教育实际
相比较，不禁有了感触，有了共鸣。这些书在教我如何当一
个好老师的同时，也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以下是我的一些
体会：

人没有了思想，根本就属于酒囊饭袋、行尸走肉。教师没有
了思想，就不能称其为教育者。教育需要思想。教育不光需
要有思想的教育学者，有思想的行政管理者，更需要有成千
上万有思想的教师做一个有思想的教育者，具有两方面的意
义：一是用思想去重塑我们的教育行为，“观念改变行动，
行动改变命运”。二是用思想陶冶学生的心灵。只有思想才



能滋养丰富的心灵和厚重的人格。在教育世界中，倘若有丰
富的思想熠熠生辉，倘若有丰富的思想相互碰撞，倘若有高
尚、丰富、独到、深刻的思想来鼓舞人心，我们的工作，我
们的人生，才更有趣味，更有魅力，我们才真正无愧于上苍
给予我们的不可重复，不可不可替代，无比珍贵的生命。

在《中国教师缺什么》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很欣赏：土地
宽容了种子，才拥有了收获；大海宽容了江河，才拥有了浩
瀚；天空宽容了云霞，才拥有了神采；人生宽容了遗憾，才
拥有了未来。宽容意味着承认儿童的差异，承认儿童的未完
成状态。教育应从宽容开始。宽容地对待自己的学生，你会
得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喜悦；教师宽容地对待自己的学生，
意味着他的教育思想更加深刻，教育手段更加成熟；教师宽
容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时，就是科学地看待教育过程。正如陶
行知先生说的：“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
你的讥笑里有爱迪生。”对待工作如此，对待人生也是如此，
人生在世，难免有许多不如意，同事相处、朋友相交，难免
有一些误会，但如果能用宽容的心对待一切，那么，你就是
生活的智者。

师德是教师之魂，完善的思想道德修是驱使教师运用已有的
知识能力教育作贡献的动力。教师的角色是“学生学习的伙
伴”，是“学生式的教师”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师与学
生的对立关系，教师的作用不再单纯地传授知识，而是注重
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使用，学会生存，学会做人。”
教师既是学生的伙伴，又是教学的组织者，诱导者，促进者；
教师是“学生式的教师”，学生是“教师式的'学生”，相互
影响相互探究，相互学习，共同发展。课堂上，不仅仅学习
书本上前人创造的知识，也学习师生共同探究，发展，创新
的新知识，使学生的认知解决，实用，贴近。教师要学会合
作，要善于向别人学习，要学会支持，教师要善于运用支持
的策略，使儿童获得更多的探究机会。教师要认识到学生的
主体地位，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发现，让我们携手，
更加努力，更加勤奋，充满了爱，充满了知识，充满了对工



作的满腔热忱，无愧于“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做新时
代的好教师。

”教育家和教书匠，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教育家有一种追
求卓越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他们以不教之本为基本的教育
教学指导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充满灵性与智慧的教育教学。
而教书匠往往忽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灌输作为教育教学
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的教育教学手段。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
却使学生的思维更加单一，视角更加狭窄，更加缺乏想象力，
更加不自信，这难道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吗？我们该如何
保护儿童的想象力与好奇心呢？我想，或许我们会从中获得
一些启示。我觉得像这样的教育才称得上是让人终身受惠的
教育。其实这种教育也在进行灌输，但它不同于传统的灌输，
它充满着灵性与智慧，能给每个学生以深深的心灵震撼，又
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能给每个学生树立起远大而切实可行
的目标。“一个教师不在于他教了多少年书，而在于他用心
教了多少年书。”一些教师，他教一年，然后重复五年十年
乃至一辈子；有些教师，实实在在地教了五年。一个实实在
在教五年的教师与一个教了一年却又重复了一辈子的教师，
他们的成就是不一样的。因此，作为一个教师，我觉得应该
具有不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做一个教育上的有心人，千
万不要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教书匠。

读完这本书，我感觉到自己过去似乎都在沉睡之中，而这本
书一下子就把我唤醒了。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追求是我们
永恒的主题。没有理想的教育不可能在教育活动中洋溢着激
情、诗意，也不可能有优质的教育。为了未来的教育，我们
这些做教师的必须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也许我们离人们
心中的理想教师还有一段距离，但我们有决心更有信心将这
段距离逐渐缩短。我深信：“教育的理想会奏响新世纪中华
民族的英雄乐章，理想的教育会开创新世纪中国文明的灿烂
辉煌！”



爱国主义教育类书籍读书笔记篇四

领悟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的思想：

要使学生的只是不要成为最终目的，而要成为手段。

为了使学生从思考中获取知识，教师必须对学生的知识有充
分的了解。

不要让学生去记诵那些还不理解、没有完全弄懂的东西。

只有要求学生在课堂上不犯任何一个错误，他才能成为读写
无误的人。

懂得还不等于已知，理解还不等于知识，为了取得牢固的知
识，还必须进行思考。

请你毫不犹豫地在每一节课上尽量留出时间让学生掌握新教
材吧。

评分宁可少一点，但是每一个评分都要有分量，有意义。

如果学生感到没有努力的方向，觉得自己什么也不行，这对
他的`精神是最大的压抑。

尽一切努力使学生相信自己的力量。

爱国主义教育类书籍读书笔记篇五

假期里我有幸拜读了著名教育家魏书生主编的《如何做最好
的教师》一书。如何成为最好的教师？引用编者的话就
是：“我们教师应努力提升自己，修炼教师之贤，做最好的
自己，成为最好的教师。”强调的是自己和自己比，昨日的
自己和今日的自己比，不断地超越自己——我今日备课是不



是比昨日更认真？我今日上课是不是比昨日更精彩？我今日
找学生谈心是不是比昨日更诚恳？我今日处理突发事件是不
是比昨日更机智……”。每一天都不是最好，甚至每一天都
有遗憾，但每一天都这样自己和自己比，坚持不懈，不断地向
‘最好的教师’的境界靠拢。我想只要我争取每一天多读些
书，每一天都有点提高，每一天都做得更好，每一天都比前
一天有提高，我想我必须会有很大的提高。正如书中所提到
的教育家陶行知老先生曾说过：“倘若当教师的，自己天天
去研究，有所得的，即随时输入于学生，如此则学生受益较
多，即当教师者也觉得有无穷的乐趣。所以学生求学，固然
要学而不厌，就是当教员的，也要真正做到学而不厌”。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最好的教师”呢？编者在《如何做最
好的教师》一书中将影响教师一生的中外教育家经典感言分
别进行了阐述，对于我们教师具有深刻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作为教师的我也不由地思考了从教十几年来，在教学实践中
的得失，并将其与读完本书后的感悟深入地融合在一起，得
到了一种体会，即“如何做最好的教师”最基础、最根本的
是要做到两点：

1）时刻坚持对学生的爱；

（2）始终坚持将这种爱付之实施的心态与行动。

本书中提到狄德罗提出：“教师要有丰富的情感——热爱孩
子，是教师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不允许漠视学生的情感，
因为教师的漠视就是一种摧残，这是不能容忍的.。情感淡漠
使人平庸，情感衰退使杰出的人失色，有意摧残情感是绝对
的蠢事。我们当以自勉——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学生。”在教
师素质的诸多因素中，对学生的奉献之心、理解之心、平等
之心、职责之心等教师非智力因素是第一位的。

所以，教师的职责首先在于发现并扶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
一株幼芽，让它不断壮大，最终排挤掉自己缺点的杂草。如



果我们用成人的冷漠去对待孩子的真诚，那么一切“语重心
长”的教育都无济于事。都说人没当母亲之前看学生是一种
心态，当了母亲之后又是一种心态，以我的理解，可能当了
母亲，有了自己的孩子，对待学生便有了孩子自己母亲的心
境。不管听话的、不听话的、漂亮的、不漂亮的、聪明的或
是不聪明的孩子，在母亲的眼中都是有无数优点的。我们常
说要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我想，如果有了母爱之心，
我们就会发现，原先这种“闪光点”无处不在。并不是有了
爱就有了一切，这种对学生的爱绝不是迁就纵容学生，绝不
是放弃严格要求和严肃的纪律。教育中真正的“爱”，意味
着要对学生的成长以及未来一生负责，所以教师不能凭个人
好恶只喜欢那些自己认为“可爱”的孩子，而应当怀着一种
职责把欣赏和期待投向每一个学生，包括“差生”。

并且真正的教育之爱，并不是迁就学生，不是放弃“严格要
求和严肃的纪律”，而是要给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供给帮忙和
服务，我们要给与学生的，是他们走出学校多年以后仍然保
留在身上的，深入骨髓的习惯和性格。这种带有养成良好礼
貌习惯的“养成教育”必然带有“强制性”，离开了严格要
求，便不是真正的爱。同时，这种爱对不一样的学生有不一
样的资料，如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怀着一颗爱才之心；对
淘气、不守纪律的学生怀着一颗宽容之心；对学习较困难的
学生怀着一颗关怀之心……这些爱是成为最好教师的基础。
作为班主任的我，要从“喜欢学生”向“爱学生”发展！要
为学生的成长以及未来一生负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对于怀着“做最好
的自己”心愿的教师们，为达成所愿“做最好的教师”，还
应当把这些爱化作“润物细无声”的“爱心之雨”经过教学
实践“洒向”所教授的所有学生。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
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一个教师创造一个感人的场面并不难，
但一个教师，能够长期像书中所提到的教育家们对待每一个
学生，难！所以，仅有把教育作为一种事业，始终如一地把
对学生的爱进行到底，才能真正地“做最好的教师”。



在现实生活中，最好的教师，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想当，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当上，这是为什么？难道说做最好的教师、
成为名师真的就这么难吗？我想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缺少
了勇气与自信，更缺少了作为纯粹教育人的那种活力！要做
最好的教师，那就要带着“爱”这个教育理念行走在教育道
路上，爱教育事业，把教育当作自己的一项事业，爱学生，
用真正的爱——师爱，去对待学生，为学生的的未来服务！

由此我也感到，作为一名教师，我们还要在自身的工作生活
中学会适时适度对自己进行心理调节，欢乐地应对自己的人
生和事业，应对你的学生和家长，仅有坚持这种积极向上的
心态，你就会感动自己的每一天都是充实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