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阅读读后感 名著阅读爱的教育读后感
(精选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教育阅读读后感篇一

儿童小说《爱的教育》原名是《心》。它是奥大意的业米契
斯这个人写的。

我最喜欢一篇课文：“打架”。这个故事。

内容是弗兰谛被学校开除以后，他对斯代怀恨在心，一直想
报复斯代，他知道斯代都去女子学校去接妹妹回家，就故意
在女子学校等斯代。他一见到斯代领着妹妹，就一把抓住妹
妹的小辫子。斯代就上前保护妹妹，与弗兰谛扭在一起打起
了架，旁边的大姐姐们都在为斯代加油。这时弗兰谛拿出刀
子，恰好被几个大哥哥与叔叔看见了，连忙从弗兰谛手中夺
下来，斯代已经被弗兰谛打得耳朵破了，眼睛肿了，鼻子流
出了一大堆血。旁边的人都说斯代勇敢，保护妹妹。

我看了这故事知道了斯代是一个勇敢、善良的人，是一个好
人，为了保护妹妹，与弗兰谛打架。我们应该斯代舍己救人
的精神。

《爱的教育》一听就是一本好书，一看就知道里面都是充满
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爱吧!



教育阅读读后感篇二

读完《什么是教育》，我受益匪浅。它是雅斯贝尔斯存在主
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作之一，诠释了什么是教育。其教育思想
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灵魂的交流和生命的体悟，是“人的灵
魂”的教育。教育的过程是个人整体精神成长过程，培
养“全人”。注重精神陶冶在教育中的作用，揭示了教育本
真的意义。他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有着极大的启示
意义。

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
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教育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
以传递的活动。真正的教育绝不容许死记硬背，也从不奢望
每个人都成为有真知灼见、深谋远虑的思想家。教育的过程
是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自我练习、自我学习和成长，而实践
的特性是自由游戏和不断尝试，换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
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由此表明，雅斯贝尔斯
更注重的是培养“人”，抨击教育中对学生的无视，呼吁教
育的本质是唤醒人性。但在当今的应试教育下，学生只是被
动地接受枯燥无味的知识，并不明白学习它的意义，强迫学
生死记硬背，扼杀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背离了教育最初的目
的。我个人认为，学习本来就是件快乐的事，真正的教育应
该是以人为本，使学生全面发展，而不只是为了考试而学，
为了分数而学。在教育中针对差异性注重进行因材施教，激
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发展每个学生的兴趣、能力，全面
发展，唤醒学生的灵魂。

雅斯贝尔斯把教育归纳为三类型：经院式教育，以“知识”
为中心;师徒式教育，完全以“教师为中心”;这两种是雅斯
贝尔斯所反对的教育，而他倡导的是第三种教育——苏格拉
底式的教育，不是知者随便带动无知者，而是使师生平等，
共同寻求真理。柏拉图的对话，对真理的本然之思，是真理
的间接传达。这一观点，让我联想到当今教育的最大问题，
今天的学校教育仍然是应试教育，有着浓重的经院式教育和



师徒式教育，“以教师为中心”，将学生置于被动的地位，
当作容器而机械地灌输，只是知识的简单灌输，单纯的师教
生听，照本宣科。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该根据雅斯贝尔斯
的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进行反思，完善教育方式。教育应
是师生主体间自由交往的过程，没有权威和中心的存在，是
个人整体精神成长的过程。新时代的教育应该是鼓励学生自
己探究，自己动手操作，自己发现，合作、探究、和谐超越
应该是理想教育的'内涵，教育应该是注重鼓励学生发现自己，
展示自己，现实自己。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的全部存在是以有意义的计划为基础的，
但教育却绝不能按人为控制的计划加以实行。人们都是依靠
理解力来制定计划的。由于我们知识与能力的限制和它根本
就可能实现，因而这些计划只会在实际的尝试中毁灭。计划
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真正而且必须可计划之事上，反而是对
真正人性的扼杀，这些计划侵吞了属人的自由。人，只能自
己改变自身，并以自身的改变来唤醒他人，但这一过程如有
丝毫的强迫之感，那效果就丧失殆尽。计划应事先作出其步
骤，使计划切实可行，既包罗万象又井然有序。事实确实应
该如此，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
科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教育应重视全面发展，重视全人教
育，而不是计划把学生培养成怎样的人，应该因人而异，因
材施教，让其自由发展，在完整的精神中学习、生活。

雅斯贝尔斯强调教育是全人教育，是本真教育，“本真教
育”是对生命尊重、生命发展、生命超越的教育。人的回归
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事件。遵奉客观实际，依循客观规律，
引导学生探究真理、遵奉真理、捍卫真理作为自己的神圣职
责，把真诚待人，诚实守信，讲究实际，尊重自我作为学生
的立身基础，对生命尊重、生命发展、生命超越的教
育。“人不只是经由生物遗传，更主要是通过历史的传承而
成其为人。人的教育重复出现在每一个人身上，在个人赖以
生长的世界里，通过父母和学校的有计划教育，自由利用的
学习机构，最后将其一生的所见所闻与个人内心活动相结”，



教育正是借助于个人的存在将个体带入全体之中，如果人与
一个更明朗、更充实的世界合为一体的话，人就能够真正成
为他自己。教育是一场全民性的运动，父母教育、学校教育
和自我教育都是教育不能缺少的一部分，民族的未来和教育
息息相关，要尊师重教。教育是为适应今天科技生活所必需
的科学，可以引导和充实人们的生活。教育帮助个人自由地
成为他自己，而非强求一律。如：我们必须尊重儿童的自由，
让他们自己明白学习的动机，并不是出于服从而学习，同时
允许他们轻视不行的教师。要不然学生在下意识里只知道服
从与固执，却不懂得怎样自由地去生活。教育决定一个时代、
一个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这一曾经风靡一时的观点，是
毋庸置疑的。教育只能根据人的天分和可能性来促使人的发
展，教育不能改变人生而具有的本质。但是，没有一个人能
认识到自己天分中沉睡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教育来唤醒人所
未能意识到的一切。教育的界限不能事先划定，而只能在实
际中观察把握。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陶冶就是真理意识存于个体生命的直接
性中间的培植成长过程。对真理的意识的培植通过了人类后
天习得的陶冶过程，通过具有一定质量的培养过程，扩展意
识就得到了陶冶，陶冶是一种生活型式，同时陶冶又是交流、
唤醒和自我实现的中介。陶冶在活动中完成，目标是全面的
造就人，铸造人的本质。占有知识并不等于陶冶，陶冶不是
天生的，它是与传承、教育、家庭的祖先、团体的本质有关。
陶冶是已形成意识的真实再现，陶冶的行动就是思考的行动，
陶冶使得受教育者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陶冶是每个人获得
知识和重新塑造自己的天地，我很赞成“陶冶的知识却能改
变人、帮助人成为他自己，教育满足真正的精神需求。”只
有经过陶冶了，被人内化的知识，才成为人的真正知识，是
人们的灵魂得以充实。当学生具有强烈的求知欲，自愿去学
习时，认知才成为可能。毋庸置疑，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
陶冶则意味着，在铸造和展开人的这一天然给定性过程中，
通过人自身的活动、意识和它特有世界的形式与一般的形式
接近。这样，这种一般形式在个体的构造中是作为唯一的特



征表现出来的。

《什么是教育》这本著作集中体现了雅斯贝尔斯的教育思想，
其许多教育观点不仅是历史的精华，也是对现在的教育理论
和现实意义有着极大的影响。那独特的教育思想，让我们不
断反思我们自身，也反思我们的教育，探讨真正的教育，真
正认识什么是教育，还教育自由，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加
强师生间的对话交往，重视“人”的培养，我们要用心去寻
觅教育的真谛。

教育阅读读后感篇三

芬兰之于我只是一个国家的名字，用我仅有的地理知识知道
那是一个欧洲的小国家，还有就是我的第一部手机是nokia的，
我知道那是芬兰制造的。除了这些我对她一无所知。然而读
完了陈之华女士的《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之后，让我
对芬兰的教育肃然起敬，敬佩之余更多的是深思。

一团接一团来参访，多到让芬兰教育机构应接不暇，其中来
自西欧国家像德国、奥地利、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
荷兰、瑞士，甚至像北欧邻居的冰岛、丹麦、挪威，以及大
西洋对岸的美国等等，都派了无数的参访团来芬兰“取经”，
更不用说来自亚洲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代表团了。看
来不分东西南北、不分种族肤色，大家都急于想知道，芬兰
是如何办到的？芬兰的教育成就始终被oecd高高举起，绝非
侥幸与偶然。

芬兰人重视教育，是世界公认的教育体制最完善的国家之一。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主校区位于首府赫尔辛基的市中心，对应
于中国来说，这所大学位于人民大会堂的位置。教育事业在
芬兰的地位，可见一斑。那么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是什
么？说起来一点也不神奇：一：众生平等。二：社会资源向
弱势群体倾斜。这里的平等，表现在城乡差距小；教育资源
共享；各地校舍与建筑品质优良状况相同；学校与地方图书



馆分布、藏书丰富情形相似；不论你我的出生和家庭，绝对
保障享有高水平基础教育；不论你是在芬兰的哪个地方，你
在学校所得到的教育是完全一样的。芬兰从不强调精英教学，
只在乎不要有孩子掉队，他们认为，有天分的孩子已经比别
的孩子占了优势了，那么就多帮助一下有可能落后的孩子
吧——芬兰是个小国家，学龄的孩子人数更少，靠扎实的教
育和人才发展到如今的芬兰，不能承受哪怕不到1%的人才耗
损。

芬兰的学生是没有制服的。若问，为什么没有制服？没有制
服，如何管理呢？在芬兰，无论是教育专家还是普通教师都
会反问你，教育的根本是什么？是管理，还是学习？他们认
为，教育的根本，不是让学生穿上整齐划一的制服以便管理，
有限的教育经费也可以节省下来，用在对教育有真正意义的
地方。归根结底，一个国家教育的良好发展与秩序，是同丰
厚的经济、清明的政治、完善的体制、开放的文化心态所构
成的良好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国家好，则教
育好。教育好，则国家的未来更好。教育的本质是为了给孩
子良好的学识、心态和人生，从而促进社会良性成长，是为
了让大家都好。如果脱离了好的社会氛围而一味讲求“精英
教育”、“从幼儿园开始赢在起跑线”，这样给孩子的，只
是一生无尽去争去抢的烦恼。天才与精英毕竟是极少数，大
部分的孩子，要过的还是平凡充实的人生啊。

在芬兰，那里的教育处处都体现着公平。一个最基本也最平
凡的真理。由此想到我们的教育，城乡的差距，大城市与小
城市的差距。每个地方的教育优先权。我们的不平等已经在
教育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教育的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希望在
不久的将来教育能提供给我们的.下一代一个相对的公平。

教育阅读读后感篇四

?玫瑰与教育》一书是由窦桂梅老师所写，窦老师是清华大学
附属小学副校长，特级教师，全国师德标兵，全国模范教师，



曾获全国十杰教师提名。这是窦老师平时的一些杂感，有的
是写在网上的一些随笔，书中的内容有的是与教育有关的，
有的是她自己的读后感。读完这本书，好象更了解她了，书
中对我最有益的莫过于她有关教学的感受，她的一些思维的
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发。

本书是窦老师的文章的合集，从文章的性质入手分成了四个
部分，即第一部分清淡与忧患，其中写了作者的教学反思。
第二部分在听说读写的背后，主要写了作者在语文教学的所
做、所想。第三部分日本的教育管窥，写了作者到日本参观
的所见、所感。第四部分在白纸黑字的沃野上，写了作者的
很多读后感。这四个部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又各有各
特点，通过对这四个部分的仔细阅读，我们明白了窦老师的
教育理念，也明白了现当代学生的学习应该注意什么，老师
应该重点抓什么。

一、提高老师的专业素养

作为一名老师应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提升专业尊严，我
们与与那些名师的差别，是少了一份对自己专业的自信，少
了独立的思想和专业的尊严。而具有高超专业素养的教师，
才能对自己的课堂作出明智的判断与抉择。反观一下自己，
我们是否被评职称、写论文所牵制；是否注重扎根实践，潜
心读书；是否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
思想；是否有了关于教科书以外的见解；是否走出文本与权
威的围墙，敢于在“意外”中聆听学生思想拔节的声音。在
轰轰烈烈的课改大潮中，我们鼓励教师不仅要拥有突破樊篱
的勇气，更要有专业的底气。底气从哪里来？唯有提高自身，
真正掌握教育教学的要义；与书籍为伴，获得广泛的人文视
野；在实践反思中积淀自己学科的专业知识，并且坚持不懈。
只有这样，方能在教育的土壤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形成
自己的教育风格，拥有属于自己的专业尊严。

二、课堂要有激情魅力



我感觉作为一名老师上课应该富有激情，用自己的情绪去感
染学生，网络上听窦老师的课就是富有激情。窦老师也曾经
说过：“没有情感的课堂就像一口枯井，没有激情的女教师
就像没有光泽的旧瓷器。”我在想，课堂上激发学生的是情，
打动学生的是情，震撼学生的仍然是情！可以这么说，没有
情感的课堂是不吸引人的教学，没有情感的教育是不成功的
教育。窦桂梅老师善于运用激情去唤起学生的情感，并引导
学生用心感受、用心体验，去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从
窦桂梅老师身上，我们看到的语文课堂是富有诗意的，是激
情昂扬的，其他的课也应该是这样。教师要每一个神情都传
播着情感，每一个动作都散发着魅力。声情并茂的讲解及其
挥洒自如的.演绎，给予听课者艺术的享受。这样才能使我们
的学生喜欢课堂，学习成绩才会提升。

三、读书—思考—实践

通过阅读《玫瑰与教育》我深刻地体会到读书的重要，作为
教师更应做好“读书-思考-实践”。窦老师是一名语文教师，
书中写的都是她教学生活中的随笔和感想，从书中我看到了
她那淳朴、自然的人格魅力，心中盛满阳光，怀着一颗感恩
心为人处事的窦老师。这本书中，窦桂梅并没有讲大道理，
也没有罗列出许多原则和规律，而是选择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研究教学活动中的“细节”入手，从一些我们常常熟视无
睹的“小事”入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让读者自己去悟出
“规律”。我们青年老师也要养成这种习惯，读书、思考、
实践，为教育事业而奋斗。

四、勇于创新

好教师应该具有独特的教学艺术，教学艺术直接关系到学生
学习的兴趣和效率，新的课程标准要求我们教师必须树立以
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一名好教师一定会给孩子营造一个有诗
意的课堂，使教学成为师生生命发展的载体，焕发师生生命
的活力，塑造学生完整健全的人格。在这样的课堂里，师生



民主平等；知识是师生互动生成的；学生成绩的评价是全方
位的、立体的、运动的。要成为一名好教师还应不断地改革
创新，只有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理念，才能在教学过程中
不断地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结语

通过阅读《玫瑰与教育》一书，我立志做一名好老师，第一
要有理想信念。老师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重要责任。正确理
想信念是教书育人、播种未来的指路明灯。好老师心中要有
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第
二，要有道德情操。老师的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
的重要条件。广大教师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引导和帮
助学生把握好人生方向，特别是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第三，要有扎实学识。老师自古就被称为
“智者”。俗话说，前人强不如后人强，家庭如此，国家、
民族更是如此。第四，要有仁爱之心。爱心是学生打开知识
之门、启迪心智的开始，爱心能够滋润浇开学生美丽的心灵
之花。老师的爱，既包括爱岗位、爱学生，也包括爱一切美
好的事物。

教育阅读读后感篇五

?爱的教育》是一部令全世界亿万读者感动的伟大作品，是意
大利著名作家亚米契斯用多年的心血创作的结晶。读完后给
我的第一个感触，那就是爱。

?爱的教育》采用了日记的形式，以一个四年级的孩子——安
利柯的眼光和语言，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小故事，
故事中有正直善良的卡隆、品学兼优的德罗西、坚强勤奋的
斯代地、可爱懂事的波列科西……他们送给了安利柯最真挚
的友谊、最美好的回忆。

这本书的文字虽然简单朴实，描写的都是平平凡凡的人物，



但他却流露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让人感动不已。例
外每一月的故事中“伦巴第的哨兵”。文中写了在1859年，
法意联军为了拯救伦巴第，与奥地利发生战争。一个十二岁
左右的男孩正在削木棒，原来这个小男孩是孤儿，他留在这
儿是想保卫祖国。士官命令士兵注意前方的动静，可房子太
低，什麽也看不到，土官看到前面有一棵大树，这个小男孩
是这里眼力最好的，所以土官请小男孩看前方有什麽动静。
当土官问男孩要多少钱时，小男孩却摇摇头说：“不，我一
分也不要，要知道，我是伦巴第的人!”看到这里，我
想：“他是一个多么爱国的人啊!要是我，我便会漫天要价的。
”小男孩爬到树上，把远方的情景说给土官听，万万没想到，
小男孩被敌人发现，一颗子弹从小男孩的心脏穿过，他猛松
开手，像石头一样落在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小男孩已经
离开了人间。

这个小男孩真是伟大啊!他那种舍身为国的精神真让我肃然起
敬，然而，男孩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
笑，他知道，为了自己的祖国牺牲生命是值得的。他的爱国
精神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常会忽略自己身边的爱，如儿子给爸
爸倒茶、老师队学生的循循关怀，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互相帮
助等等，这些都被别人看做理所当然，所以才不去认真品味，
如果你加以品味，我相信你会觉得世界是多美好的呀!

有的时候，我们会遇上失败和挫折，就经常怨天尤人，觉得
世界上自己最孤独，没有人爱他、关心他。其实，只要我们
静一静、想一想，就会觉得身边有很多人是非常关心和支持
自己，你顿时会觉得自己最幸福的人。

教育之所以没有情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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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乘
着“爱”的小船，去探索爱的人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