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名著读后感(实用6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这时候
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
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教育名著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拜读了美籍华人留美博士黄全愈先生的《素质教育在
美国》一书。

此书叙述行云流水一般，让读者轻松、悠闲、随性，这里没
有繁琐的、干涩的教育观念，也没有长篇累牍的论述，我厌
倦那种自命不凡、咄咄逼人的高不可测的论理书。

作者以自己的儿子在美国的学习中的 “小故事”为素材，通
过一个又一个立体生动的案例分析，深入浅出地阐明了美国
素质教育的特点，在对比中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教
育所面临的困窘，发人深思。

值得一提的是黄先生书中的许多问题很有价值，很有见地，
值得我们探讨。

如“创造性能不能教?”“教育要不要平等?”“要不要惩罚
孩子?”等等。

第一章《创造性能不能教》中，作者讲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
事。

在国内，作者就开始让三岁的儿子接受中国画的启蒙教育，
儿子的国画有板有眼、像模像样。



来到美国后，作者把有着绘画天赋的儿子送进了迈阿密大学
美术学院办的绘画学习班，可是在这个班里，儿子却无法落
笔画画，因为老师什么也不教，只让学生涂鸦似的乱画，甚
为不满的作者立即让儿子退出了这个“误人子弟”的绘画班。

可后来，作者通过观察，发现美国孩子在绘画的时候有着充
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从不问“像不像”，而是问“好
不好”，也就是画得独特不独特。

而中国孩子评判一幅画好坏的标准却是“像不像”，像不像
老师的画，像不像现实中的实物。

我想如果没有一个参照物，中国的孩子就根本无法下笔。

由此，我不禁想到：我也是一位教师，参加课程改革也有十
年了，素质教育天天高喊，可是，我们的素质教育和美国的
素质教育究竟有何区别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一口气看完了这本
书。

看完这本书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和反省之中。

美国的孩子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分科选择不同的学段
进行学习，而我国的孩子只能按年级学习各门功课，可见美
国教育重视个性发展;美国的孩子在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写调查
报告，而中国的学生在上大学时，才开始学习写调查报告，
可见美国认识到社会对孩子成长作用很大;美国的孩子每到一
个地方，社区里都有球队可以参加，而中国的学校里很少有
自己的球队，看来美国比较清楚成长中的孩子需要培养团队
意识;美国的孩子从小学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搞一个“职
业日”，请社会上各行各业，甚至“三教九流”的人到学校
来给孩子们介绍各自的工作，什么律师啦、拍卖行的拍卖师
啦、汽车推销员啦、消防队员啦、警察啦、运动员啦、作家
啦，等等等等。



从“职业日”里，孩子们学到的并不主要是干什么能赚多少
钱，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社会上的人到底是怎样存
活的?因而，孩子们对职业的选择从小就是五彩缤纷、五花八
门的，也能了解到社会竞争的残酷。

而我们中国的孩子受几千年的陈旧思想观念影响，“两耳不
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社会的了解少之有少，在
父母的庇护下把社会想象的过于美好，长大后社会竞争力低
下。

从这些对比中不难看出美国在教育真正是以人为本的教育，
他们把人看成教育的主体，那么教育面对的“人”就是学生，
也就是现在我国讨论的“谁是教育的主体”的问题。

当我们把学生看作是教育的主体，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人。

我们正在进行课改，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了学生学习
活动的指导者、参与组织者，以学生为主体，采用开放式、
启发式的教学，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自己动手动
脑动手，实践探索、合作交流。

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快乐还给学生，让孩子们在极度轻松自
如的心境下自主探索与体验生命本体的状态，例如我们现在
开设的活动课或综合实践课就是要培养学生创造力和运用知
识和能力的活动，还可以增加一些了解社会、接触社会的活
动，让每个学生都有权利选择体验的职位，学会承担、学会
接受。

但是，我们对学生所进行的素质教育还仅仅只限于各个学校，
学校不可能包容整个社会，它不可能给学生一个真实的环境
让他们去感受，去体验，而社会又没有积极有效地配合学校，
建设相应的设施，开展各种相应的活动，所以，中国的素质
教育只浮于表面，还没有深入。



素质教育要走向完全成熟，需要教育者有开放的视野，有创
新的教育理念。

“仿我者死，创我者生”，陶行知先生这句话道出了教育的
真谛。

创造是教育的核心、灵魂，愿中国教育创造之花像陶先生所
期望的那样开得更美更艳!

读《不跪着教书》前是书名的独特吸引了我，读《不跪着教
书》后是作者对中小学教育问题的真知灼见启迪了我。

该书是著名教育家吴非对一个个教育问题的随笔杂感, 他以
故事的形式呈现,没有空洞的说理,观点鲜明新颖,分析问题深
入透彻，读完耐人寻味。

何谓“不跪着教书”?不跪着教书又该怎么教书?带着期待与
好奇,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它，一边读一边深深地被它吸引了。

书中篇篇观点鲜明新颖，分析问题一针见血，给人耳目一新，
读后受益匪浅。

正如吴非老师的 “序”中说：“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
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

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
呢?”这段话发人深省，由此引出一个话题：不跪着教书，教
师怎么样做呢?在书中给了我明示：

“不跪着教书”， 教师应该具有高尚的师德情操。

师德是为师之本，是教师的灵魂。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学校里所做的一切，
都应当包含深刻的道德意义。”



因此，高尚的师德情操应当成为教师追求的首要目标，而热
爱教育，献身教育，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则是高尚师德情
操的基石。

“不跪着教书”， 教师应该具备精湛的教研能力。

当一名教师容易，当一名具有精湛的教学能力的教师难，时
代在呼唤师德的同时也在呼唤着师能。

娴熟的课堂教学能力是教学效果的基础，这个教学能力有些
是可以用语言来向别人表述的，有些只能意会。

教师的教育对象是正在成长的、具有鮮明个性的、活生生的
个体，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在逐步形成，这无
疑要求我们要像对待绿叶上的露珠一样认真精细地善待每一
位学生，教师平素的工作一板一眼，要精致每个环节，细雕
每个问题，准确地传承文明，科学地启迪智慧，让受教育者
真挚地感悟人生。

教师在课堂上的人文意识、专业技能，包括他对学生的态度，
和蔼可亲的面容、亲和的语言、一个鼓励的眼神都能影响学
生学习知识的信念。

我们的教学任务不是单纯教授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
喜欢你所教的学科，培养他们学习的兴趣，教会他们学习的
方法，使他们终生受益，这才是我们每位老师的根本所在。

更新知识，学会学习，不断探索，不断反思，力求创新，会
用现代化手段教学，身心健康，这是师能的呼唤，这更
是“站直”的教师的追求所在。

“不跪着教书”， 教师还应与时俱进，永具勇于开拓的创新
精神。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

时代呼唤创造性人才，创造性人才需要创造教育。

未来教育的挑战，不仅是针对学生，更重要的是针对教师。

教师的创新精神和创新的能力，将是21世纪教育的宝贵财富。

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阵地，为了让课堂成为学生
自主创新的天地，教师必须十分重视创造性的教学设计，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教师在引导和启发学生发展、创新的同时，自身也要不断创
造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新的价值，做到在继承的同时有所
超越。

经验诚可贵，创新价更高。

有专家说，以前的知识是50年更新一次，而今天每三年就要
更新，甚至更短时间。

可见多读书，不断学习是何等的重要啊!因此，我们在教学中，
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使自己的课堂教学常教常新，
永远流淌着时代的春水。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开拓创新便是教学
的源头活水。

“想要学生成为站直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

“不跪着教书”,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必须把学生的教
育放在首位，人文为本，育人为先，重视道德教育，重视人
文教育，重要的是关注人的健康成长。



《每个孩子都能成功》这是一本西方教育名著，这本书的作
者是美国著名的学习问题专家托马斯·阿姆斯特朗先生，他
进行了15年深入的调查研究写成的经典教育专著，他的研究
成果表明，实际上根本没有天生的所谓学习上不行的孩子。

绝大部分也是世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的结果。

本书中谈到一个叫比利的孩子，总是喜欢发明令人匪夷所思
的玩意儿，例如让水沿着水槽流下，带着乒乓球滚入洞槽，
轮番撞击数只铃铛鸣叫，使一头玩具小猪旋转起来，最后进
入玩具鳄鱼嘴里。

这样，一个鳄鱼似的小切削器便被启动了，你可以在里面削
铅笔。

他发明的一些其他机械，也是既富创造性又有实用性。

然而，比利还是被勒令退学了，他似乎不会按学校的规定的
方式办事，他甚至不会计算房间的面积。

还有一个活泼好学的六岁小姑娘，当她第一天入校时是何等
地激动。

她已习惯于把时间花在小池边与朋友们画画、戏水、堆砖和
唱歌，在入校第一天这么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她充满
了期待，她期待能在四周走动走动，她期待能了解一些事物，
她期待学校能随处歌唱、玩耍，她还期待着能与其他伙伴在
一起自由自在地交流。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她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得不长时间坐在座位上的世界里，
在那儿，她必须去解析老师复杂的说辞，眼睛必须一眨不眨
地盯着味道怪异的书本上那些细小而又弯弯曲曲的数字与字



母。

当她在老师面前表露出自己的失望与迷惑时，老师就建议她
去专家那儿做个检查。

于是，她就接受了挑、串、刺等一系列深入检查后，又被人
认为是彻头彻尾的“痴呆生”。

“学业残疾”这一概念应该换成“学习差异”，成千上万的
被认为有“学业残疾”的小孩，并不是真正的残疾，而是他
们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而老师和家长并没有认识清楚。

而且，数以百万计的孩子，之所以在校学习未能充分发挥自
己的潜能、患有学校恐惧症或厌倦教室，是因为没有谁认识
以及开发他们应该在学校表现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特
有的天赋与才华被教师和家长的傲慢与偏见彻底泯灭和忽视
了。

李圣珍常说：教育是一门神秘科学，需要耐心地探求和细心
地分析。

《每个孩子都能成功》一书正是认真探析了学习这一重要的
教育现象，它揭示了许多十分有学习天赋的孩子却被送进学
业残疾班的令人震撼的悲剧根源，尤其是介绍了家长如何去
发现你的孩子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以及介绍了帮助孩子提高学
习成绩的七种不同的方法。

这样的匠心独到的指导，无论是对孩子正在接受厌学煎熬的
孩子的家长，还是差生的父母，或者是学习成绩优秀的小孩
的家长，都有开阔思路、纠正偏差的效果。

这本书值得一看。



教育名著读后感篇二

在我的十多年教学中，脑海里经常浮过的是”我们的教育究
竟是为谁而服务”。这和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即教育”
的教育理念相吻合的。从本学期开始，我们明确提出要在教
育教学活动中”践行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的理念”。要
践行这一教育理念，首先要对这一理念有正确地认识，不
能”挂羊头卖狗肉”，这就要求我认真研读有关陶行知的教
育理论。《陶行知教育名著教师读本》就是我选择研读的第
一本书。

生活教育的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线和重要基石。他给
生活教育下的定义是：”生活教育是生活原有，生活所自营，
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
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到处是生活，到
处是教育。这是一个由生活教育的目的、原理、原则和基本
途径构成的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具体表现为一个目的、三
大原理，七项措施。

1）生活教育的目的：

生活教育是”为生活而教育”，”为生活的提高、进步而教
育”，”为生活的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大众为生活
解放而办的教育”。

2）生活教育的三大原理：

原理之一：”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
所必须的教育”，”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过
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其主要精神有：第一，生活决
定教育，教育是满足人生需要，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服务
的。第二，实际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教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



产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第三，教育的意义是生活的变
化，因而生活教育的内容是伴随人类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的。
第四，生活教育是一种终身的与人生相始终的教育。

原理之二：”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认为，”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教育；不了解
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他指出，传统教育在”学
校与社会中间造了一道高墙”，学校好比是一个”大鸟笼”。
提倡”社会即学校”，就是要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
墙”，冲破鸟笼式的学校束缚，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任
其自由翱翔，把学校中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中去。

原理之三：”教学做合一”

按照陶行知的解释，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
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
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又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不是
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
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学就怎么
教。”陶行知对教学做合一的效用作了归纳阐释：要想营利
人类全体的经验必须教学做合一方为最有效力；生活教育就
是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不但不忽视精神上的自动，而且
因为有了在劳力上劳心，脚踏实地的”做”为它的中心，精
神便随”做”而愈加奋发。

3）生活教育七项措施：

第一，要改造城乡教育，以培养学生”征服自然改造社会”
的活本领；

第二，要普及全民教育，以达到个个识字，人人明理；

第三，要普及科学教育，推广现代科学技术；



第五，创办新型的试验学校，探索教育改革新路子；

第七，创造适合国情，适合生活需要的大教育体系，使社会
与学校打成一片，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打成一片。

陶先生在《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一文中，非常
精辟地对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进行了比较。

1）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

首先，它教学生吃自己。传统教育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
读书死。它消灭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它不教学生动手、
用脑。在课堂里，不许提问；好一点的，在课堂里允许提问
了，但不许学生到大社会里、大自然里去活动。从小学到中
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下来，等于一个吸了烟的虫；肩不
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在加上要经过那些
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
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
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做读书死，也就是
教学生自己吃自己。

其次，教学生吃别人。传统教育教人劳心而不劳力，而不教
劳力者劳心。更明白一点，就是教人升官发财，发谁的财呢？
就是发农民工人的财。

2）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完全相反

首先，生活教育不教学生自己吃自己，而教学生做人。生活
教育反对杀人的种种考试，教人读活书、活读书。

其次，生活教育也不教学生吃人，不教人升官发财。生活教
育只教中国的民众起来做自己的主人，做人中人。

在其他教育篇章中，也不时可以看到陶先生关于传统教育与



生活教育的比较。比如说：

传统教育注重的是人才教育，而生活教育提倡的却是平民教
育，普及教育；

传统教育使学校与社会脱节，生活教育则要求把整个的社会
当作学校；

读了这本书后，我反思今天的教育，不难发现，尽管陶行知
先生所倡导的生活教育理念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尽管我们
的教育改革已经推进了那么多年，但我们真实的课堂教学还
是那样像陶先生所描述的”传统教育”，离他倡导的”生活
教育”还差得很远！经常以”分数”的高与低论英雄，我们
是否该醒醒啦！

教育名著读后感篇三

《爱的教育》不仅是一部教化学生，要求学生要学会勤劳、
正义、感恩、善良、爱心等美好的品质；也是一部教师和父
母看的读物——这本书充满了童心，让为人师者或者为人父
母者知道如何对待孩子，如何引领孩子认识这个世界。

夏丏尊先生翻译的这本《爱的教育》不仅包括了亚米契斯的
《爱的教育》，反映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也包
括孟德格查的《续爱的教育》，阐述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
要逐步进行自然教育，让孩子在自然世界里成长。

在《爱的教育》这本书中，安利柯由三年级升上了四年级的
这一年里对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和认识的人的记载。在这本四
年级小学生的日记里，表现了小孩子之间的真诚与善良，表
现了下层劳动者子弟的坚强、乐观与勤奋；还洋溢了浓浓的
师长之爱和父母之爱。

《爱的教育》塑造了很多善良可爱的形象，他们正是我们处



在那个年龄段的佼佼者，是所有小学生学习的榜样。正直的
卡隆是我最喜欢的孩子，他惩罚了欺侮驼背的耐利的坏孩子，
充当了耐利的保护人；他为无意中把墨水瓶扔向先生的克洛
西支持公道，甚至顶罪，他乐于助人，善良又正直，是所有
小朋友喜欢的对象。而优秀的带洛西虽然是一位富商的儿子，
但是从来不把自己的绅士地位当做一回事——他勤奋、聪明、
好学，而且富有正义感，年年拿一等赏，是那种明明可以考
背景，却偏偏要靠实力的人，是所有孩子羡慕的对象。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来自下层劳动者的儿子：专营买卖
的“商人”卡洛佩、卖菜人家的孩子克洛西、铁匠的儿子泼
来可西、柴店的儿子克莱蒂等等，他们尽管贫苦，但是都是
些善良、勤劳、有着金子般美好心灵的好孩子。

在展现童真美好恶同时，作者也不忘表现人性之中最常见的
丑恶：嫉妒、虚荣、恃强凌弱。总爱穿漂亮衣服的华梯尼竟
然向一个盲少年炫耀自己的计时器；而勿兰谛简直承包了这
本书中所有的坏角色：欺负弱小的同学、不尊重先生、令母
亲伤透了心，是坏少年的典范，是反面教材，是人人唾弃的
对象。

而《续爱的教育》则是上初中后的安利柯在养病期间，与舅
父相处所领悟的人生哲理。舅父一直强调要有健康的身体、
坚强的意志，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这段时期的教育都是通过
自然景物表现出来的，结合舅父大段大段的说教，读之使人
醍醐灌顶。

教育名著读后感篇四

"爱满天下"是陶行知先生一生奉行的格言，陶先生不仅热爱
儿童，热爱青少年，而且热爱教育、热爱科学、热爱真理、
热爱祖国人民、热爱全人类。"爱"是陶先生一生献身教育事
业的不竭动力，也是他崇高人格的表现。"爱学生"是教师人
格的灵魂。爱心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没有爱心便没有教



育教学活动。作为教师，我很自豪在人生的道路上能用自己
无尽的爱为孩子们的世界添抹一蔟缤纷。

作为一名耕耘者，自己心中充满爱的阳光，把爱的种子播种
在泥土里，就能让娇嫩的幼苗在阳光的沐浴下茁壮成长。

陶行知先生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
的讥笑中有爱迪生。"我们当教师的，在教育中若能始终想着
两句话"假如我是孩子"和"假如是我的孩子"，这样的情感体
验就能使我们对学生少一份苛求，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指责，
多一份尊重，学生内心那颗爱的种子便会在教师的精心呵护
之下生根、发芽。

爱是雨露，她能滋润人；爱是夏日，她能温暖人；爱是奉献，
她的无私能让幼苗茁壮地成长。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希望
得到爱的滋润，爱的温暖，更何况那些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
学习和行为上暂时落后的学生。

滴水，可以穿顽石；清泉，可以润心田；爱心，可以拨心弦。

伸展在学生们面前的生活之路也许不是那么平坦，但我想，
我们老师可以把爱的雨露洒进每个孩子的心田，做孩子前进
道路上的铺路石。

以真诚对待学生，必将收获丰硕果实。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
说，要成为孩子的真正教育者，就要把自己的心奉献给他们。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平日里教师要给予学生适度的关爱，
照顾，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受到重视的，那么，在孩子心里
就会很满足，很满足，他们也会特别感激你。

实践证明，"爱"是教育的基础，教育是"爱"的事业。教师要
以广博的爱教育人，以崇高的精神感化人，以美好的心灵塑
造人。让我们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坚定自己心中"以
爱育人"的信念，在教育旅程中抒写最为壮丽的诗篇，奏响一



曲激昂的人生凯歌！

教育名著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拜读了美籍华人留美博士黄全愈先生的《素质教育在
美国》一书。此书叙述行云流水一般，让读者轻松、悠闲、
随性，这里没有繁琐的、干涩的教育观念，也没有长篇累牍
的论述，我厌倦那种自命不凡、咄咄逼人的高不可测的论理
书。作者以自己的儿子在美国的学习中的“小故事”为素材，
通过一个又一个立体生动的案例分析，深入浅出地阐明了美
国素质教育的特点，在对比中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
教育所面临的困窘，发人深思。值得一提的是黄先生书中的
许多问题很有价值，很有见地，值得我们探讨。如“创造性
能不能教？”“教育要不要平等？”“要不要惩罚孩子？”
等等。

第一章《创造性能不能教》中，作者讲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
事。在国内，作者就开始让三岁的儿子接受中国画的启蒙教
育，儿子的国画有板有眼、像模像样。来到美国后，作者把
有着绘画天赋的儿子送进了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办的绘画学
习班，可是在这个班里，儿子却无法落笔画画，因为老师什
么也不教，只让学生涂鸦似的乱画，甚为不满的作者立即让
儿子退出了这个“误人子弟”的绘画班。可后来，作者通过
观察，发现美国孩子在绘画的时候有着充分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他们从不问“像不像”，而是问“好不好”，也就是画
得独特不独特。而中国孩子评判一幅画好坏的标准却是“像
不像”，像不像老师的画，像不像现实中的实物。我想如果
没有一个参照物，中国的孩子就根本无法下笔。由此，我不
禁想到：我也是一位教师，参加课程改革也有十年了，素质
教育天天高喊，可是，我们的素质教育和美国的素质教育究
竟有何区别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一口气看完了这本书。看完
这本书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和反省之中。

美国的孩子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分科选择不同的学段



进行学习，而我国的孩子只能按年级学习各门功课，可见美
国教育重视个性发展；美国的孩子在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写调
查报告，而中国的学生在上大学时，才开始学习写调查报告，
可见美国认识到社会对孩子成长作用很大；美国的孩子每到
一个地方，社区里都有球队可以参加，而中国的学校里很少
有自己的球队，看来美国比较清楚成长中的孩子需要培养团
队意识；美国的孩子从小学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搞一
个“职业日”，请社会上各行各业，甚至“三教九流”的人
到学校来给孩子们介绍各自的工作，什么律师啦、拍卖行的
拍卖师啦、汽车推销员啦、消防队员啦、警察啦、运动员啦、
作家啦，等等等等。

从“职业日”里，孩子们学到的并不主要是干什么能赚多少
钱，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社会上的人到底是怎样存
活的？因而，孩子们对职业的选择从小就是五彩缤纷、五花
八门的，也能了解到社会竞争的残酷。而我们中国的孩子受
几千年的陈旧思想观念影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
圣贤书”，对社会的了解少之有少，在父母的庇护下把社会
想象的过于美好，长大后社会竞争力低下。从这些对比中不
难看出美国在教育真正是以人为本的教育，他们把人看成教
育的主体，那么教育面对的“人”就是学生，也就是现在我
国讨论的“谁是教育的主体”的问题。当我们把学生看作是
教育的主体，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我们正在进行课改，
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了学生学习活动的指导者、参与
组织者，以学生为主体，采用开放式、启发式的教学，引导
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自己动手动脑动手，实践探索、
合作交流。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快乐还给学生，让孩子们在
极度轻松自如的心境下自主探索与体验生命本体的状态，例
如我们现在开设的活动课或综合实践课就是要培养学生创造
力和运用知识和能力的活动，还可以增加一些了解社会、接
触社会的活动，让每个学生都有权利选择体验的职位，学会
承担、学会接受。但是，我们对学生所进行的素质教育还仅
仅只限于各个学校，学校不可能包容整个社会，它不可能给
学生一个真实的环境让他们去感受，去体验，而社会又没有



积极有效地配合学校，建设相应的设施，开展各种相应的活
动，所以，中国素质教育只浮于表面，还没有深入。素质教
育要走向完全成熟，需要教育者有开放的视野，有创新的教
育理念。

“仿我者死，创我者生”，陶行知先生这句话道出了教育的
真谛。创造是教育的核心、灵魂，愿中国教育创造之花像陶
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开得更美更艳！读《不跪着教书》有感读
《不跪着教书》前是书名的独特吸引了我，读《不跪着教书》
后是作者对中小学教育问题的真知灼见启迪了我。该书是著
名教育家吴非对一个个教育问题的随笔杂感，他以故事的形
式呈现，没有空洞的说理，观点鲜明新颖，分析问题深入透
彻，读完耐人寻味。何谓“不跪着教书”？不跪着教书又该
怎么教书？带着期待与好奇，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它，一边
读一边深深地被它吸引了。书中篇篇观点鲜明新颖，分析问
题一针见血，给人耳目一新，读后受益匪浅。正如吴非老师的
“序”中说：“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
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
的人呢？”这段话发人深省，由此引出一个话题：不跪着教
书，教师怎么样做呢？在书中给了我明示：“不跪着教书”，
教师应该具有高尚的师德情操。师德是为师之本，是教师的
灵魂。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学校里所做的
一切，都应当包含深刻的道德意义。”因此，高尚的师德情
操应当成为教师追求的首要目标，而热爱教育，献身教育，
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则是高尚师德情操的基石。教师以身
作则、为人师表，保持高尚的情操，这才是一个“站直了”
的人，一个头顶天，脚踏实地的人，一个能够影响学生健康
发展的人，一个给与学生快乐与幸福的人，一个能够感染学
生，给与学生良好品德的人，一个永远让学生想起来就会含
笑于心的人……“不跪着教书”，教师应该具备精湛的教研
能力。当一名教师容易，当一名具有精湛的教学能力的教师
难，时代在呼唤师德的同时也在呼唤着师能。娴熟的课堂教
学能力是教学效果的基础，这个教学能力有些是可以用语言
来向别人表述的，有些只能意会。教师的教育对象是正在成



长的、具有r明个性的、活生生的个体，他们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都在逐步形成，这无疑要求我们要像对待绿叶上
的露珠一样认真精细地善待每一位学生，教师平素的工作一
板一眼，要精致每个环节，细雕每个问题，准确地传承文明，
科学地启迪智慧，让受教育者真挚地感悟人生。教师在课堂
上的人文意识、专业技能，包括他对学生的态度，和蔼可亲
的面容、亲和的语言、一个鼓励的眼神都能影响学生学习知
识的信念。我们的教学任务不是单纯教授书本知识，更重要
的是使学生喜欢你所教的学科，培养他们学习的兴趣，教会
他们学习的方法，使他们终生受益，这才是我们每位老师的
根本所在。更新知识，学会学习，不断探索，不断反思，力
求创新，会用现代化手段教学，身心健康，这是师能的呼唤，
这更是“站直”的教师的追求所在。“不跪着教书”，教师
还应与时俱进，永具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时代呼唤创造性人才，创造性人才需要创造教育。未来教
育的挑战，不仅是针对学生，更重要的是针对教师。教师的
创新精神和创新的能力，将是21世纪教育的宝贵财富。课堂
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阵地，为了让课堂成为学生自主
创新的天地，教师必须十分重视创造性的教学设计，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教师在引导和启发学生发展、创新的同时，
自身也要不断创造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新的价值，做到在
继承的同时有所超越。经验诚可贵，创新价更高。

有专家说，以前的知识是50年更新一次，而今天每三年就要
更新，甚至更短时间。可见多读书，不断学习是何等的重要
啊！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使
自己的课堂教学常教常新，永远流淌着时代的春水。“问渠
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开拓创新便是教学的源头
活水。“想要学生成为站直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
书。”“不跪着教书”，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必须把
学生的教育放在首位，人文为本，育人为先，重视道德教育，
重视人文教育，重要的是关注人的健康成长。



教育名著读后感篇六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陶行知
的教育名言，是我们现在所推崇的教育的目的。陶行知是中
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以毕生的精力，致力
于教育改革。我有幸拜读了《陶行知教育名著》，它犹如一
丝曙光，引领着我走出教育的误区，走向光明。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生活即教育"就是
说"生活即教育"是人类社会原来就有的，自有人类生活产生
便有生活教育，生活教育随着人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其次，
"生活即教育"与人类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生活是相应的，生活
教育就是在生活中受教育，教育在种种生活中进行。第三，"
生活即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与人生共始终的教育。只有在
生活中，我们的教育才具有鲜明性，脱离了实际生活，教育
就只是空洞的说教。同时陶行知又认为"好生活就是好教育，
坏生活就是坏教育，是认真的生活，就是认真的教育。"这就
要求我们有选择地生活，选择生活就是选择教育，不是把教
育简单地生活化。任何生活都是教育，但任何生活不都是我
们理想的教育。只有"健康的生活"才是我们健康的教育。"生
活教育"另一层意义是人类需要什么，我们就教育什么；社会
需要什么，我们就教育什么；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育什
么。学生需要面包，我们就得过面包生活，受面包的教育。
学生进入青春期，就对学生进行青春期教育。"生活教育"可
以找到现实需要的根基，"生活教育"也是学生需要的教育。
学生喜欢同现实生活、学生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学生喜
欢能用生活的事件来解释学科知识的老师。

因此，以后在平时的教学中，我要积极创设情景，从学生的
兴趣出发，选择富有生活气息的内容进行教学，"寓教于乐，
情景创设"。在教学中大胆鼓励，积极引导，唤起学生的参与
意识，促使学生投入到教学中来。

陶行知3



“爱满天下”是陶行知先生一生奉行的格言。陶先生不仅热
爱儿童，热爱青少年，而且热爱教育、热爱科学、热爱真理、
热爱祖国人民、热爱全人类。“爱”是陶先生一生献身教育
事业的不竭动力，也是他崇高人格的表现。“爱学生”是教
师人格的灵魂。爱心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没有爱心便没
有教育教学活动。作为教师，我很自豪在人生的道路上能用
自己无尽的爱为孩子们的世界添抹一蔟缤纷。

作为一名耕耘者，自己心中充满爱的阳光，把爱的'种子播种
在泥土里，就能让娇嫩的幼苗在阳光的沐浴下茁壮成长。

陶行知先生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
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我们当教师的，在教育中若能始终
想着两句话“假如我是孩子”和“假如是我的孩子”，这样
的情感体验就能使我们对学生少一份苛求，多一份理解；少
一份指责，多一份尊重，学生内心那颗爱的种子便会在教师
的精心呵护之下生根、发芽。

爱是雨露，她能滋润人；爱是夏日，她能温暖人；爱是奉献，
她的无私能让幼苗茁壮地成长。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希望
得到爱的滋润，爱的温暖，更何况那些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
学习和行为上暂时落后的学生。

滴水，可以穿顽石；清泉，可以润心田；爱心，可以拨心弦。

伸展在学生们面前的生活之路也许不是那么平坦，但我想，
我们老师可以把爱的雨露洒进每个孩子的心田，做孩子前进
道路上的铺路石。

以真诚对待学生，必将收获丰硕果实。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
说，要成为孩子的真正教育者，就要把自己的心奉献给他们。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平日里教师要给予学生适度的关爱，
照顾，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受到重视的，那么，在孩子心里
就会很满足，很满足，他们也会特别感激你。



实践证明，“爱”是教育的基础，教育是“爱”的事业。教
师要以广博的爱教育人，以崇高的精神感化人，以美好的心
灵塑造人。让我们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坚定自己心中
“以爱育人”的信念，在教育旅程中抒写最为壮丽的诗篇，
奏响一曲激昂的人生凯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