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主要内容 创造
适合学生的教育心得体会(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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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主要内容篇一

《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告诉我们：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享
受教育，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学生享受适合自己的教育，
教育不仅要创造适合教育的学生，教育更有责任创造适合学
生的教育。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需要智慧、需要激情、需
要胆识。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离不开课堂变革和课程建设。

一是教育要注意受教育者的差异，教育者对学生的差异不应
该埋怨，而是研究差异，关注差异，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
很多人赞美老师的工作，把教师比作是辛勤的园丁。然而，
我却不喜欢这样的比喻，也觉得这种比喻并不恰当。园丁的
工作是把花园里的参差不齐的草本修剪得规规整整，千篇一
律。难道教师所做的工作也是把有个性的学生给调教得千篇
一律？那是扼杀天性，也是教育的失败。教师的眼里既要有
牛顿，爱因斯坦，也要容得下平凡的清洁工人，因为社会需
要多方位的人才。所以，老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允许
学生在某个阶段落后，经过努力赶上。允许学生某个方面有
所突破，某些方面平平淡淡。允许个别“超常”学生脱颖而
出，这一切的参差不齐，才是教育的正常现象，因为教师并
不是克隆专家。

二是教育要尊重学生的情感，激励学生“你真了不得，你离
成功就差一步了”，创建和谐的师生情感，让教育的感觉不



是难受，教育的感受是走进享受。教育者的责任就是让学生
快乐成长。著名教育家韩凤珍认为“所有难教育的孩子都是
具有强烈自尊心的孩子，教育者都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孩子的
最宝贵的东西——自尊心。”所以，教师对每个孩子的评价
显得尤为重要，小学生更是如此。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还有一句话这样说:“讽刺和谩骂可使天
才变白痴，鼓励和赞美可使白痴变天才。”在教育教学中，
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赞美评价。

三是教育要让学生彻底释放自己潜能，让学生生动活泼地发
展。教育的关键是适合每个学生的个性，促进学生个性特长
的和谐发展，培养合格加特长的人才是中国社会发展需要。
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是重合格轻特长。过分强调合格，过分看
重学生的分数，让分数说了算，而拥有某方面特长的学生是
凤毛麟角，令人遗憾。

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主要内容篇二

10月初，我认真读了我国著名教育专家冯恩洪的著作《创造
适合学生的教育》的第7、8、9个主题。学完此书，心头的诸
多困惑迎刃而解。展望教育前路，豁然开朗。下面针对第七
主题自我提高，实现教师专业发展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冯老师说得好，说到底，发展自己，就两条途径，第一条是
知识的补充，第二条是经验的积累。知识的补充需要读书，
经验的积累需要反思，是学校的办学理念，也是教师的理想
目标。说追求卓越也好，谈魅力修炼也罢，都是讲述老师专
业发展的成长历程，是一个不懈奋斗、不断创新的过程，也
是一个自我锻造，自我提升的历练过程。那么，对于一名教
师，尤其是一名不懈追求的教师而言，要想独具魅力、走向
卓越，要经历三重不同境界的修炼。

从而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艺术。教学中学会反思自己，总结
自己，取长补短，才能提高自己，才能不断地走向成熟。



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须有一桶源源不断的活水。活水
的源头，则是教师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读书，则是提高教师
素养的最重要的途径，有这样一个让教师值得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早在一年级就回出现一些落伍的学生。而到二三年级
有时候还会遇到落伍的无可救药的，因而教师干脆对他们放
弃不管的学生呢？是他们太笨，还是上课没有专心听讲，还
是应该从我们教师自己身上找原因呢？这更使我陷入了深深
的沉思中。作为教育者，我们是否做到了教育的`公平？是否
做到了关爱每一位孩子？特别是弱势群体。再幼稚的学生，
也是有个人思想和感情，有独特的思维和心灵。他们不是我
们施恩或者显示个人魅力的对象，更不是被动等待我们去塑
造的苍白灵魂。我们应该多一份关爱，多洒一份阳光，给那
些需要的学生。我想，今天的老师要想做最好的自己，恐怕
要拿起书来养成读书的习惯，享受读书的乐趣，那么和我一
起读书吧。

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主要内容篇三

读了此书，感触最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教育

实践家冯恩洪在教育改革道路上的经历

冯恩洪——一个不仅具有远见卓识，还是“艺高人胆大”的
教育实践家，1985年提出了德育改革的新思维新思考。1987
年提出了合格加特长的目标模型，提出卓越不止一种表现形
式，卓越也不意味着要求所有的学生达到某个统一认定的所
谓的优秀标准。1990年提出了用规范保证合格，用选择支持
特长，校园里不能只有就范而没有选择。1993年提出了优秀
教育资源最大化，使之进入寻常百姓家。20xx年提出了教育的
真谛在于人的社会化与人的个性化的和谐发展。这让我深深



地感受到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是有思想的老师。

二、冯恩洪教授的每天自学一小时的学习习惯

，后休息。一次他和同事在学校讨论教育问题，回到家已经
是凌晨四点十分了，他洗完了澡以后，想到今天的自学一小
时没有完成，于是他深深呼吸了三口气，提起精神，强迫自
己坐到书桌旁。自学一小时后，他再拉开窗帘，太阳已经升
起。他的这种读书习惯从198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他说
读书给他带来了成功和乐趣，当读书使他对教育的认识由简
单走向庞杂，再从庞杂回归到简单，这时他发现他把握了教
育的真谛。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一
个善于获得知识增量的老师，是善于学习的老师。

三、冯恩洪校长追求有生命力的教育的执着

从今天走向明天未免有功利主义色彩；不仅思考从今天走向
明天，而且着眼于明天的环境，思考如何从明天走向后天才
称得上战略眼光。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伟业，需要他的参与者
走一步想两步。

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主要内容篇四

读了此书，感触最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冯恩洪——一个不仅具有远见卓识，还是“艺高人胆大”的
教育实践家，1985年提出了德育改革的新思维新思考。1987
年提出了合格加特长的目标模型，提出卓越不止一种表现形
式，卓越也不意味着要求所有的学生达到某个统一认定的所
谓的优秀标准。1990年提出了用规范保证合格，用选择支持
特长，校园里不能只有就范而没有选择。1993年提出了优秀
教育资源最大化，使之进入寻常百姓家。20xx年提出了教育的
真谛在于人的社会化与人的个性化的和谐发展。这让我深深



地感受到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是有思想的老师。

冯恩洪教授在书中谈到他从1980年7月1号开始，给自己定了
一个规矩，每天自学一小时，先读书，后休息。一次他和同
事在学校讨论教育问题，回到家已经是凌晨四点十分了，他
洗完了澡以后，想到今天的自学一小时没有完成，于是他深
深呼吸了三口气，提起精神，强迫自己坐到书桌旁。自学一
小时后，他再拉开窗帘，太阳已经升起。他的这种读书习惯
从198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他说读书给他带来了成功和
乐趣，当读书使他对教育的认识由简单走向庞杂，再从庞杂
回归到简单，这时他发现他把握了教育的真谛。这让我深深
地感受到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一个善于获得知识增量的
老师，是善于学习的老师。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就在苦苦地追求着有生命力的教育的
两个支点，即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生发展的需要。这要
求教育的思想者能够在今天的现实中敏锐地洞悉并遇见和把
握两者的发展趋势；要求教育的实践者在今天的体制下实施
明天的理想。沉浸在这样的追求中，就必须时刻挑战现实，
从而超越现实。冯恩洪对此体会至深：“仅仅思考从今天走
向明天未免有功利主义色彩；不仅思考从今天走向明天，而
且着眼于明天的环境，思考如何从明天走向后天才称得上战
略眼光。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伟业，需要他的参与者走一步想
两步。

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主要内容篇五

《爱心与教育》一书，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我，李老师
运用许多学生的原话真实地写出他怎样地爱学生，学生又是
怎样地爱他，真是感动人。

李老师和学生间的一个个故事都体现了他为人师表的尽心，
超越了一般父母对子女的爱。他对学生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
一般的老师是难以做到的，他对学生的爱，不但是爱优秀生，



而且更爱差生。尤其我在书中读到他从不忘记学生的生日，
还在学生生日时给学生送上一份生日礼物；在课间经常和学
生一起活动；在课余时间或假期中带领学生一起走进大自然；
对班级中的优生、中等生、差生坚持按号轮流家访等等，李
老师在教育岗位上处处闪耀着爱的火花。李老师在书中这样
写道：“当一个好老师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是拥有一
颗爱学生的心！”他还说：“离开情感，一切教育都无从谈
起。”师爱是教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良剂。爱学生，就必须
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就必须把自己当作学生的朋友，
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基础教育阶段的儿童处于生命中
最主要的集中学习时期，他们缺乏社会经验，各方面处于形
成阶段，有着多方面的需求和发展，充满生命活力和潜力。
这段时期的教育影响远远越过该阶段而扩展到终身。因此最
需要老师对学生的爱，懂得儿童时期对生命的独特价值，并
善于开发其生命潜力。如果一种教育未能触动人的灵魂，无
法引起人的共鸣，不足以震撼人的情感，那就不是成功的教
育。师爱的最高境界是友情，具有爱心和知识，对学生来说，
他们喜欢前者。学生们特别渴求和珍惜教师的关爱，师生间
的真挚的情感，必定有着神奇的教育效果。爱学生就让我们
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吧。

这本书给我一种领悟，一种发现！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用
爱去赢得爱，用爱去化解许多的矛盾。爱我们身边的人，无
疑是播下爱的种子，让他们也懂得去爱护和关心别人，尤其
是当老师的我们，面对的是正在成长，性格还没有定型的孩
子，他们最需要的是爱的滋润，我们给予他们的爱心也一定
会影响到日后他们对待别人的态度。曾几何时，看到书上有
几句话：“不会对别人宽容的人，对自己也不会宽容的；不
会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不会爱你的！”总相信你负出的爱越
多，你也会获得越多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