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师读名著心得体会 名著读书心得
体会(优秀8篇)

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大家想知
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
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教师读名著心得体会篇一

在曾老师的推荐下，我在最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系统的阅
读了《陶行知教育名篇》一书，觉得自己的教育教学理论是
那么的贫乏。

1、教育孩子要有感恩之心

因为，现在的孩子都是家庭的中心，他们只知有自己，不知
爱别人。所以，要让他们学会“感恩”，其实就是让他们学
会懂得尊重他人。对他人的帮助时时怀有感激之心，感恩教
育让孩子知道每个人都在享受着别人通过付出给自己带来的
快乐的生活。当孩子们感谢他人的善行时，第一反应常常是
今后自己也应该这样做，这就给孩子一种行为上的暗示，让
他们从小知道爱别人、帮助别人。

作为消费者的高中生更应珍惜父母的劳动成果，无论在学校
还是在家里都要养成勤劳节俭的好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
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事，而不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
随便乱花一分钱，不攀比、不虚荣，尤其面对当前的电荒、
水荒、能源荒?我们更应该担当起公民的职责，节约每一度电，
每一滴水?为构建节约型社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3、教育孩子要有责任之心



有了责任心，才能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才能自尊、自爱、
自强；才能使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不至于在成长
过程中偏离人生的轨道。

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不弄虚作假，不欺骗隐瞒，不自欺欺
人，做到表里如一。诚实是立身、修身、处事之根本，在任
何时候都不可或缺。

5、教育孩子要有仁爱之心

爱人者人恒爱之。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让世界变成美好人间。

“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
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
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
先生拿做来教，乃真教；学生拿做来穴，方是真学。”他用
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
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
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
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
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
心”。 不难看出:“教学做合一”,是改变旧的传统教学中脱
离生活、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三脱离的敝端,把单纯传授知
识、死教书、死读书的教学转移到培养学生的生活力和创造
力的轨道上来,培养创造型、开拓型人才。要求学用一致,在
实践中加强理解,推行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的理论联系实
际的教育教学方法。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
获得知识。教师除了参加各种培训、学习之外,也可以充分利
用网络手段,及时搜索最新信息,及时传授给学生,这样才是充
分贯彻陶先生的“教学做合一”,这样才能培养出受社会欢迎
的学生,也才能做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他对自身成长提出了四个问题，叫做“每天四问”。他要求
大家每天从健康、学问、工作、道德四方面问一问自己，并



以此来激励和鞭策自己不断进步。每日四问，把我们平时看
似不经意的许多坏习惯都问了出来。陶先生认为“道德是做
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
用处；并且，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为非作恶愈
大。所以我在不久以前，就提出‘人格防’来，要我们大
家‘建筑人格长城’。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就是道德”。
一个集体的成员，若人人以集体利益为重，注意自己的每一
个行动都为集体着想，则这个集体会越来越壮大，这个集体
定是有希望的集体。否则，多数人只顾个人私利，不顾集体
利益，则集体的根本必然动摇。陶先生的“每天四问”为人
们提供了进德修业的参考，当作一面镜子，时刻对照自
己，“必然可以见出每一个人身体健康上有着大的进步，学
问上有着大的进步，工作效能上有着大的进步，道德品格上
有着大的进步，显出水到渠成的进步”。

一、要诚实无欺。

二、要谦和有礼。

三、要自觉纪律。

四、要手脑并用。

五、要整洁卫生。

六、要正确敏捷。

七、要力求进步。

八、要负责做事。

九、要自助助人。

十、要勇于为公。



一、要坚韧沉着。

二、要有始有终”。总而言之，陶行知认为，道德教育对人、
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是做人的根本”，因此，一定要加
强道德教育。

陶行知先生的理念是提到人类的能力都是在后天的学习中得
来的，没有人生下来就什么都会。没被火烫过就不知道什么
是真正的热，没被冰冻过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冷，碰过石
头才知道什么是硬的，吃过糖才知道什么是甜的??有了这些
体验，才能对冷与热更明白，才能分辨出甜与苦，才能分辨
出软与硬??说明亲身体验实践是多么的重要。

教育是从生活中来的，“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是坏生活就
是坏教育；是认真的生活就是认真的教育，是马虎的生活就
是马虎的教育；是合理的生活就是合理的的教育，是不合理
的生活就是不合理的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这些话
听起来很简单，可就是这些简单的话语却揭示了教育的真谛。
而我们的教学越来越远离生活。他极力反对的“杀人的会
考”，过分的考试“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中华民族
的前途赶跑了”。“这把会考的大刀是不可糊里糊涂地乱舞
了”。但，考试却成了当今学校的主题和灵魂。学生就是为
了学习（考上重点大学）而生活，而不是为了生活而学习，
更不是在生活中学习。孩子们有的成天埋于书堆，成了纯粹的
“书呆子”“蛀书虫”；而有的学生成天无所事事课堂上老
师的授课内容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听天书，于是他们就成了
课堂上的呆子、傻瓜、瞌睡虫；更有一些学生，对上课的内
容不感兴趣，而他们又精力过剩，于是这些学生就成了不安
分分子，成了老师成天“挂念”的学生。陶行知说：“要想
让学生不犯错误，就不能让学生有犯错误的机会，得让他们
有事做。”如果一个学生不爱学习，那他不犯点错误才真是
一个实足的呆子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学必须走向学生的生
活，让他们感兴趣，让他们感到生活就是学习，学习就是生
活，生活与学习是一体的。



新课标中重要的一点是让学生活起来，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
体，让他们自主。他倡导“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
流”等现代学习方式，这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的多么的重要。
现代的教育必须使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上取得和蔼发展。 “人生为一大事
而来，做一大事而去。”做一个富有激情的老师，是我的教
学追求；富有思想，则是我一生的追求。

教师读名著心得体会篇二

朱自清在回北京时，父亲来送他，火车还没有开走，父亲让
他等等，去买几个橘子。朱自清靠窗坐着，看着父亲的背影，
心里湿润了。然后，父亲抱着橘子回来了。过月台的时候，
因为身子微胖，爬得很努力。父亲蹒跚地走了过来，把橘子
放下，嘱咐朱自清好好照顾自己，然后慢慢地走了。他看见
父亲远去的背影，流下了眼泪。世间的每一个父母都是这样，
我们应该学会感恩，学会理解。我们是不是应该懂事一点？
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努力学习，取得优异的成绩报答他们呢？
想想当年，他们耐心教我们系鞋带、梳头、写字……一步一
步教我们走路，从不厌烦我们咿咿呀呀的学语。而现在，我
们长大了，可开始恼他们的唠叨。有时回头想想，自己真的
不懂事，父母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而我们却没有给予他们
一丝的关心，身为人女，怎可以这样！

是啊！朱自清笔下父亲的背影深深打动了许多人，在我的印
象里，母亲的回眸同样令我有一样的感受：我的妈妈长期不
在我的身边，因此，我非常想念她。前不久，妈妈回来了，
我和她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几天后，妈妈又要走了，尽管
有些不舍，却还是没有让泪水滴落。我随妈妈来到了车站，
她头也不回的上了车。我赌气的坐在车站，注视着车上随人
流走动的妈妈。紧咬着唇，不愿意让妈妈看见我的泪水。车
渐渐开走了，妈妈转过头，给我了一个无比灿烂的微笑。看
着这温柔的回眸，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一滴一滴落在衣服
上，望着往远方驶去的车，我狠狠擦掉挂在脸上的泪珠，笑



了！

教师读名著心得体会篇三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
归晋共经历了五大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
（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黄巾之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讲了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
府的反击，出现了刘备，曹操等英雄，而东汉政权也快灭亡
了。

董卓之乱是讲董卓入京前后的故事，从何进与十常侍对战到
少帝逃出京城，结果被董卓救驾。董卓入京后收买了猛将吕
布，又废少帝，立献帝，大权独揽，实施暴政，逼得群雄联
军伐董卓，虽然后来联军失败了，但是董卓最后也被吕布所
杀。

群雄割据是讲董卓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为了扩大自己
的地盘互相厮杀，最主要分为三个战区，即北方的袁绍与公
孙瓒，江东地区孙策的崛起，中原地区曹操，刘备，吕布，
袁术之间的战争。

再后来的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最主要的
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
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
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
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
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
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曹操值得欣赏的地方，曹操为了



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
的标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10年春天下
了一道《求贤令》。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
为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
和他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
这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
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
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
埋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后来，
曹操于公元214和217年又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调他
在用人上"唯才是举"的方针。他要求人事主管部门和各级地
方官吏在选拔人才上，力戒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
点也受有关系，只要真有才能就行。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
中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猛
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而且对于有才干的人曹操还能做
到不计前嫌，比如陈琳本来是袁绍的部下，曾经替袁绍起草
檄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
曹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之，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曹操爱惜他的
文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

曹操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还在于
他有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在赤壁的惨败之后，曹操
并未一筹莫展，而是笑着说了一句"今北方仍由我所据"，并
且三次大笑展现出他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曹操同时也是个
很有文学情趣的人，喜欢作文赋诗，即使大战在即也情趣不
改，他的许多诗作都是乐府中的名篇。

教师读名著心得体会篇四

这天，我读了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其中明
白一条是教师要培养学生的爱心，尤其是能具有感受到别人
的爱心(或是痛苦)的潜力，进而才有可能把他培养成为一个
真正的有爱心的善良的人。



爱是教育的永恒的主题。韩军的人文主义精神，教育在线中
的朱永新教授高举的爱的旗帜的新教育实验;李镇西的“走进
心灵”的教育，似乎无不凝聚着爱的核心。

记得，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发誓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我
要用我的善良感染周围的每一个人。那时候，我在学校住宿，
在同寝室中，我的人缘很好。因为，我当时做人的准则就是：
无论是谁，只要有事求我，我就务必答应他;既然求我肯定就
有难处，我要帮忙每一个有困难的人。那时，我家里也不富
裕，我吃和穿都很节省，但是只要有同学跟我借钱，只要我
兜里还有钱我就必须会借。渐渐地，我发现我眼中的世界似
乎变了，每一天我都会有无穷的快乐，每当我躺在床上要入
睡的那一刻，我似乎都能感受到明天又是一个灿烂辉煌的日
子。

再之后，我当了一名老师。在教育教学中，我首先教育孩子
要学会关爱他人。关爱他人是现代社会中人所必备的素质之
一，只有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人，才能把我融入到使周
围的人都快乐的大我之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人与人之
间需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忙，相互提高。学会帮
忙他人，也就学会了关爱自己。我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充分说明了关爱与合作对人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上帝到天
堂和地狱去考察，发现天堂里的人同地狱里的人一样都是围
着一口锅，拿着两米长的勺子喝着相同的肉汤。但是，天堂
里的人却精神焕发，满面红光，地狱里的人却萎靡不振，面
容憔悴，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先，地狱里的人心中只有自己，
手里拿着长勺子舀汤喝，勺柄太长，总是喝不上，而天堂里
的人则相反，他们的心中有他人，手拿长勺子舀汤第一口总
是先喂他人，然后再被别人喂。由于有了先己后人和先人后
己之别，于是也就有了天堂地狱之分。在和孩子们朝夕相处
的日子里，我发现了，比我的世界更动人的孩子们的心灵世
界，在那里如小石潭记中的潭水一样的清澈，在那里如桃花
源记中的桃源一样的美丽;在那里像圣经里的天堂一样没有苦
难只有关爱，在那里像佛教中的佛心一样没有憎恨只有善良。



你爱他们，他们也爱你。

爱孩子们吧，即使他暂时不能理解你，终有一天，他会明白
你的爱。爱是永恒的!为了你的学生总有一天如你爱他一样能
去爱别人，为了这世上的人彼此之间都能互相关爱，请你爱
你的学生吧!师爱是一种激励学生个性和谐发展的无可代替的
教育力量。爱是阳光，能融化冰雪;爱是春雨，能滋生万物;
爱是桥梁，能沟通师生的心灵。有了爱，师生之间就能以诚
相见，心心相印，没有爱，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以上就是读教育名著心得体会，相信可以帮到您哦!

教师读名著心得体会篇五

巴金在一九三七年曾在他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
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他做
到了。在这封建大家庭分崩离析的过程中，他赤裸裸地揭露
了那个时代国民的麻木愚昧和社会的吃人本性真实一面。

作为主人公之一的觉新，无疑是全书最“华丽”的杯具。他
是处于时代转折点的封建家庭和旧礼教的牺牲品，他是新思
想和守旧势力之间抗衡的矛盾产物，他以自己无数次的无奈
悔恨委屈求全演绎了自己彻头彻尾令人声泪俱下的杯具人生，
也注定成为旧时代千万陪葬中之一。他欠梅的，欠瑞珏的，
欠给海儿和刚出生就永失母爱的新生儿的，该拿什么偿还？
可怜的人啊。新的号角已经吹响，公明的审判即将开始，阳
光刺穿阴霾，撕裂开一条口子，他分明地看见了，那些腐朽
不堪处处散发糜烂气息的旧事物迅疾化成一股汹涌的激流席
卷而来，他退缩了屈服了，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理解了，而
且还自觉不自觉地带走了梅和瑞珏。如果当初他勇敢些争取
和梅的幸福或许一切都会迥乎不同。

还有多少鸣凤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波澜不惊的湖水，含泪纵
身了结了短暂而辛酸的一生，萧瑟了月夜；还有多少梅用忧



郁的眼光望着觉新渐行渐远的背影，苦叹“往事依稀浑似梦，
都随风雨到心头”；还有多少瑞珏屈于郊外潮湿的小瓦房，
躺在床上嘶声力竭地发出凄厉的喊叫，临死也无缘见丈夫孩
子。还有多少生命能够浪费，还有多少血肉被肆意践踏。人
果真能够如此绝情，鸣凤的抽泣，梅的落泪，瑞珏的恸喊，
尽湮没于千百年来的忠孝礼义。她们的眼前“是一条很长很
长的路，上面躺满了年轻女子的尸体”，“这条路是几千年
前就修好了的，地上浸饱了那些女子的血泪，她们被人拿镣
铐锁住，赶上这条路来，让她们跪在那里，用她们的血泪灌
溉土地，让野兽们撕裂、吞食她们的身体。”那里面不明白
埋葬了多少令人悲哀断肠的痛史！

如今再透过此书穿越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不由地为觉慧倩如
存仁喝彩，他们奏响了旧制度的葬歌，奏起了那一整代进步
青年所梦想着的新社会的催生曲，他们向旧礼教灭绝人性的
罪恶，令人齿寒的污秽发起了强有力的控诉。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他们是勇敢的新生代！

教师读名著心得体会篇六

我读了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看完后，我
被主人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大卫·科波菲尔。他的童年生活十分凄
惨：父亲在他未出生前就去世了，8岁时母亲改嫁，继父摩德
斯通先生严酷残暴，他的姐姐莫德斯通小姐也一样铁石心肠，
不近人情。后来他被送往学校——钱国最糟糕的学校之一，
那里的人也并不友善——残忍的校长，狡诈的朋友……大卫
在学校里饱受煎熬，然而他那善良的母亲却只能忍气吞声。
不久之后，大卫的母亲便去世了。这是他的继父便霸占了家
产，还把大卫送去工厂工作，尽管他当时只有十岁。读到这



里，我不免为大卫的悲惨童年感到万分同情与难过。相比之
下，我的童年简直太幸福了。我享受着父母的关爱，在学校
里又和蔼的老师与友爱的同学，我是多么幸福啊!可是大卫却
生活得如此悲苦，这是多么的可怜啊!

然而大卫却没有放弃一切希望，他逃离了工厂，准备投奔他
的姨婆——一位貌似严肃却有着菩萨心肠的人。在她的帮助
下，大卫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被送往一所正规的学校并且
在那里完成了学业。然后就做了一名律师。尽管大卫现在生
活得很好，但它周围仍有心怀歹意的人——尤赖亚·希普。

大卫的生活还真是一波接一搏。他摆脱了残暴的继父却又碰
到了很有心机的系谱。我想，如果换做是我，也许早就放弃
了，然而大卫凭着他坚定的毅力，勇敢地走下去了。

邪不胜正!大卫同善良的米伯考以及知心朋友阿格尼斯等人战
胜了尤赖亚·希普。

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大卫终于打败了敌人，战胜了困难
与挫折。

教师读名著心得体会篇七

《飘》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短暂的一生中唯一一部小说作品，
她后来对人说，《飘》的写作占去了她近10年的时间。她用
诗一般的语言将气势磅礴的南北战争和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
展现在读者的眼前。波澜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单
纯而又复杂的内心描写，让《飘》成为20世纪文坛上的一颗
熣灿夺目的明珠。

郝思嘉的任性，白瑞德的神秘，卫希礼的温柔帅气，韩梅兰
的柔弱善良。这就是我初读《飘》时对书中人物的印象，但
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我原先想的那样。



郝思嘉：全书以郝思嘉为主线，描写了几对青年人的爱情纠
葛。郝思嘉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原本的她是农场主的大
女儿，生活无忧无虑，每天和小伙子们调情，总喜欢展现自
己最美丽动人的一面，虚荣和爱美充斥了她的心。后来，她
坚定的喜欢着卫希礼，又因为希礼将要与梅兰订婚而草率的
嫁给了查理。在这一点上我及其不认同思嘉的做法，太轻率，
她还只有16岁，最后落了个早早当寡妇的下场，她能怨谁呢，
难道是卫希礼的错吗？但是，当看到思嘉在战争中始终没有
离开梅兰时，我就深深的喜欢上了这个勇敢可爱的姑娘。她
有无数的机会可以抛下在亚特兰大的一切，回到母亲身边。
可是，她为了将要生孩子的梅兰并没有这么做。当然，照顾
梅兰是希礼在参军前嘱咐思嘉做的，可是在危急关头谁还会
想着曾经对谁的承诺呢？窗外是焚烧城市的红色，窗内，思
嘉同梅兰并肩作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以思嘉的勇敢而感到
骄傲。

在家里，她和父亲像是朋友一样，各自都有不可以被母亲知
道的秘密，思嘉也在父亲身上学到了对生活的坚强品格和对
黑人仆人的慷慨关心。当父亲死了以后，思嘉把父亲的一块
珍贵的手表给了一个贴身家奴。而当她在经营木材加工厂时，
一个黑人奴隶投奔而来，她首先想到的是要保护他，应该说
这些地方受父亲影响很大。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在战争中回
到塔拉的那个整天为一屋子人寻找吃的的郝思嘉。虽然没有
了华丽的衣服，却多了几分朴实；虽然没有了高贵的气质，
却多了几分成熟；虽然没有了白皙柔嫩的双手，却多了几分
勤恳。我很喜欢米切尔笔下思嘉的那双手。尽管那双手杀过
人，尽管那双手上全是金钱。但是，我喜欢的是那双手上的
血泡和老茧。那些是劳动者的象征。是思嘉在穷困的时候，
面对一屋子的老弱病残而劳动的成果，那双手是美丽的，是
惹人怜爱的。

白瑞德：通读全书，最令我震撼的就是瑞德对思嘉坚贞不渝
的爱。虽然瑞德不是什么上等人，但他拥有很多财富，以至
于思嘉会主动找他，而他们每次见面都会互相嘲讽，对于瑞



德对思嘉的嘲讽，我想一定是嫉妒心在作怪。瑞德本可以离
开亚特兰大，带着一笔财富远走他乡，过这无忧无虑的生活。
可是他放不下思嘉，毕竟他在战争中离开了她，虽然瑞德为
思嘉做的已经够多，更因为他对思嘉的爱而使他又回到了亚
特兰大，时不时的出现在思嘉的生命里，为思嘉解决困难。
思嘉对他的影像是很大的。但是，瑞德这个浪子对梅兰小姐
是很尊重的。我觉得在当时那个充满战争与邪恶的年代，正
是梅兰那伟大的心灵感染了玩世不恭的白瑞德。使他明白，
原来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人和另一种生活。

对于白瑞德，我很欣赏他对思嘉的那份坚持，虽然最终达到
了他的目的，可是他却累了，因为长期以来一厢情愿的付出
而累了。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根细线，它连结着肉体和灵
魂。有的人耽于肉体的生活，而忽视了灵魂的提升。他们找
不到那根细线；有人专注于灵魂的超度而不需要那根细线；
而世人大多既不愿委屈了肉体，又希望灵魂有所归依，细线
是一个人的生命热情所在，且每一个人的生命热情有所不同。
媚兰是最能触动瑞德细线的那个人。他渴望从堕落走向拯救，
走向高尚美好的生活。

郝思嘉的三次婚姻没有一次是出于真心，是瑞德的付出，使
找到了真爱。而梅兰总是在包容不能干的卫希礼，即使在死
前也祝思嘉要好好的照顾他。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人荡气回肠。
《飘》不愧是令世人感慨的世界名著！

教师读名著心得体会篇八

暑假期间我认真阅读了《每个孩子都能成功》这本书，读后，
我真是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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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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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先生发现，孩子学习有困难，本质上是他的学习方法
压根和你不一样，托马斯先生具体分析了很多孩子学习不好
的原因，最后归结到是现今的学校教育很难适应孩子们多种
天赋类型和学习方式的多样性，老师们仅仅重视孩子在很有
限的几个能力方面的培养，使得很多孩子天生的才能和潜能
被打压了，从而产生了很多不适应在学校教育的差生，学业
上的残疾人，但这些标签被无情的贴到孩子身上时，孩子们
就真正的成了学业上的残疾人了。

其实像《每个孩子都能成功》一书中的描述的这些外国孩子，
在我们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又何尝少呢？在报告文学《每个父



母都能成功----李圣珍老师的教育胜经》一书中介绍的北京
的一位叫李圣珍的老师，好几年来，她已经将来自全国的50
多个家长和老师认为在学业上无可救药的差生转变成了人见
人爱的好孩子，来李老师家之前，有的孩子在学校考试几乎
门门都不及格，有的孩子上到小学四年级，数数还超不过20，
有的孩子一见到书本就想撕……在李老师的教育下，这些孩
子在学业上全部脱胎换骨，全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有的一跃
成为班上的前五名，有的当上了三好学生，还有的已经考上
国内重点大学，有的还赴世界一流大学留学深造。同托马斯
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李圣珍，这位被中国教育界誉
为“拯救差生的圣手”的本土教育家，在谈到她的教育经验
时，她语出惊人：世界上不愿意学习好的孩子根本不存在，
学业差只是教育不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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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古今中外不乏许多大器晚成的伟人，中国就有齐白石，
年少时只能以木匠为生，五十岁时开始学习绘画，终成一代
国画大师；而外国就有爱因斯坦，年幼时数次不及格甚至零
分，也没阻碍他成年以后智力的蓬勃发展，“最伟大的发明
家”桂冠无可分非议的属于他。所以，我们要把每一位学生
都当成一块玉，一块可雕之玉，对他们一视同仁；并要坚信
在爱的滋润下，“另类学生”终有一天都会成就自己，成为
社会可用之材。无论进步、落后，都不要让我们的学生经常
生活在否定中。一个学生如果很少得到表扬和激励，总是受
到副面的评价，就会产生自我的“负驱动”，进而自暴自弃。



关注缺点，只会让学生在充满挑剔的眼神下，变的越来越不
自信、甚至绝望；关注优点，能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殷切希
望，体验成功的愉悦，获取前进的动力，奔向成功的彼岸。
错误的钟情于缺点，更可悲的是总跟在缺点后面，只看到学
生的缺点，无法以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学生。
实际上人从愚昧到觉悟、由混沌到开化，总有一个过程。教
师决不能因为学生的暂时混沌，便将其看扁看死；也不能为
了让学生所谓的早日开化、醒悟，而不惜违背教育规律去拔
苗助长。教师要坚信学生将被唤醒的必然，要学会等待。等
待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积极发现的过程。学生的品质、智
慧、浅能，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得以显现。这种显现，往往稍
纵即逝，我们要有灵动的心与锐利的眼光，善于于无声处听
即将响起的惊雷。

《每个孩子都能成功》一书正是认真探析了这一重要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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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们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要用心去感受学生，与他们
平等相处，给予他们充分的理解，努力做到心与心的沟通，
尊重学生的人格和自尊，让每位学生都有健康的心理。让我
们的教育如同一缕阳光，照亮学生的心胸，驱除其心中的阴
郁，让学生坚定信心，在成长的路上大步前行，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