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教育读书心得 爱心与教育读书心
得(优质12篇)

通过反思，教师可以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为今后的教学提
供宝贵的借鉴。以下是一些优秀教师的教学反思分享，希望
能给广大教师带来一些帮助。

爱心教育读书心得篇一

"一个真诚的教育者同时必定又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者。素
质教育，首先是充满感情的教育。离开了情感，一切教育都
无从谈起。

这些是我在看李镇西名著《爱心与教育》的手记一中所摘抄
下来的句段。李老师是我最崇敬的名师之一，今读了他的
《爱心与教育》的手记一，我更是对他万分崇敬。在"手记
一"里，李老师所具有的一颗童心令我仰慕，李老师对学生的
爱心更是令我震撼!学生生日时亲手送上的一本书、一张贺卡、
几句诚心的祝福，为学生办生日晚会，跟学生一起举行篝火
晚会，一直关注高考落榜学生宁玮令学生感动的同时，也折
射出了师者崇高的师德风范，然而李老师却把这一切说成是"
在还学生的债"，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整篇文章里，没有华丽的辞藻装饰，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大壮
举，全是记载着李老师与他的学生们之间发生的最平常的事，
可这些事又极其的不平凡!给学生送上生日祝福，为贫困学生
捐款，这些我们大多数老师也做过，可是有几个能像李老师
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而且我们有几个能做到像李老
师这样对学生是一种纯粹的、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爱呢?大多
时候，我们老师对学生的所谓"爱"，是否建立在某种"功利
性"的成分上呢?这些值得我们好好地去反思。

"爱学生，就必须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而要走进学生的



情感世界，首先就必须把自己当作学生的朋友，去感受他们
的喜怒哀乐。"李老师是我们的楷模，值得我们每一个为人师
者好好地去学习。李老师所采用的一连串教育方法更是令我
茅塞顿开，受益无穷。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李老师转化
你的成功事例为榜样，以苏霍姆林斯基说的："一个好的教师，
就是在他责备学生的不满，发泄自己的愤怒的时候，他也时
刻记住：不能让儿童那种‘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
灭。"为指导思想，耐心地去对待我的任何一个学生。

"玉不琢不成器"!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璞玉，如果你不经过一
番"精雕细刻"，就算你天赋多么的高，也不可能变成一块玲
珑剔透的好玉。这是我看《爱心与教育》手记三"锻造卓越人
格"得出的最深刻的感悟。

一步步引导他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能力，逐步向树立远大志
向发展;对于杨嵩，李老师从引导他战胜自我开始，逐步过渡
到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对于黄金涛，李老师则发挥了"日
记"这个教育载体的作用，让黄金涛用日记记下自己的心路历
程，通过不断地总结、反省来达到教育的目的'。经过李老师
费心地调教，三个人都渐露出耀眼的光芒，为他们以后的成
材之路作了很好的铺垫。

李老师的教育手段是特别的，教育成效是卓越的，看着他的
教育实例，我也在心里记下了他所说的在培养"优生"的问题
上，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引导"优生"树立志向。

第二、帮助"优生"认识自己。

第三、教育"优生"保持童心。

第四、激励"优生"超越自我。



第五、训练"优生"受挫心理。

第六、培养"优生"创造能力。

高尔基说："谁爱孩子，孩子就爱谁，只有爱孩子的人，他才
可以教育孩子。"陶行知也说过："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
惟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李镇西在他的《爱
心与教育》手记四"教育是心灵的艺术"中用自己的行动很精
辟地诠释了这个观点。

李老师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非常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
这是我们当下很多教师忽略的问题。传统的教育只重视学生
的考试成绩，"唯分数论"的思想严重侵蚀了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所以也就出现了很多"高分低能"的现象。随着课改的春
风吹进，很多教师意识到学生的思想健康也不容忽视，德育
问题也毅然被摆在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首位。然而，也许
是由于教育体制的不够完善，对教师考核方面的条例欠缺，
抑或是教师本人对理论认识的不到位，总之，也还存在着"以
分数论英雄"的观念。

在轰轰烈烈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李老师给我们作出了很好
的榜样，我们应该把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踏踏实实地落实到
位，给学生创设一种和谐的学习氛围，"教师应尽量使自己具备
‘学生的心灵’——用‘学生的大脑’去思考，用‘学生的
眼光’去看待，用‘学生的情感’去体验，用‘学生的兴
趣’去爱好"只要赢得了学生的尊重，教育也就水到渠成的事
了。

爱心教育读书心得篇二

“优生”，当然应该是指品学兼优的学生，但在现在不少教
师、家长的眼中，所谓“优生”更多的是指学习成绩拔尖的
学生（也被称为“尖子生”）。



培养“优生”的意义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在“应试教育”的
大背景下，一些教师不但只注重“优生”的学习分数，而
且“一好遮百丑”，把他们其他方面的优点也有意无意地夸
大了；相反，他们所独有的思想偏差、人格缺陷，在很大程
度上却被教育者忽视了。他们认为对“优生”的感情几乎是
不需要培养的，因为教师对“优生”的爱几乎是天生的。但
我们对“优生”的认识却未必正确而且全面。

当我们第一次从新生报名册上认识“优生”时，我们应该清
醒地认识到，他们并不是自己教育的成果，而是学生家长和
小学老师共同教育的成果。说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
着我们对他们同样需要从零开始的教育。而且，这种“从零
开始的教育”的主要依据是这些“优生”的'两重性：一方面，
他们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学习成绩以及各种能力对一般
学生相对（注意：只是相对）要好一些；另一方面，他们除
了仍然存在着一般学生在这个年龄容易出现的毛病外，也存
在着他们作为老师的“好学生”、家长的“好孩子”所特有
的一些毛病：

1、由于智力状况比较好，课内学习较为轻松，因而容易自满，
不求上进。

2、“优生”长期处于学生尖子的位置，比较自傲自负，容易
产生虚荣心。3、从小就处在受表扬、获荣誉、被羡慕的顺境
之中，因而对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远不及一般普通学生。

李老师在培养优生时，首先就“优生”的特点进行分析，然
后指出了“优生”的培养方法，引导“优生”树立志向，帮助
“优生”认识自己，指出：激励“优生”超越自我，尽可能
多地让他们在各个方面实践，以发现自己以前没有意识到的
潜质，鼓励他们在日常一点一滴的小事中战胜自我，甚至教
育者可以有意识设置一些难题去“折磨”他们，让他们在一
次次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的过程中体验到“人生的乐趣与
辉煌正是战胜自我到超越自我”。李老师笔下的程桦的案例



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后进生”是指在学习、思想都比较落后的学生。后进生”
的转化，一直以来是令人头疼的事，而李老师又是怎么做的
呢？李老师讲：“后进生”教育要民主，用心灵赢心灵。爱，
是教育的前提；但是，对“后进生”来说，这种“爱”应该
是真诚的。换句话说，教师对“后进生”的爱，绝不应是为
了追求某种教育效果而故作姿态的“平易近人”，而是教师
真诚人道主义情怀的自然流露。当我们自然而然地走进“后
进生”的心灵，而他们也乐于主动向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的
教育之舟便已驶入了成功的港湾。李老师要工作中也正是这
样去做的，在教育后进生的同时更尊重他们的自尊心，用母
亲般的爱使其转化，用班级的集体力量改变他们温暖他们感
悟他们。万同同学就是在李老师的这种感召下，由一个“后
进生”成长为一名“世界上最可爱的人”的。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们应该以李老师为榜样，用自己的爱心去感化学生，
去赢得学生的尊重和喜爱，真正做到“以心灵赢得心灵，用
人格塑造人格。”

爱心教育读书心得篇三

没有夸夸其谈，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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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之间，是一种幸福的
味道，和谐的师生关系，快乐的校园生活。“爱”，正是本
书的主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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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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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所描述的老师和学生间的一个个故事都体现了他对学生



的爱，而这些一般的老师恐怕难以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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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由衷地佩服、尊敬！

书中宁玮的经历让人有一丝遗憾，却又佩服她的善良与勇敢；
万同的反反复复让人揪心，最后的结果又让人舒心；程桦、
杨嵩、黄金涛、王铜勇于挑战自我，克服了自己的弱势，不
仅学业有成，更是锻造出了卓越人格。这些都和老师的培养
是分不开的。他是那么富有爱心、童心、真心，也正是因为
是这样的人，与学生的交流总是充满无限真情，也正是因为
老师以爱回报爱，从而使教育获得最终成功！

从书中的手记里，我们还可以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首先
是认清自己的教育活动的目标，不是一张张的成绩单，不是
一堆分数，不是高一级学校的录取通知，而是活生生的人，
是人才，是能够在未来社会中站住脚跟、开创事业的人才。
这样的人才，不仅要在学校里读书，通过读书获得一定的扎
实的知识，更需要终生有读书的兴趣，求知的欲望，并且有
能力自己学习，有能力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有能力吸取
这些知识。这样的人才还要能够正确地处理社会各种复杂的
人际关系，经历顺利和艰难、成功和挫折的考验。他们需要
有知识，更需要有理想，有坚强的意志，有优良的品质。”

书中的教育手段是特别的，教育成效是卓越的。老师的爱是
建立在真正的民主的基础之上的，是真正平等的爱，发自内
心的爱，不含任何杂质的爱，而更重要的是，这份爱不是单
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互动！

《爱心与教育》这本书给我们一种领悟，一种发现！它启发
我们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不要吝啬自己动人的微笑，由衷
的赞叹，热情的鼓励，真诚的帮助和无私的爱心，它们是滋
补孩子们心灵的灵丹妙药。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用我们的



真心、爱心和责任心，在每一位孩子的心田都播下希望的种
子，以一颗智慧之心，仁爱之心，包容之心去拥抱我们的事
业，拥抱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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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教育读书心得篇四

在暑假闲暇之余，我有幸读了李--老师写得《爱心与教育》。
这是一本以手记的形式叙述了李镇西老师和他的学生们之间
一则则深动感人的故事。

读完李镇西老师的这本教育手记，让我思考到这样一个问题：
当一个好老师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在这本书中我找到了答案：
拥有一颗爱孩子的心!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们教育思想有所不同，
教育风格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爱的教
育”。教育首先是充满感情的教育。一个真诚的教育者必定
是一个受孩子衷心爱戴的老师，一定是一位最富有人情味的
人。李老师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基本条件去做好老师的。他
说：“爱学生就必须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而要走进学生的
情感世界，首先就必须把自己当做学生的朋友，去感受他们
的喜怒哀乐。”每个孩子都会引起他的兴趣，如孩子们的主



要精力倾注在什么上面，孩子们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孩子们的快乐和痛苦有哪些，这使李老师的小朋友圈子一天
天扩大，并且连他不曾教过课的那些孩子也成为了他的朋友，
可想而知李老师在孩子们的心中是多么富有影响力的一位老
师啊!

在书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深深吸引了我。有一个学生的名字叫
万--——一个典型的双差生。它父母离异，家庭复杂，先后
和父母的新家庭居住过，和爷爷奶奶共同生活过，也和社会
上的一些混混有过一段流浪的生活。李镇西从激励其自信心
入手，让自己和班集体共同关心他，用爱感化他，使其脱离
过去那种不良的生活，从最初的勉强接受，到后来自觉的去
除身上的不良习惯，行为反复，以致后来坚决与社会上的小
混混断绝往来。然后再想方设法从万同的学习基础出发与其
他学科的教师共同为其留特殊的作业，进行特殊的考试，让
一个在绝望、孤独中长大的孩子看到了希望，成为一个因为
自己活着而让别人感到幸福的人。实际上，李老师的做法已
经超越了一般的师爱，也可以说是他对学生所做的越过我们
一般教师能够做到的。尤其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功利的社会
里，作为教师还是应该有最为纯洁的思想，用一颗纯净的心
去对待我们的学生，为学生的生活注入一股清泉。

如果每一位老师都能像李老师一样觉得工作是幸福和快乐的，
那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将会是另一种意
义上的和谐。作为老师，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对得起我们的
孩子们，让他们能共享教育的阳光雨露!

爱心教育读书心得篇五

寒假，我捧起了《爱心与教育》一书，认真研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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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教育读书心得篇六

寒假期间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李镇西的《爱心与教育》一书，
通过阅读该书，感触颇深，作为一名年轻的教师，教育之路
还很漫长，能有这样的材料给予帮助，我想我会在今后的教
学之中将会完善我的的工作，现就对这本书的感受总结如下：

《爱心与教育》是李镇西老师1998年献给走向21世纪中国教
育的一本探索手记。书中用一篇篇独具爱心和思想性的记实
文章，折射出他高扬民主、科学、个性的教育旗帜的教育思
想历程。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探索和不断
的创新。我陆陆续续地读完了这本书，书中的很多事例对我
可谓受益匪浅。“当一个好教师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李镇
西老师这样回答：“拥有一颗爱学生的心”。爱学生，就必
须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自问：你为走进学生的情感世
界做了那些努力?：

爱心教育读书心得篇七

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在陈老师的推荐下买了《爱心与教育》
这本书，看到书名就觉得正是我们新教师现在所需要阅读的。
现在经过半个学期的阅读和分享，我们已经读完了这本书，
我感到很荣幸，因为我从书中了解了李镇西老师，知道了他
班上那些可爱的同学们，收获了关于教育和其他方面的很多
小建议。

收集回忆，留存感动

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到李镇西老师特别细心，他能够收集好
与学生之间交流的信件，这一举动，也为这本书增加了可读
性和可信性。信件是第一手材料，我们可以通过它去感受当
时李老师和同学们的心情，这样阅读起来更加真实。现在我
就在反思，我会不会好好保留学生的资料或者信件？我想作
为一个教师，我们在了解一个学生时，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



观察他的资料以及交流的信件等，我想我在今后也会像李老
师一样，好好保存学生的东西，留到以后慢慢回忆。

爱心最重要

书中的“当一个好老师最基本的条件是拥有一个爱学生的心。
”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迪。“爱”这个字无论是作为教师，
还是作为朋友都是必不可少的，我相信只要教育当中穿插
了“爱”，那么师生交往就会简单多了。

这本书中随处可见的都是李老师对学生的“爱”，让我最震
撼的就是他居然可以记住所有学生的生日，并在那天送给生
日的学生一个礼物。我想这远远超出了师生之间的感情，他
们的关系由最初的师生转变成了朋友甚至亲人，这样怎么可
能不让学生动心呢？换个角度想，如果是我，我也会特别特
别喜欢这个老师，也会特别听他的'话。我想我也需要变得更
加仔细，用心去感受学生，用爱去转化学生。当师生关系转
变得并不仅仅是师生关系，成为了家人或者朋友，那么我想
不仅我们会成为了更优秀的自己，学生也会成长为更优秀的
他们。只要我用“爱”浇灌，他们这株幼苗总有一天会长成
参天大树。

另外李老师还很会观察学生最近的状况，学生一旦出现思想
抛锚现象，他能够很快觉察出，并用委婉的方式劝告。教师
们应该都知道，直接劝告其实很伤学生的自尊，所以用委婉
的方式显得很有必要，既不伤学生的面子，又能够达到理想
效果，何乐而不为呢？如今我在处理我们班学生的很多问题
上，我都采用了李老师这种委婉的方法，结果事半功倍。其
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想想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我们理
想当中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可以顺势往那个方向发
展。优秀教师的法宝应该就是既守原则，又变成了孩子们理
想中的教师。

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



我们好像总是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在父母、家人和学生身上，
因为我们总是不希望我们吃过的苦，走过的弯路，他们再经
历一次，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我们培养学
生最根本的不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让别人因他们的存在而感到
幸福吗？以后，我会把这句话时刻记在心里，挂在嘴边，既
提醒自己，又提醒学生。

发现幸福，创造幸福

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总是来源于许多小事，当然我们自己收获
幸福的同时，也应该教会学生发现幸福。通过引导学生观察
身边的小事，他们会发现他们的幸福可能很简单，老师的一
句夸赞，同学之间的帮助，测试卷优异的分数……如今虽然
我们收获了幸福，但是却不能忘了给别人带去幸福。教师引
导学生学会创造幸福，给家人、朋友和老师制造幸福，成为
一个大家喜爱的孩子，也让大家因它的存在而感到幸福。

以上就是我读了《爱心与教育》的感触。阅读，永无止境。

爱心教育读书心得篇八

有幸读到李镇西老师写的《爱心与教育》这本书，起初是出
于要完成读后感的任务才把这本书买了回去,捧读这本书时，
说实话，我不想逐字逐句地推敲，但不知不觉中，我就被书
中描述的师生真实情感所投入，更为充满爱心、民主、真诚、
人性的教育所折服。就这样，我陶醉着、感叹着进入了一种
会意忘文的阅读境界，带着自己的心去读，带着自己的梦去
读，带着自己的实践去读，带着自己的思考去读。时时反省
自身，反省自己与李镇西老师之间的差距。教书几近十年，
随着岁月的流逝已变得毫无棱角，常常以“平平淡淡才是
真”安慰自己。只到捧读李镇西老师的《爱心与教育》，我
才第一次意识到，实际上所谓的单纯是苍白，是肤浅;所谓的
平淡是平庸，是无为。



书中最震撼我的是李镇西老师对教育的深思。以前我也想过
该怎样帮助那些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想过该如何在课堂上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想过该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也想过
该如何让学生喜欢我??但我从未想过，学生到底为什么来上
学?当我读到教育就是要“每一个从他手中走出的人都能幸福
地度过一生。”是我深深震撼了，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
思想。但这以深深融入到李老师的血液当中，成了李老师的
教育追求。所以他不仅仅在学生在校期间尽职尽责，即使在
学生离开学校后仍牵挂着他们——所以他会为高考落榜的学
生写信——“这个世界如同一个茂密的大森林：有高大的乔
木，也有茂盛的灌木，有参天的巨树，也有缠绕的.藤萝，有
鲜艳的花朵，也有青翠的小草??但都在阳光下展现自己的勃
勃生机。”让自己的学生幸福地度过一生——这是一种多么
广阔的胸怀，多么博大的爱啊!

跟李老师相比，我的学生年纪更年轻、心灵更稚嫩，更需要
我去呵护、去关心、去琢磨、去引导他们。人之初，性本善，
在这个社会给予孩子更多影响之前，我们必须把他们培养成
品行端正、热爱生活、富有理想、朝气蓬勃的学生;必须把他
们培养成积极进取、敢于创新、富有个性、独立见解的学生;
必须把他们培养成自信自强、永不屈服、愈挫愈奋、乐观向
上的学生;必须把他们培养成兴趣广泛、身怀特长、善于协调、
精于应变的学生。

我喜欢随意的生活，尽管我工作的也踏实认真。但读完李老
师的书后让我明白“随意或许是一种美丽，而执著却是一片
更灿烂的云彩。”反思过去的“随意”与“从容”，越来越
觉得我的随意是低层次的，我的从容包含着更多的惰性。读
了这本书，让我的心灵受到一些激荡，让我渐趋平庸的心不
再麻木，让爱心与童心在我的心中留存的更久吧!

爱心教育读书心得篇九

每当别人听说我是从事特殊教育事业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



赞叹道："您真有爱心呀!"，听到这样的赞叹，我总会有些许
惭愧感。

从教之初，我的确是全心身的投入到特殊教育中去，以极大
的爱心与耐心去教育这些残疾孩子。课堂上一双双求知若渴
的眼神，就是对我认真备课的最好回报。课后孩子们总缠着
我，对我打着手语说："老师，晚上我可不可以到电脑室练习
打字?"，我又怎么忍心拒绝学生的好学请求呢?于是，每天晚
上，我都会回校在电脑室里边备课，边静静的等候孩子们来
练习打字。孩子们也会在做完作业后安静的来到电脑室，认
真的练习打字。而且越是笨的孩子就越是勤奋，这么爱学习
的学生，真的令我感动，我喜欢看到他们认真学习的样子，
再苦再累我也愿意。孩子们把我当成他们的朋友，把我当成
他们的姐姐，爱向我倾诉心事。所以，我也经常去学生家中
家访，即使我并不是他们的班主任。孩子们毕业后，遇到总
总问题也爱向我咨询，家长也信任我，孩子们遇到一些婚姻
方面的问题也让我帮助解决。虽然那批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
了，但见到我还是非常亲切的叫我姐姐，经常在qq上和我聊
一聊他们的生活。的确，那时的我不愧是个有爱心老师。

最近，有幸读到李镇西老师的《爱心与教育》，我深爱感动，
李老师对学生的爱是永恒不变的，他是一位有智慧且非常有
爱心的老师。如：对待后进生万同，他是想尽一切办法，为
了学生的成长不断的坚持，当学生一次又一次的犯错时，他
能理解、能宽容，但并不放弃对他的教育。也只有他这样的
老师才可称得上是一位有爱心的老师。其实，学生可以感动
教师，教师也可以感动学生，成功的教育其实就是"爱"的教
育。我应该向他学习，排除工作与生活中的各种困难，重燃
起对教育的激情，以自己的热情去感动学生。

"回首昨天，应该是问心无愧的;面对今天，应该是加倍珍惜
的;展望明天应该是信心百倍的。"但愿每一位教师都能做到
像李老师一样问心无愧。



爱心教育读书心得篇十

寒假期间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李镇西的《爱心与教育》一书，
通过阅读该书，感触颇深，作为一名年轻的教师，教育之路
还很漫长，能有这样的材料给予帮助，我想我会在今后的教
学之中将会完善我的的工作，现就对这本书的感受总结如下：

爱心教育读书心得篇十一

再次捧起李镇西的《爱心与教育》一书，带给我的依旧是感
动，是钦佩。书中朴素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深深吸引，甚至
潸然泪下。

快乐的校园生活。“爱”，正是本书的主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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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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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所描述的老师和学生间的一个个故事都体现了他对学生
的爱，而这些一般的老师恐怕难以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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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由衷地佩服、尊敬!

书中宁玮的经历让人有一丝遗憾，却又佩服她的善良与勇敢;
万同的反反复复让人揪心，最后的结果又让人舒心;程桦、杨
嵩、黄金涛、王铜勇于挑战自我，克服了自己的弱势，不仅
学业有成，更是锻造出了卓越人格。这些都和老师的培养是



分不开的。他是那么富有爱心、童心、真心，也正是因为是
这样的人，与学生的交流总是充满无限真情，也正是因为老
师以爱回报爱，从而使教育获得最终成功!

从书中的手记里，我们还可以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首先
是认清自己的教育活动的目标，不是一张张的成绩单，不是
一堆分数，不是高一级学校的录取通知，而是活生生的人，
是人才，是能够在未来社会中站住脚跟、开创事业的人才。
这样的人才，不仅要在学校里读书，通过读书获得一定的扎
实的知识，更需要终生有读书的兴趣，求知的欲望，并且有
能力自己学习，有能力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有能力吸取
这些知识。这样的人才还要能够正确地处理社会各种复杂的
人际关系，经历顺利和艰难、成功和挫折的考验。他们需要
有知识，更需要有理想，有坚强的意志，有优良的品质。”

书中的教育手段是特别的，教育成效是卓越的。老师的爱是
建立在真正的民主的基础之上的，是真正平等的爱，发自内
心的爱，不含任何杂质的爱，而更重要的是，这份爱不是单
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互动!

《爱心与教育》这本书给我们一种领悟，一种发现!它启发我
们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不要吝啬自己动人的微笑，由衷的
赞叹，热情的鼓励，真诚的帮助和无私的爱心，它们是滋补
孩子们心灵的灵丹妙药。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用我们的真
心、爱心和责任心，在每一位孩子的心田都播下希望的种子，
以一颗智慧之心，仁爱之心，包容之心去拥抱我们的事业，
拥抱我们的孩子!

爱心教育读书心得篇十二

读完李镇西老师所著的《爱心与教育》，我被他的爱心所震
憾;被他用全身心的爱心投入到教育事业所震撼;被他的一幕
幕真实的、感人的故事所震撼;为他所教的学生而感到自豪和



骄傲，从而让我深深体会到“当一个好老师最基本的条件是
拥有一颗爱学生的心!”

爱学生，就必须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就必须把自己当
做学生的朋友，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对学生的爱不
应是居高临下的“平易近人”，而是发自肺腑的对朋友的爱;
爱心和童心，是我教育事业永不言败的最后一道防线。我自
己是非常赞同这话的。假如没有爱学生的心又何来的教育好
学生呢?假如没有爱心和童心，又何来与孩子打成一片，更好
地教育孩子呢?说爱心和童心是教育事业永不言败的最后一道
防线也是再恰当不过了!

李老师说：“教师应把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情感投向那些极
度缺爱的同学。弱势群体是不幸的，因为他们长期承受着巨
大的心理压力，很难拥有健康、快乐、自信、向上的精神生
活。如果我们能还他们健康、快乐、自信、向上，那该是多
么好的教育!”是啊，爱是我们的语言，和学生相处，只有爱
是打开学生心灵大门的钥匙，只有爱才能换来学生的真心和
信任，成为真正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作为老师，你将你内心
深处的爱心传递给你的学生了吗?自省过后，我发现自己做得
的确不够。身为一名数学老师，由于带2个班，又不是班主任，
所以平均与每班孩子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常常是这节课进这
班教室，下一节又要到另一个班级上课。很少有时间和学生
交流、谈心，所以学生对我也并不是特别亲近和了解，其实
我是很爱他们的，我由衷地为他们的进步而高兴，为他们的
失败而难过。但作为老师，我总是在潜意识里把学生看成是
教育的对象，可能太过追求在学生面前的威严了。其
实，“师生在人格上应是绝对平等的，教师不应自视比学
生‘高人一等’。因此，我们对学生的爱，不应是居高临下
的'‘平易近人’，而应是发自肺腑的对朋友的爱。”

从教学过程中，我也发现：拥有一颗爱心，真心付出，孩子
们也同样对你真心喜欢。爱心还表现于对学生的赞美与宽容，
尊重孩子的成功，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成绩，不要吝啬赞美，



你会发现他们脸腮甜甜的微笑让人陶醉，这种无名的爱融入
彼此，也教育了他们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犯了过错，
要细心教导，让他们感受老师是因为爱他们才教导他们的，
这种爱不需要言语来表达，他们也能感受到老师的一颗爱心，
于是，他们就会注意下次类似的错误。因为有了爱心，让孩
子努力争取，改错，会发现，这样的教育更有意义，也让人
更容易接受!也就是说，我们不仅需要有颗爱人的心，更要的
是一颗智慧的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