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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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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教育读书活动美篇篇一

有人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使人开茅塞，
除鄙见，得新知，养性灵。因为书中有着广阔的世界，书中
有着永世不朽的精神。虽然沧海桑田，物换星移，但书籍永
远是新的。

寒假中，我有幸拜读了王宏甲先生编写的《新教育风暴》这
本书。这本书阐述了：作为教师究竟应该树立哪些新的教育
理论，转换哪些旧观念。在教育模式、学习方式正在发生根
本性变革的今天，我们在转换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方面
应如何去做?在阅读中给我启发最深的是“开发数学教育”这
一章，可能这与我任教的科目有关吧，书中阐述道：自然科
学是对自然现象本身客观规律的揭示，从这个意义上说，科
学的本质是发现，而数学是人们为建立自然和社会现象的主
人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学的本质是发明，是主观建构。
数学中最基本的有理数、无理数是人自己设定的，几何学上
的最基本的点、线、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完全是一种抽
象的概念，只不过为了帮助人们理解这种概念才做出有形的
点、线、面来，就是最基本的1+1=2也是人们设定的运算法则
之一，这一法则只有在十进位制的系统中才有意义，在二进
位、八进位系统中就毫无意义了。有时候，数学是通
过“无”与“无”的运算，算出“有”来。夸张一点说，数
学有时就是“无中生有”。而这种无中生有是非常重要，甚



至是数学的本质。书中例举了一个事例，苏联著名教育学家
赞可夫有一次举行小学数学教学的公开课，教学的任务是引
导学生学习从连加向乘法的过渡。他出了一道题
目：7+7+7+7+7+7+3=?赞可夫的意思是引导学生得出7_6+3的
方法。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开始一个同学就说：“我可以
用7_7——4的方法来计算。”在《教学与发展》这本书中，
赞可夫回忆到：当我听到这一方法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
这个孩子非常了不起，她看到了一个不存在的7，她发现了数
学的本质。既然孩子们已经具备了认识数学本质的能力，我
们为什么还要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学呢?如果我们忽视学生的发
展水平，忽视学生发展的潜力，就等于是犯罪。于是他推翻
了自己准备的教案，就从这个不存在的7讲起。这里既表现了
赞可夫的教学机智，更表现了他对数学和数学教学本质的认
识。当然，我们这里不是严格讨论数学的问题，而是想说明
一个道理，人是数学的主人，数学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学会
运用数学为我所用。

书中一句句的论述，一个个事例生动地告诉我们，不同的教
育观念，不同的思想方法会有不同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
学生会有不同的发展结果。教学的开放首先需要思想的开放。
为了培养学生更好地应对社会生活的能力，为了更有效地培
养学生的创造性，我们需要更开放的数学教育。

新教育读书活动美篇篇二

又一次拜读朱永新老师的《新教育之梦》。用心读完后，掩
卷遐思，不禁心潮澎湃，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这位教育大师
知识的渊博，对教育至真的感悟与至纯的挚爱，他对新教育
理想追求的高瞻远瞩，令我油然而生敬意。我强烈的感觉到，
这新教育之梦，她，并不遥远，她，就在我们广大教育工作
者共同的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中，这梦定能成真!

这本专著在教我们如何当一个好老师的同时，也教会了我们
如何做人。



一、做一个不断进取的学者

海纳百川，才有了大海的浩瀚无边。一个真正优秀的教师，
就应该是一个不断进取的学者，向前辈学习，向优秀者学习，
甚至向我们的孩子学习。"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在为不可知的
未来服务，教师和孩子间的代沟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大，教
师第一次不得不抛去因经验丰富而摆出的架子，虚心向孩子
学。这是我们怕见到而不得不见到的一幅图景。教师此时
有’一桶水’也是不够用的"。面对我们的孩子，面对他们突
然冒出的新花样、新想法，我们常常会发出感叹:现在的孩子
啊，我们常常有无所适从的感觉。这时，你的脑海里应敲响
警钟:你已经落后于你的孩子了。

二、做一个有思想的教者

人没有了思想，根本就属于酒囊饭袋、行尸走肉。教师没有
了思想，就不能称其为教育者。教育不光需要有思想的教育
学者，有思想的行政管理者，更需要有成千上万有思想的一
线教师。这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用思想去重塑我们的教育
行为，"观念改变，行动改变;行动改变，命运改变"。二是用
思想陶冶学子的心灵。只有思想才能滋养丰富的心灵和厚重
的人格在教育世界中，倘若有丰富的思想熠熠生辉，倘若有
丰富的思想相互碰撞，淌若有高尚、丰富、独到、深刻的思
想来鼓舞人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生，才更有趣味，更
有魅力，我们才真正无愧于上苍给予我们的不可重复，不可
替代，无比高贵的生命。

三、做一个宽容的智者

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很欣赏:土地宽容了种子，才拥有了收
获;大海宽容了江河，才拥有了浩瀚;天空宽容了云霞，才拥
有了神采;人生宽容了遗憾，才拥有了未来。宽容意味着承认
孩子的差异，承认孩子的未完成状态。教育应从宽容开始。



新教育读书活动美篇篇三

《新教育之梦》这本书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作为一名教师，应
该激发心灵深处最美好的憧憬。在这样一个高呼素质教育然
而应试教育仍然牵绊着每一个学生和每一个教师的时代,虽然
是一个刚刚投入教育事业的新人,应该是有激情有梦想的时候,
却不敢把教育想的很美好,教育是一个富有艺术性的工程,却
更是辛苦的。如果不是因为要写这一篇读后感，或许就错过
了一本好书,在拜读这一本《新教育之梦》的时候,让我最有
感触的那章理想的美育。以下是我对美育这一章一点浅薄的
感想。

1、在注重美育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认为,在力量的王国,人与人以力相遇,
因而人的活动受到限制;在伦理的王国中,人与人以法律相对
峙,人仍要受到限制;只有在审美的王国中,人可以通过自由去
给予自由,因而给社会带来和谐,也使人成为和谐的整体。这
无疑揭示了审美与创造的内在机制,也就是说,通过审美解放
了人的感性,激发了人的灵性,开拓了人想象的空间,从而开发
了人的创造性。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中,”创造“已经
和”感受与鉴赏”,”表现”等一起作为教学领域的内容，如
果在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鉴赏能力，想
象能力，而只让学生成为题海战术的牺牲品，那这样的教育
是不健全的。

2、理想的美育应该是一种”自然美”。

理想的美育应该是与自然融为一体,与自然和谐,感受自然的
灵气,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才能真正感受到美。但现在的学生
已经远离了大自然,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这句话来形容也不为过。当学生被关在教室里接受什么叫美
育的时候,早已经不懂什么是小桥流水的幽雅情趣,什么是大
江东去的磅礴气势了。离开了美育的源头活水----大自然,美



育从何谈起!

3、通过美育让学生形成完美的人格。

朱光潜先生有句名言: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毫无
疑问,美育的终极目标是指向人性的,学生健康完美的人格是
一切美好行为的前提条件，如今，我们已经不再担心学生的
智力问题，而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却是作为父母，教师更应
该警觉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太直面现实，有太多社会陰暗面
的实况转播，于是，在孩子们的心中，没有了纯真，没有了
纯正，没有了童话和梦想，没有了对生命一往情深的哀怜和
呵护，以及对人生的憧憬与向往。有了完美的人格，才能引
导学生走向美好的人生。

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教育曾经忽略了,冷落了乃至抛
弃了美的话,而沐浴着新世纪的教育理想之光,我们应该重新
开始追寻美,战线美,创造美,那么,现在是时候了。

新教育读书活动美篇篇四

读完该书，我的头脑也如同经历了一次风暴，使我对教育和
现状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我为作者在书中所展示的事实和
透射出的智慧和远见所吸引，所震撼，同时又面对现实又感
到困惑和矛盾，但更多的是引发对自己教育实践的思考和反
省。

(二)矛盾与困惑

新教育读书活动美篇篇五

前天，我在群里，向各位老师发起过一个提问：“我们常说
要带领学生好好学习，有哪位老师对这个‘带领’产生过质
疑?”，很多的老师给出了回答，有的说，“老师是课堂的主
导者，有什么问题吗?”;有的说，“要看怎么带领，并且列



出了很多具体操作的方法”;还有得说，“一直都是这样说，
还真没质疑过”，应该说，这个中的第二位回答的老师，是
经过很严密的思考的，早有准备。可是，这三种回答，其实
并没有我想要的答案，其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墨守成规的思
维，根本没有从空间转换的角度去考虑。

我个人认为这种“带领”是不妥的，这儿存在着一个位置关
系，带领，很明显是老师在前，学生在后，或者说学生在课
堂上是老师的跟随者，亦或者说老师是课堂的表演者，学生
是观众都行。可惜很多老师却对此视而不见。当然，文中的
那位堪称“特级”的教师都依然如故，那我们大家似乎也情
有可原。如此的“特级教师”的精彩表演应该用“特技教
师”来冠名似乎更恰当。

相信大家都有迷路的经历，如果让人带你去了，回头让你再
走，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自己找去，更别说是带你坐车走，
那样恐怕你连方向都辨不清。假如，只指给你方向不带你去，
自己走，可能第一次会费劲周折，可接下来的第二次，想必
是轻车熟路。

我们当今的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却恰恰在此，师生的定位、施
教的方法不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学生应有的好奇心和探索
的欲望被老师的传统教学方法无形剥夺。究其深层原因，还
是应该归过于这种评价机制不当所带来的压力，尽管很多老
师已经认识到，换种施教方法，不见的会影响学生成绩，但
是，却没人愿意为此进行尝试而承担的风险埋单。遵规守矩、
轻车熟路，何乐而不为呢?说不定有朝一日，靠着精彩的表演
也能弄个“特技教师”当当。

至于中国教育与欧美之间的差距，我没进过他国学生的课堂，
无从谈起，下面这一段的话，是我从报端、网络中得来的，
写在这儿，不做评论。“美国学生在学校走的最近的不是老
师，而是图书馆、阅览室。美国学生不用背公理、公式，更
不会花时间去推导那些公理、公式，在他们的眼里，去推导



那些已经证明了的公理、公式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学生只要
熟记公理、公式的适用条件即可，搞课题研究的学生，甚至
是研究所，遇到难题，也是去图书馆，如果自己查阅不到，
旁边会有老师帮着查。美国的课堂是‘乱哄哄’的课堂，老
师当观众、当裁判，学生自由走动，可以在黑板自由写、画，
可以大声喧哗，也可以围坐一团”，完全没有我们课堂的秩
序井然和老师们的“特技表演”。

中国教育改革之路，已经走了几十年，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
的大讨论至今也未休止，只是我们看到的，不是离目标越来
越近，而是越来越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局面?是当局
吗?是体制吗?是老师吗?应该是各有其因，只不过有轻重、主
次之分而已。

文中对那位特级教师的表现，描写的既生动形象，又惟妙惟
肖，很是精彩，“侧立黑板、目视窗外、语言精练、板书条
理、课讲流畅”，我佩服作者的文笔和视角，如果再加上点
思维方面的文字，我相信，绝对是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说，那
么现在就让我来对上述表现来一个寓意的延伸：

1、侧立黑板——用肢体语言来说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2、目视窗外——故作思考状、目无课堂学生。

3、语言精练——表现思路清晰、谈吐不凡。

4、板书条理——一节课一黑板，表现对课程知识点让学生笔
记部分把握的好，不多不少，这可不是一般老师所能把握的
好的哦。

5、课讲流畅——充分表现一个“特级教师”对于此类课堂的
轻松驾驭能力，这个轻松是经过长期的训练得来的。

如此的“特级表现”，我觉得也很可惜，我可惜的是，这是



课堂，而不是会堂，如果是会堂，我敢断言，结束之时，肯
定会掌声如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