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陶行知教育名篇心得(优秀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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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陶行知教育名篇心得篇一

读了《陶行知教育文集》一书，我觉得本书汇集了陶行知先
生平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精髓，行文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从“教学合一”、“学生自治”、“平民教育”、“学
校观”、“创造的儿童教育”、“民主教育”等各个方面集
中体现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及“知行合一”的独
特教育思想，经过八十多年的考验，不仅仍有很高的学术价
值，而且对今天的中国教育改革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和指导
意义。读完本书，回想自己短短几年的教学生涯，我心潮起
伏，难于平静。简要谈谈读后感。

一、和学生共同学习“在共同生活中，教师必须力求长进。
好的学生在学问和修养上，每每欢喜和教师赛跑。后生可畏，
正是此意。教师非常愿意我们的学生能有一天跑在我们前头，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教师对于学生的希望。当今的社会
日心月异，信息量瞬息万变，不断地在更新。我们在教学中
不能懈怠，不能放松，一定要鞭策自己努力跑在学生前头引
导学生，不能固步自封，守着老教材、老教法贻误学生，这
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师道之可敬在此。有教师经常说：给学
生一杯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可是桶再大也不可能取之不
尽，要不断的往桶里注入新的水才行!记住这点，我平时就注
意积累，遇到需要时更要不怕麻烦地寻找答案，不断鞭策自
己努力跑在学生前头引导学生，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我利
用一切时间，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只有具备了真才
实学，才能对得起教师的职业称号，对得起自己的学生，才



能在新教改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改进，教学相长，从容正视
学生求知若渴、跃跃欲试的目光?并在教学中思考，怎样才能
做到以身作则，培养学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品格与开拓创新
的意识，培养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胸怀与奉献精神……
通过实践，我发现只有经常阅读报刊，阅读网络，才能够让
我对世界保持一种新鲜感。经常阅读经典，能促使我学会思
考，能够使我的观点不落后于学生，让我找到与学生交流的
话题，从而增加彼此的交融性，从而适时地进行点拨、引导，
在无形中提升我的品位，强化教师的人格魅力，从而影响我
的学生敢于求实创新。

二、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从开学以来我发现我班的
学生有个毛病都不喜欢做眼操，只要眼操音乐一响，很多学
生为了逃避做眼操而在操场上呆一会，音乐一完再气喘吁吁
的跑到教室。我总是对孩子说做好眼操的重要性，但是学生
明白了又能怎样，还是不喜欢做。很多方法都用了，但是效
果并不大。前几天让班长记下谁不做眼操，就让他中午到我
办公室做十遍，明明知道是在惩罚学生，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了，只能试试。嘿!还真管用，除了2个学生不听话，受到惩
罚，其他学生还不错。

读陶行知教育名篇心得篇二

读完这篇文章后，我不免为这样一所小学校叫好，因为这个
学校不但教学生读书，并且教学生做事。

即使是此时此刻，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以为学校就是学生
读书的地方，教他们做事，学生家长也认为没有这种必要，
只是认为在这里能够承受学问即可，这里所讲的学问，主要
是讲书本学问。而燕子矶小学，却在短短的半岁时间内，使
学生从原来的七十人，加到一百零一二十四人。思索其缘由，
我想是因为学生在学校学习了一些符合生活须要的学问，学
生在学校里既然肯做事了，会做事，在家里也肯做事，会做
事了，自然也赢得了家长对他们办学理念的认可，所以这所



学校在短时间内规模扩大也应是在情理之中的。

燕子矶坡上因为经常有人倒垃圾，很不干净，丁超校长就领
学生们把全部的`垃圾扫除一空。村民不知道卫生，仍是时常
把垃圾倒在这个地方，但村民只要往这里倒，他就会去清扫，
村民倒一回，他就清扫一回，后来，邻居竟然也责怪起往这
里倒垃圾的人了，燕子矶也就从今干净了。

看到这儿，我不禁对丁校长的行为竖起了大拇指。对于村民
们乱倒垃圾的行为，他既没有埋怨，埋怨他们素养差，不懂
得讲卫生，也没有在那里竖一块此地制止乱倒垃圾的牌子。
他采纳的方式是别人倒我就扫，正是这种无声的举动影响了
村民，使他们自己在内心愿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当，后来形成
了村民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的情形。

润物细无声，在无声之中他的这种行为影响地也不仅仅是燕
子矶小学的师生了，而且影响了村民，让一种好的行为影响
到四周全部的人。

是呀，当我们面对的现实与我们的志向不相同的时候，与其
埋怨，不如放平自己的心态，通过自己的行动努力去变更。

读陶行知教育名篇心得篇三

拿到《陶行知文集》这本书的时候，有些犯难情绪。因为不
知该从哪儿入手。于是就翻开了目录，立刻地，就被《师范
生第二变——变个小孩子》这个题目所吸引。

“不可忽视小孩子的情感”，当此句跃入眼帘时，我陷入了
沉思，思绪也不由千回百转，那一幕幕、一句句不由在脑海
中回荡：每当下课后，孩子总爱围在身边，顶着那一张张无
与伦比的灿烂笑脸，连太阳都为之失色。他爱说笑话给你听，
希望换得你的一笑；他爱为你捏肩捶背，换得一句轻声
的“谢谢”，然后再欢呼雀跃般的回句“不用谢”；他爱兴



奋地向你展示他在生活中点滴的成果，希望听到你的一句赞
美：“你真是了不起！”；他爱向你报告同学们之间发生地
你再三禁令的小事，希望你赋予他神圣的职责；他爱将自己
带来的水果与你分享，眨着明亮的眼睛期待你能接受；他爱
不厌其烦地向你介绍着家庭成员最近的动向，以期你对他有
更深层的了解。他爱，在他犯了错被批评后，滴落下悔恨的
眼泪，再伴上一句深切的忏悔：“老师，我知道错了。”以
期得到你的原谅，然后转身，又是一片欢声笑语。

可是，每当在短暂的课间休息时间里，我们总是埋首于作业
堆中，或者在训斥那几个“惯犯”。所以，当他要说笑话时，
一句“下次吧”，冻结了孩子的笑颜；当他给你水果时，你
的拒绝接受让他心伤；当他......总之，他们的满腔热情总
是被我的敷衍而大打折扣。其实，孩子的心思很单纯，是希
望与你多亲近，而我们不停歇的脚步，让他们抓不住，于是，
距离就越拉越远，也许，长此以往下去，孩子再也无法怀有
当初的盛情。

如若，放慢脚步，降低身姿，变成他们中的一员，也许，学
校将成为师生共同的乐园。

读完这篇文章后，我不免为这样一所小学校叫好，因为“这
个学校不但教学生读书，并且教学生做事。”

即使是现在，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以为学校就是学生读书
的地方，教他们做事，学生家长也认为没有这种必要，只是
认为在这里能够接受知识即可，这里所讲的`知识，主要是讲
书本知识。而燕子矶小学，却在短短的半岁时间内，使学生
从原来的七十人，加到一百二十四人。思考其原因，我想是
因为学生在学校学习了一些合乎生活需要的学问，学生在学
校里既然肯做事了，会做事，在家里也肯做事，会做事了，
自然也赢得了家长对他们办学理念的认可，所以这所学校在
短时间内规模扩大也应是在情理之中的。



燕子矶坡上因为经常有人倒垃圾，很不干净，丁超校长就领
学生们把所有的垃圾扫除一空。村民不知道卫生，仍是时常
把垃圾倒在这个地方，但村民只要往这里倒，他就会去打扫，
村民倒一回，他就打扫一回，后来，邻居竟然也责备起往这
里倒垃圾的人了，燕子矶也就从此干净了。

看到这儿，我不禁对丁校长的行为竖起了大拇指。对于村民
们乱倒垃圾的行为，他既没有抱怨，抱怨他们素质差，不懂
得讲卫生，也没有在那里竖一块“此地禁止乱倒垃圾”的牌
子。他采用的方式是别人倒我就扫，正是这种无声的举动影
响了村民，使他们自己在内心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当，后来
形成了村民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的情形。

“润物细无声”，在无声之中他的这种行为影响地也不仅仅
是燕子矶小学的师生了，而且影响了村民，让一种好的行为
影响到周围所有的人。

是呀，当我们面对的现实与我们的理想不一致的时候，与其
抱怨，不如放平自己的心态，通过自己的行动努力去改变。

读陶行知教育名篇心得篇四

我拜读了陶行知先生的《陶行知教育名篇》，受益匪浅，本
书汇集了陶行知先生平生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精髓，从“教学
合一”、“学生自治”、“创造的教育”、“创造的儿童教
育”等各个方面，集中体现了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即教
育”、“教学合一”以及“创造的教育”的独特教育思想，
对于我们的教育事业具有许多现实意义。

陶行知先生的创造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六大
解放，即头脑解放、手脚解放、身体解放、感官解放、时间
解放、语言解放；二是“劳力的基础上劳心”;三是“学做合
一”;四是“实验即创造”，创造的本质是活鲜鲜的生命，是
活生生的愿望，是在于火一样的热情，是在于探究的兴趣，



创造来源于生活的活力、来源于生命的本身。

在“创造的教育”一文中写到鲁滨孙漂流到荒岛上去，白天
到海边用手去捧水喝，到黑夜没水喝，他想出了用软土制成
的瓶子，再用火烧成，可以装水，这是由行动而发生思想，
由思想产生了新价值。当今的学校教育，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不很多，教师的教法不新，学生学法不新。因此，现在的教
育需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创造力，需要充分的营养，适
宜的土壤，良好的环境，还需要建立良好的习惯，需要因材
施教。我们也要像利波老板那样宽容法拉第，让法拉第在电
学上取得辉煌的功绩。

教育创新并非标新立异，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的能力，如果
说教学内容已经体现了这一方面的要求，而仍采用“填鸭
式”的教学方式的话，就无所谓能力的培养了。因此，新时
代的教学就是创新的教学，创新的学习。陶行知指出，在教
学过程中，先生的责任不在于教，不在于教学，而在于教学
生学。教师不应把现成的解决问题方法传授给学生，而应该
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告诉学生，使学生自己动脑，经过不断反
复推敲，以求得最佳效果，也要注意不能让学生像“无头的
苍蝇”似的盲目乱撞，教师应精心的设计好一系列程序，指
导学生用最短的时间来解决问题，并能推而广之，达到举一
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由此我们体会到陶行知先生的“创
造教育”的真谛。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引导学生手脑
并用，学会过硬的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使每一位学生
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有用人才。在实际教学中，
我将从书上学到的做起，从自己的本职工作做起，认真对待
每一名学生，认真上好每一堂课，以真正的创新理念去开拓
自己的新天地。



读陶行知教育名篇心得篇五

拜读了陶行知先生的《陶行知教育名篇》，受益匪浅，本书
汇集了陶行知先生平生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精髓，从“教学合
一”、“学生自治”、“创造的`教育”、“创造的儿童教
育”等各个方面，集中体现了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即教
育”、“教学合一”以及“创造的教育”的独特教育思想，
对于我们的教育事业具有许多现实意义。

陶行知先生的创造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六大
解放，即头脑解放、手脚解放、身体解放、感官解放、时间
解放、语言解放；二是“劳力的基础上劳心”；三是“学做
合一”；四是“实验即创造”，创造的本质是活鲜鲜的生命，
是活生生的愿望，是在于火一样的热情，是在于探究的兴趣，
创造来源于生活的活力、来源于生命的本身。

在“创造的教育”一文中写到鲁滨孙漂流到荒岛上去，白天
到海边用手去捧水喝，到黑夜没水喝，他想出了用软土制成
的瓶子，再用火烧成，可以装水，这是由行动而发生思想，
由思想产生了新价值。当今的学校教育，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不很多，教师的教法不新，学生学法不新。因此，现在的教
育需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创造力，需要充分的营养，适
宜的土壤，良好的环境，还需要建立良好的习惯，需要因材
施教。我们也要像利波老板那样宽容法拉第，让法拉第在电
学上取得辉煌的功绩。

教育创新并非标新立异，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的能力，如果
说教学内容已经体现了这一方面的要求，而仍采用“填鸭
式”的教学方式的话，就无所谓能力的培养了。因此，新时
代的教学就是创新的教学，创新的学习。陶行知指出，在教
学过程中，先生的责任不在于教，不在于教学，而在于教学
生学。教师不应把现成的解决问题方法传授给学生，而应该
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告诉学生，使学生自己动脑，经过不断反
复推敲，以求得最佳效果，也要注意不能让学生像“无头的



苍蝇”似的盲目乱撞，教师应精心的设计好一系列程序，指
导学生用最短的时间来解决问题，并能推而广之，达到举一
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由此我们体会到陶行知先生的“创
造教育”的真谛。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引导学生手脑
并用，学会过硬的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使每一位学生
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有用人才。在实际教学中，
我将从书上学到的做起，从自己的本职工作做起，认真对待
每一名学生，认真上好每一堂课，以真正的创新理念去开拓
自己的新天地。

读陶行知教育名篇心得篇六

所谓“教学”即教生学;所谓“学生”意要于学会生存。因此，
归根结底教育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教会学生学会如何生存”。
至于如何教才是最有成效的捷径，这就涉及到方法—论的问
题了。

教学并非简单的知识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能力。如
果说教学内容已体现了这一方面的要求，而仍采用“填鸭
式”的教学方式的话，就无所谓能力的培养了。因此我们主
张要由“喂养”式转为“觅食”式的教学。陶行知指出，在
教学过程中，先生的责任不在于教，不在教学，而在于教学
生学。先生如果只“教”或只“教学”，就把学生当作“容
器”，被动地接受知识，调动不起学生学的积极性，更不能
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素质教育主张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
体，所以教师的社会职能就是体现出“导”这个特点来。陶
行知认为，教师不应把现成的解决等问题的方法传授给学生，
使学生根本不用思考，而应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告诉学生，使
学生自己动脑，经过不断反复推敲以求得最佳结果。

与此同时，陶行知又指出不能让学生像“无头的苍蝇”似的
盲目乱撞，教师应精心设计好一系列程序，指导学生用最短



的时间来解决问题。对解决问题的过程本身而言，能推而广
之，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言
也能够发出去，以期达到解决别类的问题。由此我们不难体
会到陶行知的苦心，他想通过这一方法的寻求来最终培养学
生的能力，能力有了，学生就不仅能使自己获得丰富的知识，
而且还可以探索解决新的问题。

“教得法子必须根据学得法子”，学生怎样学就怎样教。这
里所指的实际出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学生的知识程度和
接受水平;二是指适合学生学习的教学方法。由于学生各人的
文化水平、道德修养、天赋才能和各年龄段的心理水平各不
相同，教师必须实行不同的教学方法。补偏救弊。长善救失，
这是素质教育的的根本要求。陶行知指出：“怎样学学就怎
样教，学得多也就教得快。学得少就教得少，学得快就教得
快，学得慢就教得慢。”

由此得知，陶行知把教和学的关系翻过来，不是传统的教师
怎样教学生就怎样学，而是学生的学决定教师的教;教学内容
的选择安排一定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来确定;教学过程
不取决于教师的主观意图和外界加的压力，而应该取决于学
生的快慢程度。同时，他还特别重视兴趣在学习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认为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当今教学理论
的研究成果表明，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肯定学生的主体作用，
要根据学生得可接受水平和最近发展区来促进知识的积累和
能力的发展，不可操之过急，拔苗助长。同时，现代教育理
论还注重非智力因素如性格、意志、兴趣等对学习的影响。
综上所述，因材施教是教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深入研究陶行
知的这一思想，有利于真正实施素质教育，发展学生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