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爱的教育读书阅读心得(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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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教育读书阅读心得篇一

哲学不能烘面包，但是能使面包增加甜味。人生就是买面包、
烘面包、吃面包的过程;若要面包好吃，需要调味的蜂蜜，而
那蜂蜜就是哲学”

这段话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先生对于哲学与人生关
系的精辟阐述

我对这句话作了以下修改：教育过程也就是买面包、烘面包、
吃面包的过程，若想而包有味道，需要调味的蜂蜜，而那蜂
蜜就是读书，读教育类的书籍。

在我看来，读书是一种幸福，一种乐趣，更是一种享受〕这
学期，学校布置了读专著谈体会，粗略浏览推荐书目，专心
阅读教育专著《新教育之梦》、《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教育的55个细节》、《爱的教育》等，边看边与平时教育
相比较，有了感触，有了共鸣。这些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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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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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向我们的学生学习。

“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在为不可知的未来服务，教师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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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面对我们的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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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的学生啊，我们常常有无所适从的感觉。这时，你的脑海
里应敲响警钟：你已经落后于你的学生了。

在教育新形势下，做一个与时俱进的教者，学习是唯一的途
径：学习，学习，再学习;以平常的心态对待学习，不急功近
利，不心浮气躁;从错误x中学习，在合作中学习，在探究中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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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需要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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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有思想的教师做一个有思想的教育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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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井贵的生命。

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有一条就是宽容在《中国教师
缺什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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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味着承认儿童的差异，承认儿童的未完成状态。

教育应从宽容开始。宽容地对待自己的学生，你会得到退一
步海阔天空的喜悦;教师宽容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意味着他的
教育思想更加深刻，教育手段更加成熟;教师宽容地对待自己



的学生时，就是科学地看待教育过程。正如陶行知先生说的：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里有爱
迪生。”

对待工作如此，对待人生也是如此人生在世，难免有许多不
如意，同事相处、朋友相交，难免有一些误会，但如果能用
宽容的心对待一切，那么，你就是生活的智者。

有人说，人生有三大境界，一是物质人生，二是艺术人生，
三是宗教人生。宗教人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能一辈子也达
不到，但追求一种快乐的让心灵释放的艺术人生还是可以做
到的，那就是多读书。作为教师，尤其要多读教育类书籍。

愿读书能让我们的人生充满智慧。

爱的教育读书阅读心得篇二

这段时间在电脑上读了法国教育家朗格朗的《终身教育引
论》，感觉受益匪浅。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每个人必须要适应这种发展，
所以就必须的学习，得接受新的教育，而且要终身的学习，
不然就会被社会淘汰，终身教育的基本含义就是指认在其一
生的不同发展阶段都要接受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教育。终身
教育观念是对传统的一次性终结教育观念的彻底革新，也是
人类对教育与社会关系认识上的历史性飞跃。

教育和训练的过程并不随学校学习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应该
贯穿于生命的全过程。这是使每个人在个性的各个方面——
身体的、智力的、情感的、社会交往的方面，总之是在创造
性方面——最充分地利用其禀赋和能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正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学习和研究，通过实习培训，人才会有
更大的潜在可能性去有效地、应付裕如地迎接他一生中遇到
的各种挑战。



终身教育已经是形式所迫，社会所需。我们每个人必须认识
到这点，并且欣然接受这种形式，最后祝愿终生学习的人们
整个人生终生受益，生命的全程感受和享略教育与生活的无
限美好！

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未来的成人承担生活的责任和义务，接受
变革和各种形式的智力和文化的冒险活动，适应社会习俗、
道德观念和理论学说的迅速变化。这说明了学习的主要是让
我们掌握学习的方法，去适应以后的生活。培育“学会学
习”的个体。朗格朗主张任何学习都把学得的知识加以条理
化的能力、应付自如地处理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和一般与
特殊之间关系的能力、把知和行联系起来的能力以及协调专
业训练和学识广博的能力。在终身教育的条件下，要用方法
来武装人们，使人们能在自己的整个求知道路上和文化生涯
中得心应手地运用这种方法。当今时代，那种凭借某种固定
知识和技能就能度过一生的观念已被抛弃，教育不再是为了
传授知识，而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传统教育是传授知识的
教育，把对学生的培养封闭在狭窄的对现行知识的记忆和背
诵上，重点在于文化模式的再现而不是创造，忽视人的全面
发展，重知轻能，陷入“唯书”“唯上”的泥海里。

这种教育的结果是，教育与生活缺少联系，脱离具体的现实，
偏向于选拔和分数，所培养的是失去个性和独立性的人。显
然，传统教育带有明显的工具性特点，仅“满足了统治阶级
和普通大众的利益”，却不能满足人性的一般需要和个体的
特殊需要。这样的教育不可能培养出能应对现代社会挑战，
为人类世界创造美好生活的人。学习过程的重点都不能再放
在设置局限、安排刻板的内容上，必须着眼于能力发展。终
身教育意在“教人们掌握一种在自己整个求知道路和文化生
涯中能得心应手地运用的方法”，即“学会学习”，从而造
就具有新的生存价值和生存能力，能够解决新的生存问题的
人。终身教育的主要目标在于打破传统教育的固有格局，整
合社会多方资源，促使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生命终结
能够获得不间断的发展，从而在度过富有意义的人生。



终身教育不是简单地进行成人教育，它的实现有赖于整个基
础教育体系进行相应的变革。它是一个整体的、连续的、系
统的教育思想，为教育能更好地为人类的生活谋求幸福而努
力将是以后教育发展的方向！终身教育赋予成人教育以新的
意义。成人教育不再是学校教育的简单延伸，而是立足于成
人的特点和成人的需要、是非强制的、自由的教育，是对人的
“长远利益的关怀”，让终生学习的人们整个人生终生受益，
生命的全程感受和享略教育与生活的无限美好！

爱的教育读书阅读心得篇三

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之一，作为教师的我
们，更应将书视作精神的食粮。学校布置了读专著谈体会活
动，更让我与教育类书籍有了更深的接触。?爱的教育?这就
是我读的其中一本。

为人师的同行们，让我们带着一颗圣洁的爱心，投入到教育
事业中，让我们教育着并爱着学生们!

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之一，作为教师的我
们，更应将书视作精神的食粮。学校布置了读专著谈体会活
动，更让我与教育类书籍有了更深的接触。?爱的教育?这就
是我读的其中一本。

?爱的教育?是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所写的，主要讲述了主人
公安利柯在一个学期中所记的日记，以及每月一次老师所讲
的关于意大利少年的故事。《爱的教育》中，同学朋友之间
的友谊,兄弟之间的关心，子女与父母之间伟大的爱，师生之
间的爱。天真无邪的心灵，处处为人着想的品格，知错就改
的行为习惯，无一不冲击着我的心灵，洗涤着我的思想。

我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我走进安利科的生活，目睹了他的
生活，目睹了他和他的同学们是怎样生活、怎样学习的，是
怎样去爱的，我发现爱中包含着对生活的追求!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流泪，但是，我成认这是一本洗
涤心灵的书籍，吸引我的，似乎并不是其文学价值有多么高，
而是在平凡而细腻的笔触中表达出来的近乎完美的亲子之爱、
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恋。这部处处洋溢着爱的小说
所蕴含散发出的人性之爱就是一种最为真诚的教育，真得很
伟大。

爱的教育文字虽然简单朴实，所描写的也是极为平凡的人物，
但是，其中流露出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会让人感受动不
已。“爱”是我们每个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字，可是，有
时候，我们也常会忽略周围的爱：如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
爱、老师对学生循循善诱、朋友间互相抚慰……这些往往都
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而没有细细地加以体会。而如果你加
以体会，你会感觉到，人生，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东西啊!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我们周围的一切，
一定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人疼我、爱我、
帮助我、我多幸福呀!而我作为一名小学教师，就更加要细心
的对待每一个孩子，孩子幼小的心灵还没有成熟，许多事情
都不懂，做为老师更应该正确的辅导。

爱的教育读书阅读心得篇四

暑假中，静下心来认真读了《福禄贝尔幼儿教育著作精选》，
福禄贝尔是19世纪德国幼儿教育家，是近代西方幼儿教育理
论的奠基人。阅读本书有助于深刻地了解福禄贝尔重要的幼
儿园教育理论和方法，也能更好地了解当代世界幼儿教育的
发展，并且也能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书中讲述的观点理论性很强，有很多段文字我必须反复阅读
多遍，仔细咀嚼多次后才能体会其中的意思。但是就是在这
样反复阅读、思考，努力理解、探索的过程中，不自觉地领
略到了很多道理，同时也让我不禁感叹福禄贝尔在教育方面
的高瞻远瞩，在那个年代就能对幼儿教育拥有这样深刻独特



的想法，令人由衷佩服。

书中就福禄贝尔的一些经典著作做了精辟的分析和解读，分
别有《人的教育》、《幼儿园教育学》、《幼儿发展中的教
育》、《母亲：游戏与儿歌》等经典著作中的重点章节。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一章节：《绒球——儿童的第一个玩
具》。福禄贝尔认为，球具有不同寻常的魅力，对儿童和青
少年来说有恒久的吸引力，因此，它是童年时期无与伦比的
最重要的玩具。球不仅对儿童具有意义重大的吸引力，而且
是一件具有深刻意义的玩具和一种教育手段。儿童在玩绒球
的时候，认识到，物体有时是被他自己抓住的、紧握的、可
触摸的，但有时候也是自由运动的。球让儿童感觉到自身是
一个整体，并遵循着人类的本性去发现他自己的命运，在生
命的早期，儿童就去寻求并且必须去寻求、去注视、去抓住、
去占有整体，即使是在无意识的阶段也同样如此。儿童寻求
的这个整体也是通过绒球给予他的。

球是一切事物的象征（因为自身之中包含着一个整体），同
时也是单个事物的特殊象征，例如，苹果和其他球形的物体，
在这些球形的物体中多样性得以体现，就像谷物的种子中所
蕴含的多样性一样。因此，球非常适合满足儿童的这种探究
欲望。福禄贝尔所说的绒球——或与之相同的圆球——实际
上是其他一切形状的基础和本源，所以，一切形状都可以通
过某些确定的简单法则从球体中符合逻辑地发展出来。如同
球体本身是一个整体一样，它也是每一个整体的象征和一般
表现。儿童能够在其中看到每一个整体和他自身，就像他能
从中看到每一个整体和每一个物体一样，他也能够反复地将
自己的影像印入其中，从而使他能与自身面对面。

书中反复强调福禄贝尔这样的`观点，对于需要得到发展的儿
童和促进他发展的成人而言，十分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应该
观察而且应该激发他们的孩子正在觉醒的个体力量和个体活
动，以及在几乎不易觉察的开始之中及表露的细微迹象之中



正在觉醒的精神。

人的发展（包括儿童的发展）的中心、真正的基础和起点是
心灵和感情。但是，对行动和思想的训练，肉体和精神经常
不可分割地伴随它们。思想必须转化成行动，行动必须通过
思想来决定和明确，这两者的根源都在情感本质之中。这些
论述对于认识、促进和保护儿童最初阶段的发展和认得发展
的规律是必要的。

爱的教育读书阅读心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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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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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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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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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能成功》一书正是认真探析了学
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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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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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值得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