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的奇迹读书心得(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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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教育的奇迹读书心得篇一

教育的奇迹主要讲了教育的惊人作用，读完教育的奇迹你会
不会惊讶于教育？会有自己的读书心得吗？下面是本站为大
家准备的教育的奇迹读书心得体会，希望大家喜欢!

假期里有幸拜读了朱永新主编的《教育的奇迹》一书，受益
匪浅。我不知疲倦地欣赏着这本神奇的“奇迹”带给我的新
生力量!

《教育的奇迹》这本书里面的故事让我震撼、引人深思。书
中的故事让我懂得教育不是为了选拔天才，更不是把人分成
天才和傻子。上帝让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都赋予
每个人一个成功的机遇，成功的可能。

当我们真正领略了教育的真实意义，也就不再怀疑这些功成
名就的天才的成功必将是一种必然!

《教育的奇迹》主要讲的是一些当代名人曾经是父母、老师
眼中的“差等生”、“笨小孩”、“问题孩子”、”残疾孩
子”等，但是，他们后来却成功了：牛顿是被人瞧不起
的“差等生”、爱迪生是不受老师欢迎的“糊涂虫”、达尔
文是爱“说谎”的“讨厌鬼”、爱因斯坦是连续考试不及格的
“愚笨儿”，这些不好的“头衔”根本没有影响他们成才。
这是为什么?显然，是教育在起作用。



书中还写到了世界上唯一的一名弱智指挥——周舟。他是一
个先天性智残孩子。舟舟是不幸的，舟舟又是幸运的。作为
他的父母，从未把他当成残疾儿童，用自己的爱心和耐心来
培养儿子的智力。利用他超常的音乐天赋，不断培养和给予
他锻炼的机会。作为一个智障孩子，舟舟是幸福的。上帝关
闭了他智慧的大门，却开启了他指挥的殿堂。看来“教育”
不仅仅是教师的职责，更多是家人的责任!总之，无论是来自
哪一个人的有效教育，它都能不同程度上创造真正的奇迹。
而这一个个奇迹的背后，无时无刻不在显示人性的爱!是爱，
各种各样的真爱，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教学理念，那就是无限相信学生的
潜力。人的潜力是巨大的，要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而且可能
做得最优秀，做得最卓越。公平对待所有的学生。其实越是
成绩不好的孩子，他们更需要老师的关怀与爱护，他们的心
更敏感。很多学生之所以会越来越差跟他在学校老师对他的
关心够不够，受到老师的漠视有着很大的关系。对待学生，
特别是小学生，我们应该有亲切的语言，温暖的笑容和恰当
的包容，孩子的成长过程需要我们的包容与鼓励，多点包容，
多点鼓励，孩子的进步就会很大很快。

作为一名教师， 特别是小学教师，我们要明白对孩子们的影
响是非常大的。首先，不要用成人的眼光看孩子，和成人相
比，孩子的思想是不定向的，他们不受束缚，无章可循，无
法可依，心上很少受概念的约束。因此，他们不可能去认真
思索一个问题，注意力也不可能长久地集中在某一件事物上。
这反而使孩子能无拘无束地想他们所想，超出成人的想象，
创造出令人惊异的场景。善于教育的老师，往往能够顺孩子
的天性，不断诱导，把孩子培养成才，而不会按照自已的意
志强迫儿童改变自已的天性。对孩子的教育，应该从孩子的
实际情况出发。不同能力，不同个性的孩子，在教育方法上
也应该有所区别，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发展孩子的特长，
要从孩子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强制孩子
服从家长的意愿，而是要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再次，多为



孩子喝彩，不要像防坏人一样防孩子。孩子有优点也有缺点，
这是肯定的.在与孩子的交流中。父母和老师一定要避免使用
一些不良的语言和态度，而应该多为孩子喝彩，多对孩子进
行鼓励，父母和老师也不要把孩子当成坏人一样的防着、管
着、而是应该信任孩子、赞赏孩子。

本书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
的父母和老师。虽然不是绝对，但也父母和老师的教育会对
孩子起着绝对的作用。老师、家长们应该学习各种教育理论，
帮助孩子成长，而不是一味地给孩子过高的压力，强迫孩子
去成长。希望就在眼前，秘密就在身边，打开此书，悉心阅
读，你会发现——天才就在身边!

暑假里心血来潮，买了好多茶叶，大红袍、龙井、碧螺春、
铁观音、正山小种。于是，忙里偷闲(此“忙”为带孩子忙)，
沏上一杯好茶，捧上一本好书，品香、品味、品读!

身为教师，便离不开教育的主旋律，而教育的乐章，要用爱
去谱写。几本书中，朱永新老师主编的一本《教育的奇迹》，
让我很受感动。此书由四个篇章组成，分别是“家庭教育的
奇迹”、“教师的教育奇迹”、“自我教育的奇迹”和“学
校教育的奇迹”。这些奇迹的诞生都来自于一个“爱”字，
唯有爱能化腐朽为神奇。

周弘用爱将失聪的女儿周婷婷培养成一位令人惊叹的神童;胡
厚培用爱将弱智的儿子舟舟培养成世界唯一的弱智指挥;荣晓
鸣用爱将先天脑瘫的儿子荣博征服美国名校;名师孙维刚用爱
浇灌学生心灵的成长;校长刘京海用爱鼓舞学生走向成
功;“再生父母”李圣珍老师用爱感化学生人性的尊严……一
个个教育的奇迹，实在让人震撼，为之感动。特别是李圣珍
老师的人性教育故事，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李老师的教育理
念是爱孩子，爱教育，提倡人性的高贵和尊严。在这爱的教
育理念下，李老师魔术般地转化了无数的“问题少年”和所
谓的“差生”。凭着一颗热忱的心和一份真诚的爱，李老师



把一个个“动物”变成了人，她是孩子信赖的好母亲，是学
生钦佩的好老师，是年轻人喜欢的大朋友。一位平凡的母亲，
却被成千上万的孩子视为“再生父母”。这份爱是何等的温
暖，何等的的神奇，何等的伟大呀!

感动书中的奇迹，也便细想身边的教育。作为一名教师，我
们身边也不乏有些性格怪异、思想偏激、行为散漫、调皮捣
蛋的学生。对于这些学生的成因，我们似乎了解的太少。没
有像李老师那样细致入微地了解学生形成的原因，自然不能
对症下药，对学生的教育效果自然也就收效甚微了。每一个
孩子都渴望爱，被父母爱，被老师爱，被社会爱。爱是无限
的，让我们像那些用爱创造奇迹的前辈们学习，用自己真诚
的爱，呵护每一颗幼小的心，让他们在爱的暖流中健康、快
乐、幸福的成长，让他们的梦想插上美丽的翅膀，勇敢地飞
翔!相信努力，定能成功，也让我们一起用爱创造教育的奇迹
吧!

《教育的奇迹》是一部平易近人的著作，他通过一些伟人小
时候的故事，告诉我们其实这些伟人小时候和我们平常的孩
子小时候是那样的相似，只不过是他们遇到他们人生中的伯
乐，让他们最终成才。读完这部书之后，感触也挺大。

《教育的奇迹》主要讲了教育的惊人作用，一些当代的人物
曾经是父母、老师眼中的“差等生”、“笨小孩”、“问题
孩子”、“残疾孩子”等，但是，他们后来却成功了：牛
顿——被人瞧不起的“差等生”、爱迪生——不受老师欢迎的
“糊涂虫”、达尔文——爱“说谎”的“讨厌鬼”、爱因斯
坦——连续考试不及格的“愚笨儿”，这些不好的“头衔”
根本没有影响他们成才。这是为什么?显然，是教育在起作用。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老师也希望自已
的学生个个是天才。但是，什么样的孩子才是聪明的孩子的?
让孩子上各种名目繁多的才艺培训班，就能塑造出天才吗?为
了培养自己的孩子，父母不惜重金，可教育是否仅仅是钱的
问题?这就是中国式的传统教育和外国教育的不同，国外更注



重对孩子的天真可爱的保留，更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他们有
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天地。教育家周弘说：“没有种不
好的庄稼，只有不会种庄稼的农民。”实际上，我觉得只有
健康成长才可能成才，无法健康成长的孩子是不可能成才的。
本书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
的父母和老师。虽然不是绝对，但也父母和老师的教育会对
孩子起着绝对的作用。老师、家长们应该学习各种教育理论，
帮助孩子成长，而不是一味地给孩子过高的压力，强迫孩子
去成长。希望就在眼前，秘密就在身边，打开此书，悉心阅
读，你会发现——天才就在身边!

美国教育家老卡尔﹒威特说：“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
会教的父母。纵观有史以来的伟人和天才，他们有着这样或
那样的缺点，倘若能给他们以再高明一些的教育，那他们一
定会更伟大、更健康、更和善、更宽大、更出色、更聪明、
更正直、更博学、更谦虚和更坚强。一言以蔽之，只要满怀
虔诚的心态，施以更加优良的教育方法，这些人就会成为更
加尽善尽美的伟人和天才。”是呀，每个孩子都有着各自不
同的优点，就看你能不能发现他们的优点并且好好地挖掘他
和培养他了。如果我们细细分析一下这些“笨小孩”“问题
孩子”，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一切都笨，一切都差，
一切都有问题，他们身上也有“闪光点”。如果每一位父母
仔细地观察自己的孩子，总会惊喜地发现，孩子身上具有许
多优点，也许他可能缺乏纪律观，但是，他却非常爱好劳动，
喜欢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许他可能学习成绩并
不好，但是，他非常喜欢画画，画的作品非常有新意。在孩
子上身上其实有着异乎寻常的潜能，关键是父母和老师们如
何去挖掘。如果我们每一位老师和父母能够带着赏识的眼光
去看待去孩子，总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孩子就是一个天才孩
子。

记得著名教育家夏丏尊说：教育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
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称其为池塘。没有情感，没
有爱，也就没有教育。然而，在我们现实的教育生活中，缺



乏爱心的现象实在太多：当学生有化解不开的思想问题时，
不是努力捕捉，认真发现，耐心引导，而是视而不见，或者
冷嘲热讽，大泼冷水;当学生有不遵守纪律的行为,我们不是
循循善诱，而是毫不留情，大声呵斥，甚至挥以拳头;当学生
成绩有波动，不是和他一起分析原因，热情鼓励，而是公开
批评，使他懊丧不已，使孩子那颗稚嫩的心一次次地受到打
击……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在我们的冷眼之前，
可能就有牛顿;在我们的棍棒之下，可能就有瓦特;在我们的
恶语之中，可能就有爱迪生。”是啊，从某种意义上说，成
材与否是人的潜力发掘和发展的必然，是人的一种不应受到
抹杀的天性，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同仁在有意无意中，却摧
毁了这种必然，践踏了这种天性，“创造”了一个个不该发
生、令人痛心的“奇迹”!我国童话大王郑渊洁说:“差生是
差老师和差家长联手缔造的。”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父
母和老师在教育中的责任.因此,父母首先要端正的是自己的
态度,“坏孩子”“笨孩子”“差孩子”“问题孩子”这些定
性的词都不能随便用在孩子的身上,只有把每一个孩子当
成“好孩子”“聪明孩子”“优秀孩子”“正常孩子”来对
待,他们才可能成为父母期待成为的人。

读完这本书,我不禁思绪万千: 对于我们教师来说，没有什么
比爱心更重要的。对此，我深有同感。在我看来这些七八岁
的孩子都应该是快乐幸福的，而这学期，有一个班的一个学
生却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沉默寡言，课间还躲在角落里，上
课不愿发言，性格孤僻，行为也较为散漫，学习成绩也不太
好。为什么阳光般的年龄却是如此默然呢?我在脑子里画了一
个大大的问号。于是，我决定去了解一下她的家庭，希望从
那里能得到答案。通过我的了解，她三岁时，父母离异，她
跟着父亲过，父亲没有固定工作，经常找一些人在家里酗酒、
打麻将，很多家务活都得她干。即使这样，父亲一不顺心还
要打她。在学校里，她总觉得老师、同学歧视她，对她冷淡，
因而自卑心理严重。教师的爱应该像阳光照射在每一个孩子
的身上，温暖每一颗还十分稚嫩的心，特别是那些心灵受过
伤害的学生。父母离异，家庭变故给她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



创伤，使她不能像正常学生那样得到父母的抚爱和家庭的温
暖，许多要求得不到满足，不愿和人交往，胆小，天常日久
成为班上的后进生。心理学认为，教师对学生诚挚热爱的情
感，能够感染打动学生，乃至转化为学生的心理动力，影响
其品德的形成和个性发展的方向。因此教师要以身作则，关
心教育这样的孩子，并利用自身特殊的地位，协调好离异双
方和孩子的关系。我决心以行动去温暖她，消除她的自卑心
理，唤起她的自尊。在这过程中，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而
是要号召全班同学和家长共同协助和配合，一起来帮助她走
出迷茫，迈向成功。这个学生渐渐地变了，性格开朗了，学
习成绩也上来了，特别是和同学们一起玩了。

每个孩子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需要
学会去赏识每一个孩子,发现他们身上的这些闪光点，多给孩
子一些宽容,让他们在老师爱的眼光中充满自信,健康、快乐
地成长;我相信：爱，会创造教育的奇迹呢!

假期两个月，以龟行速度读完了校长推荐书目《教育的奇
迹》。读完18个教育故事，唯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我的感
受——爱，真真切切的爱打动了我的心。要问我18个故事中
哪一个更得我心，那便是海伦·凯勒和沙利文老师之间的故
事。

海伦·凯勒，18 80年出生在美国巴拉马州北部的一个小镇。
海伦在一岁半的时候，因为一场猩红热夺取了她的视力和听
力，接着她又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海伦就在这样黑暗和寂
寞的世界中摸索着成长。直到七岁那一年，家里为她请了一
位家庭教师，也就是影响海伦一生的沙利文老师。沙利文小
时候，眼睛也差点失明，因而了解失明的痛苦。在她的辛苦
指导下，海伦用手摸触学会了手语，摸点字卡学会了阅读，
后来用手没别人的嘴唇，学会了与人交流。沙利文老师为了
让海伦接近大自然，让她在草地上打滚，在田野里奔跑，在
地里埋下种子，爬上树上吃饭，还带她去摸刚出生的小猪，
也去河边玩水。海伦在老师爱的关怀下，竟然克服了失聪和



失明的障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拉得克里夫学院，成
为一名学识渊博，掌握英、法、德、拉丁、希腊五种语言的
著名作家和教育家。著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老
师》、《我的生活》等十四部作品。

海伦如何从一个又聋又哑又忙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最令人感
兴趣的人物?海伦自身的努力自是不必说，我们还要看到默默
陪伴海伦五十年，给予海伦无私的爱的莎莉文老师。

爱学生，每个老师都会说，也都做，但是为什么最后的结果
却千差万别?我想这在于老师所给予学生的那份爱，是不是孩
子需要的，如果是，那么老师和孩子之间的舞蹈便翩然若蝶;
如若不是，那便是他疼你杠脚。

有人说：爱一个人要能爱她的有点，更要能包容她的缺点。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很有难度的。关键在于爱人的人
有没有一个大肚量，能容忍哪些缺点和瑕疵。每个孩子身上
都有优缺点，只是老师眼里有的孩子有点多于缺点，而有些
孩子则被缺点掩埋，很难找到他的优点，有点多的孩子得到
老师的关注也多，反之亦然，于是老师开始埋怨学生，抱怨
不公。可是有谁会会回头想想，“为什么我没有找到孩子的
有点，是这个孩子毫无优点，还是我缺少一双寻找优点的慧
眼?”被缺点掩埋的孩子不可怕，但是没有一双发现孩子身上
有点的慧眼是极其可怕的，因为他带给孩子的不是积极，阳
光和快乐，而是消极负面的，这一切将跟随孩子的一生。

当然，没有一个老师不爱孩子的，只是我们的爱在某些时候
变味了。早读铃声响了，玲玲踏着铃声姗姗来迟，其他同学
早已开始了早读，而你正站在教室外等着，此时的你会怎么
做那?大声喝斥“教室外站着!”还是现行退让，放她进教室
早读，可后再轻声细语地询问迟到的原因，了解到不为人知
的原因后，因同情，因关心，或其他因素给她一个抚摸，一
句安慰，一个拥抱，让她真真切切地感受你所给予她的爱和
关心。



其实，在我看来，尽力而为和全力以赴还不足以说明你会爱
孩子。一个真正爱孩子的老师是刚柔并济的。她既能给予孩
子母亲似的柔情，学生可以从她那里得到温暖;他又可以给予
学生父亲般的威严，学生可以从她那里明白何为责任和坚强。

教育的奇迹读书心得篇二

最近课余时间读了朱永新主编的《教育的奇迹》。这本书里
面的故事曾经让我刻骨铭心、感动良久，让我震撼、引人深
思。书中的故事让我懂得教育不是为了选拔天才，更不是把
人分成天才和傻子。上帝让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都赋予每个人一个成功的机遇，成功的可能，世无弃人，自
弃之人，世无完人，应该发现自己。当我们真正领略了教育
的真实意义，也就不再怀疑这些功成名就的天才的成功必将
是一种必然！

书中写到了世界上唯一的一名弱智指挥周舟。他是一个先天
性智残孩子。舟舟是不幸的，舟舟又是幸运的。作为他的父
母，从未把他当成残疾儿童，用自己的爱心和耐心来培养儿
子的智力。利用他超常的音乐天赋，不断培养和给予他锻炼
的机会。作为一个智障孩子，舟舟是幸福的。上帝关闭了他
智慧的大门，却开启了他指挥的殿堂。

放下这本书，细细联想在平时的教育生涯中。在我看来孩子
都应该是快乐幸福的，都应该是无忧无虑的。但我们的身边，
总是不乏一些调皮捣蛋、行为散漫、性格怪异的学生。他们
的个性、缺点各不相同。由于成长环境不同、家庭的教养方
式不同，年幼的孩子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也不同。许多人都
把孩子比做一张白纸，所以我认为是白纸就一定能描绘出美
丽的图画。我相信，每个孩子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他们
也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那就是需要老师和家长的爱。我们
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需要学会去赏识每一个孩子，要给予孩子
关爱的目光、鼓励的微笑、赞美的语言、亲切的拥抱。让他



们在爱的眼光中充满自信，健康、快乐地成长；教育没有情
感，没有爱，如同鱼儿离开水一样。我国童话大王郑渊洁说：
差生是差老师和差家长联手缔造的。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
了父母和老师在教育中的责任。从舟舟身上我深深懂得：没
有教不好的孩子，只要我们去努力，每个孩子都可以获得成
功。我相信：爱的确会创造教育的奇迹！

看完这本书中的许多事例，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前一阵子在荧
屏中国达人秀上，人们记住了一个用脚趾弹奏钢琴的倔强身
影刘伟。他说：我的人生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
彩地活着。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成了激励更多怀揣梦想青年
的座右铭，并迅速成为网上流行语。他成了吸引世界目光的
达人。我曾查阅资料，什么是达人？原来达人是指在某一领
域非常专业，出类拔萃的人物。指在某方面很精通的人，即
某方面的高手。那么象舟舟、刘伟、张海迪、周婷婷他们都
是残疾人，但他们更应该叫做达人。

我是从这本书里面获取了它的精神和品质，获取了作者对于
生活的理解，这也是我看这本书的最大乐趣。所以从今往后，
我要坚持阅读、快乐阅读、在阅读中不断进步！

教育的奇迹读书心得篇三

《教育漫话》一书，集中反映了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体系，
是洛克教育思想的最集中的表现。洛克在《教育漫话》中所
表述的教育思想是在概括并总结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在英国业
已形成的绅士教育的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较之宗
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更富有时代感和
实际意义，更能适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对绅士培养的
要求，因此，《教育漫话》在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教育的作用问题上，洛克于《教育漫话》中坚决反对封建
贵族为维护等级差别而鼓吹的遗传决定论，提出了著名的"白
板说"，对教育在培育人才，强盛国家中的作用寄予厚望，表



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这无疑是具有进
步意义的。但是，洛克没有认识到教育与环境、遗传之间的
辩证关系，更没有认识到教育要受到经济和政治的制约，具
有教育万能论的理论倾向，这显然又是错误的。

在教育的途径问题上，出于对当时英国学校中重视古代语文，
轻视实际知识，重视形式，轻视内容，重视知识灌输，轻视
儿童年龄特点和个性特点的古典人文主义的不满，洛克认为
绅士教育只能通过家庭教育来进行，而断然否定学校教育。
洛克的这一思想虽然有其客观原因，但它的确反映了自中世
纪以来，英国贵族重视家庭教育而忽视学校教育的阶级偏见。
当然，其中也包含有洛克重视教育中的因材施教的正确思想。

在绅士教育内容上，洛克继夸美纽斯之后，全面提出了一个
以实用科目为基础的课程体系，意在满足资产阶级事业家处
理公私事务，开拓海外，充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反映了资本
主义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时代潮流对教育的迫切要求。

洛克在《教育漫话》中的一个重大贡献，即是提出了一个包
容体育、德育、智育在内的教育体系。洛克对体育给予了高
度的`重视，在当时那种把人的身体视作囚禁灵魂的囹圄，因
而无视身体健康，反对体力锻炼的经院主义教育统治之下，
洛克的体育思想无异于石破惊天，令人耳目一新。洛克成为
第一个提出了精密的体育理论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在德育方
面，洛克强调道德教育要及早实践，对儿童要及早管教，强
调以道德教育统领其它各育，强调德育的生活化和道德规范
的践履，强调道德教育的自律和由外在他律向儿童内在自律
的转化，所有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智育方面，洛克
重视通过学问和知识的学习来培养和发展儿童的思惟能力，
后来出现的所谓"形式教育"与"实质教育"之争，明显受到了
洛克思想的影响。洛克强调智育的实际效用，反对空疏无用
坐谈玄远的经院教育思想。在教学方法上，洛克提出要注意
儿童的年龄特点，因材施教，由易到难，注意培养儿童的好
奇心和求知欲，这充分表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人的尊重。



洛克的《教育漫话》在西方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对后来各国（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
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我们每一个将来作为学前教育
工作者的人仔细研读。

教育的奇迹读书心得篇四

我阅读的书是崔华芳编著的《教育的奇迹》。它主要讲了教
育的惊人作用，一些当代的人物曾经是父母、老师眼中
的“差等生”、“笨小孩”、“问题孩子”、“残疾孩子”
等，但是，他们后来却成功了：牛顿—被人瞧不起的“差等
生”、爱迪生—不受老师欢迎的“糊涂虫”、达尔文—
爱“说谎”的“讨厌鬼”、爱因斯坦—连续考试不及格
的“愚笨儿”，这些不好的“头衔”根本没有影响他们成才。
这是为什么?显然，是教育在起作用。

全书总共分12章，分别对孩子创造性、想象力、专注力、兴
趣性、自信力进行分析，以及教育者对孩子天性的培养、情
操的陶冶、爱的培养和赏识这些方面进行了理论的阐述和指
导。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老师也希望
自己的学生个个是天才。但是，什么样的孩子才是聪明的孩
子的?让孩子上各种名目繁多的才艺培训班，就能塑造出天才
吗?为了培养自己的孩子，父母不惜重金，可教育是否仅仅是
钱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式的传统教育和外国教育的不同，国外
更注重对孩子的天真可爱的保留，更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他
们有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天地。实际上，我觉得只有健
康成长才可能成才，无法健康成长的孩子是不可能成才的。

本书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
的父母和老师。虽然不是绝对，但父母和老师的教育也会对
孩子起着绝对的作用。老师、家长们应该学习各种教育理论，
帮助孩子成长，而不是一味地给孩子过高的压力，强迫孩子
去成长。在美国，曾有人对幼儿的创造力做过一项调查，结
果表明：一般人在5岁时可具有90%的创造力，在7岁时具



有10%的创造力，在s岁以后创造力就下降为2%。在教育过程
中，父母和老师总是在无形中扼制孩子的创造性。从而让孩
子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想象的能力，这恰是教育的悲哀!

差生是差老师和差家长联系缔结，不该随意地给孩子定性
为“差孩子”、“坏孩子”，只有把每一个孩子当成“好孩
子”、“聪明孩子”、“优秀孩子”、“正常孩子”来对待，
他们才可能成为父母期待成为的人。实际上，每个孩子都具
有无穷的潜能，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他们都会
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特有的天赋，对孩子的教育，
应该从孩子的实际情况出发，既不要和别的孩子攀比，也不
要和家长当年有能力相比，应该多为孩子喝彩，多对孩子进
行鼓励。关键是父母和教师如何去挖掘。人性各异，特点不
同，儿童时代尤为明显。善于教育的父母、老师，往往能够
顺孩子的天性，不断诱导，把孩子培养成才，而不会按照自
己的意志强迫儿童改变自己的天性。送代理学大师朱熹曾经在
《孟子集注》中注云：“对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小成，
大以大成，无弃人也。”意思就是说，善于施教者是根据每
个孩子的特长而进行教育，使才能一般的孩子得到一般的成
就，才能较优的孩子取得优秀的成就，没有不可以教育的孩
子。因此，作为老师，我们应该明白：尽管孩子的能力有高
低，都应该根据孩子的才能、兴趣、爱好等不同来因材施教。

除此以外，不要用成人的眼光看孩子。和成人相比，孩子的
思想是不定向的，他们不受拘束，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心
理上很少手概念的约束，因此，他们不可能去认真思索一个
问题，注意力也不可能长久地集中在某一件事物上。这反而
使孩子能无拘无束地想他们所想。比如，孩子在绘画时，就
常常任意地把天地间的东西进行无情地破坏或者重新组合—
把鱼画到天上，添上翅膀;把树栽到屋顶，结出布娃娃;甚至
把人画成只有细长的脚而没有身躯。儿童任意的杜撰和能够
驰骋活泼的意象，是孩子幻想的发源地，他们超出成人的想
象，创造出了令人惊异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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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奇迹读书心得篇五

假期里，学校要求在假期读一些有意义的教育书籍，写写心
得。于是我便上网查找了一此书籍。最后朱永新的《教育的
奇迹》一书深深的吸引了我的眼球。因为这本书中的教育成
功经验来自于一个教育的门外汉，这给了我很大的感触，这
一切来自一个“爱”字——人世间最普通也伟大的父爱。他
们用父爱使教育出现奇迹得到成功，成为教育家。我们呢?我
们得时时反省自己，时时反思自己，才能将工作更落到实处。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学海无涯，艺无止境。教师的专业追
求、专业探索、专业提升，要靠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学习，
更新教育观念，教师要学会在言行中思考，在反思中成长，
在学习中升华。

《教育的奇迹》书中介绍了周弘用母语玩字法教女儿识字，
他从来没有强迫女儿非得把这些字认会。正是这种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的心态使女儿对文字发生了兴趣，从此婷婷在书的
海洋里自由地汲取知识如痴如醉。周弘带着双耳全聋的女儿
走上了一条与命运抗争的路，一条充满希望但不平坦的路，
一条没有捷径的路。日本心理学家多湖辉所著的《幼儿才能
开发》正是这本书改变了周弘一生，也使女儿实现了超越，
从一个聋哑孩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少年女大学生。

胡厚培看到了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教授申白普利和美
国职业作家奥个兹合著的《儿童世界》一书，书中阐述的观
点让他深受启发，他选择了音乐刺激法。使舟舟对音乐表现
出浓厚的兴趣，在舟舟的早期教育中，第一次有成功的喜悦
感。他便有意识地让舟舟欣赏更多的歌舞和交响曲的排练，
并对舟舟进行适当的启发和提示，舟舟认识了很多的乐器，
懂得了很多世界名曲。这为后来舟舟当上乐队指挥起到了很
大作用。书中还有很多的例子不再一一介绍，每个教育成功
的经验背后都有一条不平坦的路，他们用耐心、爱心、责任



心来填平这条不平坦的路，使残疾人成为有用的人才。

看了此书我被书中成功的奇迹所感动，认为教育需要思想。
教育不光需要有思想的教育工作者，有思想的行政管理者，
有思想的教育刊物、书籍，更需要有成千上万有思想的教师，
这些教师应该有自己明确的教育理想和教育追求。做一个有
思想的教育者，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用思想武装我们
的行为，用思想去重塑我们的教育行为，“观念改变，行动
改变;命运改变”。命运的改变，远远不只是个人命运的改变，
也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改变。二是用思想陶养学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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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有高尚、丰富、独到、深刻的思想来鼓舞人心，
我们的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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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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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错误中学习，在合作中学习，在探究中学
习。学习是人深层的精神需要，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的精神漫游。学习是辛苦的，但更是快乐的，是一种用努力
酿造的快乐。有这样一句话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没有学不好
的学生。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向《教育的奇迹》中每个教育成
功的人士学习，把自己的爱心奉献给每位学生，使他们人人
成才，我们必须认真读书学习增长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
水平，教书育人，认真、有责任心地工作，只有这样才不愧
为人民教师。因为学习，我们胜任着我们的工作，我们将学
习与工作合为一体，我们实现了我们美好的生活，“爱”是
教育成功的基石。

教育的奇迹读书心得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