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在路上读后感(汇总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走在路上读后感篇一

走，在路上，我能看到属于城市的车水马龙，也可以看到弥
漫着痛苦和耻辱气息的圆明园。景色不断变化着，因为我一
直在走，我一直在路上!

我在路上相遇了断壁残垣的建筑，古老和沧桑在从表面裂纹
能看出来，它们见证了历史也感受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无奈。
走在蜿蜒的小径上，我似乎感受到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无奈，
当英国的铁蹄踏破中国紧闭的大门时，也许最痛苦的不是流
血牺牲的战士，而是那签字那一刻的爱国人士吧，巧舌与机
智在强大的铁蹄面前失去所有，当他把字签下那下那一刻，
他或许也会感叹“廉颇老矣?国之衰弱矣?”夕阳之下，他成
为一个断肠人，只是不同的是不是因为离家，而是失国之尊
严!可是我们又怎么能要求连将军都无法拿回的东西去指望一
个文官在外交上拿回呢?路漫漫其修远，可言路何方呀?他哭
着，眼泪随风。而在远方，也有一群他们，忍着泪水，心怀
梦想，立志报国，头悬梁长博学之智，在行走中，他们从改
良到改革，在资本主义的路上，他们曾喊出“我自横刀向天
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可是梦想的丰满被现实的骨感和冰
寒击碎，徒留一句怎愁字了得!路，我还在走，曾有人喊出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今天我走着他走过的路，心怀着与他一
样的梦想。

当看到关于南海的仲裁的结果时，我沉默的低下头，并未说
出任何的一句话，即使我内心已是波涛汹涌!在学习上，我每



日三省我身，可有理解，可有不解，可有再温故乎?与人同行，
我坚信三人行必有我师也?从别人身上取长补短，完善自己，
努力变得更好!在与人交往上，以心交友，坚信人之初性本善，
与朋友交岂有不忠乎?而在处事上，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
小而为之。多去奉献，从小事的一个橡皮借于别人，到参加
大型比赛的'志愿者，从帮人做一件小事到去看望老人，支教
等，每一件事都让自己成长，每一件事都让感受奉献的的快
乐。我在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着微不足道的事并从中收获
快乐和满足。当自己走在路上时，也会跌倒也会招人不屑，
但那又如何，路本没有，只是人走多了，就成了路。路，不
正是如此吗?越走越宽，越走风景越美，更美好的是还有路上
的风景，那朵朵开的芬芳，那唧唧叫的虫儿，那肆意飞的鸟
儿，还有路上哼着小曲的同道人，风景如此之美，幸运的是
我一直再走，且一直在路上!

走在路上读后感篇二

我个人对陶行知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接触、了解的时间很短。
说实在的，之前，我对“陶行知”三个字是十分陌生的，更
谈不上什么“学陶师陶”了。20后，才慢慢的接触、了解陶
行知和陶行知教育思想。我学陶师陶是从阅读杨应彬同志未
满13岁时写的一本叫《小先生的游记》的书开始的。阅读
《小先生的游记》时，我认真做了笔记，进而写出了读后感
《少年哀乐过于人》(注：再版《小先生的游记》的序二)。
那时，还写成《陶行知亲手培养的学生——杨应彬》一文(两
年后，拿到生活教育杂志第10期发表)。从阅读《小先生的游
记》起，我开始对百侯中学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得到陶
行知亲自指导推行生活教育运动的那段辉煌历史产生了兴趣。
此后，我就从不断了解“那段辉煌历史”，走上漫漫行知路。
，百侯中学大埔百侯中学学陶师陶成果——《行知路上》一
书出版，在协助编辑、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进一步了解
了陶行知生平事迹和陶行知教育思想，并在《侯中校友》、
梅州教育城域网发表介绍该书出版的文章。



在即将过去的20一年来，我在行知路上是怎样走的呢?主要是
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今年，张达文会长领导下的县陶研
会把我评为学陶师陶先进个人，这是县陶研会和领导对我这
个初步接触陶行知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后学者”的鼓励。
事实上，距离“先进”两字，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一年来，
我在学陶师陶方面做了什么?主要是：一、读陶书，明校史，
挖掘、整理百侯中学曾得到陶行知先生亲自指导开展生活教
育运动的“宝藏”;二、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领会其精髓，
用以推进素质教育，铸造“陶”字特色品牌。

读陶书，明校史，主要阅读包括《陶行知文集》和各种陶研
读物，查阅百侯中学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得到陶行知亲
自指导推行生活教育运动的那段辉煌历史的材料，了解陶行
知生平事迹。

走在路上读后感篇三

一、主要内容，感悟行知教育精髓。

读完《走在行之路上》这本书，我掩卷沉思：陶行知现先生
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在行知实验班，在行知实
验小学、行知实验基地得到传承和发扬。作为读者的我们也
对行知教育精髓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1.不留级制，践行“一个都不能少”的誓言。

从我参加工作起，就没有经历过留级制度，在杨校长的书中
我清楚的看到了应试教育下留级制度的残酷。对杨校长向留
级制挑战的勇气钦佩不已。我想：不留级制的实施正应和了
课程改革“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教育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
奠定基础，教育要为学生的人人发展去激励去唤醒。

看过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农村教师为了不让一个孩子失
学拼尽了自己的所有，在城市优越条件下的我们，是否为了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拼尽了自己的所有呢?杨校长能从一个不爱
学习的孩子身上发现他有绘画潜力，继而找准突破口，以艺
术带动求知，使这个学生长大后能走进高等学府，实现迂回
成才。而我们现在的学科教师对于学习上出现问题的学生，
没有考虑他的先天禀赋，没有了解他的问题原因，没有为问
题学生量身打造一套教育方案。

读到行知实验班采用了多元智能理论、成功教育理论、赏识
教育理论寻找教育突破口，我想：相信每一个孩子能行，期
待每一个孩子成长，帮助每一个孩子进步，我们就能做到一
个不少，一个不掉队。

2.花苞心态，发现“一个独立个体”的优势。

结合学校旁边的200亩荷花园，行知小学提出了教育者要人人
修炼“花苞心态”。就像走进花园我们既善待盛开的鲜花，
我们也期待未开的花苞。人人修炼一颗“花苞心态，才是真
爱，花苞心态，缺点可爱，花苞心态，耐心等待，花苞心态，
和谐时代。”读到这些朗朗押韵又富含哲理的`短句，我们仿
佛看到了“赏识教育”、“成功教育”在行知小学绽放异彩。

我们看到行知小学的孩子在优点卡共享中找到自信，在自主
课程(12多)中多元成长，在“走进生命，发现潜能，唤起自
信，善待差异，引导自选”的赏识理论中实现了生活教育是
叫人“生”，叫人“活”的教育。

这些来自农村小学的教育理论和经验让我们振奋，也让我们
汗颜。我们的教师和家长更多的是急功近利的心态，催生了
很多早熟的没有潜力，缺乏后劲的孩子，制造了很多厌恶学
习，失去自我的孩子。我们呼唤“花苞心态”在我们每一位
教师心上生根，我们期待孩子们能在自信自然的环境中快乐
成长。

3.联合办学，实现“一个行知基地”的辉煌。



正像杨校长反复总结的那样，农村学校怎么办?那就要学会联合
(小学校，大教育)村校联合、城乡联合、国际联合。在广泛
的联合中实现自我的超越和发展。五里小学从一所落后的农
村小学，发展成行知小学，行知教育基地，杨校长的联合意
识功不可没。

我想教学中的“联合”意义更为广阔，我们要关注学科间的
融合，关注课内外的结合，关注学优生与学困生的帮扶，关
注小组学习的合作……教学中的“联合”无处不在。

杨校长靠强强联合，打造了一个魅力十足的行知教育基地，
我们也可以利用学科的特点有效结合，打造属于我们的魅力
课堂。

走在路上读后感篇四

10月30日上午，我校组织教师前往南京行知小学考察学习。
一天的时间匆匆而过，但留给我的思考却很多很多。

此次活动，我们从外观上参观了学校的环境布置，感受了学
校的校园文化，听了杨瑞清校长的精彩报告。特别是杨校长
的报告《走在行之路上创造精彩人生》让我的头脑受到了冲
击，心灵受到了震撼。

从行知小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能看出杨瑞清校长是一个有
远大理想的人。他1981年从晓庄师范毕业时就抱着一个坚定
的信念：学陶师陶，到最偏僻最艰苦的农村去教书，让农民
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在这个信念的支撑下，他和同学李
亮到了当时非常破旧的五里小学，也就是现在的行知小学。
从最初的行知实验班到创建行知小学；从最初的破旧的平房
到现在集行知幼儿园、行知小学、行知初中和行知实践基地
为一体的新型乡村学校。杨校长经历了很多，也付出了常人
所不能付出的东西。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
让农民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杨校长几十年如一日，为着



心中的理想奋斗着、努力着，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在报告中，杨校长讲到赏识教育，讲到了对待孩子要有花苞
心态，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说：“我们在欣赏花的时
候，可能都喜欢那盛开的鲜花，而忽略了旁边的花苞，可是
那些花苞盛开后可能会更漂亮更美丽。花开放的'时间有早有
迟，学生也是一样，那些学困生就像那些还没有开放的花苞，
但最终他们会盛开的，也许会更会开的精彩。”多么朴实的
话语，多么令人感动的哲理！听了这话以后，我想所有教师
都应该知道怎样对待我们的学困生了：我们要学会赏识教育，
学会爱孩子！

行知小学的校训是“还能更精彩”。当我看到这句话时，我
觉得太妙了，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对每个人看到这
句话的人，都能够立刻让他们信心百倍、斗志昂扬！

漫步在行知小学的行之路上，沐浴着校园里浓浓的爱意。我
对教育又有了新的认识：学会赏识，就是学会了爱，就要懂
得释放这些爱，把目标的设定更长远些，带领我们的孩子走
向更大的成功。要立大志，做小事，立大志，做实事！希望
所有走在教育路上老师们，能够创造精彩人生；祝愿教育苑
里，百花开，每一朵，都精彩！

感谢杨瑞清校长！感谢行知之行！

走在路上读后感篇五

从书中我深刻感受到了一位人民教育家睿智的目光、博大的
胸怀，陶行知用他的一言一行实践了爱的教育，他爱学校，
他爱学生，他把学生和学校称为“爱人”，令人耳目一新，
给我很大的启示。下面是我读后的一点体会：

一、我对“生活即教育”的感悟按照陶行知先生的说
法，“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的



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

二、教学做合一所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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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会尊重学生、欣赏学生

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地位是平等的，教育要以学生为本，宽
容对待学生。

尊重学生还要学会欣赏学生，特别是对那些学习基础差、纪
律松散的学生更要努力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并把这闪光
点放大，让每个学生有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让每个学生在
成就感中获得自信。当你面对“恨铁不成钢”的学生时，当
你面对家庭和社会的烦恼时，一定要冷静。如果我们把指责、
批评、抱怨，换成启发、表扬、激励会是另一种情景。陶老
先生四块糖果的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此外，我们教师也必须在教育活动中不断得到成长，这样才
会完善自己，得到学生的尊敬、信任和爱戴，使自己具有强
大的教育感召力。学生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走在时代前沿
的鲜活的群体。教师如能走近他们，了解认识他们的思想、
情感和个性，才能从本质上认识学生，从学生身上了解时代
的讯息，领悟到学生真正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对学生产生
真正的爱，才能恰到好处地关心爱护学生，使学生感触到教
师的关心。

陶行知先生是我们后人学习的光辉榜样，我们要做行知的后
来人，以陶行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敢于创新精神去切实转
变我们的教学观念，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的教育
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培养学生学习情趣，发展学生的创
造思维，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就一定能够实现陶行知先生
所说的：“处处是创造地；天天是创造时；人人是创造人”



的美好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