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篇读后感(实用9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
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名篇读后感篇一

放假期间，非常有幸地拜读了《陶行知教育名篇》（方明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20xx年1月版）这一书，书中汇集了陶行知先
生平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精髓，文章深入浅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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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书后，掩卷常思，感悟颇深。

时代在进步，教育一定跟着进步吗？不尽然。

“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学了陶
先生的文选，越发觉得肩头沉重，心头沉重。做一个真人，
办真的教育，我们沿着陶先生的路不断学习，不断追问，上
下求索，今后还要有无数人亘古不变地学习、追问、求索下
去。尽管先生的年代已经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但先生的教育
思想永远指引着我们，教育的心永远感动着我们。陶行知是
一位为世人敬仰、怀念的人民教育家。他以毕生的精力，批
判旧教育，探索新教育，致力于教育改革并付诸实践。他以
蕴含丰富的教育思想宝库，为我们提供了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给我们以启示和教益。“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
论的方法论，也是他的教学论。

陶行知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
育实践，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20世



纪过去了，在新的世纪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仍具有现实意
义。

（一）难管的孩子多半不是劣童，也不是真正的坏蛋，这个
态度要立定，否则你主观上咬定他是劣童则一切措施都错，
便越管越难管了。

（二）仔细考虑他所以难管的原因，在源头上予以解决。

（三）体力充沛，无法发泄的，有时捣乱，可以多给他一些
机会劳动或干体育游戏。

（四）先生也得检讨自己的功课教法是否合乎学生的需要程
度。这些耳熟能详的语句让我对教育有了更多的思索。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博大精深，值得我们继续研读，让他
的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教师工作，全面落实新课程改革。我
愿做一名民主型教师，创设融融的师爱氛围，靠着一颗对教
育对学生真挚的心在实践中慢慢去解读陶行知先生的伟大教
育思想。

名篇读后感篇二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感人肺腑的话语引领
我走进了陶行知先生，走进了《陶行知教育名篇》。细细品
读文集，崇敬和敬仰之情由然而生，我深深地被先生对教育
的这份执着和热爱所感动。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毕生致力于教育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他在教育方面作出了非常可贵的探索和实践，提出了独特精
深的“教学做合一”理念。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
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
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
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



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
学也不成为学。”先生用种田、游泳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
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游泳是在水里做
的，便须在水里学，在水里教。在他看来，“教学做合一”
既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

如何在教学中体现“教学做合一”呢？以指导学生“观察蜗
牛”为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二）带领学生实地经历一次“眼”的观察活动，并要求随
时将观察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三）回到“心”的思考：交流总结观察的方法、收获和疑
问，形成一只“我的蜗牛”。

由此可见，“做”是“教学做合一”理论的核心。“事怎样
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
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要求教师不要一味地以语言文
字为中介来传授，而要“在做上教”，学生也不再是通过机
械地记忆来接受教育信息，而要“在做上学”，教师教与学
生学必须在共同“做”的基础上完成。陶行知先生还进一步
提出：“真正的‘做’是在劳力上劳心。因此‘做’含有下
列三种特征：（一）行动；（二）思想；（三）新价值之产
生。”所谓“做”，正如他说的：“一面行，一面想，必然
产生新价值。”在课堂教学中，应改努力创设一种让学生劳
力上劳心的“做”的教学模式，真正使学生学有所获。

教育是一门学问，是一门值得我们把时间、精力都投入进去
做研究的学问，而《陶行知教育名篇》如同一盏明灯，指引
我们在这条学习之路走得更远，更真，更实。

在《学做一个人》中，陶行知先生说：做一个整个的人，有
三种要素：



（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要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可以担
负很重的责任，别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

（二）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
是非的能力。

（三）要有独立的职业。作为教师，除了要拥有一个健康的
体魄，积极向上的学习、做事态度，还要为教育事业“生
利”。

由此我想到：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如何学好科学知
识，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孩子如何做人，这是值得每一位教育
者关注及深思的问题。对此，我们要教会孩子做好以下几点：

1、教育孩子做勇敢的人。歌德说过：“你若失去了勇敢——
你就把一切都失掉了。”因此，做一个勇敢的人是孩子成长
的需要。我们要教会孩子在错误面前，勇于承认，积累经验；
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要树立必胜的信心，并且寻找战胜困
难的途径，把握做事的具体步骤，最终体验成功的快乐。

2、教育孩子做有责任心的人。首先，教育孩子对自己负责，
引导孩子合理安排作息时间，游戏、交往、学习的时间，把
整理自己的玩具、图书、床铺的机会力争留给孩子，让他自
己积极主动地完成。其次，教育孩子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不足，
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并努力地改正自身的缺点。其三，对
待学习，鼓励孩子主动地去完成，做到不折不扣，一丝不苟。
孩子有了责任心，才能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养成好习惯，
才能自尊、自爱、自强。

3、教育孩子善待他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教育孩子“穿
上别人的鞋子”，懂得换位思考，学会善解人意、宽容他人。
尤其是在遇到这样那样不如意时，要让他冷静地去分析问题，



如果责任在自己一方，就要主动地承认不足，走出一贯以来
考虑问题以自我为中心的误区。

4、教育孩子做孝敬长辈的人，让孩子持有一颗感恩的心。

品读《陶行知教育名篇》，学习陶行知，在行中知，在知中
行，边行边知，边知边行，坚持到底，慢慢地去咀嚼，去感
悟，去提高，我相信我们的教育之路会走得更好！

名篇读后感篇三

在我刚上班的前几年，单位由于没有读名著的现象，虽然知
道陶行知老先生，但很少见过有关他的资料，偶尔见到“捧
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名句，就总是把它写在教案
本的第一页，来激励警示自己。后来虽然也接触到陶老先生
的教育理念，但没有真正拜读过他的著作。因此当学校把
《陶行知教育名篇》这本书发到我手里时，顿有亲切之感，
好像又和自己熟悉的慈祥的老人意外的见了面，于是一有时
间就要翻看。

读陶行知，感觉仿佛与陶老作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让我实
实在在地感悟到一个灵魂中镌刻着中华文化印记的知识分子
的民族情怀和崇高追求，真切地感受到这位现代教育家为了
理想教育的构建和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倾其一生所做的种种
努力。

陶老先生的文章篇幅都不长，但每一篇都令看过的人获得意
外的收获。这本书汇集了陶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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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陶老先生说：“民主是最能发挥学生创造力的重要条件。
”在教学中，我会照顾每位学生，尽量“蹲”下来看学生，
多引导，多点拨，多鼓舞，多激励；在课堂上，我尽量制造
更多的机会让学生去体验，去探索，去感悟，去尽情地展示
自己，他们往往期待着能将自己的成果展现给大家，这样，
无论是在课内还是课外，他们都表现得十分积极，而且极大
的丰富了学生知识的储备量。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中，兴趣盎
然，思维活跃，领悟知识就显得主动而又迅速了。

比如陶老先生主张“以教人者教己”，就是“为教而学”必
须舍身处地，努力使人明白；既要努力使人明白，自己更自
然而然的格外明白了。陶老在文章中列举了几个例证让读者
更明白“以教人者教己”的内涵。看了这篇文章，我很快就
想起美女中医专家李智有关健康的讲解，可谓是饶有趣味。
听过李智讲解的人恐怕都有同感。她在传授健康知识时，经
常穿插一些小故事让听众听得更明白，更有趣，大大克服了
讲知识枯燥的现象。她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源于她丰富的知
识，她之前肯定是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有了较厚的知识储备。
当时我就想，我们做老师的也应该这样，知识更丰富，课堂
更有趣，那课堂上就会呈现一种“小手高举，小脸通红，小
眼发光”的喜人局面。今天接触了陶老的著作，知道了原来
今天的教育理念陶老早就探索出来了，今天的新教育也正合
了陶老的理论和经验。

如今推行的新教育，似一阵春风，吹遍了教育的角角落落。
王永新说：“做，就会成功！”人生的最大乐趣是赢在奋斗，
人生的最大享受是享受人生。在新形势下，我们每个人，都
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全新理念，并做到在学习中工作，在工
作中学习，真正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而《陶行知教育
名篇》就像一盏明灯，指引我们在这条学习之路走得更远，
让我们在陶行知先生的教导下，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吧。



名篇读后感篇四

回想两年以前，自己刚踏上工作岗位，一心想成为一名优秀
教师，我认为教学成绩高就是优秀教师，怎样才能教出好成
绩，就是要把书本上的知识讲清楚、讲明白。于是在课堂上
我不遗余力细致入微地讲着，学生静静地听着，发现学生有
问题不理解时，不厌其烦地又讲一遍，自认为讲得够清楚够
明白了，这会儿学生总该学会了。可是每当期中、期末考试，
学生的成绩却觉得不很理想。问题出在哪呢？是不是自己不
适合做老师？有一段时间，我很迷茫，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所
在，不知怎样才能改进和提高。

一晃两年过去了，在教学实践中慢慢历练成长起来的我，在
经历了一系列教育思想的洗礼之后，已找到了当年失败的原
因：重视教，忽视了学生的学，在不经意间成了陶行知所说
的第二种先生——教学生的先生，尽管愿望是美好的，但学
生处于被动的地位，老师讲得再好，学生没有去参与知识获
取的过程，没有对一个问题经历思考探究的体验，没有课后
有针对性的练习做保障，那么学生得到的那点知识就如同盲
人摸象、沙地建楼一样不全面、不深刻、不牢固，更谈不上
习惯的养成，能力的提高，潜力的挖掘了，那么学生成绩不
高就不足为奇了。

如今我的课堂，学生思考的时间多了，讨论质疑的时间多了，
操作演示的时间多了。我注意发挥每一个孩子学习的主动性，
把“教学”的重心转移到启发学生思考、鼓励学生质疑、引
导学生探究上，不但教学成绩有了大的提高，也常常会品尝
到教学带给我的快乐，从中收获着一个个成功和惊喜。我常
在课后反思：这节课学生除学习了新知识外，还学会了哪些
方法，提高了哪些能力。我已深知“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
渔”的道理，希望给学生“点石成金”的金手指。我不知现
在是不是成为了陶行知所说的第三种先生——好的先生，教
学生学的先生，但我有了努力的方向，有了追求的目标。



教学合一的第二个理由是：“教学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
子”。就是以学生的“学”为中心，考虑学生的才能兴味，
怎样学就怎样教，学得多教得多，学得少教得少，学得快教
得快，学得慢教得慢。以学生为主体，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不是让学生适应自己的教法，而是让教法随学生的学习实际
灵活变动，也就是现在所倡导的真实的课堂，生成的课堂。

教学合一的第三个理由是“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做先生
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以为终身卖
不尽的。好的先生必定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
要适应时代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教师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
思想。

我对学习的理解是：学习是教师享受职业快乐的需要。孔子
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必定要学而不厌，然后才能
诲人不倦，否则年年照样画葫芦，必定十分的枯燥。正如陶
行知所言，教育界无限枯寂的生活，那是因为当事的人，封
于故步，不能自新所致。当我们真正地用心去学习，去感悟，
就会觉得教育工作的每一天都是令人惬意的。

学习更是教师适应时代，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我读师范的
时候，还没有见过计算机，也没有学过计算机的理论和操作。
短短几年，计算机已经进入了课堂，进入了家庭，现代信息
技术也成为一门学科。现在的老师不懂计算机行吗？不行！

必须要学、要用，固步自封是行不通的。即使一篇课文、一
道例题教了多少年了，再教仍然要备课，观念在变，理念在
更新，教学同一个内容，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发现和感悟。

我校非常重视老师的学习，多次组织老师进行理论学习和业
务培训，我们从中确实受益匪浅。近些年，在学校大的学习
氛围下，我阅读了不少的教育著作和刊物，自己的教育思想
和教育行为也在逐步走向成熟和理性。在教学过程中，我更
多地注重情感的投入，注重过程和方法的研究，这坚定了我



不做“教书匠”，要做一名有思想的学习型、研究型教师的
信心。

名篇读后感篇五

放假期间，非常有幸地拜读了《陶行知教育名篇》（方明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这一书，书中汇集了陶行知先
生平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精髓，文章深入浅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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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书后，掩卷常思，感悟颇深。

时代在进步，教育一定跟着进步吗？不尽然。

“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学了陶
先生的文选，越发觉得肩头沉重，心头沉重。做一个真人，
办真的教育，我们沿着陶先生的路不断学习，不断追问，上
下求索，今后还要有无数人亘古不变地学习、追问、求索下
去。尽管先生的年代已经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但先生的教育
思想永远指引着我们，教育的心永远感动着我们。陶行知是
一位为世人敬仰、怀念的人民教育家。他以毕生的精力，批
判旧教育，探索新教育，致力于教育改革并付诸实践。他以
蕴含丰富的教育思想宝库，为我们提供了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给我们以启示和教益。“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
论的方法论，也是他的教学论。

陶行知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
育实践，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20世
纪过去了，在新的世纪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仍具有现实意
义。

（一）难管的孩子多半不是劣童，也不是真正的坏蛋，这个
态度要立定，否则你主观上咬定他是劣童则一切措施都错，



便越管越难管了。

（二）仔细考虑他所以难管的原因，在源头上予以解决。

（三）体力充沛，无法发泄的，有时捣乱，可以多给他一些
机会劳动或干体育游戏。

（四）先生也得检讨自己的功课教法是否合乎学生的需要程
度。这些耳熟能详的语句让我对教育有了更多的思索。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博大精深，值得我们继续研读，让他
的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教师工作，全面落实新课程改革。我
愿做一名民主型教师，创设融融的师爱氛围，靠着一颗对教
育对学生真挚的心在实践中慢慢去解读陶行知先生的伟大教
育思想。

名篇读后感篇六

陶行知是一位为世人敬仰、怀念的人民教育家。他以毕生的
精力，批判旧教育，探索新教育，致力于教育改革并付诸实
践。他以蕴含丰富的教育思想宝库，为我们提供了教育的理
论和方法，给我们以启示和教益。“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
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也是他的教学论。

陶行知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
育实践，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20世
纪过去了，在新的世纪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仍具有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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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虽然也知道不能以“教师”自居，不能搞
“一言堂”，要与学生共同探讨知识、共同进步；但面对调
皮的“小捣蛋们”，往往还是缺少耐心，当他们太调皮时想
以教师的权威压制学生，让学生乖乖地听从不再惹事生非，



但总是事与愿违。特别是望着个别学生毫不在乎的眼神、不
屑一顾的神情，真让我一筹莫展。《陶行知教育文集》里要
求教师“眼睛向下”，放下架子；教师要有豁达的心胸，真
诚的态度，炽热的情感；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不因学生
自身智力、性格、情趣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先生在著
作中也想到这些难管的小孩，他谈到了解决的办法。

（一）难管的孩子多半不是劣童，也不是真正的坏蛋，这个
态度要立定，否则你主观上咬定他是劣童则一切措施都错，
便越管越难管了。

（二）仔细考虑他所以难管的原因，在源头上予以解决。

（三）体力充沛，无法发泄的，有时捣乱，可以多给他一些
机会劳动或干体育游戏。

（四）先生也得检讨自己的功课教法是否合乎学生的需要程
度。这些耳熟能详的语句让我对教育有了更多的思索。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博大精深，值得我们继续研读，让他
的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教师工作，全面落实新课程改革。我
愿做一名民主型教师，创设融融的师爱氛围，靠着一颗对教
育对学生真挚的心在实践中慢慢去解读陶行知先生的伟大教
育思想。

名篇读后感篇七

陶行知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
育实践，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20世
纪过去了，在新的世纪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仍具有现实意
义。

在我认真的阅读了《陶行知教育名篇》这本书后，书中的许
多文章都给了我一些启示，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生活即



教育》这一篇。

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
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
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既然生活教育是人类
社会原来就有的，那么生活便是教育，所谓"过什么生活便是
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
便是受坏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
去。进棺材才算毕业"。生活教育强调的是教育要以生活为中
心，反对传统教育以书本为中心，认为不以生活为中心的教
育是死的。生活教育是在批判传统教育脱离生活实际的基础
上产生的，是单纯知识教育的对立物。

陶先生的“生活教育”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他说：“教育可以是书本的，是与生活隔绝的，其力量极小。
拿全部生活去做教育的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方
不至于偏狭”。以社会做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
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整个的社会是
生活的场所，亦即是教育的场所。生活教育教学生做
人。“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
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是啊，教育最最重
要的是教学生做人。教学生做一个身强体健、品行端正、学
识丰富、能力高强、兴趣高雅的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身教为主，言教为辅。还可以学习名人伟人，教育学
生做人。让他们从榜样的感人事迹和优秀品质中受到鼓舞、
汲取力量。

反思自己的教学，我们又有几时做到了“生活即教育”的教
育理念了呢？

教学中，我们忽略了教学相互的快乐，我们忙于完成教学任
务，害怕学生不能将知识装进脑子里。于是，课堂上满堂灌，
频繁的一问一答，流于形式的小组学习，蜻蜓点水式的提问，
我们穿着“新课程改革的新鞋”，确走着“应试教育的老



路”，还美其名曰“教无定法”。我们从这样的教学中不能
找到一丝快乐，整日被教学劳累，且被人认为是累赘。

其实，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就是让我们摆脱教学的苦恼，
我们让学生从生活中学习，让教育与生活相联系，学生不仅
有理论的引导，还有实践进行指引，学生快乐，老师也快乐。
我们要教会学生从“玩中学，玩中解”，而老师更侧重
于“玩中教”，把学习变成一件快乐的事。

名篇读后感篇八

陶行知是一位为世人敬仰、怀念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
名篇读后感王凤芝。他以毕生的精力，批判旧教育，探索新
教育，致力于教育改革并付诸实践。他以蕴含丰富的教育思
想宝库，为我们提供了教育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以启示和
教益。“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也
是他的教学论。

陶行知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
育实践，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20世
纪过去了，在新的世纪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仍具有现实意
义。

“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一语道出
我们应该做一个怎样的老师。世界上有两种不合实际的教学
方式：

1、只会教书，只会拿一本书要学生读它、记它。

2、不是教书，而是教学生，注意的中心点是从书本上移到学
生身上来。这两种教学方法学生都是处在被动的地位，知识
是无限的，老师能教给学生的也是有限。想想自己刚踏上工
作岗位的时候，想得更多的就是如何把知识教给学生，或者
说把学生看成一只鸭子，把知识当作粮食，只知道把鸭子为



饱，今天看来这就是典型的填鸭式教学，只注重了老师的教，
没有把学生当成学习的主体。

（一）难管的孩子多半不是劣童，也不是真正的坏蛋，这个
态度要立定，否则你主观上咬定他是劣童则一切措施都错，
便越管越难管了。

（二）仔细考虑他所以难管的原因，在源头上予以解决。

（三）体力充沛，无法发泄的，有时捣乱，可以多给他一些
机会劳动或干体育游戏。

（四）先生也得检讨自己的功课教法是否合乎学生的需要程
度。这些耳熟能详的语句让我对教育有了更多的思索。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博大精深，值得我们继续研读，让他
的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教师工作，全面落实新课程改革。我
愿做一名民主型教师，创设融融的师爱氛围，靠着一颗对教
育对学生真挚的心在实践中慢慢去解读陶行知先生的伟大教
育思想。

名篇读后感篇九

利用短暂的寒假，我品读了《陶行知教育名篇》，感受颇多
陶行知是一位为世人敬仰、怀念的人民教育家。他以毕生的
精力，批判旧教育，探索新教育，致力于教育改革并付诸实
践。本书汇集了陶行知先生平生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精
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捧着一
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作为一名教师，“要教人求真，
首先要教己求真，求真的知识，真的本领，真的道德。”陶
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不是用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的，而我
从中学到的，也不是短短一篇文字就可以完全写出的。我想，
每个看过这本书的老师，也跟我有一样的体会。深深体会
到“教学合一”、“学生自治”、“创造的教育”、“创造



的儿童教育”等各个方面内容，集中体现了陶行知先生
的“生活即教育”、“教学合一”以及“创造的教育”的独
特教育思想。

首先，陶先生提出“教学合一”。

“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教的
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陶先
生倡导“生活即教育”，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
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社会即
教育”，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大自然里，使它们任意飞翔。
把学校的一切伸到大自然里，要先能做到“生活即教育”，
这样的学校才是学校，这样的教育才是教育。陶先生主张远
离生活的教育不是真教育，好教育，脱离实践的知识是虚的，
不实用的。今天我们的教学提倡生活化、人文化，也正是陶
老先生的理念，学习离不开生活，学习就在生活之中，学生
活中的问题，已成为我们每一个教师所努力做到的。好的老
师不是教书，也不是教学生，而是如何教学生学。教学一方
面要老师负指导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对
于每一个问题，不是要老师全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
而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过程，组织好，指导学生，
使学生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类似的经验，自己将这个方法找
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
有了这种经验，学生才能自己去探求知识，成为主动学习者。
教师应不断研究，才能时常找到新理，只有学而不厌，然后
才能诲人不倦。如今，新课程倡导的也正是这种教育理念。

1、重视教育的“社会性”特点，给学生提供“康健的”生活。

教育的对象是未成年人。他们尚未形成固定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判断能力弱，不善于辨别，不懂得选择，在很
多时候，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由成人主宰，诚如陶行知先
生所说：“儿童的生活，是一面社会的镜子。”是好生活就
是好教育，是坏生活就是坏教育”论点当是最好的印证。



2、重视教育的“逐步成长性”特点，为学生营造“正确合理
的”生活。

每个人成长是全方位的，伴随身高、体重一起变化的是思想
和心灵，虽然后者是隐性的，但是老师、家长还有社会也决
不能忽视。在本书中，陶行知先生积极创设“合理的生活”
亦即“合理的教育”，把学生还原成6—12岁的儿童，让他们
的身心需求得到释放和满足。

3、爱的教育。

“在我的教育里，小孩和青年是最大，比什么伟人还大。”
陶行知先生这样尊重学生。作为教师，对学生的爱首先要尊
重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和个性。师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而好恶之而褒贬之，绝不能伤害学生的
自尊心，把“差生”视为“朽木”。教师没有爱就不能教育
学生。热爱学生，喜欢学生，以温存慈详的态度、和蔼的语
言对待他们，使他们与自己越来越贴近，在两颗心逐渐融化
为一的过程中，教师按真人的规范导之以行，或示范，或帮
助，或催化，或促进，每一施教又无不浸透着期望和成功的
喜悦。陶行知最最反对体罚，他准确地说明了体罚的危
害：“体罚是权威制度的残余，在时代的意义上说它已成为
死去的东西，它非但不足以使儿童改善行为，相反地，它是
将儿童挤下黑暗的深渊。”罚非爱，害也。

教师没有爱，教学也没有激情。没有课堂上师生间心的相通、
情的交融，也就不可能产生教学所需的智慧和吸引学生的技
巧。只爱一部分学生，意味着对另一部分学生冷漠，那是偏
爱，偏爱是一种非理智的情感。陶行知特别反对“纯以面貌
美丑为取舍”的选拔法，他办育才学校施爱于所有难童，包
括有生理缺陷或有病孩子才是真正的爱。”由此我想到，教
师对学生的爱应是一种理智的诚实的公正的稳定的师爱。教
师爱学生，就有教育，学生爱教师，于是教育产生效果。



作为一名教师，我永远视陶先生为我的榜样，不仅做到修身
养性，爱学习，爱学生，更要像陶先生那样，也做一名教育
的研究者，实践者。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更新教育教学观
念，以陶行知先生的理论为指导思想，引导学生手脑并用，
学会过硬的技能，使学生的素质全面发展，成为具有创新精
神和创新能力的有用人才。

陶行知教育思想在学前教育中的实践论文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运用的论文

论陶行知教育理论在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应用论文

皋陶人物评价

关于陶侃作品及其思想探微

思品课导行艺术举隅的教育论文

爱的教育寒假读后感

【热】爱的教育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