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诺贝尔奖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
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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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奖读后感篇一

近日我怀着对美国哲学家马修斯万分崇敬的心情，读了《与
儿童对话》这本书。书中记录了教师与孩子之间真实的对话，
通过简单的问答帮助孩子建立逻辑性，通过平等的讨论保护
孩子自由的思考，让孩子尽情地表达与感受，让他们自己寻
找问题的答案。老师常常以一个故事引出问题，几个孩子进
行讨论，老师做出适当引导。

有时虽然马修斯很想提出新的方向，但如果当时孩子们讨论
得正起劲，他也会尽量克制自己减少发言。最后，孩子们的
发言会被记录然后写进故事，这一点充分尊重了孩子，也让
他们感到自己被重视。马修斯就这样将哲学与儿童联系起来，
从这些幽默生动的故事中，我细细品读蕴藏在其中的道理，
同时也能感受到马修斯对儿童的耐心与爱护，令人敬佩。

诺贝尔奖读后感篇二

读完这本书让我对儿童有了更深的认识，正如马修斯所
言：“我们与孩子应该彼此帮助。”我可以感受到马修斯对
孩子的爱与尊重。与这些孩子的对话没有说教，没有灌输，
更多的是平等的讨论与引导性的提问。他完全尊重孩子的意
见，也鼓励他们接受提问，并且愿意自己去思考。给他们足
够的信任，培养了孩子们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这些课
堂对话，让我明白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去尊重孩子，如何与孩
子交流。不仅如此，还让我懂得与儿童对话应该耐心倾听，



倾听孩子们内心的声音，倾听他们天真的表达，倾听他们奇
特的想法。

作为教师，只有不断自我教育与自我成长，改变与孩子对谈
的方式，才能真正走进孩子们的世界，去发掘他们无穷的潜
能，与之共同开创不可限量的未来。

诺贝尔奖读后感篇三

马尔克斯曾说：“文字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它是水平和无限
的，它永远不会到达某个地方，但是有时候，会经过朋友们
的心灵。”每当认真读完一本书，我的内心都有太多的感触。
而记录这些感触最合适的载体，那便是文字。

1、读书

《与儿童对话》，近日我怀着对美国哲学家马修斯万分崇敬
的心情，读了《与儿童对话》这本书。书中记录了教师与孩
子之间真实的对话，通过简单的问答帮助孩子建立逻辑性，
通过平等的讨论保护孩子自由的思考，让孩子尽情地表达与
感受，让他们自己寻找问题的答案。老师常常以一个故事引
出问题，几个孩子进行讨论，老师做出适当引导。

有时虽然马修斯很想提出新的方向，但如果当时孩子们讨论
得正起劲，他也会尽量克制自己减少发言。最后，孩子们的
发言会被记录然后写进故事，这一点充分尊重了孩子，也让
他们感到自己被重视。马修斯就这样将哲学与儿童联系起来，
从这些幽默生动的故事中，我细细品读蕴藏在其中的道理，
同时也能感受到马修斯对儿童的耐心与爱护，令人敬佩。

2、印象・

翻阅完整本书籍，很多章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快乐”这一章节中，马修斯由一个故事引发问题，与孩
子们讨论“花到底会不会快乐”。虽然短短半个小时的讨论
并没有解决问题本身，但是在讨论过程中却有了许多令人印
象深刻且多样化的观点。的确是这样，在孩子们的学习与成
长中，往往过程重于结果，我们更需要肯定的是孩子们在过
程中的付出与努力。最后，马修斯根据孩子们的讨论编写了
故事的结局。大部分孩子都很满意，但是却有一个十岁半的
孩子唐纳德明显不满意，并且提出了质疑。然而唐纳德并没
有要求马修斯帮他解决问题，想要自己处理。这让马修斯很
感动。我们在教学中也应该这样，要鼓励孩子的质疑精神，
让孩子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大胆发问。无论故事如何完美，
总会有不同的声音，或者基于不同角度的思考而引发的质疑，
这很自然。我们应该尊重这种不同的声音。

在“欲望”这一章中，马修斯又提出了“植物是否有想法或
欲望”的问题。这一次是拿两组课堂讨论做了对比。一组是
在波士顿由二十位成人做的，一组是在苏格兰的爱丁堡由七
位小学生完成的。事实证明，小孩子能比成人更自由地运用
想象力。这一观点我十分认同，儿童拥有浩瀚的想象世界，
也拥有创造性的思考能力。而作为教师应该启发孩子的思考，
并保护他们自由地想象。

“帆船”这一章特别有趣。文章中唐纳德和达波的辩论最是
精彩。不仅趣言妙语不断，而且还能够出色地利用各种类比
来反驳对方。没错，有时候孩子们的言谈总能不断带给我们
惊喜。只要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用心与他们交流，就会发
现很多时候孩子们拥有自己的立场，他们的思想或许更加深
入和开放。

3、感悟・

读完这本书让我对儿童有了更深的认识，正如马修斯所
言：“我们与孩子应该彼此帮助。”我可以感受到马修斯对
孩子的爱与尊重。与这些孩子的对话没有说教，没有灌输，



更多的是平等的讨论与引导性的提问。他完全尊重孩子的意
见，也鼓励他们接受提问，并且愿意自己去思考。给他们足
够的信任，培养了孩子们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这些课
堂对话，让我明白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去尊重孩子，如何与孩
子交流。不仅如此，还让我懂得与儿童对话应该耐心倾听，
倾听孩子们内心的声音，倾听他们天真的表达，倾听他们奇
特的想法。

作为教师,只有不断自我教育与自我成长，改变与孩子对谈的
方式，才能真正走进孩子们的世界，去发掘他们无穷的潜能，
与之共同开创不可限量的未来。

诺贝尔奖读后感篇四

注意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倾听他们的问题。著名哲学家贾德
认为，“所有的孩子们都是天生的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最
基本的素质就是要有好奇心，所有的孩子们生来就有好奇心。
很多很小的孩子眼神里面就闪着很多好奇的光芒，甚至在他
们学会说话、学会走路之前他们就已经具有了天生的成为哲
学家的可能。而他们学习说话的时候就会问一些可爱的问题，
”为什么天上会有月亮？’’“为什么晚上会变黑？”爸爸
妈妈这时候有可能会以“不知道”一带而过，或者用自己所
知道的知识来给孩子讲解。如果我们能向文中那样的讨论的
方式，满足这种好奇心，不用费很大的力气就能培养出他们
的哲学素养。而如果他们丢掉自己生来就有的好奇心，就丢
掉生来就具备当哲学家素质，可能就要通过一些学术性的语
言和艰深的文字再学习哲学。

让自己以平等的身份与孩子对话，保持一颗童心。很多时候，
我们因为参杂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恨铁不成钢”的思
想，在与孩子对话的时候，总难免会着急。加上我们的生活
阅历比孩子多，总会觉得“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我告诉你可以让你少走弯路，在与孩子对话的时候往往容易
失去耐心，居高临下。作者是这样描述他与孩子的关系



的：“与小孩的这种相处时丝毫不强求的――不强求实验者
接受任何事物，不强求初学者接受教师的'意见，也不强求他
们接受任何爱与关爱。”我想如果我们能够从以一个孩子的
身份，平等地与孩子对话，我们就能够做到这样的态度。

让自己爱上问题，养成问题意识，同时要找到问题的不同种
的回答方式。在《与儿童的对话》这本书中，每一个主题，
作者先设计一个问题跟孩子讨论，讨论结束之时作者也没有
给孩子们答案。读后感・我们跟孩子交流问题的时候不能直
接给出答案，因为这样做的话，就给孩子一种坏的习惯，他
会认为大人才需要思考。作者在书中这样讲道：“即使在细
心、再和善的父母和老师，为什么还是常常无法抓住儿童思
考当中纯粹思索的刹那呢？为什么常常疑惑儿童居然会如此
思考呢？也许是因为过于强调了儿童能力的发展，特别是认
知能力的发展，我们承认自然而然地认为孩子们的思想相当
幼稚，需要不断发展才能达致承认的标准。然而，我们自以
为不成熟的思想，也许恰好比我们在教育目的中预设的成人
水准来得更开放、更深入。当我们利用发展过程中的假设理
论去检视孩子所说的话时，不仅会忽略他们话语中重要的哲
学成分，也会忽略孩子本身以及特么话语中或严肃或有趣味
的观点。”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理所当然，这样就抹杀了
我们对于问题的敏感程度。养成问题意识就要求我们拒绝理
所当然，多问自己“为什么”。

作为父母，作为教师，捕捉孩子的哲学灵感，做孩子合格的
哲学“同伴”，我有了更高的使命。一方面是广泛阅读高水
平的哲学童书，丰富自己的哲学底蕴。另一方面，在以后的
课堂教学中，注重讨论过程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情感交
流，给孩子更多的话语权，使他们能在课堂上做回自我，展
示自己，提高训练孩子的思维能力。

诺贝尔奖读后感篇五

翻阅完整本书籍，很多章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快乐”这一章节中，马修斯由一个故事引发问题，与孩
子们讨论“花到底会不会快乐”。虽然短短半个小时的讨论
并没有解决问题本身，但是在讨论过程中却有了许多令人印
象深刻且多样化的观点。的确是这样，在孩子们的学习与成
长中，往往过程重于结果，我们更需要肯定的是孩子们在过
程中的付出与努力。最后，马修斯根据孩子们的讨论编写了
故事的结局。大部分孩子都很满意，但是却有一个十岁半的
孩子唐纳德明显不满意，并且提出了质疑。然而唐纳德并没
有要求马修斯帮他解决问题，想要自己处理。这让马修斯很
感动。我们在教学中也应该这样，要鼓励孩子的质疑精神，
让孩子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大胆发问。无论故事如何完美，
总会有不同的声音，或者基于不同角度的思考而引发的质疑，
这很自然。我们应该尊重这种不同的声音。

在“欲望”这一章中，马修斯又提出了“植物是否有想法或
欲望”的问题。这一次是拿两组课堂讨论做了对比。一组是
在波士顿由二十位成人做的，一组是在苏格兰的爱丁堡由七
位小学生完成的。事实证明，小孩子能比成人更自由地运用
想象力。这一观点我十分认同，儿童拥有浩瀚的想象世界，
也拥有创造性的思考能力。而作为教师应该启发孩子的思考，
并保护他们自由地想象。

“帆船”这一章特别有趣。文章中唐纳德和达波的辩论最是
精彩。不仅趣言妙语不断，而且还能够出色地利用各种类比
来反驳对方。没错，有时候孩子们的言谈总能不断带给我们
惊喜。只要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用心与他们交流，就会发
现很多时候孩子们拥有自己的立场，他们的思想或许更加深
入和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