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的教育读后感悟(优秀6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那么心得感悟怎
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大全，
供大家借鉴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一起
来了解一下吧。

智的教育读后感悟篇一

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把爱的教育这本书读完了，给
我感触最深的是，这本书的每个故事都贯穿着一个情感，那
就是爱。

这本书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4年小学生，安利柯的`生活和她
周围的人、事、物，它以爱为主题，愈发了对祖国的爱，对
父母的爱，对恩师的爱，对同学的爱，对穷苦人民的爱……
总而言之，这本书教会了我们怎样去爱一个人。

书中的故事，我最喜欢的是少年爱国者，这个故事讲述的是
一个贫穷的意大利少年，乘坐着轮船去热那亚，船上有几名
乘客看他可怜，就掏给了一些钱给他。虽然少年很需要这些
钱，可是当他听到这几名乘客对自己的祖国指指点点的时候，
他就忍无可忍了。他抓起铜币劈头盖脸的向他们砸了过去，
愤怒的说道：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居然侮辱我的祖国，我不
要你们的钱，读到这里，我的心沸腾了，我深深的被少年强
烈的爱国之情打动了。

如果爱是奔腾的热血、是跳跃的心灵，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对
于国家的崇高的爱。也许它听起来很空洞，但作为一个有良
知的人，这种爱应牢牢植入我们的心田。

爱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不仅仅对个人而言，更是以整个民



族为荣的尊严与情绪，我想，“爱是什么”不会有明确的答
案，但在我看来爱是博大的、无穷的、伟大的力量。

真希望大家能看一看“爱的教育”，我也希望把我的爱献给
爸爸、妈妈、老师和同学，让大家都学会“爱别人”“传递
爱”，让大家都能感受到温暖。

智的教育读后感悟篇二

最近，拜读了汤勇老师的著作《致教育》，觉得这本书无论
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这几年读到的最好的书籍之一。发
现这本书对教师工作、教育发展等有着全面的诠释，可以作
为教师专业发展的专门教材或指定阅读书籍。相比于他的前
几本书，此书则给人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颇为
耐人寻味。尤其是作者对当下教育问题的一些辨析与看法，
无不给人以新的启迪。

在《致教育》中，汤先生结合自己对书的认识与理解，认
为“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一个人的品位
完全取决于他读不读书，读了多少书，都读了什么书，读书
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气质和面貌。”的确，读书人与不读书的
人是不一样的`。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可看到阅读留下的
不同痕迹。正如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所说：“读过大书的人，
会有不一样的气象。”换言之，阅读不一定能改变一个人的
长相，但一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品位和气质。有些人相貌普
普通通，但其言却让别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令
人如沐春风，你会觉得他深邃厚重，气质不凡。因此，宋代
诗人黄庭坚深有感触地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
面目可憎。”

读书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也具有一定意义。每次看到我
们的同胞在国外旅游时摘花乱扔垃圾，在国际航班上大声喧
哗或大打出手时，我总在想，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阅读
解决。一个认真阅读过孔子、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人，其



素质肯定差不到哪里去，也一定会对学习和研究产生兴趣。
在这个意义上说，阅读及其质量，的确关乎一个人的素质养
成和精神状态。

在漫漫教育路上，汤老师对读书的认识和理解可以用他自创
的一手打油诗诠释他读书的境界:“每天阅读一刻钟，即便无
师自相通。气质魅力会无穷，人生从此不相同”。他是这样
写的，其实也更是这样做的。长期坚持读书的他把读书一直
当做一种信仰，一种眼光，一种人道主义行为。在读书的时
光里，他觉得读书永远是自己的事，永远是快乐的事，而最
重要的是读书贵在坚持!

我要感谢汤老师，还要感谢《致教育》，该书既是教科书，
也是指导书；既是学术著作，也是经验总结；既是教育现实
的写照，也是心路历程的升华。

该书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读书是一件美好的事。读书活动会让
更多的老师获益匪浅，享受书香人生！会让更多的孩子沐浴
书香，成为爱读书、好读书的人！我也更坚信:每位教师会因
读书走向卓越，教育也会因读书走向美好！

智的教育读后感悟篇三

教育和哲学是两个重要的学科，它们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影响。
教育是一种价值观和信仰，而哲学则是深入思考和探索人生
的意义。通过阅读关于教育和哲学的书籍，我对这两个学科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体会。这篇文章将介绍我对教育和哲学
读后感的心得体会。

首先，通过阅读有关教育的书籍，我意识到教育的目的远不
止于传授知识。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思维能力，
让他们具备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应该是全面的，
并注重学生的品德发展和自我意识的培养。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动力，并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多样性也是教育的重要内



容。这些思想深深触动了我，让我对教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
解。教育不仅仅是为了传授知识，更是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
能力。

其次，通过阅读有关哲学的书籍，我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深
刻的思考。哲学追寻人生的真理和价值，试图解释人类存在
的意义。通过哲学的思辨和探索，我开始关注生命的本质和
宇宙的奥秘。我开始思考我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并对道德
和伦理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哲学让我明白人生的真正意
义不在于追逐功名利禄，而在于追求内心的宁静和和谐。这
些思想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并试图寻找一个更加有意
义和有益的人生。

另外，教育和哲学的关系较为密切，它们相互影响并促进彼
此的发展。教育需要哲学的指导和支持，以明确教育的目标
和方向。哲学提供了教育的理论和思想基础，为教育的发展
提供了理念和方法。教育和哲学相互联结，共同构建了一个
人类思想的学科体系。通过阅读有关教育与哲学的著作，我
深刻体会到它们的紧密联系，以及它们在人类历史和文化中
的重要作用。

最后，教育和哲学都具有启迪人心和塑造人的性格的功能。
通过教育和哲学的学习，人们能够提升自己的智慧和理解力。
教育和哲学的知识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精神
追求。它们通过独特的方式丰富人类的智慧，促使人们思考
自身的存在，探索人类文明的未来。

总之，教育和哲学是两个重要的学科，对人们的思维和生活
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阅读有关教育和哲学的书籍，我对它
们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体会。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和素质。哲学让我重新
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并追寻人生的真正意义。教
育和哲学相互影响并促进彼此的发展，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
人类思想的学科体系。通过教育和哲学的学习，人们能够提



升自己的智慧和理解力，实现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

智的教育读后感悟篇四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和哲学作为两个重要的学科，对于培养
学生的思维能力、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最近，我
读了一些关于教育和哲学的书籍，深刻体会到二者之间的紧
密联系和互相补充。通过这些阅读，我深深感受到教育不仅
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人生态度的培养，而哲学则为教
育提供了思想的指引和思考的方法。下面，我将从教育的目
的、教育的方法、教育领导者的素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以
及哲学与教育的关系这五个方面，谈一谈我的读后感心得体
会。

首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教育不仅仅是灌输
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力和实践能力。
教育的目的不是制造机器人般的学生，而是让他们成为有责
任感、有思想的人。从这一点来看，教育与哲学有着密切的
联系。哲学作为一门思考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学科，可以引导
学生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从而为他们的未来奠定
基础。

其次，教育应该注重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传统的教学模式往
往是教师在讲台上传授知识，学生则被动地接受和记忆。然
而，这种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对学生的要求。教育者
应该引导学生探索和发现知识，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
创新能力。而哲学的方法论可以为教育提供一种思考问题的
方式，让学生学会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培养他们的批判性
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

第三，教育领导者需要具备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教育理念。
教育领导者的素质对于教育的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有
责任心和爱心的教育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
力，让他们在学习中获得成长和快乐。而哲学的道德观和人



生观可以为教育者提供一种人生追求的指南，帮助他们做出
正确的教育决策和行为。

第四，教育与社会密切相关。教育不仅仅是为学生的个人发
展服务，更是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服务。教育可以培养学生
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成为有能力、有担当的社
会成员。而哲学可以引导学生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类命运，为
他们的社会参与提供思想支持和指导。

最后，哲学与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教育可以被视为哲学的
实践，而哲学则是教育的理论基础。哲学为教育提供了一个
思考人生意义和价值观的框架，帮助教育者和学生思考自己
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并通过教育的实践来实现这些目标。
教育和哲学的结合可以使教育充满智慧和人文关怀，让学生
在接受知识的同时获得成长和幸福。

通过这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我深刻体会到教育和哲学的重
要性。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人生态度的培养。
而哲学为教育提供了思想的指引和思考的方法。教育和哲学
的结合可以使教育充满智慧和人文关怀，让学生在接受知识
的同时获得成长和幸福。因此，我们应该在教育实践中注重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引导他们思考人生意义和
价值观，同时也要关注教育领导者的品德和教育理念，让教
育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舞台。这需要我们关注教育和哲学的
发展，推动教育变革，为学生的未来奠定坚实基础。

智的教育读后感悟篇五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进步的力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乃至整
个民族的未来和发展。好的教育可以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人才，
推动国家的进步和繁荣。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呢？本文将在阐述好的教育的内涵和要素的基础上，结合自
己的实践体会和思考，提出一些对好的教育的看法和建议。



第二段：好的教育的内涵和要素

好的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一种育人的过程，旨在帮
助学生自我成长、实现人生价值。好的教育应该包含以下要
素：

第一，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认知能力、实践能力、创
新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

第二，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实践体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独立思考能力。

第三，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鼓励学
生发展自己的特长和潜能。

第四，注重社会实践、人文关怀和生命教育，培养学生的公
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第三段：自身实践体会

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好的教育对学生的影
响和作用。在我的教学实践中，我注重培养学生的课外兴趣
和实践体验，通过实践活动和课程设计，让学生真正体验到
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同时，我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和
天赋，通过小组合作、社会实践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团队合
作与领导能力，更好地发挥个人和集体的优势。

此外，我还注重学生的人文关怀和生命教育，关注学生的身
心健康和成长。通过生涯规划、心理辅导和课外活动，让学
生走出课堂，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文化交流，培养他们的公
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第四段：对好的教育的看法



在我看来，好的教育应该是一种目标导向、个性化、有机性
的教育，旨在帮助学生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发展。好的教育
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个性差异和发展需求，
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实践体验，构建一个富有活力和创造
力的学习环境。同时，好的教育也需要充分发挥教育工作者
的主体作用，在课堂和课外形成一种良好的教学氛围和学生
习惯，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实践，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知行
合一。

第五段：总结

好的教育是一种育人的过程，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实践
体验，旨在帮助学生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发展。在好的教育
中，教育工作者应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构建一个目标导向、
个性化、有机性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注重社
会实践和人文关怀，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人们需要好
的教育，而好的教育也需要我们去追求和实践。

智的教育读后感悟篇六

读了陈鹤琴的《家庭教育》一书后，深知“怎样为人父母、
如何教育孩子？”是一门需要用热心、用耐心、用真心堆积
起来的学问。书中对于小孩的生活教育从醒到睡，从笑到哭，
从吃到睡，从健康到生病，从待人到接物，从游戏到学习等，
种种问题都深入浅出的进行了讲解，使我受益匪浅。

在家庭中如何培养教育孩子的问题，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是一
个非常严峻和复杂的问题。俗话说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是父母，
那么家庭教育的好坏就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发展和成长，它
和学校教育有着同等的重要性，两者缺一不可。所以说家庭
教育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的孩子聪明，活泼，大方，好胜性强，自信心也非常强，
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等。但是他们面对困难和挫折，往往显得



束手无策，也不听别人的劝告。而现在大多数孩子都是独生
子女，家长们都非常爱自己的孩子，这种爱就会变成溺爱，
这对孩子的成长没什么好处。“小孩子实在难养得非
常”，“小孩子不但是难养的，而稍明事理人，知道也难教
得非常”，在《家庭教育》中，作者提供了诸多养育孩子的
方法，这些方法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而如何教育孩子则是
一门更深的学问。

书中提到“做父母的要以身作则”。孩子的观察力和学习能
力有时真是超乎想象，在不经意间我们教小孩子一套，而自
己做得另外一套，这样她就会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你问：“为
什么爸爸可以这样、妈妈可以那样？，我不可以呢？”

她的是非观会混淆，对你以后的话也会将信将疑、不会那么
采纳听从的。所以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非常重要，但以身作
则说来简单，实施起来却着实不易，我们自己应在从生活习
惯、待人接物方面改掉不良习惯，更称职地为人父母。

自私似乎是现在小孩子的通病，在家里她爱吃的东西最好只
给她一人留着别人是不能碰的，喜欢的玩具也不肯给别人玩，
而且有动不动就发脾气的坏习惯。所以书中提到教育儿童要
教他们扫除自私自利心理，对于食物不要争多嫌少，对于玩
具不要强夺霸占，需善事晓喻，教儿童推己及人，引导他们
设身处地的思想，养成大气无私的习惯，认识到分享比独占
更快乐。

书中的核心观点是在家庭教育中父母要认识和尊重儿童生理
和心理发展的规律，倡导“游戏式教育法”。作者认
为：“小孩子是生来好动、以游戏为生命的”，因此，做父
母的应遵循这一规律，“游戏就是学习，学习就是游戏”。
例如作者提出应该给孩子塑泥的机会，小孩子玩污泥，虽有
时会污及身上的衣服，却可以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
对照今天非常多孩子从上小学开始，就大大缩减了玩耍和游
戏的时间和机会，怎不令人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