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护理类文章读后感(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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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护理类文章读后感篇一

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知，不
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博学而
笃志，切问近而思”。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
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吗?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学而实习之不亦说
乎。”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
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可见学习的重要性，
治学是仁信的基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
《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
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
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
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
义至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
的道理：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
甚多，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
为我们良师益友。就说我们班上的吧。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
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身于万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
分。高山，是那样地雄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山
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
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
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
之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让我们在论语导读的帮助下，体会孔子的温，良，恭，俭，
让和仁，义，礼，智，信的儒家要求，一起探索孔子的“之
求之与”吧!

护理类文章读后感篇二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书中主
要讲述了生物学家阿龙纳斯随“诺第留斯号”潜水艇船长尼
摩及两位同伴一起周游海底的故事。

故事并不复杂，主要讲述“诺第留斯号”的故事。1866年，
当时海上发现了一只被断定为独角鲸的大怪物，阿龙纳斯接
受邀请参加追捕，在追捕过程中不幸落水，掉到怪物的脊背
上。其实这怪物并非什么独角鲸，而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水
艇。潜水艇是船长尼摩在大洋中的一座荒岛上秘密建造的，
船身坚固，利用海洋发电。尼摩船长邀请阿龙纳斯做海底旅
行。他们从太平洋出发，经过珊瑚岛、印度洋、红海，进入
地中海、大西洋，看到许多罕见的海生动植物和水中的奇异
景象，又经历了搁浅、土著人围攻、同鲨鱼搏斗、冰山封路、
章鱼袭击等许多险情。最后，当潜水艇到达挪威海岸时，阿
龙纳斯不辞而别，回到了他的家乡。

在《海底两万里》中，尼摩船长是个不明国籍的神秘人物。
他在荒岛上秘密建造的这艘潜水艇不仅异常坚固，而且结构
巧妙，能够利用海洋资源来提供能源。他们依靠海洋中的各
种动植物来生活。尼摩船长对战俘倒也优待，只是为了保守
自己的秘密，他不允许他们离开。阿龙纳斯一行人别无选择，
只能跟着潜水艇周游各大洋。

在旅途中，阿龙纳斯一行人遇到了无数美景，同时也经历了
许多惊险奇遇，例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他们的船搁浅了，
遇到当地土著人的攻击，尼摩船长用他连接在金属梯子上的
闪电挡住土著人进入“诺第留斯号”；在印度洋的采珠场，
他们和鲨鱼展开过搏斗，捕鲸手尼德兰手刃了一条凶恶的巨



鲨；在南极，他们被困在厚厚的冰下，船上极度缺氧，但船
上所有人轮流用工具和开水把底部厚10米的冰层砸薄，用潜
艇的重量压碎冰块，逃到大海；在大西洋，“诺第留斯号”
被章鱼所困扰，他们拿斧头和章鱼展开肉搏战，一名船员不
幸惨死；在北大西洋，“诺第留斯号”遇到一艘英国驱逐
舰(这艘驱逐舰的国籍在原文中并未说明，在《神秘岛》中才
说明是英国的)的炮轰，除那三位俘虏外，所有船员个个义愤
填膺，用“诺第留斯号”的冲角把驱逐舰击沉。他们眼中的
海底，时而景色优美、令人陶醉，时而险象丛生、千钧一发。
通过一系列奇怪的事情，阿龙纳斯终于了解到神秘的尼摩船
长仍与大陆保持联系，用海底沉船里的千百万金银来支援陆
地上人们的正义斗争。

航行线路：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南极海域-
大西洋-北冰洋。

(二)片段赏析

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事件

在漫长的旅行中，险恶的环境不时袭来。

大海呀，流动的水面呀，这时在我们眼前看来完全不像了。
对着“诺第留斯号”的冲角，展开一片崎岖不平的广大平原，
夹杂了混乱不清的大冰群，再加上那种乱七八糟、凌乱无序
的景象，就像在解冻前不久的时候，河面所显出来的一样，
不过面积是十分巨大罢了。到处都有峭削的尖峰，像直升到
二百英尺高的细针，远一点，削成尖峰的一连串悬崖，带着
灰白的色泽，像一面一面的大镜，反映出一些半浸在云雾中
的阳光。其次，在这凄绝荒凉的自然界中，是那野得可怕的
寂静，就是那海燕和海鸭的振翅声也没有能把它打破。一切
都冰冻了，连声音也冰冻了。所以，“诺第留斯号”就在冰
场中间停止了它的'冒险行动。



(选自下部第十三章《冰山》)

赏析：“诺第留斯号”沿着西经55度行驶，在南极海域地区
遇到了冰山的阻隔。“混乱不清的大冰群”“峭削的尖
峰”“连声音也冰冻了”，对所有以前的航海家来说，冰山
是不可超越的障碍。尼摩船长经过观察决定从海底潜行，到
达南极后再利用“诺第留斯号”厉害的冲角，沿对角线的方
向向冰层直冲上去从而脱险，并登上南极大陆。故事情节是
这样的曲折紧张，瞬息万变即可改变人物的命运。其他诸如
海底狩猎，探访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废墟，打捞西班牙沉船的
财宝，目睹珊瑚王国的葬礼，与大蜘蛛、鲨鱼、章鱼搏斗，
反击土著人的围攻等等同样写得波澜起伏，扣人心弦。

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丰富的海洋知识

林间空地寸草不生；丛生的灌木枝条既不攀缘匍匐，也不弯
腰下垂。所有植物的枝叶全都垂直向上。每一根细茎，每一
条叶带，无论多细多薄，都像铁杆一样挺拔向上。墨角藻和
藤本植物，受其生长环境--海水密度的影响，都好像是沿着
挺拔的垂线蓬勃向上地生长。而且，它们矗立在那里纹丝不
动，我用手将它们扳开；过后，它们又迅速恢复原状。这里
是垂直王国。

…………

我注意到，这里植物界的所有产物与土壤只有很肤浅的联系。
它们没有根系，只要是固体，不管是沙、贝壳、介壳或卵石，
都可以支撑它们。它们不需要它们提供营养，只求有个支撑
点。这些植物自生自灭，其生命的源泉就是那支撑和滋养它
们的海水。它们大都不长叶子，而是奇形怪状的叶带，色彩
也不丰富，只有玫瑰红、胭脂红、青绿、暗绿、浅黄、灰褐
等颜色。

(选自上部第十七章《海底森林》)



赏析：在描绘海底森林的自然景观时，作者着力表现其“最
美丽”和奇异的特点。那里是“垂直”王国，“所有植物的
枝叶全都垂直向上”“没有根系”“不长叶子”，完全不同
于人们所见到的陆地植物的生长状况。另外，海底还有千奇
百怪的生物，同样引人入胜。比如“蝇鱼”“囊虫鱼”等众
多鱼类，还有文中其他部分描绘的“漂亮的海獭”“美丽的
信天翁”、令人毛骨悚然的“角鲨”等等。作者描绘这样一
个美妙的境界，令人感到好奇和新鲜。小说所描绘的海底世
界是世人完全陌生的世界，作者丰富的海洋知识可见一斑。

【练习巩固】

示例：充满异国风情的海底世界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海
底潜艇、人类登月、太空飞行都已成为现实。科幻小说往往
也是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推理和预言。

2．《海底两万里》是法国(国家)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他
被誉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

3．凡尔纳的三部曲分别是：第一部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第二部是《海底两万里》，第三部是《神秘岛》。

护理类文章读后感篇三

书是纸张的装订本，也是一个人的心灵栖所。书中自有颜如
玉，而无红尘喧与嚣，这也是我爱看书的缘由,而在这其中，
最能触动我的便是《小王子》。

我被一个故事驯服了，我确定我会将它珍藏终生。

玫瑰娇俏艳丽,脆弱又天真,温柔又娇蛮,像是十六七岁的小姑
娘，情窦初开，嘴上悄悄擦的一点口红，语言间无意的爱慕
虚荣，行为上刻意的蛮横无理,都是为了吸引心上人的注意。
在心上人离去之时，她又含泪送上自己深切的祝福,竭力保持



自己的体面和骄傲，一腔孤勇地用四根微不足道的刺去对抗
整个世界。她和小王子一样年轻，一样不懂如何去爱,他们的
爱终究只是错过。

狐狸真诚纯粹，体贴善良，教导着小王子如何去爱,即使明知
自己只能得到麦子的颜色也无怨无悔。就像是一座高山，引
导着流水潺潺地围绕它，流经它,最终目睹着流水奔向大海，
而它凭借着那阳光折射出的粼粼波光就能心满意足的巍峨不
倒。他比小王子成熟，比小王子懂得爱的真谛,他们的爱是早
已预料到结局的哀愁。

而小王子本身呢，我不得不悲哀地承认，不是每个人心中都
有小王子。这个纯洁有趣的灵魂在每个小孩子身上，用天真
干净的眼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因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而手舞
足蹈，为一只五彩斑斓的蝴蝶欢欣雀跃。当小孩子长成大人，
这个灵魂便慢慢离开，取而代之的是世俗红尘的规则和名利
场上的虚伪面具,他们在衣香鬓影里笑语盈盈，谈论房子车子
票子,用光明正大的说辞粉饰勃勃的野心。

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总有人不屑于满地的六便士,执着地追求月
亮的光辉。小王子的灵魂在他们身上永驻,彼得潘的永无岛永
远对他们敞开大门。我相信在斯特里克兰德创作生命中最后
也是最壮美的那副壁画时,他心中的小王子定在他身旁鼓舞他，
金的灿烂，红的热烈，黑的迷乱，白的纯洁,交汇成一首恢弘
的交响曲,而他们就在这艺术的盛歌中奔赴小王子的b612号
行星，月亮的清辉永远在他们身上闪闪发光。

我依然坚信小王子在8612号行星上和玫瑰交谈,狐狸遥望金黄
的麦田。

纵千万人，吾往矣。

小王子在我心中永生。



护理类文章读后感篇四

让我听你说(江西赣州)让我听你说文章列表刚刚接触到巴金的
《家》，第一感觉，两百多页，真受不了，但是，当我有所
目的的开始阅读和接触这部净化了我心灵的小说之后，我开
始改变了我的看法。同时，对于这部小说，最初的时候，我
也只是很肤浅的认为，又是以纯粹的记事为主旋律的时代宣
泄，但是，我的眼泪证明，这是错的，这不仅仅是一部时代
历史的写照，更是新青年，新家庭的一种新诠释。

那么，对于这部小说的阅读情感，就从我都她的第一次落泪
说起吧。

鸣凤之死

鸣凤，整个故事中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角色，不对，她不
是，她是整本小说的一个重大转折，我记得，在我开始阅读
这部小说之前的导言部分介绍，鸣凤和觉慧是恋爱关系，但
在全文中甚至找不到他们恋爱的证据。

从鸣凤的出生到死亡都是如此的悲惨，他们相爱，爱的是那
么的单纯。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和是一个也只比她大一两岁的少年相爱，
他们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他们没有什么的特殊目的，他们
只希望更彼此关爱和呵护，我记得最深的是觉慧说会给鸣凤
安全，不会让她出事儿，但是，觉慧由于自己的所谓工作，
没有体会到鸣凤的暗示，最终，单纯的鸣凤用最单纯的方式
结束了她一直以来的梦。

她的这个梦想是如此的纯洁，在这里，我想，现在的十五六
岁的同学吗?也有很多会不顾家人的反对，产生一段段令人感
触的恋情，但是这些，都是充斥在对一种虚荣，一种目的，
一种对异性身体的渴望上面，又有多少是以纯洁的心灵和纯



洁的目的交往呐！

同时，鸣凤，在即将投河之时的内心独白，也再一次的证实
了她的单纯与善良，这么可爱的一个少女，一个只想拥有属
于自己爱情的少女，却，永远的离开我热爱她的觉慧和她所
爱的一切。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感触颇深，有一种心痛的感觉，后
来我读到觉慧做梦的那一段，我近忘记了这是在做梦，看见
他和鸣凤在一起，鸣凤也得到了属于她的地位和尊严时，我
真的由衷的祝福她，但是，这毕竟的梦，依旧，这也毕竟是
小说。

但是，这也不更承托出了旧社会陋习的丑恶吗?说到这里，不
由的`又要说起鸣凤的出身，高家的背景，呵呵，在这里，我
想，只有度过《家》的朋友才会有意读我的这篇文章，才会
感悟《家》所折射出的情感，才会领悟这一滴滴泪水的含义，
在此，我就无需多言了。

梅芬之死

梅芬，一个可怜的女子，一生的不到她所希望得到的，就连
死，也是死的如此的凄凉。说到这里，我不由的想到了瑞珏
的死，说到这里，我一直谈的都与死有关，或许，在如此丰
富多彩的社会，也只有死才能换取我微薄的良知吧，我也很
庆幸自己，还有如此“美丽”的良知。

这但到仅仅只是在说广大封建礼教制度下的牺牲品吗?我更觉
得她是一种生活的写照，文字不仅仅如此的生动，细节描写
如同绘画写生般的真实，让我不由的感触这到底还是不是一
部小说。同时，他们的生活，是曾经的那么熟悉，但有那么
陌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本来写文章就源于抒情，不好



意思，恕我不能在这里继续为你完成原本属于这一段的文字
的使命。

瑞珏之死

一个被迫嫁到高家来的媳妇，从厌恶，到接受，再到喜爱。
这一路看起来是那么的合情合理，在则样一个复杂大家庭的
背景下，她与大家的和谐相处又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在她遭受到离家的痛苦之后，依旧毫无怨言的来到了觉新为
她精心准备的这套房子，依旧，没过多久，就顺产了，这一
天，是那样的无助。

巴金在描写这一段的时候，运用许多的动作描写，语言描写，
和细节描写，但是令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接生婆所说的这三
个字“手冷了”令我浑身一震，同时，也正是由这三个字所
引发的时空对话，真情流露，我想，这里也是为了觉慧的离
家出铺垫吧。

瑞珏，觉新，是如此的恩爱，但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是这
样呐，他们是如此的“缠绵”，如此的“精彩”，一起经历
了炮战，一起经历了变故，他们的感情不能用感情这个词来
形容，因为感觉这个词在现在看来，只要是个情窦初开的人，
对着异性就能毫无顾忌的把这个词说出来，说的是如此的畅
快，如此的果断，但是，对不起，我不配，我不配去承认你
们用这个词，因为我太刻薄了，感情，并不是人人都能用，
而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非常认真的，自豪的说，我没有
欺骗过感情，我想，只有瑞珏和觉新，又或者是鸣凤与觉慧
才配用，因为他们的单纯的，毫无顾忌的追求，去呵护他们
所追求的爱。

觉慧之“死”

觉慧的走成为了这篇的终结，读到最后的时候，开始痛恨为



什么只有这么简简单单的二百多页，觉慧，带着我对觉民和
琴的婚姻发展，带着对觉慧你自己未来的发展以及这个高家
在经历和一次又一次的迫害之后的兴衰历程，永远的走了，
留下了这个尚未终结的故事让我迟迟不能停止思绪。

但是，在这篇小说的背后，也留下我最后一次精彩的泪水。

在这一段，让我不能忘记的便是觉新送给觉慧的那“四瓶罐
头”，我记得文章在最后描写觉慧上船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了。

这里，即使先前觉新和觉慧有过什么误会，但是，兄弟情表
现的是如此的真挚，家庭的亲情所表达的如此的贴切。

家，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伤的时候，
我会想到她…

这里，我，真的不想读说了，就祝愿觉慧，一路走好吧。

或许这一篇和很多所谓的读后感不一样，又或者没有更多的
透露出巴金老先生对旧家庭的批判，更或者，这不符合所谓
由国家教育大纲的要求，但这，就是我读完《家》之后的第
一反映，因为，因为。

这一部作品，真的很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位，去慢慢的琢磨，
因为他不仅拥有值得我们付诸如此长的时间去专心品读，更
重要的是，它是一部可以净化我们心灵的佳作。

故此，结束。

护理类文章读后感篇五

（一）我对“教学与课程”的认识在新课改中，教学与课程
的关系是我们首先必须摆正和处理好的一对关系。我们知



道“课程是学校教育的实体或内容，它规定‘教什么’；教
学是学校教育的过程或手段，它规定学校‘怎么做’；课程
是教学的方向或目标，是在教学过程之前和教学情境之外预
先规定的，教学的过程就是忠实而有效地传递课程的过程，
而不应当对课程做出任何变革。”针对这一点，再对照自己
的教学，以往我在教学中，总是把教材作为教学的中心，因
此常常出现教学过程和学生实际相脱离的现象，有时还为此
想不通。现在我认识到我们的教学过程不仅是使用教材，同
时也要注重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特别是在口语交际教学中，
更要注重交际课程与学生生活实际的结合，注重交际课程的
开发，这样教学就不只是忠实的实施课程计划，教学与课程
相互转化、相互促进、彼此有机地融为一体，教学改革才能
真正进入教育的内核，成为课程改革与发展的能动力量，成
为教师与学生追寻主体性、获得解放与自由的过程。

（二）我对“互动的师生关系”的认知我们知道“教学是教
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质是就是师生，
生生的交往。据此，现代教学论指出，“教学过程是师生交
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

该书指出“交往是活动的最基本的形式，亦是人的最基本的
精神需要之一。交往不是静态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动态
地表现出来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交往中，主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这是人基本的存
在方式。在教学中，交往存在着师生间的交往和生生间的交
往之分，而且是多边的整体的交往。”这一点告诉我们在教
学中我们必须重视学生的交往能力，对于小学低年级来说，
我们就必须重视学生的听说能力，口语交际能力的培
养。“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理解、双向的人与人的关
系”“在师生关系中，学生会体验到平等、自由、民主、尊
重、信任、友善、理解、宽容、亲情与关爱，同时受到激励、
鞭策、鼓舞、感化、召唤、指导和建议，形成积极的、丰富
的人生态度与情感体验。”以上这些内容都告诫我们教育工
作者，特别是一线教师，要充分重视师生之间的交往，要站



在民主平等的角度去和学生交流，要充分体现师生之间的亲
情，尊重他们，信任他们，把他们作为知心朋友，去关心爱
护，这样交往才会真实而富有情趣，才会很好的和学生沟通，
才会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我们知道“交往的基本属性是互
动性和互惠性”通过师生间、学生间动态交流实现师生互动，
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
进。这是教学相长的真谛。所以我们在教学中，必须充分的
放手给学生交往的空间，充分的给他们交往的自由，让他们
多方位，全身心的投入到交际之中，从而达到培养口语交际
能力的目的。

（三）我对“构建素质教育课堂教学目标体系”的认识我们
总在强调素质教育，那么什么是素质教育，怎么进行素质教
育，在读这本书前，我的认识并不是那么深刻，例如我们
问‘学习为了什么’的时候，无论学生、家长还是教师，很
少有人把发现和寻找新知识、解决问题作为学习的归宿。在
我们的教育概念中，学习就是教师传授已有的知识，学生掌
握确定无疑的知识；教材对学生来说，成了权威知识发布的
载体，导致了我们所讽刺的“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分，
学生的命根”。新课标中“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是我们进行教学的目标。改革课堂教学
必须由过去以知识为本位转向以发展为本位，真正体现知识、
能力、态度的有机整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由此我们想到
我们现在的小学语文教学，特别是低年级的语文教学，很多
教师仍然以学生的抄写为教学中主要手段，忽视学生的实际
水平，不愿意让学生从被动的亦或是盲动的接受和服从中解
放出来，不愿意去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自我探究能力，以
学生考试中得到多少分来衡量学习的好坏，却不愿意和学生
去沟通和交往，不愿意考虑学生是否学会了表达自己的内心
世界，是否愿意去倾听别人的表白，是否愿意去理解体悟别
人的感受，一句话学生的素质是不是得到培养和发展，却没
有很好的去研究。

为此该书也为我们指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1、我们要重视结论与过程的统一。文章指出“对一门学科而
言，过程表征该学科的探究过程和探究方法，结论表征该学
科的探究结果，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
系。什么样的探究过程和方法论必然对应着什么样的探究结
论或结果，概念原理体系的获得依赖于特定的探究过程与方
法论。任何学科原理体系，不论暂时看起来多么完备，它总
是一种过程性、生成性、开放性的存在，总是一种需要进一
步检验的假设体系，总是需要进一步发展为更完善、合理的
概念框架。另一方面，探究过程和方法论又内在于概念原理
体系之中，并随着概念原理体系的发展而不断变
化。”，“从教学角度讲，重结论、轻过程的教学只是一种
形式上走捷径的教学，把形成结论的生动过程变成了单调刻
板的条文背诵，它从源头上剥离了知识与智力的内在联系。
重结论、轻过程的教学排斥了学生的思考和个性，把教学过
程庸俗化到无需智慧努力只需听讲和记忆就能掌握知识的那
种程度，于是便有了掌握知识却不思考知识、诘问知识、评
判知识、创新知识的所谓好学生。这实际上是对学生智慧的
扼杀和个性的摧残。”以上理论告诉我们教学过程中我们不
仅要重视学生探究的结论，让学生掌握概念理论，更要重视
研究的过程，让学生理解概念的真正内涵，从而达到学生知
识和能力的共同发展和提高。

2、强调认识与情意的统一。该书指出：“学习过程是以人的
整体的心理活动为基础的认知和情意活动相统一的过程。认
知因素和情意因素在学习过程中是同时发生、交互作用的，
它们共同组成学生学习心理的两个不同方面，从不同角度对
学习活动施予重大影响。如果没有认知因素的参与，学习任
务不可能完成；同样如果没有情意因素的参与，学习活动既
不能发生也不能维持。”我们知道“新课程强调情感、态度、
价值观三个要素，不仅强调科学的价值，更强调科学价值与
人文价值的统一；不仅强调人类的价值，更强调人的价值与
自然价值的统一，从而使学生从内心确立起对真、善、美的
价值追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该书还
指出“任何学科的教学都必须以人为教育对象，致力于培养



学生丰富的情感、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情感、态度、
价值观必须有机地渗透到课堂教学内容中去，并有意识地贯
穿于教学过程之中，使其成为课程教学内容的血肉，成为教
学过程的灵魂。”由此我们的小学语文教学，必须做到认知
和情感的和谐统一，必须强调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有机结合，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在学生的口语交际中必须体现学生的情
感取向，认知态度和正确上网价值观。这样我们的小学教学，
特别口语教学才会体现出新课标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思想。

（四）我对“构建充满生命力的开放的课堂立体体系”的理
解该书指出“教育是人的教育，是科学教育与生活教育的融
合。”，“要把学生的个人知识、直接经验、生活世界看成
重要的课程资源，尊重‘儿童文化’，发掘‘童心’、‘童
趣’的'课程价值”。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牢
牢记住和把握的原则，我们要“鼓励学生对教科书的自我理
解、自我解读，尊重学生的个人感受和独特见解，使学习过
程成为一个富有个性化的过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人是
开放性的、创造性的存在，教育不应该用僵化的形式作用于
人，否则就会限定和束缚人的自由发展”。在教学工作中我
们要懂得“人是不可限定的，教育不能限定人，只能引导人
全面、自由、积极地生成。”由以上各点我们必须充分的认
识到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互动的过程，我们绝对不可以把
学生看作教师上课的配角，要充分认识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要做到师生互动。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我们
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素质。当然要全面的推进素
质教育，就要转变学习方式，要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为主要目的，鼓励学生对书本的质疑和对教师的超越，赞赏
学生独特性和富有个性化的理解和表达。要积极引导学生从
事实验活动和实践活动，培养学生乐于动手、勤于实践的意
识和习惯，切实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如果我们
能够做到以上的各点，我们必将培养出符合21实世纪建设需
要的合格人才。

以上是我通过学习《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一书后体会，他



使我对自己的教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看到了自己现代教育
理论的缺失，也学到了更多的理论，我今后一定会更加深入
学习，并用这些理论指导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以上心得如
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