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读后感(精选8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
来看看吧

教育读后感篇一

无意中看到了小孩不笨这本书，让我感触很深。两个孩子，
一个开始只懂得听妈妈的话，没有自己主见，饭来张口的小
胖子terry;一个有绘画天赋，却得不到任何支持的国彬；两对
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虽然十分不同，但是结果一样是不好的。
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了现在的幼儿家庭教育。

关爱孩子，给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小胖子terry的家庭条件很好，父母是做生意的，他们把大部
分时间用在经营自己的事业上，和两个孩子的密切关系很少，
导致姐姐叛逆，而terry呢，变成了一个没有主见，不会反抗的
“听话”的孩子……我相信会变成这样，一定是从小时候就
开始形成的。在幼儿园，很多孩子都是爷爷奶奶接送的，他
们的父母也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自己的工作上，而很少有时
间和孩子一起，他们认为只要把孩子送进了好学校，自己的
任务也就完了。他们虽然满足了孩子的物质需要，却没有满
足他们的精神需要。很多调查显示：家长每天即使有一段相
当长的业余时间，但把它用在孩子身上的很少，或者即使在
一起也没有多加引导，他们平时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做
家务、看电视报刊、参加文体娱乐等活动上。

孩子虽然还不懂事，他们更需要父母的关爱，需要和父母在
一起。我想每一对称职的父母都应该尽量花时间和孩子一起，



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重要性。

发现孩子的闪光点，让孩子轻松的学习。

国彬的父亲是设计师，母亲是中文教师，应该说家庭氛围很
好。但是国彬成绩不好，不喜欢学习，可他却热衷于绘画，
并且表现出惊人的绘画天赋。可是国彬的妈妈和很多家长一
样，只重视他的.学习成绩，当国彬考的不好时，还用棍子打
他，甚至不让他画画，使国彬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创伤，更严
重的是：国彬居然想不开，有了轻生的念头，也差点做出了
傻事。不仅仅是小学，现在连幼儿园的孩子的课程也是安排
的满满的。除了上课，父母还帮他们报了很多班，舞蹈，唱
歌，钢琴，画画，围棋，英语，孩子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试想这样下去，孩子们的负担会有多重，他们的天性也得不
到很好的发展。据一项对幼儿家长的调查显示：在家长对子
女的学业期望上，绝大多数家长表示，管好孩子学习，是家
庭教育的第一位职责，至于其他教育则是其次。这些家长认
为，只有孩子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才能获得一定的社
会地位和利益。我想学习固然重要，可幼儿期是孩子天性发
展的时期，如果父母一味的看重他们的学习，那我想可能会
事与愿违。各种兴趣班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有选择的适当的
参加，如国彬的妈妈，虽然他成绩不好，但可以发挥他在绘
画上的特长，这样同样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将来还是一个出
色的人才。

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作为孩子的父母，不能
有从众心理，不可以别的孩子报什么班，自己的孩子也报什
么班，而全然不考虑孩子的兴趣，要从孩子的兴趣出发，让
孩子快乐的学习。还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看到孩子的闪光
点，引导孩子去发展自己的优势。

以上是我看了《小孩不笨》这本书的一些想法。我想每一个
人看了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心情。希望每一个父母都可以
抽时间看一看，我相信这对你们教育孩子会有特别的意义。



教育读后感篇二

《爱的教育》读后感几年前曾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我在四年
前始得此书的目译本，记得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就后来在
翻译或随便阅读时，还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觉眼睛湿润。这
不是悲哀的眼泪，乃是惭愧和感激的眼泪。除了人的资格以
外，在家中早已是二子二女的父亲，在教育界是执教过十余
年的教鞭的教师。平日为人父为师的态度，读了这书好像丑
女见了美人，自己难堪起来，不觉惭愧了流泪。”我一直想
拜读这本让夏丐尊先生如此感动的书《爱的教育》，这个寒
假终于如愿以偿了。

《爱的教育》，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虽然我没有流泪，可是
我的心已经承认这是一本流涤心灵的书籍。吸引我的，似乎
并不是其文学价值有多高，而在于那平凡而细腻的笔触中体
现出来的近似乎完美的小说所蕴含散发的那种深厚，浓郁的
感情力量，真的很伟大。《爱的教育》在诉说崇高纯真的人
性之爱就是一种最为真诚的教育，而教育使爱在升华。虽然，
每个人的人生阅历不同，但是你会从《爱的教育》中体会到
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类似的感情，可我们对此的态度行为可能
不同。它让我感动的同时也引发了我对于爱的一些思索。首先
《爱的教育》的书名使我思考，在这份的世界里，爱究竟是
什么？带着这个思考，我与这个意大利小学生一起跋涉，去
探寻一个未知的答案。一个四年级小学生在一个学年十个月
中记的日记，包含了同学之间的爱，接地之间的爱，子女与
父母间的爱，师生之间的爱，对祖国的爱使人读之，犹如在
爱的怀抱中成长。爱，像空气，每天在我们身边，因其无影
无形常常会被我们所忽略，可是我们的`生活不能缺少它，其
实他的意义已经融入生命。就如父母的爱，恩里克有本与父
母共同读写的日记，而现在很多学生的日记上还挂着一把小
锁。最简单的东西却最容易忽略，正如这比达的爱重深沉的
亲子之爱，很多人都无法感受到，爱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
不仅仅对这个人而言，更是以整个民族为荣的尊严与情绪。



《爱的教育》—书中描写了一群充满活力，积极要求上进，
如阳光般灿烂的少年。他们有的家庭贫困，有的身有残疾，
当然也有一些是沐浴在幸福中的。他们从出身到性格都是迥
异之外，但他们身上却都有着一种共同的东西一对自己的祖
国意大利的深深地爱，对亲友的真挚之情。这里面不能忽视
的是每个月老师读给那群少年听的精神讲话。这一个个小故
事，不仅使书中的人物受到熏陶，同样让我这个外国读者也
被其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情感所震撼。而面对我们的教育，
爱应该是教育力量的源泉，是教育成功的基础。夏丐尊先生
在翻译《爱的教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教育之没有感情，
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
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一次没有尽头的旅行，一路上边走
边看，就会轻松，每天也会有因对新东西的感悟，学习而充
实起来。于是，就想继续走下去，甚至投入感情，不在乎它
将持续多久。这时候，这种情怀已升华为一种爱，一种对于
生活的爱。读《爱的教育》，我走入斯里克的生活，目睹了
他们是怎样学习，生活，怎样去爱。在感悟中，我发现爱中
包含着对于生活的追求。《爱的教育》中，把爱比成很多东
西，确是这样不仅仅是这些。我想，“爱是什么”不会有明
确的答案，但我知道：“爱”是没有限制的小到同学之间的
友好交谈，老师对学生的鼓励，父母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
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们的一个微笑……大到捐献骨髓，鲜血，
帮助希望工程……爱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希望每个人都拥有
属于自己的那份爱。

教育读后感篇三

《爱的教育》一书是爷爷在我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买的。可是，
我翻了几页便没再往下看。心想：太无聊了吧？都是咱们平
常生活的事。于是，这本书在我的书架上一放就是3年，一直
都没有动。直到去年寒假才被迫拿起书来读。

一开始只是看看情节好写读书报告，后来我才发现这真是本
好书。为什么说它是一本好书呢？一是本书刻画出了一个个



鲜活的人物，如：受人爱戴的卡罗纳，令人佩服的德罗西，
盛气凌人的诺比斯，不知廉耻的弗朗蒂等等。他们每个人都
有着鲜明的个性：比如从《宽宏大量的品德》一章中就可以
看出卡罗纳是一个勇敢和宽宏大量的人。他勇于承担不属于
自己的错误，并且让老师饶恕那些犯了错误的人。从《我的
同学科列帝》中则可看出科列帝是一个勤奋能干的人。他一
边替父亲料理店里的事物一边学习，还要照顾母亲。文中的.
德罗西不仅学习好而且还是一位善良的人，从《7号犯人》这
一章的第二段便可看出。像卡罗纳、科列帝和德罗西这样善
良、能干、正直的人在文中有不少。

但是，作者在书中也塑造了不少性格不好的人物。如盛气凌
人的诺比斯，不知廉耻的弗朗蒂和有些虚荣心沃提尼。其中
弗朗蒂很是不知好歹，最后搞得被学校开除了；他的母亲来
学校为他求情，他还在一旁不知廉耻的笑；那个人要是倒了
霉他就幸灾乐祸。这样的人在文中与那些善良正直的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给咱们做了一次反面教材。

文章通过学校和社会上的小事教会咱们爱。“爱”是什么？
是爱父母，爱国家，爱身边所有的人：帕多瓦的爱国少年因
为有人骂了他的祖国，宁可挨饿，也不要骂他祖国的那些人
的钱；伦巴第的小哨兵为了观察形势而牺牲；《达达的看护
人》中的无名少年队医院里一个重病人像对自己的父亲一样；
菲鲁其奥为了救自己的外婆，而死去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非常佩服作者亚米契斯他没有用普通人常用的枯燥无味的说
教来教育咱们。而使用一个一个日常的小故事来教会咱们爱。
读完《爱的教育》我才发现其实爱就在咱们的身边，只是很
少有人会去发现。其实爱往往反映在小事上：冬天出门前妈
妈替我围上围巾；从外面回来父母递上一杯水；考试没考好
是父母鼓励我；学习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老师提醒咱们等等，
其实外就在咱们生活中。只有善于发现“爱”才能发现生活
的美好！



读完这篇爱的，同学们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呢。

教育读后感篇四

读了《爱的教育》这本书，我感触很深，它让我懂得了：有
爱人间才美。

《爱的教育》是一部日记体小说。书中以一个小学生的口吻
讲述了一百多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有老师，
学生，父母，还有社会上的一些人物，大小不一，贵贱不一，
但都有一颗充满爱的心。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有几个故事，
《盲孩》讲述的是书中主人公安利柯来到了盲童学校，这里
的孩子们什么都看不见！好像一生都被埋在土里，不见天日！
但他们却在这儿快乐地生活着，可以奔跑，可以弹琴，也可
以大声的互相谈话……其实，这一切都归功于那儿的老师呀！
他们不辞辛苦，天天教这些孩子们说、写、玩……可能，教
别的孩子教一遍的，教他们要教五六遍才学会。但老师们耐
心地教了一遍又一遍，盲童们才会有如此快乐的今天！

看到这儿，我的`心中十分惭愧，我是个健全的孩子，老师们
布置了作业，我总是觉得烦，不想做，觉得自己很不幸福。
现在跟他们比起来，我才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幸的人，虽
然老师很爱他们，但他们毕竟是不健全的呀！

《六千英里寻母》讲的是一个十三岁少年，为了见到在外打
工的母亲，费尽周折，四处奔波，终于见到了身患重病的母
亲。从家里出发，距离这儿足足有六千英里！少年在途中好
几次因食物少，睡眠不足而昏倒。但想见母亲的欲望支持着
他，才能继续前行。这是对母亲伟大的爱。

我想，这个少年就为了见母亲一面，奔波了六千英里。而我
妈妈天天在我身边，我还天天淘气，让她操心，真不应该！

读完爱的教育，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是呀，如果人间没有



爱，一切事物就会失去本身的光彩！爱，很重要！

教育读后感篇五

这几天，我的学生们在备考教师资格证，我也没闲下来，一
有空就看教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现在，我将这两天读德国
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一点心
得与各位朋友分享一下。

赫尔巴特在教育学中的地位，我想大家都有所了解。他主张
教育学是一门科学，不能过度依赖于以往的经验、习惯，而
应当具有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教育基础。他要求把哲学
作为整个教育学的指导方向，用伦理学来决定教育的目的，
在心理学基础上建立教育方法论。18，他所出版的《普通教
育学》标志着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被称为教育史
上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著作。

读这一著作时，自然有很多的感触，但是我在这里只分享其
中的一点，那就是关于现在很多家长和中小学教师不知道怎
样去爱和管理孩子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相信有很多教师和家长都觉得很头疼，尤其
是当下。

那么，我们该怎样做呢？传统的教育一般是采用“压迫”的
方式让小孩们乖乖地听话，不要违背成人的意思。但是，这
种教育真的好吗？这值得我们辩证思考。

赫尔巴特在本书中的《儿童管理》中就告诉我们：

“满足于管理本身而不顾及教育，这种管理乃是对心灵的压
迫，而不注意儿童不守秩序行为的教育，连儿童也不认为它
是教育。此外，如果不紧紧而灵巧地抓住管理的缰绳，()那
么任何课都是无法进行的。最后，要将属于儿童教养的一切



工作在真正的教育者与父母中间作出认真的分工的话，那么
必须努力在分工的两方面之间适当地建立联系，使他们相互
取长补短。”

――赫尔巴特

的确，教育一个孩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教师要教育好一
群孩子那更是不容易。早在一两百年前赫尔巴特就告诉我们，
想要教育好孩子，就要注意家长和教师之间建立好关系，家
校或家园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因为，只有家长将孩子家庭中的信息告诉给教师，教师才更
全面了解这个学生是一个怎样的'学生；只有教师将学校中的
情况反馈给家长，家长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当孩子出现问题时，或者显现出有哪方面的天赋时，家园或
家校合作，在这种“合作共育”之下，孩子才会纠正偏差，
发挥更好的天赋。

赫尔巴特在关于儿童的管理的目的中谈到，儿童管理的目的
是多方面的：一是为了避免现在和将来对别人与儿童自己造
成危害；二是为了避免不调和斗争本身；三是为了避免社会
参与它没有充分权力参与却被迫要参与的那种冲突。总之，
这种管理并非要在儿童心灵中达到任何目的，而仅仅是要创
造一种秩序。

其实，无论教师还是家长，管理孩子目的只是“不作恶”或
者创造秩序，然后大人小孩一起维护秩序，这只是教育小孩
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已。“拘泥于细节的和经常的监督对于监
督者与被监督者来说同样是负担。”“监督还会妨碍儿童自
己控制自己，考验自己，使他们不能认识许许多多事物。”

他还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假如一个轻率的孩子粗鲁地闯进禁
足的圈子，那么我们就必须使他感到他可能引起什么样额损



害；假如他产生了要破坏的不良意向，那么这种意图，只要
它已变成或者可能变成事实，都必须受到充分的惩罚；但假
如他对恶的意志，包括对冒犯别人的行为，作出纵容，则必
须使他感到惭愧。

而我认为，管理需要权威，但是教育不能单靠强势。

更为重要的是，打开双手去拥抱他们，去爱他们！

而爱是什么呢？赫尔巴特认为，爱基于情感的和谐，同时也
基于适应。的确如此，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假如我们想从陌
生人那里获得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去爱陌生人，这是多么难
的事情。因为爱需要建立在彼此之间的相互适应上。一个孤
僻的人，一个说话生硬并斤斤计较的人，他肯定得不到爱；
如果与孩子相处的同时却慎重对待孩子，并参与孩子们的活
动时只顾着自己的话，同样也得不到爱。

爱需要教育者深入到学生的感情中去，然后十分巧妙地悄悄
融合在学生的感情中；或者教育者设法使学生的感情以某种
方式接近他自己的感情。当然，后者会比较困难。

而一旦获得了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教育者（家长或教师）
就可以减轻对孩子管理的困难。但是，那些利用爱来为自己
随心所欲去支配儿童服务的人，则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

在传统的家庭中，父亲是自然地享有权威，而母亲则是自然
地拥有爱。父亲管理小孩和爱小孩的方式，往往趋向于理性
和服从，而母亲管理小孩和爱小孩的方式，往往趋于感性和
信赖。

所以，现实当中，家庭中的父母想要善待孩子，那就是发挥
各自之所长，补己之短，形成合力，教育孩子不是某一方面
的事情。



“真正的教育，这里主要指思想范围的培养，也许只能出自
那些进行过特殊训练的人，那些能使人的思想范围向四面八
方伸展开去的人以及那些在这方面能尽量精确地判断什么是
更高尚、什么是较深湛、什么是更艰险、什么是更平坦的人。
”

――赫尔巴特

赫尔巴特认为，权威与爱对教育具有很大的间接影响，所以
儿童思想的培养者不应当以傲慢的态度默默地、自成一体地，
并排斥父母来进行他的工作，否则就会破坏他们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是他难以获得补偿的。

通过看完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在爱和管理孩子的问
题上，我觉得时下最重要的问题是学校的教师和家庭的父母
有时候没有分配好各自的角色和没有做好这个角色该做的事
情。一个好的教育应该是要形成一个“教育网”或叫“教育
生态”,不是各自做各自的，而是要加强沟通，实现教育
中1+12.

这是在教育中，教育者最重要的事情，也是要经常去做的事
情。

读书文化推广者詹润演

11月4日

教育读后感篇六

我含着泪水又一次看完《因持守而美丽一记全身救人的“英
雄教师”殷雪梅》这个案例。她的事迹感动着我，不仅是因
为她舍身救人，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一生代表着我们千千万
万的普普通通的在岗教师。



在05年3月31日壮烈的举动之前，殷雪梅就是我们千万小学教
师中平凡的一员，是一位执教29年的平凡、朴实、善良的普
通教师。29年来，都没有什么特别光辉的大事，更没有英雄
式的豪言壮语。她知道，人民群众把子女送到学校，就是把
美好的'希望寄托给了学校，寄托给了教师。“教师的责任就
是把学生教育好、保护好、培养好”。她对待学生就像对自
己的孩子一样；她尊重、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她勇于创
新，不断进取，把交给她的任何班级带好；我们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开国主席曾经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
的是一辈子做好事。29年的教育生涯，脚踏实地的爱岗敬业，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不正是我们教师的职业本质特点吗！
也是我们教师职业行为规范基本要求。我们在岗一天，就该
绑紧这弦。教师，有多多少少这样的教师在这教育土地上默
默地耕耘着，奉献着自己的一生。

车祸是偶然的，教师的爱和责任是真切的，在危急关头，教
师的舍己救人是必然的。在危险来临的时候，殷雪梅做到了，
重庆市开县教师群体做到了，还有更多的教师也做到
了。“一切为了学生，把爱献给学生”，“学生的生命高于
一切”，“老师在，学生在”，“在危险时刻，把生的希望
留给学生”——因为我们是人民教师，我们有爱，我们有责
任。

殷雪梅用她的壮举写完了她一个人民教师的爱与责任。今天
我们追随她的魂。因为她的伟大是寓于平凡之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爱与责任是师德之魂。难怪周济先生
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责任就办不好教育，要把爱
与责任的教育放在师德建设的首位。”让我们全体教师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来谱写好合唱好每一曲教育曲子吧！

教育读后感篇七

《陶行知教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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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通过一段段短小却精辟的文字去了解陶老的“行是知之始，
知是行之成”，“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这些他所
创立的教育理论时，不禁深深地佩服这位教育大家的远见与
深刻。“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他指
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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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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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把生活教育
提高到这么一个高度，是我前所未闻的，更给了我一丝震撼，
震撼于他的精辟和深刻。

“社会即学校”是对待统教育中的封闭性的一种挑战，是在
批判杜威“学校即社会”基础上提出的。陶行知先生认
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学校”，应当拆除学校与社会的
围墙，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中去。在社会这所大学校
里，人人可以作先生，人人可以作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
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
校”，“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茶
馆、戏院、破庙、茅棚等，都可以成为大众的课堂。这是根
据中国的现实国情提出来的，在这里教育不是少数贵族的事，
而是普通人也可以做的事。他主张把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生活
紧密结合起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
“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
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
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
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
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
“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



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
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
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
混的人是死人”。他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
校”等教育思想今天仍在广泛推行。每次读到陶行知的话时，
我总会感叹，他怎么那么先知先觉？他怎么会总结出那么多
精辟的话？“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仔细辨辨，妙哉
妙哉！真正让我了解了陶公“行知”名字的用意！

“亲知是一切知识之根本”这是做中学活动中“做”的灵魂，
强调了“做”是“行是知之始”的行，行以求知，是获得知
识的源泉。手的操作和心智的操作与改变，是主动探究和学
习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条件。大胆地放手让孩子在实验中猜
想并验证自己的想法，深信：“亲知是一切知识之根本”，
为孩子们展开一片充满想象，充满生机的天地！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是丰富多彩的，同时我们教师所学习
所要作的也是丰富多彩的。学习陶行知，向前辈们学习，多
积累知识，多和孩子们相处，和他们做好朋友，而不再只是
他们的老师。

教育读后感篇八

最近老师让我们看了一本书名叫《爱的.教育》，我只看完了
第一章和第一张续。爱的教育第一章主要写的是：主人公安
利柯小学时的故事。爱的教育以类似日记的形式写出安利柯
的小学生活。开学了，乡间的三个月，梦也似的过去，又回
到了这丘林的学校里来了。早晨母亲送我到学校里去的时候，
心还一味想着在乡间的情形哩，不论哪一条街道，都充满着
学校的学生们。有一天，安利柯走进学校。刚刚发生了个意
外，洛佩谛，二年级的学生。上学来的时候，有一个一年级
的小学生忽然离开了母亲的手，倒在街上了。这时，街车正
往他倒下的地方驶来。洛佩谛眼见这小孩将被车子轧伤，大
胆地跳了过去，把他拖救出来。不料他来不及施出自己的脚，



被车子轧伤了自己。突然有一个妇人发狂似的奔到，从人堆
里挣扎进来，这就是洛佩谛的母亲。另一个妇人同时跑拢去，
抱了洛佩谛的母亲的头颈啜泣，这就是被救出的小孩的母亲。
两个妇人向室内跑去，我们在外边可以听到她们“啊!洛佩谛
呀!我的孩子呀!”的哭叫声。

续集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安利柯小学毕业了，很用功读书。
读书读到深夜，瞌睡来了常伏在书上熟睡，自己也不知道。
父亲知道了这情形，曾这样地提醒安利柯：“安利柯!你不是
用功过度了吗?昨夜你是伏在书上睡到今晨的吧，从黄昏一到
位子上就睡着了!用功原要紧，但如此地用功是有害身体的。
这样地把身体弄坏了，所用的功也如同水泡，结果与怠惰没
有两样。身体弄坏了，什么事都做不成。你现在正是要紧时
期呢，十四岁的血气旺盛的少年，如果一味读书，甚至于要
在案上昏睡，将来身体坏了就要一生成为废物。先生说你在
学校中成绩最好，我听了原快活，但与其你这样过于用功把
身体弄坏，宁愿你强健地成长啊!”可是安利柯还一味地欢喜
用功，毫不运动，每日每日只是读书。竟至连先生所不知道
的历史上的事，他也知道，弄得同学们为之吃惊。不料果应
了父亲的预料，学年试验一完毕，安利柯病了。最初，医生
诊断为胃肠炎，后来竟变了伤寒，并且连气管也有了毛病，
三四周中只能饮些牛乳，仰卧了动弹不得，苦楚万分。后来，
安利柯的父母把安利柯送到桑・德连寨的叔父那里。

续集的感受是：安利柯很用功读书，但不注重身体是不行的。

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格言，格言总是可以激励我们奋发向上，
朝着自己的目标理想去勇往直前。

我喜欢的格言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
句格言的意思是：虽然每分每秒的时间是很珍贵的，但是，
金钱也是很珍贵的，可是就算金钱再怎么珍贵，一旦时间过
去，就会一去不复返，金钱是无论如何也买不到的它的。



时间给我们每个人的都是相等的，它不会给谁的多或是少。

有的人，能在这样的时间里做出一番事业来，幸福得过着丰
衣足食的日子;有的人，却只能虚度年华，浪费时间。在写字
时，时间在笔尖上溜过;睡觉时，时间在睡梦中悄悄地走过;
发呆时，时间从呆眼中掠过;当你发现时间是这样的流过，感
到无奈时，它又从你那无奈的叹息声中伶伶俐俐的跨过。时
间就是这样流逝如飞，怎样也挽留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好好
学习，在这有限的生命中，去好好学习，不要重演“少壮不
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