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死而生读后感(实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向死而生读后感篇一

有幸拜读了郑英女士的两本书《教育，向美而生》和《班主
任，可以做得这么有滋有味》。郑英，何许人也?她是一名正
高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浙江省德育特级教师、浙江教育
十大年度影响力人物等，她的头衔很多，著作和论文更多。
去年十月十九日，郑英老师来祁门一中作了讲座，听说反响
特好。

慢慢品味的。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传染，这个漫长的假期哪
儿也不能去，不得不静心地呆在家。我重拾书卷，从书里找
到一些最有价值的、能助我一臂之力的内容，阅读、品味、
反思，郑英老师的文章在我心中荡起涟涟心漪。

?教育，向美而生》和《班主任，可以做得这么有滋有味》是
郑英老师多年来教育思想和教育智慧的总结，具有实用性、
可操作性和启迪性，尤其是管理班级的教育技巧和策略，我
非常喜欢。希望在今后的班主任工作中，郑英老师的教育策
略和技巧能够为我所用，在面对真实具体的教育问题时，能
给予我启迪和帮助。

我尽管有着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可班级管理经验很有限。
工作至今，我只当过两届初中班主任。说来也好笑，这两届
班主任都是中途接班的。第一届记得是从20xx年到20xx年，



那时七年级有两个班，到了八年级两个班并成一个班，学校
把重担压在我身上，让我来当班主任，我可是只有一年的班
主任工作经历。可想而知，合并后的班级管理比以前难多了。

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有成功，有失败，更有困惑。直到读
了郑英老师的书才豁然开朗。她的书中有许多成功的教育案
例、教育策略和技巧，这些都可以为我今后的管理工作指点
迷津。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天生优秀的或天生就是坏孩子，
我们可以用心唤醒孩子内在的力量，帮助他们变得强大。我
们需要用一双慧眼发现孩子的特质，扬其所长，补其所短，
帮助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郑英老师说得好，我们需要在工作的细微处用心。说起来简
单，做起来不易。班级管理表面上差不多，无非就是考勤、
卫生、纪律那些事。事实上有许多细节，不同的班主任经营
起来，价值也就相差甚远。

怎样把“米”酿成“酒”，这很关键。需要我们班主任用所
遇到的种种问题或困难来发酵，用一颗执着的教育心来升温，
加以教育智慧来勾兑。这些细微处体现在与科任教师的合作
艺术上，与家长的`合作艺术上，更重要的是与学生之间合作
的艺术，包括奖励的艺术和惩戒的艺术。

谈到奖励，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日常管理工作中，我也知道
少批评，多鼓励。有时也会来一点奖励，但收效甚微。现在
想想，可能是走到了奖励的误区，没有真正掌握奖励的艺术。
奖励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激励学生积极表现，并且为其后续的
行为注入恒久的动力。所以对奖励的时机、方式、分寸的把
握也是一门艺术，同样的奖励方式，最后效果也会因人而异。
郑英老师说奖励要注意“发行量”，从而保证其“含金量”，
只有做到得体适度、恰如其分，才能在平淡中见精彩，使学
生处于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状态。惩戒也是一种教育手段，
是一把双刃剑。



在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可行性和科学性，否则就不能
起到教育的作用。如今，大部分的孩子个性都强，简单粗暴
的教育方式是行不通的，惩戒必须与其他教育方法如说理、
沟通、感化等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既严厉又包容，既有刚性
又具柔性。

从没见过一本描述班主任工作像这么细致、全面、实用的书。
回想我以前的班会课走过场的多，流于形式的多。今后我必
须深思：怎样上班会课才能既有实效又有长效?怎样给学生营
造一个温馨、浪漫的诗意的学习环境?学生的思想工作怎样做
才有实效?如何让学生爱上劳动?学生的评语如何书写?一份好
评语，犹如一面反光镜，它能决定一个学生在假期中的幸福
指数，有时甚至能影响学生成长的轨迹。评语的作用可见一
斑了，每个孩子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评语自然不能生搬
硬套，要突出孩子的个性。

一个人无论干什么，首先要有一颗热爱之心，热爱本职工作，
热爱生活。扪心自问，这两者我都具备。当一名人民教师就
是我儿时的梦想，我亦是一个热爱生活之人，喜欢做公益，
喜欢走走拍拍，喜欢用手机留下一切美好的事物。如郑英老
师所说，“师者，当怀一半诗心一半匠心。

诗心是仰望星空，匠心是脚踏实地;诗心是提升境界，匠心是
印证境界;诗心是致其广大，匠心是致其精微;诗心是向美而
生，匠心是让美成真。”我要以郑英老师为榜样，努力追求
向美而生的教育，把教育做得有滋有味，做真正走心的教育。
用心做教育，做教育的有心人。

向死而生读后感篇二

慢慢品味的。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传染，这个漫长的假期哪
儿也不能去，不得不静心地呆在家。我重拾书卷，从书里找
到一些最有价值的、能助我一臂之力的内容，阅读、品味、
反思，郑英老师的文章在我心中荡起涟涟心漪。



《教育，向美而生》和《班主任，可以做得这么有滋有味》
是郑英老师多年来教育思想和教育智慧的总结，具有实用性、
可操作性和启迪性，尤其是管理班级的教育技巧和策略，我
非常喜欢。希望在今后的班主任工作中，郑英老师的教育策
略和技巧能够为我所用，在面对真实具体的教育问题时，能
给予我启迪和帮助。

我尽管有着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可班级管理经验很有限。
工作至今，我只当过两届初中班主任。说来也好笑，这两届
班主任都是中途接班的。第一届记得是从20xx年到20xx年，
那时七年级有两个班，到了八年级两个班并成一个班，学校
把重担压在我身上，让我来当班主任，我可是只有一年的班
主任工作经历。可想而知，合并后的班级管理比以前难多了。

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有成功，有失败，更有困惑。直到读
了郑英老师的书才豁然开朗。她的书中有许多成功的教育案
例、教育策略和技巧，这些都可以为我今后的管理工作指点
迷津。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天生优秀的或天生就是坏孩子，
我们可以用心唤醒孩子内在的力量，帮助他们变得强大。我
们需要用一双慧眼发现孩子的特质，扬其所长，补其所短，
帮助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郑英老师说得好，我们需要在工作的细微处用心。说起来简
单，做起来不易。班级管理表面上差不多，无非就是考勤、
卫生、纪律那些事。事实上有许多细节，不同的班主任经营
起来，价值也就相差甚远。怎样把“米”酿成“酒”，这很
关键。需要我们班主任用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或困难来发酵，
用一颗执着的教育心来升温，加以教育智慧来勾兑。这些细
微处体现在与科任教师的合作艺术上，与家长的合作艺术上，
更重要的是与学生之间合作的艺术，包括奖励的艺术和惩戒
的艺术。

谈到奖励，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日常管理工作中，我也知道
少批评，多鼓励。有时也会来一点奖励，但收效甚微。现在



想想，可能是走到了奖励的误区，没有真正掌握奖励的艺术。
奖励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激励学生积极表现，并且为其后续的
行为注入恒久的动力。所以对奖励的时机、方式、分寸的把
握也是一门艺术，同样的奖励方式，最后效果也会因人而异。
郑英老师说奖励要注意“发行量”，从而保证其“含金量”，
只有做到得体适度、恰如其分，才能在平淡中见精彩，使学
生处于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状态。惩戒也是一种教育手段，
是一把双刃剑。在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可行性和科学
性，否则就不能起到教育的作用。如今，大部分的孩子个性
都强，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是行不通的，惩戒必须与其他教
育方法如说理、沟通、感化等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既严厉又
包容，既有刚性又具柔性。

从没见过一本描述班主任工作像这么细致、全面、实用的书。
回想我以前的班会课走过场的多，流于形式的多。今后我必
须深思：怎样上班会课才能既有实效又有长效?怎样给学生营
造一个温馨、浪漫的诗意的学习环境?学生的思想工作怎样做
才有实效?如何让学生爱上劳动?学生的评语如何书写?一份好
评语，犹如一面反光镜，它能决定一个学生在假期中的幸福
指数，有时甚至能影响学生成长的轨迹。评语的作用可见一
斑了，每个孩子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评语自然不能生搬
硬套，要突出孩子的个性。

一个人无论干什么，首先要有一颗热爱之心，热爱本职工作，
热爱生活。扪心自问，这两者我都具备。当一名人民教师就
是我儿时的梦想，我亦是一个热爱生活之人，喜欢做公益，
喜欢走走拍拍，喜欢用手机留下一切美好的事物。如郑英老
师所说，“师者，当怀一半诗心一半匠心。诗心是仰望星空，
匠心是脚踏实地;诗心是提升境界，匠心是印证境界;诗心是
致其广大，匠心是致其精微;诗心是向美而生，匠心是让美成
真。”我要以郑英老师为榜样，努力追求向美而生的教育，
把教育做得有滋有味，做真正走心的教育。用心做教育，做
教育的有心人。



向死而生读后感篇三

郑英老师的《教育，向美而生》一书，汇集了她的17篇教育
随笔，内容分为这样两辑：教师，首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美
好的人；教育，要懂得成人之美。这两辑文章，均紧扣“向
美”的主题。从郑英老师的文字中，我读到了她对教育之美
的享受，这也是教师在教育工作中所能达到的较高的境界。

享受教育之美，源于直面教育中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所谓
的优秀教师，并不是因为他们遇到的学生不会出现这样那样
的问题，而是在他们的学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他
们能够直面这些问题，并且会非常智慧地予以解决。

很多老师都有类似这样的感悟，正是那些问题学生成就了他
们。在《教育，向美而生》一书中，郑英老师分享了几个教
育案例：“红孩儿”伟伟、“低起点”孩子涛涛、“芥末
型”绩优生子轩等。在这些学生的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自己
班级里学生的影子。相比较而言，我们是如何面对这样的问
题的？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教育效果，也决
定了我们教育人生的幸福指数。教育无小事，无论是科任老
师，还是班主任，在与学生相处的过程中，都难免会出现这
样那样的问题。而当问题出现的时候，逃避肯定不是办法，
把问题推给学校、家长，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
敢于面对具体的问题，并想办法进行解决，才是我们应该秉
持的教育态度，也才能取得较为理想的教育效果，从而丰富
我们的教育智慧。

享受教育之美，源于对学生教育日常的疏导。大禹治水的办
法经常被老师们引用并奉为圭臬，其中一个最核心的词语就
是——疏导。在教育过程中，遇到问题想办法去解决，固然
能体现教师的责任心和智慧力。但是，如果能避免问题的出
现，如果能指引着学生向更高层面上发展，那自然是更为省
力和高效的教育方式了。像很多班主任带班一样，郑老师的
班级也有公约。但他们的班级公约里所写的，并不是几不准，



如有违反，将会接受什么惩罚之类的。他们的公约里，写下
的是师生共同的信条和愿景，是指向着让孩子们向善向美的
具体的做法。而且，这些公约，是通过学生们的深度讨论后
确定下来的，而不是班主任老师的.一家之言。同样的问题，
不同的处理方式，彰显着不同的教育理念，也必然会带来不
同的教育效果。教育，不只是在问题出现时会发生，在学校
的工作和生活日常中也应该施行。

享受教育之美，源于教师视野的无限拓展。郑英老师让学生
辨认校园里的树木，查找关于这种树的传说，了解与它有关
的历史人物，看它是否当选，这样，校园就成为了学生接受
教育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学生接受教育的一个具体的环境。
郑英老师几年来坚持在做的一件事是，定期走进大地，阅读
大地之书。她不仅自己从大地之书上获得灵感、培养诗心，
还把学生指引到大自然中去，让他们从生命和彼此身上寻找
一切存在着的美好和善良的东西。我们常说，心有多大，世
界就有多大。三尺讲台，如何能安放下教育的千钧重担？所
以说，教育不仅是指老师们在课堂上的言传身教，它还应该
有更广阔的外延空间。当一个老师把教育的视野无限拓宽了
之后，教育也就变成了我们生活的日常。生活中，美是到处
都有的，我们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同样，教育之美也
是到处都有的，我们不仅要能发现，还要能创造，能享受。

享受教育之美，不仅是教师之幸，更是学生之幸，教育之幸。
这是理想的教育，也是我们教育的理想。让我们一起追寻这
样的理想，享受这样的教育。

向死而生读后感篇四

季羡林老先生，心态实在太好了，首先想说，佩服。

老先生在提到十年文革中，一开始是希望自己什么都不管，
独善其身，但是真的开始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自己是有
知觉有情感的人，心还没有全死，是正义感的人，“我命定



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正好最近在看伪装者，回头看中国
历史，应该有很多像先生这样的人吧，中国历史发展有几段
充满纷争的阶段，中国人对付中国人，或许有知识分子曾经
想过不参加任何一派，独自在一个桃花源中，然而在某些情
况下，必须做出反应，必须有人站出来，正因为如此，中国
才可以有惊无险的度过某些阶段，吸取教训，向前迈进。

书里讲了先生对中国好几位出名文学家的看法，还有很多从
中国到世界，从个人到社会的想法，很多话对青年来说是非
常中肯有用的，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是季老先生面对生活的态
度，勤奋学习，面对生活顺其自然，面对生活的小麻烦，不
要过多在意，努力的把国内的东西输出去，为民族发展做点
贡献。

向死而生读后感篇五

很有幸听了名师郑英的讲座，听她娓娓道来，字里行间都体
现了她对教育的执着和热情，打心底被她的教育智慧折服。
于是讲座结束之后立即拜读了《教育，向美而生》这本书，
延续自己对大师膜拜和虔诚向大师“取经”之路。书中，郑
老师为广大教育人呈现了一个个“教育，可以如此生动、有
趣”的鲜活而深刻的案例，无不激励着广大教育人：向美，
从修好这颗心开始，在细微处落地发芽，在自我革新中生长。
感触颇深是以下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