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漫话读后感(汇总6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
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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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漫话读后感篇一

17号陈宇图大家好！我是陈宇图，最近我读了约翰・洛克写
的一本教育，书名叫--《教育漫话》，这是一本关于父母和
导师们如何教育儿童的书籍，洛克的教育主流是进步的，
《教育漫话》里面的很多教育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值得人们
特别是将要从事教育的我们去研读和借鉴，但是其中也有反
人民的因素，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他的教育思想。因此，我想
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读书感想。这本书主要阐述
了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其中，令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是他的
关于德育的思想，洛克认为"在一或者绅士的各品性之中，德
行是第一位的，是最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德行，我觉得
他在今生来世都得不到幸福。"一个人有了德行不仅能获得幸
福，也能获得成就。他在《教育漫话》中一开始就指出："我
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
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
便是由于教育之故。"他说："德行愈高的人，一切成就的获
得也愈容易。"德行对于绅士如此重要，德育也就自然成为绅
士教育的核心了。在洛克看来，德育应当培养儿童理性、礼
仪、坚忍、节制等品德。洛克告诫年轻的绅士："大凡不能克
制自己的嗜欲，不知听从理智的指导而摒绝目前的快乐或痛
苦的纠缠的人，他就缺乏一种德行与努力的真正原则，就有
流于一无所能的危险。"鉴于德育的重要意义，洛克建议应当
及早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他说："凡是有心管教儿童的人，
便应该在儿童极小的时候早早加以管教。"至于德育的方法，



洛克提出了如下建议，教育方法应适合儿童的"心性"，符合
儿童的年龄特征。一是要用"说理"的方法。洛克认为，说理
要符合儿童的能力与理解力，不是长篇大论的说教。说理的
时候，你的举止应温和，即使惩罚他们，态度还是要镇定，
要使他们觉得你的作为是合理的，对于他们是有益的，而且
是必要的。二是利用榜样的力量。洛克认为："在各种教导儿
童及培养他们的礼貌的方法中，其最简明、最容易而又最有
效的办法是把他们应该或是应该避免的事情的榜样放在他们
的眼前。"三是多练习，少讲规则。洛克认为，儿童不是用规
则可以教好的，规则总是会被他们忘掉的，导师和父母应当
创造机会给他们一种不可缺少的练习，使他们养成习惯。但
是，同时培养的习惯不可太多，否则花样太多，把他们弄得
头昏眼花，反而一种习惯都培养不成。四是奖励与惩罚适当。
洛克认为，在儿童的德育中奖励和惩罚是应该采用的，但方
法应得当。如果妄用奖励与惩罚的办法，那简直是牺牲了他
们的'德行，颠倒了他们的教育。洛克明确反对体罚，认为体
罚是种奴隶式的管教，因为它"所养成的也是一种奴隶式的脾
气。教鞭威迫着的时候，儿童是会屈服的，是会佯作服从的；
可是一旦不用教鞭，没人看见，知道不会受到处罚的时候，
他便愈会放任他的本来的倾向"。英国在几百年前就十分重视
对儿童进行德育教育。可见，教育对于一个人的前途和幸福
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当前我国的德育状况，
当前我国中小学生的德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积累的很
多这方面的宝贵经验。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当前
我国的德育还存在着很多不足的地方，例如，当前在某些里
面以为中心的思想树立得还比较牢固，有些学校还错误地认
为教学工作上去了，学校的德育也就无可指责了。如果任由
这种对德育的轻视和错误的认识泛滥的话，必将对学生本人
及国家产生严重的后果。这是值得我们努力去反思和改进的。
因此，我们应该像洛克说的那样，在儿童年龄很小的时候就
要对他们进行德育方面的教育，并且教育的方法要符合儿童
的年龄实际和儿童的理解力。在《教育漫话》中，洛克关于
德育方面也存在着错误的思想，就是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学校
的教育也不是万能的，他把人的好坏都归功于教育，我认为



这是对教育的功能认识的不全面的表现。我们不能依靠学校
来教育学生的一切方面，其实儿童德育的效果是受很多因素
制约的。我们必须充分的认识学校的教育功能。

教育漫话读后感篇二

《教育漫话》是17世纪英国伟大的教育思想家约翰洛克撰写
的一本教育名著，它主要论述“绅士教育”。读了《教育漫
话》使我对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传统教育思想有所了解。这是
一本饱含哲理而又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感人的教育学，除了
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外，某些主张如对教育力量的深刻信念、
对父母的教育责任和早期教育的论述等等。作品虽然写于三
百多年前，时至今日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作为教育工作者，
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并且反思我国的教育
思想和方法。

洛克十分重视早期教育的关键作用。一是因为儿童少小时的
可塑性最大。二是因为幼小时的印象“都有极重大极长远的
影响”。像水源一样，稍加引导，“便可以把它导入他途，
使河流的方向根本改变”。因此，越早教育越要谨慎从事，
因为教育上的错误“像配错了药一样”，第一次错了，以后
就难补救了。

小学儿童的可塑性也很大，因此，我们的教育应从养成教育
抓起，如良好的卫生习惯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等。书
中关于习惯的养成，我觉得很有可迁之处。“儿童不是用规
则可以教得好的，规则总是会被他们忘掉的。你觉得他们有
什么必需做的事，你便应该利用一切机会，甚至在可能的时
候创造机会，给他们一种不可缺少的练习，使它们在他们身
上固定起来。这就可以使他们养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一旦
培养成功之后，便用不着借助记忆，很容易地很自然地就能
发生作用了。不过我在这里有两点要提醒的。第一，你要他
们练习某种习惯，最好和颜悦色地去劝导他们，提醒他们，
不可疾言厉颜色地去责备他们，好像他们是有意违犯似的。



第二，还有应该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同时培养的习惯不可太
多，否则花样太多，把他们弄得头昏眼花，反而一种都培养
不成。要等某一件事情经过经常的练习，变得容易自然，他
们做来不必再假回忆之后，你才可以再去培养另外一种习惯。
”我觉得我们学校这方面也是这样做的。

洛克十分注重健康教育，他认为“健康的心智寓于健康的身
体”。书中他非常详细的说明和指导了饮食、衣着、睡眠等
各个方面，如：多吸新鲜空气，要有充分的运动和睡眠，饮
食要清淡……其中也有一些是不合理的，但总的来说，他是
为了培养儿童俭朴的生活习惯，注重儿童身体的磨练，来造
就强健的体魄。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认为洛克所说
的“大多数儿童的身体都是由娇生惯养弄坏的，或至少由此
受到了损害”是有道理的。现在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大多从小娇生惯养，家长无微不至的照顾着孩子，吃得饱、
穿得暖，这一切原本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却反而使得
现在的孩子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天一冷，就会有很多孩子感
冒，生病。我们可以学习《教育漫话》中科学的合理的成分，
培养儿童强健的体魄，让儿童从小就锻炼身体，使他们将来
能抵抗天气，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等多方面的变化。

德育在洛克的教育思想中占有根本的地位，“德行是一个人
或一个绅士所应具备的首要的也是最必不可少的一种禀赋，
一个人如果缺少德行，就决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喜爱，
甚至不可能被自己所接受或容忍”。在洛克看来，德育不仅
仅是指道德品质的培养，而是指整个精神品质或人格的塑造，
大致说来它包括德行、智慧、教养以及坚忍等各种美德的培
养。

洛克反对溺爱放纵孩子，他认为这是最大的教育失误。当今
社会，溺爱放纵孩子这一现象越来越多的存在着。被溺爱的
孩子总是哭闹着想要得到某样东西或做某件事，小时侯是糖、
玩具，长大后就要的更多了，这时候家长才对孩子的任性感
到烦恼。还有许多家长对自己孩子的错误行为视而不见，听



之任之，一再的放纵孩子，等小错变为大错才想要纠正，但
为时已晚。过分的溺爱孩子，会使得孩子任性妄为，自己想
怎样就怎样，使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效果大打折扣，有的孩子
对于父母的教育完全不放在心上，甚至理直气壮的和父母争
吵。过分的溺爱孩子，会使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
不利于他们在同伴中的交往，进入社会后，人际关系往往比
较差。父母应当做到不溺爱放纵孩子，在既严厉又宽松的环
境下对儿童进行教育。

《教育漫话》这本书，给我印象较深的还有榜样的作用，父
母的榜样作用，教师的榜样作用，同伴的榜样作用。在学习
生活中，教师往往会在无形当中成为孩子学习的对象，尤其
在幼儿园，幼儿的模仿学习能力较强，可塑性也较强，教师
的榜样作用也就更大了。作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当
从现在起就不断的自我提高，自我充实，让自己成为一个有
品德，有智慧，有修养的人。凡事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
的起到教师的榜样作用。在同伴交往中，家长应该正确的引
导孩子与品行端正积极向上的孩子交朋友，“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同伴的作用是巨大的。

读了《教育漫话》，使我对教育有了更深的认识、了解。我
将继续勤奋学习，为成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而努力。

教育漫话读后感篇三

《教育漫话》是一部影响深远的世界教育名著。洛克在第二
页就指出教育的重要性，“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
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错配了药一样，第一次错了，决不
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
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要，当孩子在家里受到了错误的教育
再接受学校教育就有点困难。

洛克在书中谈了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等方面问题。其中
他最重视德行，他说“我认为在一个人或者一个绅士的各种



品性之中，德行是第一位的，是最不可缺少的。”“如果没
有德行，我学得他今生来世就都得不到幸福。”

教书育人，育人是第一位的，我认为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多数
学校对教学成绩抓得力度更大一些，大考小考不断，德育也
不应忽视，应扎扎实实地开展德育活动。一个学生的德行若
出了问题，一生的幸福就毁了。

德育自古就很受重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
止于至善。”《大学》里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
是基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
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
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
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
修身在正其心。”古代对品德教育更重视，不像现代教育这
么功利化，考什么学什么，而是诗书礼乐等全面发展。

《教育漫话》中论述惩罚的文字不少。当今中国的教育是
谈“罚”色变，正当的惩罚也可能会被家长以体罚之名诉之
媒体，不良媒体为吸引眼球连篇累牍地报道，丝毫不虑及社
会影响，导致很多老师在管理学生上明哲保身谨言慎行，而
有的学生日益肆无忌惮，不少老师感慨现在的学生越来越不
好管。过犹不及，体罚是惩罚的极端，没有惩罚的教育也是
不完整的。

“如果儿童所畏惧的或所感到的只是它所给予的痛苦，则鞭
挞的好处并不多，因为痛苦消灭得很快，儿童对于它的记忆
也会同时忘却。但是我觉得有一种过失儿童是应受鞭笞的，
儿童应受鞭笞的过失也只有这一种，这就是顽梗，或者反抗。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主张在可能范围内把鞭挞所给的羞辱作
为惩罚的最大部分，不是痛苦。惟有使他们由于做错了事和
被打而感到害羞，才是真正的德行上的制裁。”

洛克主张慎用鞭挞，“鞭挞或呵斥是应该谨慎地避免的。因



为这种惩罚的方法，除了使儿童对于使得自己遭受鞭挞或呵
叱的错误行为发生一种羞耻与恐怖的心思以外，是决不能再
有别的好处的”，久而久之，“这种奴隶式的管教，所养成
的也是一种奴隶式的脾气。”

“它只是弥缝了目前，使伤口结上了一层皮膜，对于痛楚的
核心仍然没有触到。只有出自内心的羞耻和不愿见恶于人的
畏惧心，才是一种真正的约束。”教育要育心，孟子
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
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在这本书中，作者还谈论了体育和智育等方面的问题，深入
浅出又富有哲理。

我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把这本书又读了一遍，重点章节读了两
遍，做了两千字的摘记。合上书还想去读，这是一本真正的
教育经典，隔一段时间再读又会有新的收获。

教育漫话读后感篇四

今年暑假，我阅读了教育专著——《教育漫话》，获益颇多。
《教育漫话》是一本饱含哲理而又深入浅出、生动感人的书。
我读后不禁深深佩服这位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哲
学家、政治思想家和教育家——约翰洛克。书中深入浅出的
描述，饱含哲理的文字，使我的眼前豁然开朗，让我不由自
主地去领悟反思。《教育漫话》的教育思想主流是进步的，
是值得今天的我们继续学习的。书中大量讲述了学生所必须
具备的品行和个性，如德行、理智、机敏、优雅、礼貌等。
约翰洛克认为，从小培养学生的这些品行个性，对学生今后
的成长和发展是终身受益的事。多年来的教育实践使我支持
洛克的上述观点。的确，对于学生的教育，尤其是家庭中的
教育来说，有些基础性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生活习惯、
道德品质、学习的态度、切合和针对孩子的有效的方法的形
成等。根据读后所想，下面就来探讨一下教育应该养成哪些



使孩子终身受益的优秀品质和独特个性。

“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这是对于人世间幸福的一种
简短而充分地描绘。”这是《教育漫话》卷首第一句话。约
翰洛克在书中主张，孩子应从幼年起就进行锻炼，反对娇生
惯养；提出童年不宜穿太多的衣服，要多过户外生活，多做
户外活动，多接近自然，多游泳，用冷水冼脚从而锻炼意志；
饮食要清淡，多吃面食，少吃肉腻食品，不饮烈性饮料；多
运动、多睡眠、多呼吸清新空气等许多有益的、具体的见解。
约翰洛克把健康区分为身（身体）、心（精神）两个方面。
这两方面都是“能工作、有幸福”的基础条件。“凡是身体
和精神都健康的人就不必再有什么别的奢望了；身体、精神
有一方面不健康的人，即便得到别的种种，也是徒然。”因
此约翰洛克要求家庭教育要充分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首先要着力养成孩子健康的品性。约翰洛克
的“健康”品性，既包括对健康的自觉意识，也包括科学地
生活的常识。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家庭教育必须把保障孩子
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作为最基础的环节，要采取科学的教育、
培养态度和方法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尤其是要帮助孩子了
解自身特点，培养自我认识能力，学会客观地对待自己，学
会倾听和表达，把握自己的情绪，学会缓解压力，控制心态
平衡的方法，学会理解和支持他人，养成换位思考的习惯，
使孩子远离心理疾病，发展健全的精神。这点在我们的社会
社会生活中尤为重要。

《教育漫话》中约翰洛克的见解是：“孩子因为年龄增长，
自由便应跟着到来，许多事情他应信托自己的行动去应付，
因为他不能永远受人监护；只有你给他良好的原则和牢固的
习惯，才是最好的、最可靠的，所以也是最应该注重
的。”“因为一切告诫与规则，无论如何反复叮咛，除非实
行成了习惯，全是不中用的。”“习惯可以在这里是这样，
在其它情形下也是这样。”“习惯的力量比理智更加有恒，
更加简便。”习惯是经多次重复而形成的自动化了的、去自
觉的行为方式。约翰洛克认为，习惯的形成过程“是给予一



种不可缺少的练习，使之在儿童身上固定起来；习惯一旦培
养成功之后，便用不着借助记忆，很容易、很自然地就可发
生作用了。”这个见解无疑是正确的。我们的言行、品质、
个性，说到底都是日积月累养成的习惯而已，好的习惯是人
生的一笔财富。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说过，“教育
就是培养好习惯”；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优秀本质上是一种
习惯”。教育要着意养成孩子的好的习惯、优秀的习惯、形
成将来成功的习惯。好的习惯很多，积极思考的习惯、谦逊
的习惯、全力以赴专心致志的习惯、做事一丝不苟的习惯等。
从小处看，仔细观察的习惯、善于提问的习惯、按时完成作
业的习惯、预习复习的习惯、归纳总结的习惯、善于反思的
习惯，甚至于约翰洛克提到的早起早睡的习惯、严格遵守作
息制度的习惯等。教育要努力发现和保护孩子在各个方面的
优秀的行为，成为学生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

分享意味着彼此共享，分享意味着相互理解与合作。《教育
漫话》中约翰洛克提出，教育要培养孩子与兄弟姐妹、与伙
伴、与他人分享事物，分享知识和快乐的品性。他说，“关
于取得事物与占有事物，你要教导孩子，使他们能把自己所
有的东西分给朋友，一点也不要为难，不吝啬，使他们从小
就从经验中知道，凡是最大量的人也是最富有的，而且还得
到别人的敬重与称誉”。“分享”可使兄弟姐妹之间来得更
加和睦，更有礼貌，且同样推及旁人。“分享”可使儿童养
成温厚、对人和善、慷慨、以及得到一种快乐，视为一种值
得自豪的事。的确，使学生学会分享，可以使他们学会在关
心、欣赏自己的同时，同样关心欣赏他人，可以使他们有效
地团结合作，有效地处理好人际关系，有效地走出自我中心
和自我封闭，学会与他人交流和沟通、积极接纳他人和换位
思维的技巧。最终，“分享”的品性有利于他们毕生的健康
成长。约翰洛克多次强调，“分享”的品质要从小加以培养，
“使儿童经过不断的练习，便能把自己所有的东西给予别人
而不觉为难。”“乐于赠予别人的美德，要加以培植。”儿
童的美德应“建立在大量与慷慨地把自己所有的或好的东西
去给予别人上面”。这些见解和教育要求无疑都是有益的。



只知索取，不知付出，只知爱已，不知爱别人，这是当前独
生子女一代的性格通病，而当前我们的家庭教育中，约翰洛
克所提到的这种“分享”品质的培育又是何其缺失。独生子
女的家庭教育有着不可弥补的根本缺陷，那就是只有一个孩
子的家庭生活和教育情境会造成孩子的独占性格，而缺乏与
他人分享的宝贵经验。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理性、有同
情心、有爱心，一个根本不知道关心人、同情人、爱别人的
孩子必定会生出阴暗的心理，整个心灵人格也不会健全。因
此，必须认真记取约翰洛克的教诲，在家庭教育中充分注重
孩子的分享品质的培养和训练，父母应从小就在孩子的心田
里播下善良的种子，让他们学会爱人，学会移情，学会与人
相处，学会民主与合作，学会与他人分享事物、分享知识、
分享快乐、分享情趣和其它经验，从而使他们的个性保持健
康和丰富。

我想，对于洛克的这些教育建议的价值。即使在21世纪的今
天也不能低估和轻视。我们现在的教育中不就是缺乏这些方
面吗，关注学生，教育学生，让学生真正做到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是当前我们时刻需要学习、反思，并为之
不断努力的工作重任。

教育漫话读后感篇五

前段时间有幸阅读了《教育漫话》这本书，书中提到了好多
教育孩子的方法。这些方法对于从事教育行业的我们来说，
真的是受益匪浅。本书的作者约翰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
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洛克对医学、自然科学以及实验科学情
有独钟，后来他又担任过多年的私人医生以及家庭教师，这
些经历使洛克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育经验，为日后写下《教
育漫话》奠定了基础。《教育漫话》的主题是所谓的“绅士
教育”。绅士教育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一种代表新兴
资产阶级的教育观，洛克提出的绅士教育的任务是要阐明，
如何才能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有理性、有德行、有才干的
绅士或者有开拓精神的事业家。全书共217节，主要分为三部



分：体育保健、道德教育和智育。

在《教育漫话》中，洛克首先讨论的是健康教育，因为“健
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是“对于人世幸福状态的一种
简洁而充分的描绘”，二者不可或缺。洛克之所以重视保健、
养护，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洛克是一位唯物主义
哲学家，而且深入研究过医学和其他自然学科，作为一
位“内行”，他对儿童的体育、健康、养护等问题都提出了
不少具体的颇有价值的意见。例如他建议“无论冬夏，儿童
的穿着都不可过暖，主张儿童用冷水洗脚或洗澡，多过露天
生活，多呼吸新鲜空气，衣着不可过紧，饮食要清淡，不喝
烈性饮料，早睡早起，睡硬板床，不宜滥用药物，注意运动
锻炼等。这些主张都是配合贯彻其教育目的、任务提出来的，
至今看来绝大部分还是科学合理的，值得人们吸取。道德教
育是《教育漫话》这本书中最重要的内容。洛克声称：“一
位绅士应具备的各种品行之中，我将德行放在首位，视之为
最必需的品性。“他要求儿童在具备健康体魄的基础上，必
须有健全的精神发展，而这集中表现为必须具有完美的德行。
洛克认为，德行乃是人生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缺乏德行，
就无所谓人生幸福可言；因为缺少德行的人不可能被人瞧得
起，也难以取得事业的成功。在这一部分，洛克对儿童的德
育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其中包括：

（2）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如果做父母的都舍不得将时间
留给孩子，那他的成长还有谁对他负责？如果要求孩子不做
的，做父母的首先带头不这样做。父母要选择适宜孩子成长
的良好环境，就像我们古代的故事“孟母三迁”一样。首先
父母要选择或创造良好的、积极向上、充满学习氛围的一个
环境或空间，让孩子吸收到最健康、积极和乐观的空气，让
孩子在蓝天下健康和茁壮地成长，其中父母的作用是不可磨
灭的！

（3）对于孩子一定要谨慎地使用体罚，体罚的作用是要让孩
子的羞耻心占据更大，如果只是身体的疼痛或是一种躲避的



心理，那这种体罚对于孩子就是效果甚微的。或是体罚下的
孩子变得懦弱，变的十分的奸诈。在教育中，要想方设法地
激起孩子对自己荣誉和名誉的保护，如果他很热爱自己的名
誉，他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那在生活中，父母的一个眼神或
一句严重的话语都会起到效果。如果使用体罚，就要将他一
次驯服，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智育是《教育漫话》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的是智慧与学问。为了培养能力，
洛克重视智育办法并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包括：

（1）不能强迫儿童学习，反对教师用斥责和惩罚的方法迫使
学生去注意；

（4）应当鼓励并尽量满足儿童的好奇心，并提出了具体的指
导意见；

（5）培养动手能力，如引导儿童自己制作玩具，学习一种手
艺或园艺等，这样既可调剂生活，又可获得一些必要的知识
技能，还可防止儿童将宝贵的光阴虚掷在无益的事情上。洛
克还一再强调教育要适合儿童的年龄特点，对于年幼儿童，
可以寓教学于游戏之中等。虽然洛克在书中提出的某些意见
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总的来说，本书是富有教益的。现在
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独生子女的教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此情况下，爱子女心切，期望子女成龙成风但苦于乏术的
家长，承担儿童教育重任的教师，以及一些对教育有兴趣的
人阅读此书，一定会在儿童教育问题上获得诸多有益的启示。

教育漫话读后感篇六

《教育漫话》是17世纪英国伟大的教育思想家约翰.洛克撰写
的一本教育名著，它主要论述“绅士教育”。作为未来的教
育工作者，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并且反思
我国的教育思想和方法。

今天，我继续阅读《教育漫话》。在书的开始部分“健康教



育的具体意见”中，作者首先提到的就是“避免娇生惯养洛
克十分注重健康教育，他认为“健康的心智寓于健康的身
体”。书中他非常详细的说明和指导了饮食、衣着、睡眠等
各个方面，如：多吸新鲜空气，要有充分的运动和睡眠，饮
食要清淡……其中也有一些是不合理的，但总的来说，他是
为了培养儿童俭朴的生活习惯，注重儿童身体的磨练，来造
就强健的体魄/。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认为洛克所说
的“大多数儿童的身体都是由娇生惯养弄坏的，或至少由此
受到了损害”是有道理的。读到这里，我深有感触。

现在许多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一出世即受到家人的百般宠
爱，吃好的、穿好的不说，家人还处处小心，就怕他们有一
丁点的闪失。就拿我儿子来说吧，他从小就是我妈妈的心肝
宝贝，天气一冷就怕他冻着，总是给他穿很多的衣服，我妈
妈经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小孩子就应该汗津津
的。”

结果，稍微见点风，孩子就感冒了，然后吃药，挂水……孩
子出生刚四十五天的时候，就因肺炎住进了医院。后来的日
子里，孩子三天两头地往医院跑，体质特别的不好，直到今
年暑假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孩子的身体才强健一些。不过，
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敢让儿子少穿衣服，因为小时侯已经养
成习惯了，天气一冷，儿子的衣服立即成倍递增。

其实，每个家长都爱自己的孩子，但爱的方式却是迥然不同。
古代德国和现代爱尔兰人，他们刚出生的婴儿都用冷水洗浴，
不仅洗脚，还洗全身。现在苏格兰高地的妇女也在冬天用此
方法锻炼她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并没有受到伤害，反而非
常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