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玫瑰与教育读后感(优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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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
家可以喜欢。

玫瑰与教育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是我们仰慕的特级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师德标
兵、全国十杰教师提名的窦桂梅老师的教育手笔摘录。她曾
经也与我们一样，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名女教师，但她不想平
庸，想要闪光，所以她开始多次的尝试，即使失败也常常光
顾她，但她仍然以高涨热烈的轻快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因
为她知道自己要得是什么，成功会属于她的，她充足的自信，
她顽强的毅力使她终于成功了。

当她开始真正写作时，也曾发现自己的文字是那样的笨拙。
有时心里的感受很强烈，可倾吐出来的文字又是很“蹩脚”；
甚至也会有种羞耻感，产生永远与笔告别的念头。她的这种
想法，想必我们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如此，好在我们的
记性都不是很好，过不了多久，又在那儿将文字当成车马炮，
调兵遣将，操练起来。时间长了自己才会觉得练笔养成了习
惯，像吃饭一样每天必不可少知道自己小有长进。练笔就好
比开花，没有一定的时间和力量，是不可能让一瓣一瓣的花
朵展开自己的面容，以为刚一动笔就能一鸣惊人，那或者是
天才，或者只是妄想罢了。直到后来读了鲁迅先生称自己的
文字是“硬写”出来，心里才颇得安慰：即使是天才，也需
要漫长的、艰苦的修炼。

我们作为教师应该多写，不想写的时候硬写，养成一种习惯。
但是写的时候必须牢记这样的原则：有话必说，无话不说，



心口如一。自己可以经常激励自己，生命的能量释放就好比
开花，意志是根。当学习毅力足够强的时候，写作不仅是一
枝先报春消息，还会创造出万紫千红次第开的欣欣景象。反
之，将走向萎缩，枯槁，甚至死亡。写作，记录着我们教育
生命的一次次花开的轨迹。

想要做好教育首先学会写作，写什么，写自己平时教学的点
点滴滴，写自己的心得，哪怕一条，一句话，都是总结，都
是突破，都是小小的成功。

玫瑰与教育读后感篇二

我怀着对名师的崇敬，读完了窦桂梅老师写的《玫瑰与教
育》。乍看题目，还以为是教育教学理论，其实不然，这是
窦老师平时的一些杂感，有的是写在网上的一些随笔，书中
的内容有的是与教育有关的，有的是她自己的读后感。读完
这本书，好像更了解她了，书中对我最有益的莫过于她有关
教学的感受，她的一些思维的火花也引起了我对自己工作中
一些问题的思考。

积极实践，勤于积累。窦桂梅老师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成长
起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断地创新实践，并且善于积累
总结。窦桂梅老师在不断的探索中始终保持着自己敏锐的触
角，她努力突破在教育中谈教育的弊端，勇于用自己的言语
发声，勇于上探索性的课。有实践就要有反思，不断地积累
已成为窦桂梅老师的自觉行为。她的个人专著的出版向我们
传递了一个信息――“我在成长，我在写”。

有人说，教育是一门艺术。这话一点都不错，我认为，这门
艺术的关键就是能够灵活地运用各种教育方法，而老师对学
生真诚的爱是掌握这门艺术的诀窍，更重要的是掌握爱的艺
术。

有些老师常抱怨，现在的学生不好教，好话听不进去，好心



不接受，真是没良心;也有些老师总是常常以“我是恨铁不成
钢”来宽容自己在教育方法上的简单甚至粗暴，认为只要出
发点对，是爱学生，是为学生好，方法上就可以不去计较。
于是就出现了不问青红皂白的斥责，甚至打骂学生的现象，
其实我们有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我的.话是否拨动了学
生的心弦，我的“爱”是否能被学生欣然接受。其实，这是
教师情感教育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缺乏了“爱”，更缺乏
了“爱”的艺术性。

也许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学生调皮、不听话时，我们
就对他们严加管教，这也不准，那也不准，动辄批评，甚至
有时大发雷霆。很快，学生确实“老实”了，也许我们还会
暗暗自喜，但其实这有可能是一种假象，学生只是迫于你的
权威，嘴巴不敢说，内心却不服气。所以，我们的教育必须
从爱出发，从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心底里关心爱护学生，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付出百倍的耐心、细心和同情心，这
样，许多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作为老师，我认为，对学生要从心底里拿出全部的爱心，爱
得质朴，爱得自然，但是，这还是不够的，要想使爱独具魅
力，还必须顺应童心，别具匠心，震撼人心，讲求爱的艺术。
我想，这才是我们毕生所追求的东西。

有这样的名师，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钦佩窦桂梅老师的
同时，我作为一个小学教师，就应该学习她的教学方法和精
神，从她的身上得到对我的身心和教学工作有利的东西。

《玫瑰与教育》记录的是“玫瑰”的教育生命一次次花开的
轨迹，抒写的是“玫瑰”对教育的一片真情，对生活的热爱，
对事业、家庭、爱情的体悟，因为真，所以爱。在她的眼里，
教育本身就是开不败的玫瑰花。

在教学中，能成为骄人玫瑰的毕竟是少数，但只要我们善于
自我“浇灌”，善于自我“反思”，我相信我们也一样能够



激情绽放，留一缕芬芳在教育的这片园地里!让我们都来做一
朵绽放在那校园里的玫瑰吧!

玫瑰与教育读后感篇三

最近读了《玫瑰与教育》，这本书记录了窦桂梅老师，作为
一名教师、作为一名家长、作为一名专家对教育显现的种种
反思，记录了她对教育教学的积极的态度，以及对教育的无
奈与困惑。

窦老师在书中说：“现在，我已用玫瑰的含义要求自己——像
‘6朵’玫瑰那样对待同行，努力做到‘互敬、互爱、互谅’；
像‘8朵’玫瑰那样怀着感恩之心对待‘关怀及鼓励’我的人；
像‘19朵’玫瑰那样学会在现实中‘忍耐与期待’；像‘20
朵’玫瑰那样，‘一颗赤诚的心’对待自己的人生；像红玫
瑰代表的那样，对教学付出热情和真爱；像黄玫瑰代表的那
样珍重自己，祝福别人；像紫玫瑰代表的浪漫那样，感受心
灵的真实和独特；像白玫瑰代表的纯洁一样，一辈子拥有童
年天真；以至努力做到黑玫瑰的温柔，橘色玫瑰的友情，蓝
玫瑰的善良……爱事业如同热爱我的生命一样。我晓得，要
把个人的生命融入教育的使命。”从她的字里行间让人感受
到了他对教育的热爱和执着。

为了自己能像“冰心玫瑰”那样绚丽和高贵，她一路拼搏，
一路汗水。一个吉林师范的中师生，先从吉林一实验小学，
再到北京，而且当上了北京清华大学附小副校长，其间受到
过国家政治局常委的接见，参加过国家教育报告团，出版了
不少教育专著，这些成就肯定包含着她的心血和汗水，也是
对她的付出的汇报。从她对自己的成长和成名的描述，虽有被
“逼”之感，但更多的是自己在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后，所
做的许多工作是很令人佩服的。

读到“要追求文章朗朗上口，要能够在大庭广众中大声朗读，
能让读者不仅听见声音，而且还能看见作者的笑貌——”我



似乎真的看见了窦桂梅的爽朗而热情的笑貌！她说：“无论
如何也要“挤”时间也阅读，并用笔促进自己的思考——这
是促使自己成长的科学途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为什么朗
读水平不高的原因了。因为平时很少读，特别是像窦老师那
样说的大声读。

“写作，记录着我教育生命一次次开花的.轨迹。”诗意的语
言，真切而热情，文如其人。而同为教师的我却在写作大道
路上有一种疲于应付的感觉。特别是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写的
时候，就有一种凑的心理在作怪！没有真正陈夏鑫去写作。

读着这本书，了解了窦桂梅老师的成长经历，我感受到了名
师光环背后执着的追求和心血的付出！

今后我需要像窦老师那样：积极实践，勤于积累。窦桂梅老
师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成长起来，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断
地创新实践，并且善于积累总结。窦桂梅老师在不断的探索
中始终保持着自己敏锐的触角，她努力突破在教育中谈教育
的弊端，勇于用自己的言语发声，勇于上探索性的课。有实
践就要有反思。不断地积累已成为窦桂梅老师的自觉行为。
《为生命奠基》、《教育的对话》、《窦桂梅阅读教学实录》
等个人专著的出版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我在成长，
我在写。”（窦桂梅语）

我缺少的是名师们的那种耐力和坚持！

玫瑰与教育读后感篇四

写这篇文章前，刚刚做完家务。夕阳西下，晒干的被子带着
春天阳光的清香，物品井然有序，让人心生愉悦。锅里的粥
散发着醉人的香味，一切都是刚刚好。

修炼什么？如何修炼？我想，一个语文老师，一定要修炼自
己的基本功。前两天的芜湖市小学语文学科青年教师素养展



示活动，给我的触动很大。老师们的惊采绝艳，令人心生敬
意。教师的基本功“三一一”（三字，一话，一画），我们
是不是过关，是不是做得很好？我校一位青年教师参加了这
次活动，回来他感慨，高手如云，平时的积累太重要了。这
样的素养大赛非一日之功可以的，业余时间的勤学苦练更为
关键。

浙江名师徐俊谈及自己的成长，曾说他晚上从未在12点前休
息，经常学校的事务完成后就开始自己的业务学习，读书，
撰写，研讨等等。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在夜晚寂然而生。

工作室在本学期计划中安排了一次诵读比赛，亦旨在“迫
使”工作室成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修炼，以比赛促练习，
促成长。过程是痛苦的，但结局一定是喜人的。

春天，萌发生命的季节。立下小小的目标，一路走过风花雪
月或暴风骤雨，愿冬之日得以贮存丰厚的滋养。《玫瑰与教
育》一书，渗透着窦桂梅老师先进的教学理念，盈满她对教
育的深情，亦有诸多反思。读来发人深省，思绪颇多。然非
一文能述之，待日后慢慢咀嚼，感悟收获。

子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让阅读润泽生命，让修
炼成就自我。

玫瑰与教育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一共有四辑：第一辑——清谈与忧患，其中写了作者
的教学反思、由孩子身上引发的对家庭教育的思考以及其中
与朋友的交流、与《人民教育》的交流等，玫瑰与教育读后
感。第二辑——在听说读写的背后，主要写了作者在语文教
学的所做、所想；第三辑——日本的教育管窥，写了作者到
日本参观的所见、所感，特别对于中国和日本教育的对比与
不同有了很深的体会，第四辑——在白纸黑字的“沃野上“，
写了作者博览群书的读后感。



光是看完本书的自序都已经被深深的吸引了，当我开始真正
写作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文字是那么笨拙，有时心里的感
受很强烈，可倾吐出来的文字却很“蹩脚”。往往不自觉地
把别人的一些话，当成自己文章中的内容。后来读到鲁迅称
自己的文字是“硬写”出来的，心里这才颇感安慰；即使是
天才，也需要漫长的、艰苦的修炼。”窦老师的这段话给了
我极大的鼓励，我想，即便是挤，是抠，是榨，笔耕不辍，
才是真理。我不禁对她又多了几分敬仰之情，想想自己的教
育之路，也曾付出过一些努力，但还不够，还需要多下功夫，
尽快地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争取做一个优秀的教师。

同上篇文章一样，在本书的第二辑里有一篇文章《无风格何
以立身》正如路易斯.奈泽说的：“一个用他的又手工作的的
人是劳力，一个用他的手和脑工作的人是木匠，一个用他的
脑和心灵工作的是艺术家——由此，你展示的就是自己独特
的魅力。”随着新课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老师，特别
是新教师为了能够上一节“精彩的课”经常把那些名师的课
照搬过来，虽然有时候收到的效果也不错，但是这种方式很
容易使教师迷失自己、丧失自己，把自己当作体现某种理念
的工具。本文有一段话说得很好：“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除了要排除外部环境的不良干扰，教师自身的素质更为重要，
教师要能够找到独特的自己。教学有特色的教师不一定就能
成为有风格的教师。一个有特点的教师，能赋课堂以智慧，
融教学以自己的独特思考，这样才能拥有风格。”在以后的
教学中，我应该时时刻刻把这段话拿出来拜读，争取做一个
有风格的老师。

在本书的最后一辑里有一篇文章《品味爱情的传说》本文是
作者读张爱玲的爱情小说的一些感受，张爱玲也是我喜爱的
一个作家，每每读到她的文章都有一种被超渡的感觉，心中
惊喜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但是作者却做到了，从中可
以看到作者的细腻与用心，这也是要学习的。

《玫瑰与教育》这本书里精彩的文章太多太多，就如作者自



己的网名为“玫瑰”一样，“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本书
让我深深懂得了在教学中要为学生创设广阔的心灵和精神空
间，同时要以情动人，以自己的火点燃学生，让整个教学过
程成为关注和丰富情感世界的过程，成为智慧生成和人生态
度、生活品质提升的过程。

最后我想引用窦老师的一段话作为结尾：读书，使精神高贵
而丰富，亦使生命深刻而阔远；读书，让我们在限的从教时
间内，实现自身的无限。因而，读书，是我心灵的振翅；读
书，是我精神的呼吸。然而读书需要凝神静气、沉思默想、
反观回味——可是，谁能保证我阅读的时间？谁能给我飞翔
的空间？答案：书。

玫瑰与教育读后感篇六

初翻此书，只关注了感兴趣的内容，以自序部分为最，读了
多遍，有种淋漓尽致之感。都说人如其文，那么，一打开这
本书的自序，你便好像看到了一个真实明朗的教师，或者说
一个从容大方、爱写作的人。自序部分许多话令人受益，如
其引用朱光潜先生练习写作的原则“有话必说，无话不说”；
其分享的费尔南多·佩索阿“写作是为了忘却，为了忘却心
灵的疲劳，忘却生活的疼痛”；其常常和年轻朋友讲的“要
坚持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教育生活，让忙碌的自己不断与宁静
的自我对话，让冲动的自己不断接受理智的自我批评，让实
践的自己不断接受理论的自我省察。”因这序特别吸引我，
所以每次翻开这书读完序部分，就要停下来好好感受，后面
的正文倒只是粗粗翻看。

这两天终于一口气看完了正文，感慨也多。

一是读书写字实际上是在爱自己。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做了
老师，北上深最多，作为一名老师有多忙碌，要处理的事情
有多么琐碎繁多，从每天的朋友圈就能看出来了，这样一天
下来，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被占用了，有家庭的老师更甚，



我们的时间和空间被老师、父母等等这样的角色占用，在什
么时间，我们是自己呢？我想只有读书写字，和自己对话的
时候，我是我，没有社会赋予我的任何角色意义，不受其他
任何规则制约，是真正歇一歇，爱自己的时候。

二是观察与发现。这个学期我常常在班级和同学们说起罗丹
的这样一句话“生活中从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读完此书后，我想“生活中从不缺少有意思的事情，只是
缺少发现的眼睛“。不得不感叹在窦老师的眼中，处处都是
素材，处处都是值得思考、可以深挖其背后内涵和意义的事
情，可真应了“课堂小天地，天地大课堂”这句话。眼中处
处有问题，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也十分多元，这无疑让我
们对待生活、工作中的某些事情更加客观，也更能“容人、
容言、容事”。

三是与人为善，做踏实事，讲真心话。亨利·詹姆斯在谈
到“应该怎样度过这一生”时说：“人生有三件大事：第一，
与人为善。第二，与人为善。第三，与人为善。”与人为善
的前提下，不屈本心地讲真话，做有用的事情。希望可以继
续保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