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教育报有感 教育和哲学读后感
心得体会(模板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读教育报有感篇一

教育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哲学作为一门
探讨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学科，则为教育提供了学理依据和思
考方法。近日，我读了一本关于教育和哲学的著作，深受启
发和感悟。以下是我对于教育和哲学的一些读后感心得体会。

首先，教育与哲学相互依存。在这本书中，作者明确指出了
教育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教育是一种特定的实践活动，而哲
学则提供了教育实践所需的思考方法和理论基础。没有哲学，
教育就会失去其深层次的探索意义，而没有教育，哲学便无
法实现其人生实践的价值。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教育和
哲学成为了一种互补关系，共同为人类的成长和发展服务。

其次，教育可以培养人的自由和独立思考能力。在这本书中，
作者多次强调了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人的自由和独立思考能
力。教育不应仅仅是灌输知识，而是要激发学生的思考和创
造能力。通过引导学生发问、思考和质疑，教育可以让学生
跳脱出传统的思维框架，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只
有拥有自由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能在社会中独立、自主地
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并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然而，教育和哲学在现实生活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在这本
书中，作者提到了当前教育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应



试教育、功利主义倾向等。这些问题制约了教育和哲学的发
展，使得教育过程中培养人的自由和独立思考能力变得困难。
而说到哲学，由于晦涩难懂的理论体系和与实际生活的脱节，
使得哲学在现实中显得有些遥远和抽象。因此，我们需要认
识到这些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之道，努力将教育和哲学回
归到实际中来。

最后，教育和哲学的价值是无穷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深刻
地阐述了教育和哲学的价值，指出它们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
或缺的因素。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独立，
而哲学的价值在于为人生提供指导和思考。教育和哲学都与
人的成长和幸福密切相关，它们带给人们思考、启示和感悟
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读这本书，我深刻地意识到教育和哲
学所承载的价值及其重要性，也更加坚信它们对于个体和社
会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综上所述，教育和哲学作为人类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教育可以培养人的自由和独立思
考能力，而哲学则为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考方法。然而，
教育和哲学在现实生活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需要我们认识
到并积极探索解决之道。最重要的是，教育和哲学的价值是
无穷的，它们对于个体和社会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通过读
这本书，我对教育和哲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也对它
们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明确和坚定的信念。

读教育报有感篇二

前些日子看了王晓春老师所著的《教育智慧从哪里来》，本
书通过100个案例的描述与点评，体现了王老师过人的见解与
教育的智慧。我一拿到这本书，就被王老师书中那另类见解，
独特的看法所深深吸引。现就其中的一二谈谈自己的感受与
启发。一、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也许是我们教师的一个
通病，我们总以为爱可以解决一切，有了爱学生就会听话，
有了爱学生的成绩就会提高。而我们看到的电影、电视、关



于教育的论著上也无不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爱让差的学
生变好，爱让调皮的学生变乖。。。而事实呢。我也曾在自
己的教育一线上努力，也对学生温柔的笑过，也拿着放大镜
找过学生的优点，也不遗余力地表扬过学生，最后，有些学
生是进步了，但我不能否认的是，更多的学生还是在原地踏
步。看了王老师的书后，我才找到了答案：爱不能解决一切
问题，光有爱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教育智慧，这正如医生
和病人一样，光靠医生和病人关系好，病人的病是不会好的，
还需要医生的专业技术。医生和病人和关系好，只能给治病
创造良好的心理氛围。我们和学生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用
爱心筑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但要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
人，还需要教师的专业知识、理智、智慧、科学的教育方法
和教育观念。二、批评不是研究方法。书上记述了这样一个
令人心碎的故事，一个调皮的不能再调皮的孩子，一天到晚
惹事生非，老师忍无可忍时，问他为什么，孩子回答：因为
你们都是女的，老师怒火中烧，愤怒到了极点，孩子才惊恐
地说出是因为妈妈和爸爸离婚以后，再也没见过妈妈，他听
到老师骂他，就像妈妈还在身边一样。所以才经常捣乱。读
完这个故事时，我感受到这孩子太可怜了，他居然用这种方
式寻找失去的母爱。我们老师是不是在很多时候都忽略了孩
子的内心世界，当孩子做错事时，我们只是想到了批评，然
后来一句下次别再这样了，知道了吗？而孩子到底为什么这
样做，我们却没有去想过，也没有去研究过。是没有研究的
工夫和精力吗？不是。是没有研究的习惯。我们更习惯于教
育这个孩子。而所谓教育者，批评也。多么深刻精辟的语言
呀。反思我们的日常教学不正是如此吗？王老师的这本书里，
像这样的教育故事有很多很多，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的心为
之一颤，每读一个故事都让我的心灵受到一次洗礼，每当此
时，我都会深思自己的教学现况，深受教诲。我相信只要我
们不懈地努力，我们的教育事业一定会走出误区，而我们的
孩子也会更加健康地成长起来！



读教育报有感篇三

读过此书，我被这种种高尚的爱感动着，但我更深刻的感受
不是来自关于“爱”的本身，而是来自于安利柯的父母对孩
子进行的爱的教育。

书中的安利柯是一个活泼、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小男孩儿，
他的健康成长得益于父母、老师、舅舅等人的正确引导和教
育，而作为安利柯的第一任启蒙老师，在安利柯的成长中发
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他们总是善于发现安利柯身上微不足道的问题，及时地从正
面以最好的做事经验和自己的身体力行教授给孩子，让自己
的崇高的品行和博学影响着孩子，以生动、富有哲理的话语
去引导、教育、感染孩子，使安利柯在潜移默化中汲取着爱
的营养，不断地校正自己的言行，同时也让作为读者的我们
时时、处处、事事都能感受到爱的存在。

我相信读过《爱的教育》这本书的家长，都会象我一样，在
被感动的同时也想成为安利柯父母那样优秀的家长。所以，
让我们跟着这本书，向安利柯的父母学习一下如何引导孩子
成为一个充满爱心、对社会有用的人吧!

读教育报有感篇四

爱的教育的作者是埃・德・阿米琪斯，1846年10月生于意大
利，陆军学校毕业后参军服役。在军中他就开始了文学创作，
他的几个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意大利军报上，广受读者的欢
迎。爱的教育是于1866年出版的。该书意大利语的原意是心
的意思。另有副标题为“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作者以
日记体写了意大利四年级小学生安利柯的一学年经历，描写
了发生在学校班级和家里的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父母对
儿女的一片挚爱之心和殷殷期盼；师生朋友同学之间的爱和
友谊，对祖国的神圣热爱。所以，这本书在意大利成了孩子



们的必读之书。

全书共分一百篇，文章由三个部分组成：主人公安利柯的日
记，安利柯父母的教子篇以及老师讲的九则故事。这三部分
都以青少年的情感教育和品德教育为中心，但内容各有侧重，
体裁也有所不同。安利柯的日记部分，以第一人称讲述他的
内外生活，其中有老师。家长的故事，但更多的是孩子们自
己的故事，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儿童世界。他们有缺点有毛病，
如不守记律爱虚荣有嫉妒心有的还欺负弱小同学，但孩子们
表现的更多的是闪光的品德，这可是小说极力赞颂的地方，
由于这篇文章是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写的日记，所以给读者留
下了非常真实的感觉。

这本书之所以成为一本名垂千史的著作，不仅仅是因为他给
人强烈的真实感，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中所细心描写的爱国思
想与美好品德。就如安利柯父亲曾给安利柯写过一封信。这
里面包括了对安利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以抒情的笔调，
优美的语句，歌颂了祖国的山川景物，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
表达了为祖国强盛和人民幸福献身的决心。因此，我觉得这
不但是讲给安利柯听的，也是对千千万万的读者进行了一种
不同一般的教育。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也有很多典范。如
这一段：我们意大利是一个富强的国家。要使意大利比今天
更富强，那时你们每个少年的应尽的义务也是你们应付的使
命。少年是国家富强的原动力，少年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少年的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要使意大利比今天更
富强，你们就要立志做个好少年。从今天开始我想把许多好
少年的美德善行。一一编成故事来讲给你们听。希望你们拿
他们做榜样，各个都成为意大利的好少年。

爱的教育真不愧是一本好书啊，他给了上千万的读者一个深
刻的教育。他教育了我们各种各样优秀的思想品德。是我们
的思想境界有了很大的提高。怪不得意大利的孩子如此喜爱
这本书！



读教育报有感篇五

读书不仅可以使我们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良好的自学
能力和阅读能力，还可以进一步巩固课内学到的各种知识,提
高我们的认读水平和作文能力,乃至对于各科学习,都有极大
的帮助。

“禅”本是一个佛教语，是梵语“禅那”之略，原指静坐默
念。“禅”和“生活”相联系，不仅赋予了远离尘世的禅宗
以全新意义，而且给人们的平凡生活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即
人们追求的生活（也可称之为生命）质量更加坦然、理性、
圆满、高雅。而把“生活禅”和“教育”联系起来，则更具
有现实意义。

当前的学校教育倒像远离尘世的“禅”，玄而又玄，人云亦
云，游离于社会、经济之外；又像一些政治和经济机构，每
一个环节和角落都充斥着“功利化”和“行政化”。教育的
真实面目似乎被厚厚的“尘土”遮掩了。教育本来是一个很
简单的事情，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处处皆教育。本书作者把
文字定位为：从生活的角度看教育，诠释教育。并力求把
《教育生活禅》打造成“一根鸡毛掸子”，不断地去掸除那
层蒙着的“尘土”，还教育以本来面目。

书中《段村教育故事》中的白老师让我敬佩。她的很多教学
方法和敬业精神很值得我学习。让孩子当老师，其方法大致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兵教练”，即让班里15名左右的.学
困生和15名左右的优秀生自由结对子，“一帮一”学习一个
学期或一个学年；再就是“分组学习”，按座位划分小组，
每组4人，组长一般都是学习最优者，一学期变动一次。这两
种互补达到了“全天侯”的学习效果，小组形式提升的是课
堂上的学习效率，而结对子又强化了课余时间的学习效率。
特别是“结对子”的学习方式白老师评价说“好得没法儿”，
“结对子”大大提升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不管是“帮人”
还是“被帮”，都是学生‘自己的事’，因而他们做起来都



非常认真。

另外段村教育，激励教育已成为标志性的亮点，白老师根据
农村孩子的身心特点，在教学中采用多种方法激励学生发展，
其中最成熟有效的办法就是给孩子送《喜报》。无论哪个学
生有了进步，就给该生送一张《喜报》，小小的喜报被学生
奉为“至宝”，他们不仅互相比赛者《喜报》的数量，而且
还认真加以收藏。这种好的教学方法多么值得我去学啊！

白老师对学生的管理中无不体现出“爱”字，她的心里溢满
了对孩子深深的爱，爱使她和孩子的心走的那么近，她的每
个教育故事都那么感人成功。

如作者所言：“静下心来，从生活的角度思考教育，那些曾
经纠结着的问题就会大彻大悟。”

教育在我们身边，或许就是我们上的一节课，和同事的一次
研讨，和学生讨论的一道题，和孩子的一次谈话，自己的一
次反思等等吧。

读教育报有感篇六

对于美术教师而言，技能与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在本书中既
有纵向的中外美术教育发展的梳理，又有横向中西方美术教
育特色的比较，脉络清晰。尤其是对美术教育内容的划分，
让我有了新的认识。

在中国普通美术教育中，具象美术尚占据着统治的地位。但
中国传统美术的造型是把握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度量上。意向
美术没有良莠正误的客观标准，学生不会因为画不像而苦恼，
也不会因为过于抽象而盲从。

如何才能使具象、意向、抽象美术在美术学习活动中安排合
理？



在美国小学美术各年级学习阶段要求中，从学科体系出发，
注重学科要素，按线、面、体、色彩、明暗、肌理等划分，
每个学段都有各自的目标。同时规定了每个学段要了解的艺
术家。例如1—2年级，保罗·克利、夏加尔、梵高等；3—4
年级诺曼·罗克威尔等；5—6年级，达芬奇、米开朗基罗、
拉斐尔、伦勃朗等。围绕一个画家，做主题单元性课程，具
有层次性，递进性。

中国从促进学生素质发展的角度出发，美国从学科体系出发，
各自的划分和要求不尽相同，各有偏重，但都是根据学生身
心发展水平来划分阶段的。年龄的不同，学生在美术方面的.
情意特征、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各不相同。

在儿童发展的涂鸦期，更多的是一种混沌的线条积累和重复；
处于图时期，则表现为一种省简、夸张和孤立的“形”的排
列；到了写实期才表现出对客观自然的意向，追求具象、自
然化的安排。在儿童美术向成人的具象美术发展中，众多的
心理学家、美术教育家都对儿童美术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以及
阶段的划分。如麦卡德、赫伯·里德、罗恩菲德等并发表了
各自不同的看法。但是大体上的趋势是差不多相同的。即从
简单到复杂，从概括、到详细客观，从线到面到体，从主观
到客观。

教学过程要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避免空洞说教，使理论知
识融入生活中去，这样才能使学生信服，觉得学有所用，从
而激发学生兴趣，增强学生情感体验，使教学过程充满情趣
和活力。所以，我上课会很注意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举一些
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的通俗易懂的事例来教学，或让学生自
己来举例，谈认识、体会。这样学生就会觉得知识就在我们
身边，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学习兴趣就会提高。

在多元化的今天，美术课的开放性增强，我们也不单单只是
框在了各个学习领域中，讲求综合性学习。从上面提到的儿
童美术发展的趋势来看：三种美术教育也是一样，存在于各



个学段，但在各个学段各有偏重。抽象美术和意向美术相对
于具象美术更适合低段的学生，如原始美术、民间美术、中
国写意绘画、印象派、立体主义等。而需要客观理性、讲求
复杂详细的具象美术相对地更加适合高段的学生，如古典绘
画、现实主义美术、自然主义美术、超现实主义美术等。一
些形式法则，如平衡、节奏、韵律、对比、调和以及多样统
一等都会在这三种类型的美术中有不同特点的反映。三种美
术教育相辅相成，意向和抽象美术教育使学生在具象美术的
学习过程中，加强创造性、生动性。在具体的教学中，我们
不应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不给其他方面任何容身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