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唤生命读后感(通用6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
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呼唤生命读后感篇一

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由此推演到“事得
一以顺”，找到了事情的真正本体，事情就会变得顺利，我
们找到了学是教学的本体，教原本就是用来帮助学的。我们
的教育中大量存在不用教的东西，尤其是本能可以实现的东
西，我们许多时候在教本能！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本能可以实现的事情，却教得非常认真，
做着许多无用功或者有害功。我想起了书中的一个故事：老
牛拉磨时呼呼地喘粗气，青蛙博士对它进行研究，认为这是
一种美丽的劳动诗篇，它的形态重复不断，表现了排比关系，
他的`结论是，反过来，会喘气的关键在于学习排比句的知识。
青蛙据此给小牛上课，教他调息、排比，喘气，但小牛一直
喘不起来，焦躁，溜号，回来时青蛙见他气喘吁吁，甚喜，
把它算作学习排比句的成果。接着排比句被列进青蛙的喘气
教材，岁岁年年，用供教学。后来，有好事者通过对牛弹琴
了解到，牛喘气之所以出现排比现象，其实是因为拉磨费劲，
喘一口气不够，不得不一直喘下去，它是生命活动中的一种，
并非教学的结果，甚至不是学习的结果，更与学习排比句无
关。犹如放鞭炮吓着自己，这个自创故事使我反吃了一惊。
因为它可能蕴涵着对今天教学问题的某种不小的发现。比如，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语文课的教者看到一首诗歌，立即想到
要教学生欣赏诗歌的方法，原因是我们认为，有了方法，就
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和欣赏诗歌。但事情并非这样。我们爱诗、
写诗、读诗，是因为诗打动了我们，而不是因为把握了欣赏



诗的方法。

我们可能在与诗打交道的时候想到别的，但对于诗的欣赏和
写作来说，没有什么比生命的感动更直接更强烈的了。人们
感受母爱，感受爱情、友情，是生命地，而非方法地——即
使有方法，也是嵌着在各人生命里，同感悟和感受交融在一
起而不能提取出来。比如刘禹锡写“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
诗情上碧霄”，似乎说到了他产生诗情的方法，但同样是他
写了“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头脑中终日盘旋着那若即若离的可怜的
感情，而不是想起了“拟人法”或“比喻句”，更不是想起了
“以鹤引诗”的方法。无人可以教刘禹锡做他自己的诗，包
括他自己，因为他不能意识地、理性地教自己感动。

而做诗的方法不过是感动的一种闪亮，这种闪亮是什么形状，
用理论来固化它的意义不大，因为它既不是事情的本质，又
不能迁移，当然，如青蛙博士所热心的排比句一类，是连方
法的层次也达不到的，那只是一种表象的描述。它可以让小
牛知道，但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喘气的基础。

呼唤生命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篇感人的课文，题目叫《生命、生命》。

这篇文章写得是本文的作者杏林子在飞蛾、小瓜苗、自己的
心跳中体会到了：凡是生物，都有强烈的求生欲望，都极其
珍视自己的生命。学习中，我感受到文章写得最好的一句话
是：虽然生命短暂，但是，我们却可以让有限的生命体现出
无限的价值。作者对人生积极地态度是不可估量的，我们也
该对生命负责。

让我们好好珍爱有限的生命，让它体现出无限的价值。

生日聚会星期五，是我好朋友陈思璇生日。她邀请了一大帮



同学放学后为她庆祝生日，其中，就包括我。聚会的地点是
位于人民路的百盛蜂。听说，在百盛蜂吃披萨还可以自己动
手做披萨，这让我非常兴奋、也非常期待。同学们怀着高兴
地心情来到了百盛蜂披萨店。

到了披萨店，同学们都抢着点自己喜欢的披萨，“来这里就
是吃披萨的嘛！”我想。最后大家商定，点了一份鲍贝披萨，
还有一份水果披萨。在兴高采烈的吃披萨的过程里，同学们
都喜欢相互抢饮料喝，还玩起了“围攻郑琰”游戏，大家唱
呀，跳呀，顿时，整家披萨店都回荡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终于到了制作披萨的环节，披萨师傅给我们端来了面团、芝
士、果酱和新鲜水果。我和李玘看到膨胀的面团，第一个想
到就是怎么把面团给捏扁。我迫不及待的把面团使劲地按下
去，里玘也把面团捏成了三角形。披萨师傅告诉我们，制作
披萨的面团不能捏扁，这样不美观。开始做披萨啦！首先抹
上果酱，我拿起勺子就是一勺，几乎一瓶的果酱全被我给弄
完了。抹好果酱，再把新鲜的水果摆在上面，我用手抓了一
把水果撒了上去，几乎看不出到底像什么，同学们说我做的
是大杂烩，我开心的笑了。最后，放上芝士，每两人一包芝
士，还是我的动作迅速，抓起一把就放上去，陈思璇只拿到
了一点点。终于大功告成，师傅把我们把成品都编上号，一
个个的放进烤箱，大约过了数分钟，披萨出炉了，我打开一
看，一个小娃娃的脸露了出来，“哇塞！”我惊讶地
说，“我的看起来像大杂烩，烤好了一点儿也不像了耶！”
我美滋滋的先尝了一口，好好吃！很脆！披萨一下就被我啃
得只剩下一半了。另一半，我想带回家给老爸老妈吃，让他
们也尝尝我第一次亲手制作的美味披萨。

这次的数学单元考试，我才考了80分，老妈对我的这个分数
很不满意，老妈看着我的试卷说：“徐韵小姐，你的心快要
比腰还粗拉！”我为此也非常的苦恼。

周六的早上，鲍杨洋来我家玩，吃过中饭后，就邀请我去她



家玩，她说：“徐韵，你来我家吧！我家请了家教呢！今天
下午来帮我补习，你也来吧！”我听了十分高兴，连忙收拾
好学习用具，准备出发。

老妈听说我要去杨洋家一起学习，给了我一些票票，让我们
坐三轮车。外面的雨下得可真大呀！一把小雨伞都撑不住。
顽皮的小雨点穿过伞一直的拍打在我们的脸上。我和杨洋冻
得起鸡皮疙瘩。好不容易才等来一辆三轮车。虽然是乘三轮
车，可是沙啦啦的雨点透过车棚打进来，一路上我们可冷死
了。

呼唤生命读后感篇三

读后感《生命与教育》

读了冯建军老师的《生命与教育》。我想,自己内心的感受可
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感动”和“震撼”!读《生命与教育》,
我带着自己的心去读,带着自己的梦去读,带着自己的实践去
读,带着自己的思考去读。现在谈谈我的感受。

伴随着冯建军老师的《生命与教育》,我知道,要成为孩子眼
中的教师,不是把学生当作无知的凡夫俗子,自己盛气凌人成
为上帝。虽然那些受我们教育的孩子比我们小,但是一样需要
我们的尊重,因为再小的孩子也有人格也有自尊。

读了《生命与教育》,使我知道,爱可以创造新的生命,爱能创
造新的奇迹!爱能创造教育的辉煌!要成为孩子眼中的教师,不
是把学生当作无知的凡夫俗子,自己盛气凌人成为上帝。我们
要用爱来打动他们,只有“亲其师”,才能“信其道”。托尔
斯泰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常被别人关心、爱护,就能学会用
自己的爱心去关心爱护别人”,“我们应该扩大内心的爱”。
所以我们当老师的一定不能让自己的爱打折,在学生最需要关
心爱护的时候充分体现自己的爱心和善举,“投桃报李”不是
我们耳熟能详的老话吗?相信学生也会用同样的`爱心和善举



来回报这个世界的。爱学生就要了解学生。了解了他们的爱
好和才能,了解了他们的个性特征,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苏
霍姆林斯基说得好:不了解孩子,不了解他的智力发展,他的思
想、兴趣、爱好、才能、天赋、倾向,就谈不上教育。冯老师
毫不掩饰自己对学生的爱,而这份爱总觉得与其他人爱有所不
同。

作为一名老师,我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不仅仅要传授学生知
识,还要教育他怎样珍惜自己生命,以及关爱其他人!研读一书,
我懂得了学生的优秀是教育出来的,“每个孩子都有其独特的
天赋和可塑性,只要让他们置身于教育的氛围中,只要让他们
感觉到是被需要、被爱的,即使是问题学生也能培养好的修
养”。

呼唤生命读后感篇四

有人说:读一本书后忘了所有的东西之后还记得的就是书的精
华。寒假期间根据学校安排阅读了有关“生命化教育”类书
籍和文章,我捧起《生命与教育》品读起来,没有完全逐字逐
句的进行阅读,翻了个大概,对于心悦的章节进行认真琢磨品
悟。最终感觉这本书给予我最深的就是:授受知识,开启智慧,
激发心灵,回归教育本位。

让教育回归生命的教育的呼声现在国内很高。我们现在的教
育仅仅停留于书中知识的传授,忽略掉书带给我们的深层次的
思考和意义。如:为了迎合社会当下家长、升学的目的,教学
中老师在布置学生作业很少思考学生做作业的感受。在当今
的教育环境下的中国真的能接受生命化教育的洗礼吗?作为教
师,怎样落实生命教育,打造生命化课堂是工作的关键。怎样
的课堂算得上是生命课堂?理论上讲,生命课堂可以这样理解:

a、在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追求以人的发展为本的一种教育理
念。



b、生命课堂是以学生为主体,课堂为阵地,开展人与人之间的
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思想、文化、情感交流活动。

c、生命课堂既是教师生命活力的展现;也是学生生命活力的激
发;更是教师生命活动与学生生命活动的有效交往。

具体来说,“生命课堂”应该是怎样的课堂呢?

(1)“生命课堂”应该是教育教学目标全面、明晰的课堂。

(2)“生命课堂”应该是学生喜欢的课堂。

(3)“生命课堂”应该是激情澎湃、生动活泼、和谐发展的课
堂。

(4)“生命课堂”应该是教学预设巧妙、课堂生成精彩的课堂。

(5)“生命课堂”应该是高效或有效的课堂。

苏霍姆林斯基告诉我们:要是孩子成为有教养的人。就要让他
们有欢乐、幸福及对世界的乐观感受。教育学方面真正的人
道主义精神,就在于珍惜孩子有权享受的欢乐和幸福。

“‘生命课堂’就是在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是为了知识而教学,
而是为了人的发展而教学。”是以关怀人和发展人为出发点
和归宿,具有:

1、人文性。

传统的“知识课堂”是知识至上的课堂,为了片面地追求知识
而根本无视“人”的存在。与之不同的是,“生命课堂”以人
为本,关注师生的生命,追求终极关怀,以促进师生的全面发展
为终极目的。课堂教学是师生人生旅途中充满生命活力的部
分。在生命课堂中,师生作为完整的人,分别向对方真诚地展



现着完整的自己,在互动的交往过程中触动着彼此的心灵,实
现着真正的教育。此时的课堂教学充满着激情,闪烁着智慧,
涌动着灵感;有情感的交流、思想的碰撞和思维的跳跃;实现
着知识的增长、能力的提升和人格的养成。

2.动态性。

课堂总是处于一种流变的状态。教师与学生的心态在变化;知
识经验的积累状况在变化;课堂的物理空间也在变化,这无疑
是对师生智慧的挑战,要求师生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形不断地
调整自己的行为,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将自己独特的不
可为他人所取的智慧融入课堂中,从而进行创造性的教学和创
造性的学习,深深地感受到自己作为创造者的尊严和快乐。
与“知识课堂”那种静态、模式化不同的是,“生命课堂”是
师生共同探究知识、课程生成和建构的课堂。教学内容不再是
“钢性”的,而是通过师生不断建构生成的。学生知识的获得
是积极主动的建构生成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不再墨守那种
“预定教案——执行教案——完成教案”的封闭流程,而是共
同创设以知识生成为中介的交往情境,在交往中就“共同文
本”生成的不同意义进行阐释与交流,促进知识意义的建构和
活动主体的发展。

3.和谐性。

课堂中的师生作为一个个充满情感、活力、个性的生命体,他
们的人格地位是平等的。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都应
该充分尊重对方的人格、情感,自由地进行交往对话。

与“知识课堂”那种专断失谐不同的是,“生命课堂”强调民
主和谐。在生命课堂中,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能够享受到充
分的自由。学生真正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生的平等对话者、
沟通者、引导者、互动者、意义的建构者。师生之间再没有
壁垒森严的藩篱,他们可以民主地进行理性的对话和协商、讨
论各种感兴趣的话题。教师不再是“话语的霸权者”,师生都



有资格亮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参与对话和讨论。师生双方
坦诚相待、共同合作、相互尊重、积极探究、不断进取,都能
充分享受到教学的乐趣,共同实现智慧的生成和生命的升华。

敬爱的老师,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让我们一起用爱浇灌,用心
培育,静待花开!

呼唤生命读后感篇五

拜读了冯建军老师的《生命与教育》。我想，自己内心的感
受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感动和震撼！读《生命与教育》，
我带着自己的心去读，带着自己的梦去读，带着自己的实践
去读，带着自己的思考去读。不断反观自身，反观自己与冯
老师之间的差距，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浅薄，走出自满，
走近学生，走进教育。

读《生命与教育》，我知道，要成为孩子眼中的教师，不是
把学生当作无知的凡夫俗子，自己盛气凌人成为上帝。虽然
那些受我们教育的孩子比我们小，但是一样需要我们的尊重，
因为再小的孩子也有人格也有自尊。所以我们要用爱来打动
他们，只有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托尔斯泰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常被别人关心、爱护，就能
学会用自己的爱心去关心爱护别人，我们应该扩大内心的爱。
所以我们当老师的一定不能让自己的爱打折，在学生最需要
关心爱护的时候充分体现自己的爱心和善举，投桃报李不是
我们耳熟能详的老话吗？相信学生也会用同样的爱心和善举
来回报这个世界的。

爱学生就要了解学生。了解了他们的爱好和才能，了解了他
们的个性特征，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
不了解孩子，不了解他的智力发展，他的思想、兴趣、爱好、
才能、天赋、倾向，就谈不上教育。冯老师毫不掩饰自己对
学生的爱，而这份爱总觉得与其他人爱有所不同。我看到过



不同的老师表达过对学生的爱。冯老师不止一次地说过，学
生的心灵往往要比教师纯洁得多，学生在道德上也往往高出
教师，这是整部书中我最以为然的结论！所以冯老师的爱是
建立在真正的民主的基础之上的，是真正平等的爱，发自内
心的'爱，不含任何杂质的爱，而更重要的是，这份爱不是单
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互动！这让我想起，我们班的有一个
单亲家庭的孩子，由于家庭变故失去了亲人的关爱。他很自
卑，也很叛逆。每次回答问题总是低着头，声音只有自己能
听到。有时因为一点小事就和同学大打出手。我发现了问题
的严重性，就每天找机会和他谈心，了解他生活和学习上的
困难，并及时帮助他。我发动全班同学都来帮助他，渐渐得
他和同学关系融洽了，话也多了，成绩直线上升。最难得的
是，他现在能主动帮集体做一些打扫卫生、修补桌椅之类的
公益劳动了。

爱可以创造新的生命，爱能创造新的奇迹！爱能创造教育的
辉煌！所以读了这本书，我想给自己，也给我的同行朋友们
说一句：读书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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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生命读后感篇六

《教育激扬生命》是郭思乐教授又一力作，其间所提出生本
教育理念早已席卷大江南北，成为教育教学改革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今年“东海风教学文化节”，我们有幸与大师零距
离接触，因而对于生本教育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他的讲
座和著作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明亮的窗！

生本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教学模式。生本教育
课堂，就应该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采用自主探究、
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中。它的核心
就是“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是
以生命为本，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现结合我校上学期开展的
“以学生为中心，小组合作学习”课改活动谈些想法。

一、生本教育引领学校课堂教学大变样。

以前在我们的课堂上，往往是老师们在口若悬河、喋喋不休
讲个不停，学生们干巴巴地坐在那里听，只是在听老师讲，
而他本身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学习中来，即便是老师在课堂上
设计了“小组合作”环节，但也只是“蜻蜓点水”，几分钟
而已，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可想而知。如今，我校领导及全体
教师努力践行生本教育。走进我们的课堂，看吧！学生是学
习的主人。在课堂上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让孩子们自主学习、
合作交流、互相质疑、展示成果，在自主、合作、探究中主
动学习，获取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经过自己的实践获得
的知识，他们特别有成就感，自信心大大增强，对学习的兴
趣更浓了。

二、生本教育更让我感受到了教的快乐，让学生感受到了学
的乐趣。

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设计的分析课文的思路很好，总想通
过我的引导把学生带到课文中去，还常常为学生没能答出我



想要的答案而叹息！而现在，学生兴致盎然地围绕话题侃侃
而谈中，我经常听得入神。课堂上学生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
我给予了学生充足的时间自主学习、小组交流。孩子们展示
自己的学习成果时，有的谈了对课文的理解，有的谈了该怎
样读好课文。很多时候学生通过自学不仅能理解文章的字面
意思，还感受到了文字背后的情感。学生的自学能力大大超
出了我的想象。还有的同学能够及时给其他组补充或纠正，
有的还能很好地评价别人的回答。生本课堂里，精彩的是学
生，不是老师。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他们要交流，要
合作，要展示。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教师费尽心思地“讲”，抵不过学生发自肺腑
的“研”，教师苦口婆心的“教”，赶不上学生发自内心
的“学”！

生本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教学思想及方法，让我感受到
教育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创造。此时此刻，我真诚地呼唤每
一位教育者都能：将生本教育深入开展下去，真正把学习的
自主权还给学生，努力构建积极、欢乐、自主的课堂。同时，
自己也要学着做一个魅力老师，从而让我们的课堂更加有精
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