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会生存的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精选8篇)
岗位职责的清晰定义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团队协作。以下是
一些优秀的个人介绍实例，供大家参考参考。

学会生存的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学会生存》读书笔记1

一是学会维持生活的知识与技能。这包括就业前接受教育和
就业后接受继续教育。

二是争取有保障的生存权利。在信息社会中，经济、科技与
社会的发展变化不但是永恒的，而且变化的速度比以往任何
时代都要快，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教育和一定阶段的教育为社
会成员服务终生。在工业化时代，如果一个人的工作被技术
的发展所淘汰，这对他来讲，其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是，在
未来的岁月里，生产、工作的技能过时将会成为很普遍的事
情，人们的生存权利常常面临挑战。生产的变革、产业结构
的变化，必然要伴随着劳动力的流动。曾经丹麦的一位神学
教育家创建了丹麦民众普及学校，其任务是教育成年农民如
何应付急剧变化的自然环境。丹麦的农民教育相当普及。在
从穷乡僻壤向大城市的移民浪潮中，所有那些取得成功的移
民都是通过接受教育来学会对付新的经济问题、语言障碍，
学会与陌生人相处的。

三是改善生存条件，提高生活质量。

“学会生存”就要把学习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树立终身学习
的`观念。终身学习，是指人的一生都要学习，从幼年、少年、
青年、中年直至老年，学习伴随人的整个生命历程。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学会生存》报告把终身学习与建立学习
化社会结合起来。“学习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习



成为整个社会成员一项经常的重要活动。创建学习化社会有
赖于终身教育思想的普及，又有利于终身教育的实施与提高。

曾经读到了一篇名叫《挣扎才能生存》的文章，它讲述了一
个因为怜悯而导致的悲剧：一个孩子在观察蛾出茧的过程时，
由于觉得蛾出茧时钻得很辛苦，产生了怜悯心，便帮蛾把茧
剪开了一个大洞。可是这只蛾由于没有经过钻出茧时的挣扎
过程，翅膀没有力，很快就死了。与此同时，它引出了一种
对教育的思考，对此我深有感触。

《学会生存》读书笔记2

国际教育委员会主席埃德加。富称谨倡导“学会生存”。他
认为：唯有全面的终身教育才能够培养完善的人，人们再不
能刻苦地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了，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
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学会生存。教育的四柱：学
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做事、学会生存，而其核心是学会
生存。

同时学会生存是当前各国教育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传统的教
育方式、教育手段、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是不能适应未来社
会的要求，要求教育以学会生存教育为重点，把教育当作一
个长期的发展的工作来看待。终身教育的概念因而产生。教
育实践中，生存实验的教育手段也被不断使用。“学会生
存”成为当今教育工作的一个热点问题。

另一方面，生存亦是一个人的首要条件，但人的生存是必须
具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的，而这些能力和知识是要通过教育
去培养。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或教师都应该是孩子的引路人，
而不是决策者，不管孩子处理问题采取的是什么办法，即使
是最次的，对孩子也是有利的。只有在挫折、大败中他们才
会不断吸取教训，总结出最好的办法。这样才能为他们今后



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打好基础。相信孩子们一定会有展
翅飞翔的那一天。

“教师的职责现在己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
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
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
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
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
鼓舞。”教育行为的转变离不开观念的转变，然而，生存并
不是吃饱，更高的体现是生存价值。

现在我们的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学生，他们的自我生存能
力越来越差了。温室里的孩子，在成长中不能经受打击，一
次考试的失败可能就会让一个孩子退缩。而这本书指导我们
教师应摒弃旧观念来适应新的形势，学会生活，学会面对挑
战，正确引导孩子顺利成长，成才。让学生有生存的意识和
能力，帮助学生发现自我，接受挑战，提高生存能力。

教育已不再仅仅关注教师的教学行为，而更注重学习者的学
习行为。我们一定得与时俱进，适应变化，达成教育根本的
目的——人的自我实现，自我教育。

学会生存的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学会生存》是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供职的法国教育思想
家埃德加·富尔于1972年向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长递交的一份
研究报告。《学会生存》一书把学习化社会的概念推向了世
界并推进了人们对终身学习的思考。

在21世纪“学会生存”就要把学习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树立终
身学习的观念。终身学习是指人的一生都要学习从幼年、少
年、青年、中年直至老年学习伴随人的整个生命历程。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学会生存》报告把终身学习与建立学
习化社会(学习型社会)结合起来。“学习化社会”的一个重



要标志就是学习成为整个社会成员一项经常的重要活动。创
建学习化社会有赖于终身教育思想的普及又有利于终身教育
的实施与提高。

而当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另一个关键问题出现了这就
是“如何学习”。“学会学习”是“学会生存”的.前提。发
现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是引导现代社会进步的关键。为了自
我的终身学习和创造活动我们的教育重点必须从“学会”走向
“会学”即培养一种创新性学习能力。

“学会学习”在当前还要转变一种观念即由“拥有文凭”
向“拥有能力”转变。文凭和学历是靠勤奋学习得来的表明
了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有文凭就有水平有
学历就有能力。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进步新事物、新情况层
出不穷新知识、新技术不断出现要求人们必须开阔视野更新
观念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以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一个拥
有较高文凭和学历的人如果停滞不前也会落伍难以跟上潮流、
胜任工作、获得进步。学会学习学会生存核心就是要在全社
会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让学习成为21世纪的生活方式养成处
处学习、时时学习的习惯并且首先要学习“学习的方法”。
如此个人生存才会有保障国家才不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
开除“球籍”。

学会生存的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一是学会维持生活的知识与技能。这包括就业前接受教育和
就业后接受继续教育。

二是争取有保障的生存权利。在信息社会中，经济、科技与
社会的发展变化不但是永恒的，而且变化的速度比以往任何
时代都要快，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教育和一定阶段的教育为社
会成员服务终生。在工业化时代，如果一个人的工作被技术
的发展所淘汰，这对他来讲，其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是，在
未来的岁月里，生产、工作的技能过时将会成为很普遍的事



情，人们的生存权利常常面临挑战。生产的变革、产业结构
的变化，必然要伴随着劳动力的流动。曾经丹麦的一位神学
教育家创建了丹麦民众普及学校，其任务是教育成年农民如
何应付急剧变化的自然环境。丹麦的农民教育相当普及。在
从穷乡僻壤向大城市的移民浪潮中，所有那些取得成功的移
民都是通过接受教育来学会对付新的经济问题、语言障碍，
学会与陌生人相处的。

三是改善生存条件，提高生活质量。

“学会生存”就要把学习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树立终身学习
的观念。终身学习，是指人的一生都要学习，从幼年、少年、
青年、中年直至老年，学习伴随人的整个生命历程。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学会生存》报告把终身学习与建立学习
化社会结合起来。“学习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习
成为整个社会成员一项经常的重要活动。创建学习化社会有
赖于终身教育思想的.普及，又有利于终身教育的实施与提高。

曾经读到了一篇名叫《挣扎才能生存》的文章，它讲述了一
个因为怜悯而导致的悲剧：一个孩子在观察蛾出茧的过程时，
由于觉得蛾出茧时钻得很辛苦，产生了怜悯心，便帮蛾把茧
剪开了一个大洞。可是这只蛾由于没有经过钻出茧时的挣扎
过程，翅膀没有力，很快就死了。与此同时，它引出了一种
对教育的思考，对此我深有感触。

很多话常常哽咽在喉咙里，说不出口，胸口很闷很难受；杰
克逊抛在了身后，世界纪录史上只写下他一个人的名字——
刘翔。最有趣的是：有时候说着说着，正方的同学会说离题
了，成了自方的“叛徒”。那我们应该怎样获取天下事呢!她
文静、好学，不但上课专心致志，下课也勤看课外书，惹得
班上的同学不佩服都不行。



学会生存的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最近，浏览了邵道生的《学会生存》一书，对：“生存”
有了新的认识，对生存的理解有了新的内涵。

《学会生存》中邵道生对“生存”作了这样的诠释：生存则
是将人的.发展也包括在内，其内容也就丰富得多了，复杂得
多了。文章分十一篇：从人生命运；处世醒世；事业工作；
朋友交往；劣性恶行；情感缺陷；人格毛病；修身养心；情
绪情感；婚姻家庭；生活健康。阐述了怎样生存，怎样学会
生存的话题，字里行间渗透平易和哲理。犹如一位智者在敞
开胸怀而娓娓道来。读罢，心悦，身愉。

正如《学会生存》中作者所说：人生是学问家们的永恒主题。

更多精彩读书笔记推荐：

《书香童年》读书笔记

《不要小瞧勇气》读书笔记

《巴甫洛夫很忙》读书笔记

《奇迹的名字叫父亲》读书笔记

学会生存的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一位中国留学生刚到澳大利亚时，在餐馆打工，学会生存。
一天，他看见报纸上刊登了澳洲电讯公司的招聘启事。他选
择了线路监控员的职位去应聘。过五关斩六将，眼看他就要
得到那年薪3.5万澳元的职位了，不想招聘主管却出人意料地
问他：“你有车吗？你会开车吗？我们这份工作需要时常外
出，没有车寸步难行。”为了争取这个极具诱惑力的工作，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会！”“4天后，开着你的车来上



班”，主管说。

为了生存，这位留学生豁出去了。他在朋友那里借了500澳元，
从旧车市场买了一辆外表丑陋的“甲壳虫”，教育论文《学
会生存》。第一天他跟朋友学简单的驾驶技术；第二天在朋
友屋后的大草坪上摸索练习；第三天歪歪斜斜地开车上了公
路；第四天他居然开着车去公司报到了。时至今日，他已
是“澳洲电讯”的一名业务主管了。

人，是个奇怪的动物。给他依靠，便产生惰性；断其后路，
他就拼命搏击。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即穷则思变。正如食
物在温暖的环境中易发酵腐烂一样，人处于优裕的环境中很
容易不思进取，但在艰难窘困的逆境逼迫下，却能激发斗志，
尽力拼搏，学会生存。

学会生存的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篇六

一直以为，生存就是活着，就是存在。最近，浏览了邵道生的
《学会生存》一书，对：“生存”有了新的认识，对生存的
理解有了新的内涵。

《学会生存》中邵道生对“生存”作了这样的诠释：生存则
是将人的发展也包括在内，其内容也就丰富得多了，复杂得
多了。文章分十一篇：从人生命运；处世醒世；事业工作；
朋友交往；劣性恶行；情感缺陷；人格毛病；修身养心；情
绪情感；婚姻家庭；生活健康。阐述了怎样生存，怎样学会
生存的话题。字里行间渗透平易和哲理。犹如一位智者在敞
开胸怀而娓娓道来。

由此，我不由自主地忆起自己的人生足迹，自从独立生活后，
温饱问题倒是不成问题，然而要命的`一个问题，始终缠绕在
我，仿佛像个小虫时刻在吞噬着我的人生之路：在我而立之
年、踌躇满怀，正想干一番之时，一场可怕的车祸“光临”
我身，身不由己地在床上一躺就是二十一天，这不是普通的



二十一天，这是吃喝拉撒得有人“包办”的二十一天，这是
生命旅程中永远挥之不去的二十一天；这是痛苦之魔，每时，
每刻，每分，每秒与我的意志搏斗的二十一天。当二十一天
后，我拄着单拐，艰难地“走”完了三米之遥的咫尺之路，
倚在医院的栏杆旁，又重新眺望凤舞桥上，熙熙攘攘，川流
不息的人流时，我豁然顿悟：人生是一场战斗――一场意志
与命运的格斗，在这场战斗中我是胜利者。我又可以再面对
太阳，面对学生，面对……然后，那次所留下的隐痛今天却
依然时时在告诫着我，“生存不容易”，要学会生存，学会
战胜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困难，把人生看作是持久的战争。尽
管自己读过心理学，还经常煞有介事地向学生和同事谈及心
理学，然而自己的心理还真沉重，有时只能将它闷在心里，
压抑、苦恼、惆怅……有时又不停地问自己：怎样面对现实，
达观地学会生存，我的坚强那里去了？在我们生存的空间中
时常会听到一些“牢骚”，我有时也偶尔为之，当人生的愿
望得不到满足时，偶尔发点牢骚，将它作为精神上的宣泄，
窃以为也没有什么大碍，但是，牢骚太盛不仅不能获得大家
的同情，反而会使发牢骚本人的“层次”更底，人们会越来
越以为你是一个只考虑个人得失的、斤斤计较的人，人们会
对你的那种无休止的喋喋不休而敬而远之。

因此，少发牢骚也是更好地生存的体现。这是我合上《学会
生存》后的一鳞半爪。

学会生存的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篇七

每个人都有生命，我们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才能享受这次
美丽、精彩的人生之旅，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生命，不
让生命受到威胁，受到伤害。让生命开出美丽、灿烂的花朵。
因为生命不只是属于自己，它还属于爱你的每一个人，所以
我们要学会生存。

在当今的竞争社会只有学会生存的法则，才能成为人群中的
佼佼者。要想学会生存，就必须有所追求，勇往直前，学会



坚强，勇敢面对。我们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定下一个目标，并
且我们应该为这个目标努力奋斗。有的人说他家境好，可以
不用努力，但有的人说他家境不好，要多读书。为了给自己
更好的生活，给父母更好的生活，两者相对比，富者的生活
的确更好，从小有着优越的待遇，可是你不努力你得不到回
报，等你父母死了，你吃什么呢？你只能自己丰衣足食，自
己努力。

林肯出生在一个家境贫穷的人家，他父亲是一个鞋匠。林肯
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大家都在嘲笑他，可林肯不怕嘲笑，为
了自己心中的目标，他努力奋斗，最后因为他的努力，他成
为了美国总统。

小时候我想出去买吃的，但我一个人不敢出去，我便打电话
给妈妈，妈妈说：“小孩子必须要独立生存，只是出去买一
次东西，没事的，你要相信自己。”我有点胆怯，但是我觉
得妈妈的话很有道理，我应该相信自己，所以我走了出去。
一分钟，两分钟，直到过了十几分钟，我回家了，我发现妈
妈已经在家等着我了。她看到我手上拿的食品，直竖大拇指，
为我的勇敢点赞。

在生活中，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
前面的路还很长，也许有荆棘，有坎坷，有悬崖，有险
阻……但我们不能畏惧，要勇敢的面对，才会闯出一片属于
自己的。

学会生存的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篇八

最近我读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这本被
誉为当代教育思想发展里程碑的著作，它是上世纪70年代，
面对着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向教育提出的挑
战，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专家们编写的一份报告。报告中
认为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手段、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是不
能适应未来社会的要求、科技发展的挑战、社会公害的威胁，



然后着重论述了当今世界教育面临的挑战与主要倾向，指出
了实现教育革新的一些策略和途径以及最终走向学习化社会
的道路，最后论述了教育的国际合作。从世界、人类共同体
的角度描述了教育的今天，并高瞻远瞩的设想了教育的明天。
这本著作博大精深，看了使我受益不浅。整本书，充满了对
教育世界的希盼和期待。正如作者富尔指出：“与其说是一
个完备渊博的研究，还不如说是那些出身不同、背景各异的
人们作出的一种批判性的思考；他们在完全独立的和客观的
情况之下，对处于这个变化世界中的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寻
求总的答复”。

该书非常精辟的.指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做事、学
会生存，是教育的四个支柱。在这四个支柱中，核心是学会
生存。国际教育委员会主席埃德加・富尔认为，唯有全面的
终身教育才能够培养完善的人，人们再不能刻苦地一劳永逸
地获取知识了，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
知识体系――学会生存。作为一名教师我会情不自禁想到我
们目前的教育，和对孩子们的关爱。我们都知道，孩子是祖
国未来的希望，是国家建设的后备力量，是将世界推向文明、
推向幸福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成长发展、未来的生存技能在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全社会给他们的教育的影响的，尤其是家
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书中告诉我们，教
育必须培养人类去适应变化，这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教
育应扩展到一个人的整个一生，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教
育应把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潜力的实现作为它的目的。了解世
界是教育的主要目标。教育应帮助人们解决他们今天所面临
的各种问题。教育本身不能克服邪恶。但应力求增进人民控
制自己命运的能力。教育应该努力帮助每一个人发展他自己
的能力。实现其潜能，解放其创造力。并要防止生存逐渐失
去人性的危险。

生存教育是人生最基本的教育。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加
速，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这种社会背景、时代变革的逼
迫下教会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生存能力已经迫在眉睫。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中国每年约有一点六万名中小学生非
正常死亡，平均每天约四十名孩子。触目惊心的数字告诉我
们，中小学生正处在人生的成长阶段，在面对突发事故、灾
难时更容易受到伤害。目前在国内教育在生存教育领域尚处
在缺失的状态下，我们的孩子如何自救和救助他人？如何在
火灾中逃生？如何从容面对危险？这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题。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二十一世纪的教育提出
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口号：“学会生存！”

现在有部分家长出于对孩子的爱，运用各种办法为孩子选好
了一条路，并预知排除掉一切障碍，从而使孩子能在顺境中
成长。其实这样的做法并不明智。孩子就像飞蛾一样，必须
经过磨练才能真正地展翅飞翔，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生存下
来。如果父母总是在孩子出现困难时，帮助他或者甚至于完
全代替他处理所有问题。那渐渐地孩子就会产生一种对父母
的依赖感，认为所有问题都应该由父母解决，而自己什么也
不需要做，从而就注定了孩子在社会竞争失败者的地位。

学校教育是生存是教育的第二站，我们作为从事在第一线的
教师，更应该明确这样的目标。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活、
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同时这也是这份报告中提出的教育的
四个支柱。也许在我们的教学中我们最关注的是如何教会学
生学习书本中的知识，读了这本书后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太浅
薄了。学习文化的知识固然重要，可教会学生更好的生存则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未来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面临
的压力越来越巨大，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环境下，
要在竞争中取胜，除了具有丰富的大脑、多元的知识、坚强
的意志力以外，还要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现在我们已经在
感慨：哪一行的饭都不好吃。所以未来的人才不仅仅需要有
健康的体魄，还要有健全的人格。所以我们在教学的同时应
该思考的更多一些、更全面一些。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
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
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
以为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



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
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