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育专著读书心得体会(实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那么心得体
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
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教育专著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从教已有28个年头，回首过去的教学生涯，自感无悔教师这
一光辉职业。也曾血气方刚，尽职尽责、谆谆教导、循循善
诱，也曾爱生如子，可谓桃李满天下。本想过几年悄然而退。
殊不知今年春节的一次师生会，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善
待”一词，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生涯。

那是今年正月初三，我应学生的再三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同
学聚会，那是2000年所教的学生，到现在已有9个年头，学生
的名字我都叫不全，再加上他们已变成成人模样的脸，我更
是认不出几个，内心甚是尴尬，好歹有一两个热心、熟悉的
学生偷偷地帮我，让我不至于太没面子。地点在“香樟树”
大酒店，场面之大，听说2000多一桌，盛大的.接待沟通之后，
我已了解了大部分学生的现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工作岗位
上，都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我也替他们开心。几次交谈
后，其中一个学生马正贤说了一件往事，他说：“记得当年
他因为吃口香糖，我罚他在讲台上吐泡泡，泡泡吹到脸上不
许擦”。我一时语塞，说没有这件事吧！他说：“老师有
的”，我更加难堪，可他的脸上却没有一点恨意，其他的同
学都笑了，说当年他太调皮。的确，他是班里最令我头疼的
学生，说着没意听者有意，真没想到当年那样顽皮的他如今
却长大了懂事了，学生感到我内心的纠结，他们轮流给我倒
水倒酒，几个女生满嘴抹蜜的夸我不老，还是那样的年轻。
我没有过多的打扰他们难得的聚会，半个钟头后我就离开了，
临别学生送给我两盒面膜一瓶香水一个口红，一个个握手拥



抱，感动幸福洋溢在心里，他们说只要聚会都要邀请我，我
一时语塞，几个代表送我到楼下，其中一个在市政府工作的
学生还送给我一箱蜂蜜，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开车慢点注意安
全。

28年的教学生涯不止一次的抱怨，可这一次我有了新的感想，
我想我会在余生的教育生涯中善待每一个学生。朱永新的
《新教育》说得好，在我们的冷眼下，可能就会有牛顿，在
我们的棍棒之下，可能有瓦特，在我们的恶语之中，可能有
爱迪生。是啊，有意无意中，我们摧毁了这种必然，践踏了
这种天性，“创造”了一个个不该发生、令人痛心的奇迹。

任何教师都不会与善待无缘，但要与善待结缘，你就要弹出
爱心的红线，抛出爱的绣球，这虽然不是“充足条件”，但
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教育专著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拿到《现代教育理论研读》这本书，便觉得是自己渴望已久
的书，翻开目录，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魏书生、李镇西
这些现当代教育家的名字赫然入目，这些名家都是我急切想
深入了解的教育名家，有了这本书，我可以仔仔细细的阅读
学习了！在我的读书笔记本上，我做笔记最多的就是陶行知
的教育思想，感触也是最深的。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中度过的。他的一
生是奉献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是伟大的
一生。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
怀着“教育为公”、“甘当骆驼”的精神，与劳苦大众休戚
与共，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
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
勇于实践，善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的开展教育工作，
百折不挠的为中国的教育寻觅曙光，在教育理论及实践经验
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遗产。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陶行知先生毕生从
事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前苏联
教育家马可连柯这句话道出了陶行知先生教育的真谛。作为
一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陶行知先生以睿智的
目光、博大的胸怀，倡导并实践了爱的教育，他爱教育，爱
学校，爱学生，称学生和学校为“爱人”，令人耳目一新，
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爱的教育是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陶行知先生的“爱满天下”更把爱的教育发扬光大。教师对
学生的爱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教师对每一个学生都应
有一颗爱心，它不埋在胸膛里，而应擎在手上，高高举起，
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时时感觉到。

老师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更要倾注真诚的爱心，使学生感到
老师的亲切、集体的温暖，从而树起生活的信心，提高学习
的积极性。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什么是“生
活教育”？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
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
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既然生活
教育是人类社会原来就有的，那么生活便是教育，所谓“过
什么生活便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
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生活教育强调的是教育要以
生活为中心，反对传统教育以书本为中心，认为不以生活为
中心的教育是死的教育。生活教育是在批判传统教育脱离生
活实际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单纯知识教育的对立物。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内涵十分深广，“教学做合一”，是陶
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
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
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
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
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
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



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
拿做来教，乃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真学。”他用种田
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
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
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
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
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

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
活动中获得知识。值得指出的是：“教学做合一”的“做”
与杜威“从做中学”的“做”是有区别的。首先，陶行知所
说的“做”是指“劳力上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
节。“‘做’字在晓庄有个特别定义。这定义便是在劳力上
劳心。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不能算做，单纯的劳心，只
是空想，也不能算做，真正的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其次
这个“做”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认为“有行
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可见陶行知的“做”是建立
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
识的源泉。

陶行知教育思想是宝贵的经验和财富，是我们学习、研究、
继承和发展的永恒的课题，是创造型教师及专业发展义不容
辞的责任。

教育专著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最近读了李镇西老师的《爱心与教育》，我收获很多，他用
爱诠释教育的本真，塑造孩子们的灵魂，他是积极灵用灵魂
做教育的人，值得佩服与学习。

在书中，一个个李老师和学生间的故事，打动人心，都体现
了他为人师表的尽心，这份爱这份情来的珍贵真挚。他一视
同仁，平等对待呵护每一位学生，让每位学生都感受得到集



体和老师的热烈的温暖与真诚的鼓励和期待。他不但是爱优
秀生，而且更爱差生。尤其我在书中读到他从不忘记学生的
生日，还在学生生日时给学生送上一份生日礼物；在课间经
常和学生一起活动；在课余时间或假期中带领学生一起走进
大自然；对班级中的优生、中等生、差生坚持按号轮流家访
等等，李老师在教育岗位上处处闪耀着爱的`火花。

教育是平凡的，又是不平凡的事业！李老师对教育事业的执
著也深深打动了我。这是因为李老师对教育的一份执著，对
爱的一种坚持。正如李老师所说“爱心与童心”是我教育事
业永不言败的最后一道防线。他把教育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
把带给学生一生的幸福当成一生的追求，而我们只是把教育
当成自己谋生的工作。正如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
子好事。一个老师创造一个感人的场面并不难，但一个老师，
能够长期像李镇西老师对待万同那样对待每一个学生，难！
在万同的身上，我们看到转化一个后进生有多难。更看到了
一个为人师者的爱心，耐心，信心。万同的每一点变化，无
论是朝着哪一个方向，都牵动着老师的心。而万同身上所体
现的反复，足以考验最有耐心的老师，只有爱心的坚持才能
创造这样的奇迹。

李老师在书中这样写道：“离开情感，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
”“师爱是教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良剂。爱学生，就必须善
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就必须把自己当作学生的朋友，去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所以，让我们对孩子多一份爱吧。

他们眼中没有丝毫的杂质，透出的都是单纯、坦诚。跟李老
师相比，我的学生年纪更年轻、心灵更稚嫩，更需要我去呵
护、去关心、去琢磨、去引导他们。

《爱心与教育》告诉我们：爱、微笑、鼓励、陪伴是最好的
教育！它们是孩子们心灵成长的润滑剂！让我们一起像李镇
西老师那样，用我们的真心、爱心和责任心，在每一位孩子
的心田都播下希望的种子，以一颗智慧之心，仁爱之心，包



容之心去拥抱我们的事业，拥抱我们的孩子！

教育专著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近段时间，我校开展了“读教学专著，走成长之路”的教师
读书活动。期间，我读了张文质的《教育的十字路口》一书。
书中写的都是一个个教育故事，从一句句真诚的话语，我感
受到他对教育的一丝丝忧愁，他就一个站在教育十字路口的
人，为我们指引着方向。

。要认真备课、上课，同时要反思自我的教学，对照新课改
精神，明确不足，找准差距，争取提高。要学会“关注、尊
重每一个学生，相信、善待每一个学生，用心聆听每一个学
生的心声，开启每一个学生的智慧之门。”

书中最让我欣赏的，是作者提出了基础教育中的10个人文关
键词：自主、互动、开放、质疑、活力、宽容、同情、爱、
觉悟、生命。人文精神是当代基础教育变革的价值背景和追
求目标，这些名词在教育改革实践中被赋予了坚实、丰富、
深刻的精神内涵。尊重生命，爱每一个学生，宽容地对待每
一个学生，为学生创设一个开放、互动的学习环境，培养学
生的质疑本事、自主学习的本事，这样我们的教育才会充满
活力。

本文来源：

教育专著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活动空间有限而闲暇时间也
极少的教师来说，读书无疑是开阔视野最好的捷径。我在读
书的过程中便常常感叹于“开卷有益”的道理所在。读书是
一种享受，能够暂时忘却自我所处的空间位置，忘却繁杂的
琐事。尤其是读教育类的书籍时，经常对号入座，感觉身边
发生的好多事和书上讲的比较类似，在书中能够学习怎样教



育教学，能从中获得许多启迪，让自我的教育教学工作开展
得更加从容，这样的感觉很真实也很充实。

“做一个有智慧、有人格魅力的教师，过一种有尊严的教育
生活。”是我作为人民教师的一个目标。读了李教师的书，
感触颇深。

感受之一：作为教师，应当多读书，读各种各类的书，尤其
是文学名著更要捧读不辍。都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确实有这种感觉，读书不仅仅增长见识，还能够在写
作时有所借鉴。李镇西教师经常向学生推荐各种有意义的课
外读物，以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不仅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语
文素养，同时能够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得自我教育的动
力。当然，推荐给学生读的书李教师都是先读过的，有的学
生甚至从李教师的书架上借书去读。这一点异常值得我学习，
虽然我是教美术的，但我本身一向认为读书能够让自我的心
灵变得更丰厚，能够承载更多生命的底蕴。读书伴随着积累，
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才能“厚积薄发”，在课堂教学中就能给
学生供给适当的精神营养。我能够把这分精神传授给学生，
让学生也每一天多学习一点点。

感受之二：教师应当真诚地喜爱学生，并走进学生的心灵。
李镇西教师时时反思自我，时时向学生学习，他也认为学生
的心灵纯洁可爱，学生的心灵比教师高尚得多。在那里，我
之所以用“也”这个字眼，是因为我在平时的教学生活中也
有这样的认识，而读到那里的时候就和他产生了共鸣。我也
和李镇西教师在书中坦然自述的一样，是个急脾气的人，有
时和学生之间难免因为急躁而发生不该有的误会，异常是和
那些学习、纪律上的困难生，还经常怨声载道的，每次过后，
我都后悔不迭，但学生从来不跟我记仇，有时我真诚地向他
们道歉，他们却说：“没事，教师，你都是为我好”；反思
一下，作为教师觉得很惭愧，常常用“有色眼镜”看待学生，
其实孩子是多么天真无邪呀！今后，在和学生相处中，我要
格外注意树立教师的形象，用真心喜爱学生，与学生和谐相



处。爱学生，才能对学生的缺点宽容处之，慢慢等待他们战
胜自我，取得提高，并和学生一齐成长；爱学生，才能细心
指导学生，如李镇西教师在给新生的信中，对新学期的准备
就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爱学生，就有耐心和学生真诚沟通，
用谈心、写信的方式而不是一味用批评去教育学生。李教师
转化万同的方法和耐力很值得借鉴。

感受之三：做教师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教师职业，固然辛苦，
但却极富挑战性。在和每一个学生每一天的相处中，要针对
学生千差万别的个性因材施教，应对一个个活生生有自我独
特想法的学生，工作要时时创新，但更应遵循教育的规律。在
《爱心与教育》的前半部分，李教师教给学生的自我激励方
法是“每日九问”，而在“手记三”中他在指导优生学习时
提出了“每日十问”的要求：“一问今日在家早读外语没有？
二问今日上课开小差没有？三问今日学习上提出什么问题没
有？四问今日的功课复习没有？五问今日预习明天的功课没
有？六问今日做过闲事没有？七问今日“过电影”没有？八
问今日计划完成没有？九问今日有未弄懂的难题没有？十问
今日有无浪费的时间？”他要求学生把这十个问题制成表格，
每一天按实际情景填写。并鼓励学生“一两天做到这每日十
问并不难，但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唯有这样，你才能真正步
入学习的良性循环。”我比较了一下，我也经常提议学生问
问自我今日学习了什么资料，今日复习巩固了吗？今日预习
下一课了吗？一部分学生真的在做这些事了，而有一部分学
生还是学无习惯，乱了一团，所以必须经常指导个别学生学
会学习，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爱心与教育》给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教师首先必须要有高
尚的人格魅力，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在尊敬、信任
甚或崇拜的基础上理解教师的教育，学生受到的教育会更深
刻，效果也更好！还有，教师也应当努力和学生建立起深厚
的感情。正如李教师在书中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教育成功事
例反复证明的那样：“师生间的感情，是教育成功的第一块
基石。”而离开了教师的爱心，感情的建立便是无源之水。



对于我来说，要学习还很多，要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实质，着
眼于人的培养，不断探索，不断完善，构成自我的教育风格，
对得起学生那一声声“教师”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