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玫瑰门读书笔记(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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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玫瑰门读书笔记篇一

《玫瑰与教育》一书是全国特级教师窦桂梅老师所写。此书
分为四辑：第一辑：“清淡与忧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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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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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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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作者的很多读后感。

走进窦老师的《玫瑰与教育》，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她对教
育事业的挚爱，对教育理想的追求。我最喜欢其中的《心中
盛满阳光》，文中她提到了“境由心生”。她说：“如果你
把所处的环境看成是魔鬼，你就生活在地狱；如果你把周围
的人群看成是天使，你就生活在天堂。如果你把所处的环境
变化魔鬼，你就在制造地狱；如果你把周围地人群变成天使，
你就在营造天堂。”好花要有好心情赏，有好的心情才能欣
赏到好的风光。你的内心如果是一团火，你就能释放出光和
热。由此启迪我们教师面对教育上一些让人不满的现象，面
对自己的专业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压力，我们要从中寻找阳
光、快乐的地方，紧贴地面行走，激情向上生长。退去浮华
留下平实，踏实前进。

其次，这本书中让我感受提及最多的词语就是“读书”二字。
“读书-思考-实践”是这个时代的老师应当静下心来要做的



一件事，这也是要成为一个有专业尊重的教师的必由之路。
作为学生要读书，作为教师更要读书，我理解学生读书贵在
培养兴趣，所以只要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即可。教师多读专
业书籍固然是应当的，但更应当多读一些名著、专著
等，“修身养性、净化心灵”谈不上，但多多少少可以丰富
我们的知识，培养我们的爱好。从窦老师的这本书中我理解，
教师应当是要培养读书的习惯的。勤奋地阅读成就了窦老师
的美丽和深刻。请看她是怎样看待阅读的：

“读书，使精神高贵而丰富，亦使生命深刻而阔远；读书，
让我在有限的从教时间内，实现自身的无限。”

“读书，是我心灵的振翅；读书，是我精神的呼吸。”

“读书虽不能改变人生的物象，但可以改变人生的气象。”

“外在的形貌基于遗传，是难于改变的，但人的精神却可因
读书而蓬勃葱茏、气象万千。”

“读书是最高档的营养品、最名牌的抗衰老剂??一个人，只
有在读书中才能体验生命的滋味。在读书中身体自然得到运
动，大脑自然得到运转，心灵自然被酬劳。”

反观我们自己的教学，很多时候在课堂我们反而失去了自己。
作为语文老师，我们常常为自己语文课堂缺乏生动、灵性、
激情、思想等等，而苦恼、烦忧、惭愧、自责。我想，“唯
有读书”才能让自己长“高”。人，读书与不读书肯定是不
同的，身为教师，读书与不读书，就更不一样了，这可以在
我们的学生那里、我们的课堂教学上得到验证。

“开卷有益”，教师的一生或许就是一个不断翻阅书籍，行
走于学生中间以及文字之间的生命过程吧！就让我们开始自
己的阅读吧，相信在阅读中，我们也一定会变得如一朵玫瑰
一般美丽、优雅。



玫瑰门读书笔记篇二

“不管何时何地，谁收到玫瑰都会怦然心动。你看，一朵有
一朵的含义。就好像红玫瑰代表对教育的付出和热情；黄玫
瑰代表珍重自己，祝福别人......以至努力做到黑玫瑰的温
柔，橘色玫瑰的友情，蓝色玫瑰的善良，爱事业如同热爱我
的生命一样。”

起初被书名吸引，怀着对教育的探索和一丝浪漫情怀，我走
进了窦佳梅老师的“玫瑰花园”，希望能在玫瑰园中获得启
示但也有不少疑惑：平时令人焦头烂额有时还吃力不讨好的
琐碎教育工作是怎么和这么美的“玫瑰”形象联系在一起。

窦老师用真挚的文字在“清淡与忧患”中抒发对教育深深的
思考，随她走近“听说读写的背后”伴随老师的脚步“管
窥”日本教育的现状，在“白纸黑字的沃野上”领略一道道
文化的风景，我才明白正式对教育的激情和热爱为她平凡的
教育生涯注入新的力量，令教育之花越发灿烂。“玫瑰”是
窦老师的网名，在窦老师的心中，教育就是一朵开不败的花，
正是怀着这样的热情和思想，玫瑰才四季芬芳。

在对教育的忧思中，玫瑰老师谈到：要做一名有专业尊严的
老师。确实，教师的专业只有先拥有自己的专业尊严才能够
真正的发展，只有提高自身，在时间中不断反思成长，拥有
宽泛的人文视野，在坚持中学习，与时俱进，才能在岁岁年
年循环的工作中找到灿烂的教育轨迹。

在寻求本真的课堂中，玫瑰老师谈到“小红花的背后”，我
也感触良多。一堂课中，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度，类似“小
红花”的奖励是老师一贯运用的方法，然而，在课堂中，也
常常能听到“又没有叫我”的叹息，看到学生失望的神情，
小花儿并没有开到每一位学生的心中。正如窦老师所说“我
们没有权利用成人世界的胜败、积极或不积极之类的原则去
约束他们和评价他们，相反，我们要做的是机器每一个孩子



对学习和未来的热情、激起他们对荣耀的尊重”“不要仅仅
以竞技的原则发放小红花，或者说不可将竞技的奖惩原则过
早地一如到小学的学习中去”。那么我们除了对优胜者予以
奖励，还应该对那些暂时落后或者不积极学生予以奖励，恰
如其分地奖励学生。更应该在奖励的同时，教师寻求语文课
堂的本真，激起孩子的兴趣。比如，在课堂中，教师把文字
语文引入生活语文，把生活语文化成文字语文。这样的方式
藏在教育的方方面面，还需要我积极地思考和探索。

玫瑰老师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因为她找到了教育中
传递关心与爱的艺术。我常常感慨个别学生太难教，软硬不
吃，油盐不进，为他们感到惋惜，恨铁不成钢，。可仔细想
想，或许还是经验不足，一味地用简单直接的教育方式，无
法拨动学生的心弦，对他们的方式缺乏了“爱”的艺术。在
教育实践中，当有学生调皮、不听话时，我会显得急躁，对
他严厉批评甚至大发雷霆，学生可能当下“老实”了，但也
仅仅是一种假象，学生迫于老师的权威不敢说，内心却不服
气。正如玫瑰老师所说，对于学生的教育要掌握一定的艺术，
从学生的角度看待问题，从心底关爱学生，付出耐心，细心、
同情心，或许当状况出现时，深吸一口气，压下暂时的火气，
听学生说一说，许多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我们需要静下心来，
慢慢想一想。

读罢《玫瑰与教育》，我钦佩玫瑰老师对阅读与写作的热爱。
在自序中她写道“当我真正开始写作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
文字那么笨拙，有时候心里的感受的很强烈，可倾吐出来的
文字却很‘蹩脚’”，这何尝不是我的感受，每次写东西，
才感慨“书到用时方恨少”。

在“白纸黑字的沃野上”，收录了窦老师的部分书评，阅读
这些深度理性的文字，让我感受到窦老师的睿智、内涵，让
我更加懂得作为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应该多读，把阅读
当做一种习惯，使我们有效的从教时间内，实现自身的无限。



窦老师是教育阳光下一朵美丽四射的玫瑰，她的孜孜以求，
热情好学让我敬佩。我自知还是一株无名的小草，我也会在
前行的道路上采集知识的阳光，沐浴智慧的雨露，望有一天，
让每人手有余香。

玫瑰门读书笔记篇三

小红花的背后

课堂中小红花等奖品的发放，不能作为竞技的原则。如何更
好地利用物质或形式上的东西，让其成为激励、调动学生学
习兴趣的精神催化剂，值得教师深思。

2. 叹息，不敢让孩子听见

今天的学生是考试的连体儿，既想挣脱对方，又必须与对方
同呼吸，一方面接收教育的唯一途径是大学，一方面几乎听
不到他们对教育的感激......考试，成绩，孩子本应美好、
快乐的童年就在应试教育中被早早地夭折了。前不久，看了
一篇文章，母亲对孩子的教育原则和目标就是”给孩子一个
快乐的人生”。在当下担心“输在起跑线”的大背景下，这
是一种境界。其实。分数又能说明什么呢?拿女儿这次期末考
试来说，语文试卷最后一题是看图补充句子，基本意思
是“两只鹅在水中游泳。”虽然女儿识字量比较大，但是要
完全正确地写出来还是有一些难度。这不，一个不留神
把“泳”字的“横撇”写成了“点提”，扣了0.5分。语文就
自然99.5分了。其实，在我的心里，这个99.5跟100是同样的。
不在于这个“泳”字的失误，而在于一年级的她已经很棒了!
因为知道自己的粗心，期末前她就很不自信地告诉我肯定考
不了双科一百。但是我还是鼓励她，只要细心，她是可以
的(给她自信)，即使真的不行，尽力了就好。结果当她得知
这个成绩后，还是打电话给她爸爸伤心地哭了一常当晚，我
和她做了一些交流。主要是引导她建立自信以及今后看书更



仔细等。后来的日子里，不少朋友见面都问及她的分数，这
是我最担心的，可喜的是她能愉快地告诉大家她的成绩以及
失误的原因。我想，这才是考试于她最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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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了她作为一名教师、作为
一名家长、作为一名专家对教育显现的种种反思，活生生的
记录她对教育的无奈与困惑，记录了她对教育教学的积极的
态度。这都让我们觉得他是那么的贴近我们的生活呀。 走进
《玫瑰与教育》，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她对教育事业的挚爱，
对教育理想的追求，对教育人生的塑造，更多的则是感受到
窦老师的独立思考、独家发现和独特表达等个性特征的彰显。
这本书中我想提及最多的词语就是“读书”二字。“读书-思
考-实践”是这个时代的老师应当静下心来要做的一件事，这
也是要成为一个有专业尊重的教师的必由之路，作为学生要
读书，作为教师更要读书，我理解学生读书贵在培养兴趣，
所以只要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即可。教师多读专业书籍固然
是应当的，但更应当多读一些名著、专著等等，“修身养性、
净化心灵”不敢说!但多多少少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培养我
们的爱好。从窦老师的这本书中我理解，教师应当是要培养
读书的习惯的。 从《玫瑰与教育》中我体会到读书的重要，
作为教师更应做好“读书-思考-实践”。窦老师是一名语文
教师，书中写的都是她教学生活中的随笔和感想，从书中我
看到了她那淳朴、自然的人格魅力，心中盛满阳光，怀着一
颗感恩心为人处事的窦老师。这本书中，窦桂梅并没有讲大
道理，也没有罗列出许多原则和规律，而是选择了一个新的
视角：从研究教学活动中的“细节”入手，从一些我们常常
熟视无睹的“小事”入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让读者自
己去悟出“规律”。 读了《玫瑰与教育》后，我想至少有一
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勤奋地阅读成就了她的美丽和深
刻。请看她是怎样看待阅读的： “读书，使精神高贵而丰富，
亦使生命深刻而阔远;读书，让我在有限的从教时间内，实现
自身的无限。” “读书，是我心灵的振翅;读书，是我精神



的呼吸。” “读书虽不能改变人生的物象，但可以改变人生
的气象。” “外在的形貌基于遗传，是难于改变的，但人的
精神却可因读书而蓬勃葱茏、气象万千。” “读书是最高档
的营养品、最名牌的抗衰老剂……一个人，只有在读书中才
能体验生命的滋味。在读书中身体自然得到运动，大脑自然
得到运转，心灵自然被酬劳。” 读书让我们有专业的知识，
思考让我们有了独立的思维，实践是将我们的思考实施于课
堂教学之中，这样的实践我想一定是具有教师独立特色的教
学活动，窦老师强调-教师应该具有一定的个性，教学活动应
当有自己的特色，反思自己在每次外出听课之时，所获得的
那些老师们表扬、鼓励的技巧，调动情绪的方法。回来以后
便照葫芦画瓢用到自己的课堂教学之中，现在想起来在课堂
我们反而失去了自己。或许这就是我不断买书读书的最重要
原因之一吧，是的， “唯有读书”才能让自己长“高”啊!
人，读书与不读书肯定是不同的。身为教师，读书与不读书，
就更不一样了，这可以在你的学生那里得到验证。就让我们
在这读书的季节里，来开始我们自己的阅读吧，相信在阅读
中，我们也一定会变得美丽、优雅。教师的一生或许就是一
个不断翻阅书籍，行走于学生中间以及文字之间的生命过程
吧!

玫瑰门读书笔记篇四

《夜莺与玫瑰》是英国作家王尔德的作品，有民国才女林徽
因翻译，内容是有一个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蕴含着不
同的哲理，当然我不清楚作者到底在用每一个故事诉说什么，
我只能读出我自己的理解，在其间我也反思了自我，的确我
也犯着类似的错误。

很多时候我总会在中伤别人后而后悔，难道我就不能和气的
说吗？难道我就不能再仔细的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吗？我虽
然从书中读得了很多道理，但我又能做到几个呢？我也安慰
我自己，或许一颗善美的心需要慢慢的熏陶，被我中伤过的



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由衷的说声对不起。

我希望这本书中的道理使我时刻铭记并反省自我。我就将自
己理解的每个小故事的道理一一列出吧！

《夜莺与玫瑰》对爱情进行了极具的讽刺。有一个青年深爱
着一个女子，但是只有这个青年为她采得一朵红玫瑰，她才
肯与青年共舞，可是这时候根本就没有红玫瑰，但是青年太
爱这个少女了，为此他经常哭啼，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青年
那煎熬的内心。

小壁虎嘲笑他，只有夜莺懂得青年的心，说这才是真正的爱
情，但是要想得到一朵红玫瑰，夜莺就得在月光下将自己的
心扎进玫瑰刺内歌唱，夜莺确实这么做了，夜莺忍受的疼痛
唱着美丽的歌，最终玫瑰树开了一朵鲜红的玫瑰，夜莺也为
此死去。

当青年拿着这朵红玫瑰去见少女时，少女却却说这朵红玫瑰
配不上她的衣服，而且大臣的侄子送给她许多珠宝首饰，人
人都知道珠宝比花草要贵重的多。此时青年傻了眼，难道这
就是真正的爱情吗？最终青年还是回到了他的学术里，因为
他感觉到爱情是多么的飘渺虚无，在现实生活里实用才是最
重要的。

从小壁虎的嘲笑我们可以看到，你那撕心破裂的爱情并不是
每个人都能理解；从夜莺的死去我们可以看到，爱情并不是
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后就能得到；从少女的回答中我们可以
看到在现实生活里爱情面对物质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从少年
回归到学术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武装自己才是真实的。

玫瑰门读书笔记篇五

“我们萧萧的树叶都有声响回答那风和雨，你是谁呢，那样
沉默着？我不过是一朵花。”是的，我只是一朵小花，带着



一丝芬芳，和着风和雨，我却执着地孕育着，盛开着，以最
大的努力回报春天。

吁了一口气，我合上了窦桂梅老师的教育随笔《玫瑰与教
育》。

连日来的语文课让我烦躁不已，压在心头的闷气仿佛黑暗中
的吸血蚊子挥之不去。教书，确实不那么轻松！面对刚从幼
儿班上来的小屁孩儿，使尽了浑身解数的我如虚脱般躺在了
床上。是啊，58个孩子 ，58种脾气，58样表现，我还没有做
到应付自如。铃声响过之后站在教室门口目光严厉的扫视，
换来的只是孩子们目中无人的谈笑风生；一次次课堂表扬的
同时，换来的只是孩子们不到三分钟的安静；激烈的课堂讨
论过后，响亮的拍掌声示意，换来的只是令自己紧锁眉头的
等待。面对一年级的孩子，我感到了力不从心。

为什么活泼的孩子像脱疆了的小野马？为什么以往的教学方
法失去了效果？为什么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有如此大的差距？
教一年级，让我有深深的挫败感。

忽然想起一个同事的话：一年级的孩子，不能用正常的思维
去对待。细细琢磨他的话，觉得有几分道理。“正常的思
维”不就是我们所想的吗，习惯了成人想法的我，好像与一
年级的小朋友走得太远了。于是，越是想照着自己的想法，
越是得不到方法，越是想实现自己的目标，越是迷失了方向，
想想觉得可笑，可笑自己竟成了南辕北辙中的那个人。

“埋怨环境不好，是因为我们自己还不够好；埋怨别人狭隘，
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豁达；埋怨学生难教育，是因为我们自己
的方法太少。”在课堂上一直强调学生：来学校学的就是方
法。以孩子心目中的权威自居的教师，忽然觉得自己的教育
方法原来是那么的匮乏。

尽管教育不单单只是老师的事，尽管学生存在着个体的差异，



尽管不是所有的课堂预设和生成都能成正比，尽管教学本身
就是门遗憾的艺术，但，我同样知道，成长就是一点点的对
细节的反思累积起来的高度，没有思考，就意味着枯槁，没
有痛苦，就意味着死亡。

我希望让忙碌的自己不断与宁静的自我进行对话，让冲动的
自己不断接受理智的自我批判，让实践的自己不断接受理论
的自我省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