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爱心与教育读后感(模板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
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教师爱心与教育读后感篇一

在《游子吟》一诗中，妈妈对远方游子那种深切的爱，早已
寄予了一针一线之中。其实，和妈妈一样，天下老师也都深
爱着每一个学子，我们的寸草心，无需学生的回报，我们只
希望教出来的学生一生内心有光，可以在成年之后，成为社
会的栋梁。没有爱的老师，教不出有爱的孩子。

我觉得，老师心中有爱是做好教育的基石。这个世界都在说
爱，但爱到底是什么？在我认为，爱就是包容、理解、接纳、
宽宥。初中时期的青少年，正处于青春期，他们有很多自己
的想法，有自己所追求的风格。即使我们老师不认同孩子们
的某些方面，但我们要给予接纳和尊重，时代在变，少年也
在变。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学生都乖巧、听话，他们身上的
不完美部分，即使我们要学着接纳甚至去了解的部分。爱，
肯定不是苛责、批判，即使是后进生，也没有人愿意将自己
和老师的关系建立在疏离之上，后进生只是学习不好，不代
表一无是处，我们要善于用心中的爱，去发现孩子的闪光点，
接纳他们的不同之处。

关注可以得到温暖的回赠。青少年心思细腻，有自己的感受。
他们有时候需要有人去读懂他们，听懂他们。做为他们的老
师，我们要多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不要将关注点止步于孩
子们的成绩，那样会显得老师特别功利。人都是情感动物，
只有真实的情感交流，才能擦出火花。有些孩子因为家庭问
题染上了不良习惯，有些孩子因为某些问题会对人生产生困



惑。我们不妨多给学生们一些关注，尝试着去读懂他们，理
解他们，关怀他们，这样，他们的心门会容易对我们敞开。

“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天生就是差生，天
生就喜欢调皮捣蛋，做孩子们的老师，能给予的就多给予一
些，施比受，更让人快乐。老师眼里没有“问题学生”，学
生眼里也就不存在“问题老师”，爱是相互的，有寸草心，
就有三春晖。

教师爱心与教育读后感篇二

《爱心与教育》这本书，刚一看，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才
看了手记一，就被一幕幕真实的，感人的故事所震撼。书中，
李老师说看到苏霍姆林斯基的那段真诚的话，他感动的眼睛
都湿润了。同样，在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如此。

整本书，可以感受到是李镇西老师用心来写的，它并不是纯
理论的说教，不难理解，也不枯燥乏味，几乎全是实例的叙
述和真情的流露，娓娓道来，又让读者有所领悟和思考。充
斥在这本书每一个角落的爱心，让我感动，也佩服李老师对
学生的关怀备至。从不忘记学生的生日，还送上大大小小的
生日礼物，对生病的学生更是关爱有加，在风雨交加的日子
里，背着学生步行上医院。同时，他与学生之间没有代沟，
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也着实让我羡慕。

素质教育，首先是充满情感的教育，离开了情感，一切教育
都无从谈起。而我们的教育，面对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他
们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喜好。作为一名幼儿园老师，对待
幼儿更要有一颗爱孩子的心，要关注他们成长中的每一个细
节，分享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每一点滴，为他们的每一个微小
的进步而由衷的喜悦。

看着这本书，会让我联想到许多许多。书中的学生唱着《少



年少年，祖国的春天》让我不由想起了年少的我。对于这首
歌，我也是印象十分深刻。它是我学生时代最后一个儿童节
的合唱表演曲目，当我们走上表演台后许久，都没有听到音
乐响起，我们就这样站着，尴尬而着急。最终，我们的表演
就这样因为伴奏带的问题而夭折了。当时的我们，又难过又
无奈。现在想起，仍是有些许的遗憾的。

或许只是一件微小的事，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很重要。
老师的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一个拥抱，都会异常珍贵。

李镇西老师认为，教育不应违背儿童的天性，如果教师本人
也保持或培养一点儿童的天性，那么，可以使师生之间的心
灵融为一体。在幼儿园里，当与小朋友们一起生活、游戏时，
一张张纯真烂漫的笑脸也会感染大家。当我们充满着童心和
爱心对待每一个孩子，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他们一起快
乐、忧伤，走进他们的心灵世界，融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
更有利于了解、关心他们。我想，他们也会回馈更多，从而
达到心与心的交流。

书中有一个故事讲到学生给他过生日。这样类似的事，在我
的学生时代，和我的同学们也做过。在平时上课的时候，班
长通常会喊：“起立，敬礼！”。而我们的语文老师，每一
次敬礼，都是90°，比我们还认真而严谨。在教师节的这一
天，语文课上，和往常一样，只是我们的敬礼更认真了，并
且还加了一句话“×老师，教师节快乐！”。虽然对她来说，
从教多年，这样的祝福不会少，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她的眼睛
里看到感动。如今，我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她把她的爱心传
递给她的学生，她的学生也将把这份爱心传递给下一代。

“以心灵赢得心灵，以人格塑造人格。”这是李老师的教育
名言。手记一爱心与童心，用老师与学生、朋友间真诚的情
感交流深深的打动了读者，更让我们对教育工作有了一个崭
新的认识，受益匪浅。



教师爱心与教育读后感篇三

暑假期间，读了李镇西老师的专著《爱心与教育》，深深被
书上的事例感动，被李老师的真情感动。文中叙述了李镇西
用爱心教学育学生的各种事例及成果。李老师能在课外陪学
生爬山，能对学生进行家访，能真心关爱每一个学生，一个
人做两个班的班主任，他对学生的真情付出，得到了学生的
回报。这本书，使我思想受到感染，观念得到转变，带给我
不尽的思索源泉。

一、明确教育目标

该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培养老实、保守、听
话、逆来顺受的乖孩子吗？不！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
人。我想，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是具有爱心、同情心、正义
感和责任感的人。他们应该具有遵守法纪的意识、诚信意识、
竞争意识、创新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意识、忧国忧民
意识；具有开放的思想、独特的个性、健康的心理；具有积
极、上进、乐观，坚强，勇敢的品质；懂得与别人交流与沟
通，懂得向别人学习长处，懂得自我反思，懂得友善待人，
懂得宽容和理解，懂得生存与发展。

二、严格班级纪律

《爱心与教育》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制定严格的班规、纪
律制度，依法治班。坚决按制度处理问题，体现制度的威严，
强化制度的效力。严格的纪律制度，可以很好地规范学生的
行为，起到很好的管理作用。

抓学生的纪律，有三个阶段非常重要：开学阶段、期中考试
前后、期末。开学初，加强对学生的学习目的性教育，严格
规范学生的行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今后的班级建设
打下坚实的基础。期中考过后，是学生的思想松动期。此阶
段要强化班级管理，并多与学生谈心，疏导好学生的不良情



绪。期末，是学生的放假思想产生期。此时期学生纪律明显
变差，学生有一种等着放假的心态。学期末非常重要，这将
对下一个学期的班级管理产生严重影响。因此，期末要抓得
更紧。

三、激励学生展现自己的个性。

我们的学生是极具个性的群体。他们都有与众不同的个人品
质，但很多学生却没有表现出来。我经常鼓励学生积极参加
自己喜欢的兴趣小组，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活动，以充
分展现自己的个性。        有很多学生具有各方面
的个性，如书法、体育、歌唱等等。发现学生的个性，激励
他们表现出来，我们的学生就不会是千篇 一律、整齐划一、
呆头呆脑的，而是一个个具有独特个性的鲜活的人。

四、真心关爱学生

《爱心与教育》这本书告诉我们，老师要真诚地关爱学生但
不能有任何个人的目的。李老师用真心去爱学生，这种爱是
无私的，是真诚的，所以得到了学生的接受，学生感到被爱
的温暖。但是学生对于老师的“假爱”是敏感的，他们能够
感受老师对他们的爱是真是假，是否有目的。所以我们爱学
生应该真诚。真诚爱才能打动学生，才会有教育的效果，否
则只会引起学生反感。只有情感交融的教育，才会引起学生
感情上的共鸣。

五、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李镇西老师在班主任工作中尊重学生，与学生平等相处，发
挥民主，成为学生的朋友，课后与学生一起玩、爬山，一起
聚餐。老师应具有“爱心与童心”，只有具有童心，才能与
学生有更多的共同爱好，更多的思想交流，更多共同语言，
成为学生的朋友。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以朋友的身份引导学
生成长，将会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六、不把后进生当 “差生”

在李老师的眼中，每个孩子都是好孩子，都是值得关爱和教
育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差生”。李老师用爱及真诚的言
语使学生产生“想做好人的愿望火花”。在我们教育当中，
习惯给学生贴上“好生”、“差生”的标签，导致一些学生
真的变差了。这本书告诉我们，每个学生都是好孩子，我们
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可贵之处，鼓励学生学会自我教育，勇于
战胜自我。老师千万不能采用打压、批评的手段将学生成
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熄灭。只要老师付出真心，只要老师
相信学生，学生一定会慢慢进步。书中点点滴滴的故事给了
许多的启发。教育不是说教、不是惩罚，而用爱传递爱，用
心感染心。老师要把学生时时刻刻放在心上，用心去爱学生、
用心去教学生，只有用心，才能收获桃李芬芳。

读了李镇西老师的专著《爱心与教育》，深深被书上的事例
感动，被李老师的真情感动。文中叙述了李镇西用爱心教学
育学生的各种事例及成果。李老师能在课外陪学生爬山，能
对学生进行家访，能真心关爱每一个学生，一个人做两个班
的班主任，他对学生的真情付出，得到了学生的回报。这本
书，使我思想受到感染，观念得到转变，带给我不尽的思索
源泉。

一、明确教育目标

该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培养老实、保守、听
话、逆来顺受的乖孩子吗？不！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
人。我想，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是具有爱心、同情心、正义
感和责任感的人。他们应该具有遵守法纪的意识、诚信意识、
竞争意识、创新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意识、忧国忧民
意识；具有开放的思想、独特的个性、健康的心理；具有积
极、上进、乐观，坚强，勇敢的品质；懂得与别人交流与沟
通，懂得向别人学习长处，懂得自我反思，懂得友善待人，
懂得宽容和理解，懂得生存与发展。



二、严格班级纪律

《爱心与教育》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制定严格的班规、纪
律制度，依法治班。坚决按制度处理问题，体现制度的威严，
强化制度的效力。严格的纪律制度，可以很好地规范学生的
行为，起到很好的管理作用。

抓学生的纪律，有三个阶段非常重要：开学阶段、期中考试
前后、期末。开学初，加强对学生的学习目的性教育，严格
规范学生的行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今后的班级建设
打下坚实的基础。期中考过后，是学生的思想松动期。此阶
段要强化班级管理，并多与学生谈心，疏导好学生的不良情
绪。期末，是学生的放假思想产生期。此时期学生纪律明显
变差，学生有一种等着放假的心态。学期末非常重要，这将
对下一个学期的班级管理产生严重影响。因此，期末要抓得
更紧。

三、激励学生展现自己的个性。

我们的学生是极具个性的群体。他们都有与众不同的个人品
质，但很多学生却没有表现出来。我经常鼓励学生积极参加
自己喜欢的兴趣小组，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活动，以充
分展现自己的个性。有很多学生具有各方面的个性，如书法、
体育、歌唱等等。发现学生的个性，激励他们表现出来，我
们的学生就不会是千篇 一律、整齐划一、呆头呆脑的，而是
一个个具有独特个性的鲜活的人。

四、真心关爱学生

《爱心与教育》这本书告诉我们，老师要真诚地关爱学生但
不能有任何个人的目的。李老师用真心去爱学生，这种爱是
无私的，是真诚的，所以得到了学生的接受，学生感到被爱
的温暖。但是学生对于老师的“假爱”是敏感的，他们能够
感受老师对他们的爱是真是假，是否有目的。所以我们爱学



生应该真诚。真诚爱才能打动学生，才会有教育的效果，否
则只会引起学生反感。只有情感交融的教育，才会引起学生
感情上的共鸣。

五、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李镇西老师在班主任工作中尊重学生，与学生平等相处，发
挥民主，成为学生的朋友，课后与学生一起玩、爬山，一起
聚餐。老师应具有“爱心与童心”，只有具有童心，才能与
学生有更多的共同爱好，更多的思想交流，更多共同语言，
成为学生的朋友。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以朋友的身份引导学
生成长，将会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六、不把后进生当 “差生”

在李老师的眼中，每个孩子都是好孩子，都是值得关爱和教
育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差生”。李老师用爱及真诚的言
语使学生产生“想做好人的`愿望火花”。在我们教育当中，
习惯给学生贴上“好生”、“差生”的标签，导致一些学生
真的变差了。这本书告诉我们，每个学生都是好孩子，我们
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可贵之处，鼓励学生学会自我教育，勇于
战胜自我。老师千万不能采用打压、批评的手段将学生成
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熄灭。只要老师付出真心，只要老师
相信学生，学生一定会慢慢进步。书中点点滴滴的故事给了
许多的启发。教育不是说教、不是惩罚，而用爱传递爱，用
心感染心。老师要把学生时时刻刻放在心上，用心去爱学生、
用心去教学生，只有用心，才能收获桃李芬芳。读了李镇西
老师的专著《爱心与教育》，深深被书上的事例感动，被李
老师的真情感动。文中叙述了李镇西用爱心教学育学生的各
种事例及成果。李老师能在课外陪学生爬山，能对学生进行
家访，能真心关爱每一个学生，一个人做两个班的班主任，
他对学生的真情付出，得到了学生的回报。这本书，使我思
想受到感染，观念得到转变，带给我不尽的思索源泉。



一、明确教育目标

该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培养老实、保守、听
话、逆来顺受的乖孩子吗？不！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
人。我想，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是具有爱心、同情心、正义
感和责任感的人。他们应该具有遵守法纪的意识、诚信意识、
竞争意识、创新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意识、忧国忧民
意识；具有开放的思想、独特的个性、健康的心理；具有积
极、上进、乐观，坚强，勇敢的品质；懂得与别人交流与沟
通，懂得向别人学习长处，懂得自我反思，懂得友善待人，
懂得宽容和理解，懂得生存与发展。

二、严格班级纪律

《爱心与教育》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制定严格的班规、纪
律制度，依法治班。坚决按制度处理问题，体现制度的威严，
强化制度的效力。严格的纪律制度，可以很好地规范学生的
行为，起到很好的管理作用。

抓学生的纪律，有三个阶段非常重要：开学阶段、期中考试
前后、期末。开学初，加强对学生的学习目的性教育，严格
规范学生的行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今后的班级建设
打下坚实的基础。期中考过后，是学生的思想松动期。此阶
段要强化班级管理，并多与学生谈心，疏导好学生的不良情
绪。期末，是学生的放假思想产生期。此时期学生纪律明显
变差，学生有一种等着放假的心态。学期末非常重要，这将
对下一个学期的班级管理产生严重影响。因此，期末要抓得
更紧。

三、激励学生展现自己的个性。

我们的学生是极具个性的群体。他们都有与众不同的个人品
质，但很多学生却没有表现出来。我经常鼓励学生积极参加
自己喜欢的兴趣小组，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活动，以充



分展现自己的个性。有很多学生具有各方面的个性，如书法、
体育、歌唱等等。发现学生的个性，激励他们表现出来，我
们的学生就不会是千篇 一律、整齐划一、呆头呆脑的，而是
一个个具有独特个性的鲜活的人。

四、真心关爱学生

《爱心与教育》这本书告诉我们，老师要真诚地关爱学生但
不能有任何个人的目的。李老师用真心去爱学生，这种爱是
无私的，是真诚的，所以得到了学生的接受，学生感到被爱
的温暖。但是学生对于老师的“假爱”是敏感的，他们能够
感受老师对他们的爱是真是假，是否有目的。所以我们爱学
生应该真诚。真诚爱才能打动学生，才会有教育的效果，否
则只会引起学生反感。只有情感交融的教育，才会引起学生
感情上的共鸣。

五、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李镇西老师在班主任工作中尊重学生，与学生平等相处，发
挥民主，成为学生的朋友，课后与学生一起玩、爬山，一起
聚餐。老师应具有“爱心与童心”，只有具有童心，才能与
学生有更多的共同爱好，更多的思想交流，更多共同语言，
成为学生的朋友。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以朋友的身份引导学
生成长，将会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六、不把后进生当 “差生”

在李老师的眼中，每个孩子都是好孩子，都是值得关爱和教
育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差生”。李老师用爱及真诚的言
语使学生产生“想做好人的愿望火花”。在我们教育当中，
习惯给学生贴上“好生”、“差生”的标签，导致一些学生
真的变差了。这本书告诉我们，每个学生都是好孩子，我们
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可贵之处，鼓励学生学会自我教育，勇于
战胜自我。老师千万不能采用打压、批评的手段将学生成



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熄灭。只要老师付出真心，只要老师
相信学生，学生一定会慢慢进步。书中点点滴滴的故事给了
许多的启发。教育不是说教、不是惩罚，而用爱传递爱，用
心感染心。老师要把学生时时刻刻放在心上，用心去爱学生、
用心去教学生，只有用心，才能收获桃李芬芳。

教师爱心与教育读后感篇四

从孔子的“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到苏霍姆
林斯基的“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古今中外的教育家
们教育理念各有不同，教育风格各有千秋，但是，我以为他
们的精髓是一致的，那就是——爱即教育。

李镇西老师曾说，“一个受孩子衷心爱戴的老师，一定是一
位最富有人情味的人。只有童心能够唤醒爱心，只有爱心能
够滋润童心。”什么样的人才“富有人情味”呢？我认为是
一个怀有仁爱之心的人。

谁说小孩子不懂得感恩？当孩子们感受到了我们对他们的爱，
他们对我们也会特别的关心和照顾。他们会时常跑过来安慰
我，叫我不要太辛苦。倘若我上课的时候因嗓子不舒服而不
能大声讲课时，她们会瞬间变得安静乖巧。如果哪天冲他们
发了火，孩子们反过来会用小纸条、小插图、拥抱的方式来
表达他们对我的爱。我和我的学生、我的课堂、我的课余生
活都因为充满了“人情味”而变得丰富多彩。

在《爱心与教育》这本书的最后，李镇西老师说：“人不能
没有原则，但要拥有自己的原则，首先必须学会感动。做一
个善于感恩和感动的人！”作为教育者，我们以身作则，用
自己的言行打动每一个孩子，孩子才能真心感恩，我们的孩
子才能真正变得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而不是麻木的，绝
情的。



李镇西老师在激励“优生”方面同样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一是尽可能多地让他们参入实践，以发现并发展自己的潜质；
二是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挑战自我，甚至有意识设置一些
困难去“折磨”他们，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让
他们在一次次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的过程中，体验到人生
的乐趣与辉煌不光是要战胜自我，更要超越自我。今后，我
也努力在自己的班级管理中进行这些常试，让优生极大程度
地带动全班，让后进生敢于挑战，乐于进步！

教师爱心与教育读后感篇五

一次上图书馆借书，无意中看见了李镇西的《爱心与教育》
这本书，我借回家后经过几天的阅读，我真是感受颇多，受
益匪浅。在阅读期间，我数次流下眼泪。我从中感到了一位
有爱心、童心、真心、信心的教师。

《爱心与教育》这本书是著名教育家李镇西的成名作、代表
作。以手记的形式叙述了李镇西教书育人的感人故事。李镇
西对学生真挚的爱，学生对李老师爱的回报，让成千上万的
读者——教授、学者、学生及其家长感动流泪。

《爱心与教育》这本书从七个方面介绍了李老师与学生的一
些感人的故事。分别是一、爱心与童心——我和学生的感情
故事。二、与玩童打交道——后进生的转化。三、锻造卓越
人格——优秀生的培养。四、回答心灵的呼唤——青春期教
育的尝试。五、沉重的思考——有一位女学生自杀引发的德
育剖析。六、生死两地书——和远方以群众学生的通信。七、
“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引导学生关注周围的
人。

我从这本书中得到了最重要的启示，首先是认清自己的教育
活动的目标，不是一张张的成绩单，不是一堆分数，而是活
生生的人，是要在学校里通过读书获得一定的知识，而且在



学校中获得将来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其次是我感受的是
李老师对学生的一腔爱心。爱他们才能是是从学生的角度考
虑，才能注视他们成长中的每一个细节，才能和他们真正心
贴心的进行交流。他才成为了学生的朋友，而且是知心朋友。
正因为李老师知学生的心，他才赢得了教育引导的主动权，
同时赢得了学生对他的尊重。在他和学生之间，我们看不见
有什么“代沟”。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老师才是我们现代需要
的老师。我们都应积极向李老师学习。

书中的许多话现在让我记忆犹新，比如那句“让人们因我的
存在而感到幸福”做一个好孩子，让家长幸福；做一个好学
生，让老师幸福；做一个好伙伴，让同学幸福；做一个好少
年，让社会幸福；做一个好校长，让师生幸福；做一名好公
民，让祖国幸福。

对于“后进生的转化”是每一位老师头疼的事情。而通过阅读
《爱心与教育》这本书后，我了解到许多的方法，但不论是
哪种方法，都离不开六个字——民主、科学、个性。首
先“后进生教育要民主：用心灵赢得心灵”。作为真诚的民
主教育，用心灵赢得心灵，不只是教育的条件，更是教育本
身。当我们自然而然地走进“后进学生”的心灵，二他们也
乐于主动向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的教育之舟便已驶入了成
功的港湾。其次“后进生教育要科学：把教育主动权交给学
生”。把教育主动权教给后进生，让他们在自我教育的同时
又接受集体的监督，既允许其反复，又鼓励其进步，这最能
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科学。最
后“后进生教育要个性：不以分数论英雄”。

我想如果我们都能向李老师一样用真心、爱心对待我们的每
一位学生，都能向李老师一样多多专研教学、专研学生，我
们的教育一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