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叶圣陶一粒种子的启示 叶圣陶教育
心得体会(实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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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叶圣陶一粒种子的启示篇一

叶圣陶先生，中国现代教育家，他对教育的贡献举足轻重。
他提出一系列的教育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界。他的教
育思想和实践经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和体会。在我看来，
叶圣陶的教育心得主要体现在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培养学
生的思维能力、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培养等方面。

首先，叶圣陶非常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他认为每个学生都
有自己的特点和潜能，教育应该照顾到每个学生的发展需求。
叶圣陶主张注重教学方式的个性化，尊重学生的个人差异。
他认为教育应该关注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兴趣爱好，因材施教。
因此，在实施教学过程中，他强调应该针对学生的差异性进
行教育教学设计，尽可能地满足每个学生的需求。这种个体
差异教育的理念，让学生得到了更全面和个性化的发展。

其次，叶圣陶提倡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他认为教育的核心
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而不仅仅是灌输知识。他强调，教
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主张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让学生具备独
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叶圣陶提出的“观察、思考、实
践”教育法，通过亲身体验和积极参与让学生从实践中发展
并强化思维能力，培养出有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的学生。



另外，叶圣陶注重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他强调教育环境对
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他认为教育环境应该充满爱心、
尊重和关怀。他提倡教师要成为学生的朋友和引导者，师生
之间要建立亲密和谐的关系。叶圣陶主张创造积极向上的教
育氛围，让学生在和谐的环境中成长，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和潜能。他还提出要注重课堂管理，建立宽松而有序的课堂
氛围，让学生能够自由表达，积极参与。

最后，叶圣陶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他认为教育的目标
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知识和技能，还应该注重学生的道德、
智慧和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他主张注重品德教育，培养学
生的道德观念和品质。他倡导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和团
队合作能力，让学生具备应对挑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也
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倡导要注重学生的体育锻炼和心理健
康。他的综合素质教育理念，强调了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总之，叶圣陶的教育心得体会在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培养
学生的思维能力、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注重学生的综合素
质培养等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经验为现代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让我们更加关注学
生的特点和需求，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使教育更加
有效和有意义。叶圣陶的教育心得体会，不仅可以用于实际
教育工作中，也对教育者和教育从业人员提供了深思和借鉴。

叶圣陶一粒种子的启示篇二

叶圣陶是中国现代教育家、作家，他深受西方人文教育思想
的影响，倡导以人为本、注重个体发展的教育理念。他以浅
白易懂、幽默风趣的文字风格，写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
故事。如今，我们读叶圣陶的故事，仍然不禁让人产生思索
和深思。本文将从“为人处世”、“教育理念”、“家庭教
育”、“优秀品质培养”、“培养爱国情怀”五个方面，总
结并分享自己对叶圣陶故事的心得体会。



首先，叶圣陶的故事为人作为提供了许多思考。在他的故事
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往往在面对困境时，都能以一颗善
良、勇敢、乐于助人的心去解决问题。例如，故事《一颗严
肃的葫芦》中的小樱桃，她在看到被人嘲笑的葫芦时，毫不
犹豫地为葫芦辩护，展现了她的正直和善良。这让我们明白
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品格与他的成就是息息相关的，只有
真正拥有高尚的品行，才能在社会中获得真正的尊重。

其次，叶圣陶的故事传递了他的教育理念。他倡导以学生为
中心，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我们可以在
他的故事中看到这一理念的体现。比如，《大菩萨》中的少
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和尚的庇护，选择了走自己的路。叶圣
陶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自己敢于追求真理，
敢于挑战传统观念，才能成为真正的自我。

同时，叶圣陶的故事也给予了家庭教育以启迪。他在故事中
把家庭描述得温馨而和谐，弘扬了传统美德和家庭价值观。
例如，《大女儿嫁得好》中的小燕子，她以真诚善良的心态
对待婆婆，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婆婆的尊敬和喜爱。这
使我们明白，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氛围对个人的成长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引导我们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

此外，叶圣陶的故事也着重培养了优秀品质。他希望通过他
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努力培养自己的良好品质和价值观，以
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例如，《打动别人的人》中的小
杂剧，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智慧和毅力，不仅获得了成功，
也赢得了他人的认可与尊重。这激励我们应该立志成为一个
能够打动别人的人，无论在什么领域，都要坚持追求卓越，
做到最好。

最后，叶圣陶的故事也不忘培养爱国情怀。他以生动活泼的
笔触描绘出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故事，向我们传递了对祖国的
热爱和对民族精神的弘扬。例如，《猴桃》中的小鲜桃，他
虽然面对着生长在陌生环境中，但始终保持着对祖国的热爱



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这让我们明白，爱国情怀不仅表现在
一个人对祖国的赞美和热爱上，更要培养一个人坚守传统文
化与精神的意识。

总之，叶圣陶的故事及其思想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和思考。他
的故事既以幽默风趣的文字征服了读者，又传递了深刻的道
德和教育理念。希望通过我们对叶圣陶故事的学习和思考，
不仅能够切实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和思考能力，也能够引导
我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更加积极向上地发展。

叶圣陶一粒种子的启示篇三

叶圣陶是一位享有盛名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人性的
真实和道德的表达，还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社会的关注。
通过阅读叶圣陶的故事，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对人性和生活的
深刻洞察力，并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心得体会。

首先，叶圣陶的故事充满了对人性的真实呈现。他通过精心
刻画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人性的善恶两面。在《草房
子》中，叶大爷虽然生活极其贫困，但他却对弱者充满了关
爱和照顾，让人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而小童对叶大爷的态度
却是冷漠的，他只顾着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苦难。这个
故事让我认识到，人性并非单一，而是复杂多样的，包含着
善与恶的两面。叶圣陶通过这种真实的描写，使我深刻地意
识到了人性的复杂性。

其次，叶圣陶的故事给予了我对道德的深刻思考。在《神童》
中，玛俐是一个聪明才华出众的孩子，但由于自私自利的父
母对她进行无底线的逼迫，最终导致了她的性格扭曲。然而，
叶圣陶并没有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玛俐的父母，而是通过展
示她内心的挣扎和良知的呼唤，呼吁人们要关注家庭对孩子
的影响，并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准则。这个故事让
我明白到，在成长的过程中，家庭和社会对于个体的影响是
深远而重要的，我们应该时刻保持对道德的关切，不断思考



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

叶圣陶的作品还展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社会的关注。在
《神童》、《蚊子血》等作品中，他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细
节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和社会的种种不公。
他对小人物的描写非常细腻，让人感受到他对底层人民的深
沉关怀。叶圣陶通过揭示社会现实的丑陋，使我深刻地认识
到，生活并非如诗般美好，而是充满着挫折和困苦。同时，
他也让我意识到，在社会的角角落落，都有值得被发现的美
好，我们应该关注这些微小的善意和美丽，以感受到生活的
真实与多样。

最后，叶圣陶的故事给予了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在
《鸭脖子》中，故事主人公在去救助贫困儿童的路上遭遇了
种种困难和挫折，但最终他通过坚持和努力，实现了自己的
目标。这个故事让我明白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
互利关系，而是一种彼此支持、理解和帮助的关系。只有通
过合作和努力，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也才能创造出更
美好的社会。

总而言之，叶圣陶的故事给予了我深刻的心得体会。通过他
的故事，我意识到人性的真实和道德的表达，深思自己的行
为是否符合道义。他的作品还呼唤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社
会的关注，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读完叶圣陶的故
事，我深深被他对人性和生活的洞察力所打动，也受到了他
对世界的热爱和关怀的感染。我相信，这些心得体会将继续
对我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

叶圣陶一粒种子的启示篇四

( 1 )在教育来学的人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引导他们知变求变
善变，有所改革，有所创新。

( 2 )在现代中国做一个人，决不可放弃丰富自己，充实自己



的每一个机会。

( 3 )端正教育思想是改革教育最紧要之点。

( 4 )德行须从民主来修养。

( 5 )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 6 )教习某科为教学工作，熏陶善诱为教育工作，凡为教师，
固宜教学与教育兼任也。

( 7 )或说写似技能而非技能，实际是其人的表现。

( 8 )各种学科除了各自的目标之外，有个共通的总目标，就
是：教育学生，使之成为国家的合格公民。

( 9 )所谓教师之主导作用，其义在“引导”，并非一切由教
师主动，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只听教师讲说。

( 10 )教师和学生是朋友，在经验和知识上，彼此虽然有深
浅广狭的差别，在精神上却是亲密体贴的朋友。

( 11 )在教育方面，什么学制备课训导纲要教科书籍，比起
教师来，都居于次要地位。

( 12 )国文是儿童所需要的学科，国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
科。

( 13 )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
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巧
为善教者也。

( 14 )教育工作不限于课堂教学，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一起抓，
才能使学生受到更多的实益，打下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



( 15 )培育能力的事必须继续不断地去做，又必须随时改善
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才会成功。

( 16 )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
确的人生观的根基。

( 17 )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

( 18 )把依赖性的“受教育”转变为主动性的“自我教育”。

( 19 )教训对于儿童，冷酷而疏远;感情对于儿童，却有共鸣
似的作用。所以谆谆告语不如使之自化。

( 20 )唯有老师善读善写，乃能导引学生渐进于善读善写。

( 21 )凡为教者必期于达到不须教

( 22 )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

( 23 )理想是事业之母。

( 24 )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
学。

( 25 )教是为了不需要教。……就是说咱们当教师的人要引
导他们，使他们能够自己学，自己学一辈子，学到老。

( 26 )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了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打算
我们有了那种能力。

( 27 )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实
在是现代公民所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能力。

( 28 )各种学科的教学都一样，无非教师帮着学生学习的一
串过程。



( 29 )只有做学生的学生，才能做学生的先生。

( 30 )教师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

( 31 )读书忌死读，死读钻牛角

( 32 )教育方面，宜将儿童所固有文艺家的宇宙视善为保留，
一方固须使其获得实际生活所需的知识，一方更须以艺术的
陶治培养其直觉感情和想像。

( 33 )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养成良
好的习惯。

( 34 )品德教育重在实做，不在于能说会道。

( 35 )文当然要作的，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

( 36 )教育之要点，当天逾养成儿童正确精神之思想能力。

( 37 )学校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

( 38 )教师工作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培养学生具有各种良好
的习惯。

( 39 )理想是事业之母。

( 40 )读书忌死读，死读?牛角

( 41 )培育能力的事必须继续不断地去做，又必须随时改善
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才会成功。

( 42 )凡为教者必期于达到不须教

( 43 )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



( 44 )读书忌死读，死读?牛角

( 45 )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

( 46 )师范教育是推进和革新教育事业的根本。

( 47 )养成习惯，换个说法，就是教育。

( 48 )就作用的方面说，进步的教育偏重熏陶。就领受的方
面说，进步的教育偏重自得。

( 49 )一辈子坚持自学的人就是一辈子自强不息的人。

( 50 )当教师的人，应当讲究修养。

叶圣陶一粒种子的启示篇五

1、在现代中国做一个人，决不可放弃丰富自己，充实自己的
每一个机会。

2、教育之要点，当天逾养成儿童正确精神之思想能力。

5、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
学。——叶圣陶

6、或说写似技能而非技能，实际是其人的表现。

7、唯有老师善读善写，乃能导引学生渐进于善读善写。

8、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

9、参考要有路径，思索要有方法。

11、端正教育思想是改革教育最紧要之点。



12、教育就是习惯的培养，凡是好的态度和好的方法，都要
使它成为习惯，只要熟练的成了习惯，好的态度才能随时随
地表现，好的方法才能随时随地的应用，一辈子也用不尽。

13、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

15、做教师最主要的是不说假话。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
先做到。

16、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
是现代公民所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能力。

17、师范教育是推进和革新教育事业的根本。

18、读书忌死读，死读钻牛角。——叶圣陶

19、教师和学生是朋友，在经验和知识上，彼此虽然有深浅
广狭的差别，在精神上却是亲密体贴的朋友。

20、一辈子坚持自学的人就是一辈子自强不息的人。

叶圣陶一粒种子的启示篇六

1、凡教导人的，非教导也得着。

2、只有学生的学生才能成为学生的老师。

3、教育工作不局限于课堂教学，把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结合
起来，使学生得到更多的好处，奠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基础。

4、除了各自的目标，这些学科还有一个共同的总体目标：教
育学生，让他们成为合格的公民。



5、老师在镜头前是在教学，不是给予，而是诱导。

6、只有老师好读好写，才是逐步引导学生在好读好写。

7、尽可能多地使用语言不是生活中的奢侈品，是一个现代公
民必须具备的生活能力。

8、把依附性教育转变为主动的自我教育。

9、养成习惯，换句话说，就是教育。

10、品德教育注重的是实践，而不是说话的能力。

11、课文当然要做，但重要的是关心生活。

12、当老师最重要的是不说谎。学生被要求做什么，他们应
该先做什么。

13、无论它是什么，当习惯变得自然时，我们就会有意去拥
有它。

14、教育是什么？简而言之，养成良好的习惯。

15、或者一项貌似合理的技能，而不是一项技能，实际上是
一个人的表现。

16、教师应该为学生的一生着想，要想学生将来一辈子怎样
做人，想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好公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品
德。

叶圣陶一粒种子的启示篇七

1、培育能力的事必须继续不断地去做，又必须随时改善学习
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才会成功。



2、在教育方面，什么学制、备课、训导纲要、教科书籍，比
起教师来，都居于次要地位。

3、教育方面，宜将儿童所固有文艺家的宇宙视善为保留，一
方固须使其获得实际生活所需的知识，一方更须以艺术的陶
治培养其直觉、感情和想像。

4、师范教育是推进和革新教育事业的根本。

5、凡为教者必期于达到不须教类别。

6、品德教育重在实做，不在于能说会道。

7、教师和学生是朋友，在经验和知识上，彼此虽然有深浅广
狭的差别，在精神上却是亲密体贴的朋友。

8、教习某科为教学工作，熏陶善诱为教育工作，凡为教师，
固宜教学与教育兼任也。

9、在教育来学的人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引导他们知变、求变、
善变，有所改革，有所创新。

10、教师要使自己的教育活动真正有益于学生，有益于教学
质量的提高，教师之间就要团结合作，互相配合。

11、只有做学生的学生，才能做学生的先生。

12、或说写似技能而非技能，实际是其人的表现。

13、教师对自己从事的教学工作抱什么态度，对掌握业务专。
门知识抱什么态度，这也是师德问题。现在，有的教师对自
己所教的那门功课不大懂，今天听别人讲，自己没有好好领
会，明天就去教学生，这样讲课不会给学生太多的益处。教
师应该通过自己的讲课，在理解知识和掌握学习上给学生实
际的益处。



14、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

15、教师应该为学生的一生着想，要想想学生将来怎样一辈
子做人，想想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好公民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知
识品德。

16、当教师的人，应当讲究修养。

17、教训对于儿童，冷酷而疏远；感情对于儿童，却有共鸣
似的作用。所以谆谆告语不如使之自化。

18、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19、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确
的人生观的根基。

20、文当然要作的，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

21、凡为教者必期于达到不须教。

22、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

23、各种学科的教学都一样，无非教师帮着学生学习的一串
过程。

24、养成习惯，换个说法，就是教育。

25、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都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如
国文科在训练思想，养成使用语言文字的好习惯，理化科在
懂得自然，进而操纵自然之类；同时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
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

26、人们最高精神的连锁是文学，使无数弱小的心团结而为
大心，是文学独具有力量。文学能揭穿黑暗，迎接光明，使
人们抛弃卑鄙和浅薄，趋向高尚和精深。



27、理想是事业之母。

28、各种学科除了各自的目标之外，有个共通的总目标，就
是：教育学生，使之成为国家的合格公民。

29、端正教育思想是改革教育最紧要之点。

30、我如果当小学教师，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
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
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
仅仅浮在嘴唇边，抽腔滑调的喊一声；而是出于忠诚，真心
认他们作朋友，真心要他们作朋友的亲切表示。小朋友的成
长和进步是我的欢快；小朋友的赢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对
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不然，我就够不上作他们的朋友，我
只好辞职。

31、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养成良
好的习惯。

32、在现代中国做一个人，决不可放弃丰富自己，充实自己
的每一个机会。

33、一辈子坚持自学的人就是一辈子自强不息的人。

34、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
是现代公民所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能力。

35、教是为了不需要教。就是说咱们当教师的人要引导他们，
使他们能够自己学，自己学一辈子，学到老。

36、一个学校的教师都能为人师表，有好的品德，就会影响
学生，带动学生，使整个学校形成一个好校风，这样有利于
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学生的成长大有益处。



37、教育之要点，当天逾养成儿童正确精神之思想能力。

38、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了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打算我
们有了那种能力。

39、学校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

40、教是为了不教。

41、国文是儿童所需要的学科，国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

42、唯有老师善读善写，乃能导引学生渐进于善读善写。

43、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

44、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
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巧为
善教者也。

45、教育工作不限于课堂教学，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一起抓，
才能使学生受到更多的实益，打下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
础。

46、教师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

47、做教师最主要的是不说假话。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
先做到。

48、读书忌死读，死读钻牛角。

49、教是为了不需要教。为了不需要教，就是说咱们当教师
的人要引导他们，使他们能够自己学，自己学一辈子，学到
老。

50、教师工作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培养学生具有各种良好的



习惯。

51、把依赖性的受教育转变为主动性的自我教育。

52、教师得先肯负责，才能谈到循循善诱，师生合作。教师
不负责，有的因为对教学本无兴趣，当教师只是暂局。这种
人只有严加淘汰一法。

53、所谓教师之主导作用，其义在引导，并非一切由教师主
动，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只听教师讲说。

54、德行须从民主来修养。

55、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56、就作用的方面说，进步的教育偏重熏陶。就领受的方面
说，进步的教育偏重自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