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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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生活即教育读书心得幼儿园篇一

生活教育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
的核心。其内涵为: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
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
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
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具体包括三方面主张:生活即
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

今天我认真地读了他的文章《生活即教育》感触非常大印象
很深刻不禁提笔写起了感想。

毛泽东同志称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
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人民生活的幸福他有着为大众生
活解放而教育的宏愿。他的生活教育是大众教育。他说:少爷
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而人民需
要的`是大众教育为生活的教育。

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看来他的生活教育内容博大无比是动
态的。

综合实践这门学科的开设就十分符合陶行知的理论。我们的
教学应如陶行知主张的:做好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加强社会实践
引导学生从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应避免教育内容的



过时陈旧不符合学生生活实际不切合学生思想认识不能很好
地为学生的将来生活服务的现象再次出现。综合实践的教研
员也经常要求我们一线的老师在选择教学内容时不要一味地
参考课本完全可以抛弃这个枷锁。内容可以选取学生感兴趣
的有疑问的身边小事。教学时可以邀请社会人事(例如:家长
专家等)共同参与学习这就是教学相长也。教学时间不一定在
课内完全可以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教学地点也不一定要在教
室社会是最好的课堂让我们走出去亲密地去接触社会在生活
中学习和成长。总之要调动一切机制服务于教学。要做到这
些我们必须了解生活了解学生生活现状了解生活发展的趋势
生活对人的要求的变化。

在实际教学中还应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尽可能的利用学生
原有的知识结构调动学生好奇好动的特点提供更丰富的源于
生活的感性材料让其在观察实验调查参观等实践活动中主体
参预自主探究。从而获取新知识养成独立思考仔细观察认真
分析严谨推理的学习习惯掌握学习策略为后续学习作准备同
时让其探究能力得到提高。

生活即教育读书心得幼儿园篇二

10月24日、25日，20“和美课堂”名师优课经典再现暨小学
数学名师高效教学“同课异构”教学形式观摩研讨会在德州
学院音乐系礼堂举行。我们仁里集镇选派了5位老师参加了此
次活动。

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情参加了此次活动。没有让我们失望，这
次活动，受益匪浅，下面就从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专家阵容庞大，经典课堂精彩纷呈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著名特级教师罗鸣亮老师的《平行四边
形和梯形的认识》，整个教学过程轻松有趣，和学生站在同
一个平台上，互相交流，像一种朋友似的交流，渐渐引导学



生们掌握知识，不仅仅学到的是知识，还学到了独自解决问
题的一般方法：探索、猜想、验证、结论。教学过程由浅入
深，一步一步将问题深思化，最终达到以后“小题大我”的
感觉。罗老师教学方法多样，师生互动、学生互动交流、学
生上台体验“小老师”，虽然这些都是我们课堂上都经常用
到的教学方法，怎么黄老师用起来就感觉不一样了呢？怎么
就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受呢？显然，黄老师在里面加入了
很多细节，比如说活动前给学生们的“安抚”，跟学生们交
朋友，无形当中就已经走进学生的心里，取得学生的信任。
最重要的是罗老师在整个交流过程中所给学生与众不同的激
励与赞赏，新课标中师生关系强调尊重、赞赏，罗老师没有
吝啬自己的赞赏，赞赏每一位积极举手发言的学生，赞赏了
学生所付出的的努力和表现出来的善意，赞赏了对老师的质
疑和超越；对待教学关系上，新课标强调帮助、引导，当学
生紧张，思路混乱时，罗老师总能作为学生的朋友，给予适
时提醒帮助，把问题解决。

最有意思的是在课的最后，罗老师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他
女儿给孩子们准备的礼物，拆封的过程中孩子们一直在猜测，
整个过程孩子们都表现的很棒，罗老师准备的礼物别趣一格，
既可以拼成平行四边形，又可以拼成梯形，还可以拼成长方
形，菱形，真可谓惊喜连连，罗老师的课很精，很细。

二、大师的语言—充满艺术魅力的语言

两天时间，听了八位老师的课，还有4节讲座，说起来，真的
很累，可是，我们精神上是愉悦的。因为我们领略了国内几
位特级教师的语言魅力。

他们的课堂语言艺术可谓“随风潜入、润物无声”。回头看
看他们的语言，有些也是我们曾经用过的语言，可是在他的
课堂，从他的口中发出，就产生了异于寻常的效果。其实，
隐藏其中的还有他们的动作、表情和语言环境。



就拿席争光老师的课来说，开头，体现了一个“趣”字。为
了拉近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黄老师是这么设计的：

师：同学们,你们是几班的.

生：五(5)班的。

师：你们学校五年级一共有多少个班

生：有6个班。

师：有6个班，那么为什么会选你们班来和黄老师一起上这节
课

(生笑，听课者笑)

席老师的语言特色还体现在严密、准确、精炼和逻辑性强，
还有他课堂追问的艺术性、趣味性和幽默。再融入他丰富的
表情和洒脱的体态语言，构成了席老师独特的课堂语言特色。

生活即教育读书心得幼儿园篇三

"生活教育"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教育思
想的核心.其内涵为:"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
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
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
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具体包括三方面主张:"生活
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

今天,我认真地读了他的文章《生活即教育》感触非常大,印
象很深刻,不禁提笔写起了感想.

毛泽东同志称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
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人民生活的幸福,他有着为大众



生活解放而教育的宏愿.他的生活教育是大众教育.他说:"少
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而
人民需要的是"大众教育",为生活的教育.

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看来,他的生活教育内容博大无比,是
动态的.

"综合实践"这门学科的开设就十分符合陶行知的理论.我们的
教学应如陶行知主张的:做好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加强社会实
践,引导学生从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应避免教育内
容的过时陈旧,不符合学生生活实际,不切合学生思想认识,不
能很好地为学生的将来生活服务的现象再次出现.综合实践的
教研员也经常要求我们一线的老师,在选择教学内容时不要一
味地参考课本,完全可以抛弃这个枷锁.内容可以选取学生感
兴趣的,有疑问的身边小事.教学时,可以邀请社会人事(例如:
家长,专家等)共同参与学习,这就是"教学相长"也.教学时间
不一定在课内,完全可以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教学地点也不
一定要在教室,社会是最好的课堂,让我们走出去,亲密地去接
触社会,在生活中学习和成长.总之要调动一切机制,服务于教
学.要做到这些,我们必须了解生活,了解学生生活现状,了解
生活发展的趋势,生活对人的要求的变化.

在实际教学中,还应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尽可能的利用学
生原有的知识结构,调动学生好奇,好动的特点,提供更丰富的
源于生活的感性材料,让其在观察,实验,调查,参观等实践活
动中,主体参预自主探究.从而,获取新知识,养成独立思考,仔
细观察,认真分析,严谨推理的学习习惯,掌握学习策略,为后
续学习作准备,同时让其探究能力得到提高.

去年,我搞过一次综合实践活动.在活动中我真正发现学生的
创造能力是惊人的.许多时候不是教师指导学生,而是学生指
导教师.在活动中,学生展现了各种能力,有的学生配合老师做
好社会调查,有的学生自己动手布置教室,有的学生自己设计
服装,有的学生自己动手做手套,还有学生用碎布设计缝制了



一条连衣裙……各种来源于生活内容的教育是真正受学生喜
欢的教育,这种教育能大大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对
学生的成长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最后,我想:生活教育理论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对新课程改革
的启示非本文所能道尽的.只要我们心中有想法,并付之于行
动,进行生活的教育,就一定会成功.

生活即教育读书心得幼儿园篇四

暑假，我读了《红蜡烛和美人鱼》，它主要讲的是：美人鱼
生了一个孩子，他把孩子给了一对老夫妇，老夫妇把它卖给
了一位商人。

写的是：美人鱼把孩子给了人类抚养，人类把小美人鱼悉心
抚养大。小美人鱼的上面是人，下面是鱼，很少人知道这件
事情，下面是鱼，很少人这道这件事情，老夫妇做蜡烛，小
美人鱼想了个办法，把蜡烛刻上画，把蜡烛刻上画，蜡烛卖
得越来越红火，一天，有个商人骗老夫妇说：“人鱼会带来
坏运气。”老夫妇被花言巧语和花言巧语和金钱所打动了，
老夫妇把小美人鱼起了铁笼。

读了这个故事，我懂得了：不能用贵重的东西拿去还钱，我
还懂得了：不能被金钱所打动了。

生活即教育读书心得幼儿园篇五

罗素，不但在数理逻辑和哲学领域创获空前，同时也是一名
人道主义者和自由思想的代言人，并且因其谈论婚姻与家庭
的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其人其文，让人印象颇为深
刻——“清彻如水，在人类迷惑的丛林的一角，闪着一片幽
光。”钦佩之余，细细品读，唇齿留香。



合上书本，想想脑中仍在回荡着书中的话语，不由得让人肃
然起敬。

罗素充满了怀疑精神和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勇气，通过评估现
有的各种教育制度，批驳了陈腐的传统观念，并提出了一系
列全新的教育改革方案，其中大部分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他
分别站在家长、教师、学生和社会的角度上观察问题、思考
问题；道德教育从婴儿期一直讲到青春期，智育则从幼儿园
一直讲到大学毕业。他还详述了学校和专业的选择，课程安
排、学习方法、和美感培养等具体问题，立论有据，极富哲
理，处处表现出哲学家思想的深刻性。这本书对于当今的教
育仍具有借鉴意义。

罗素认为，人生的一个真谛是享受美好生活中的乐趣。人们
接受教育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享受美好生活的过程。他一直
主张“自由教育”，即在必要的权威与纪律的伴随下，尽可
能多地给予儿童个人发展的自由，并按照自由的精神来行使
权威与运用纪律。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站在学生自身幸福的
立场上，“努力帮助儿童独立思考和独立活动，从而使他们
能解决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的各种问题。”每
个人都有着本能的求知欲，解决问题的欲望，教育者所要做
的就是提供条件，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欲望。

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他认为，最好的教育是
挖掘人的潜能的教育。通过对儿童的身体、感情和智力上
的“恰当的处理”，可以使这些品质得到普遍的培养。但这
种处理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一种“自由教育”——在必要的
权威与纪律的伴随下，尽可能多地给予儿童个人发展的自由，
并按照自由的精神来行使权威与运用纪律。不管是学习内容
还是纪律的培养，在开始都要以游戏的形式，使儿童在不知
不觉中接受。这是罗素提倡的“自由教育”所反复强调的。

我认为教师应该“主要从孩子身上感觉到一些神圣、模糊、
无限的东西，一些个别的特别宝贵的东西”，并对这些宝贵



的东西给予挖掘与引导，使其达到教育的最美好境界。我想，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循循善诱，对待每一个学生，每一件事情，
每一堂课都认真地、巧妙地设计，使学生们在游戏中，在不
知不觉中受到熏陶，那才是真正的教育啊。

我认为教师要给学生以信心，让学生自信。应该学会赏识学
生，经常称赞和鼓励学生，在指出他的错误之前，首先表扬
他好的方面。当学生出现了错误，不应一味地责骂，而应该
告诉他们下次怎样做得更好。 其次，要相信学生的能力。学
生总喜欢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甚至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因
此老师不要轻率地加以拒绝或制止，这样会挫伤学生的自信
心，也限制了学生的行动。

我认为老师应该按学生的意愿和方式去做一些事情，虽然他
们不一定会做得很好，但是如果老师适时地加以称赞，必要
时给予指导，就会增加学生的一份自信心。老师在课堂上要
多给学生送去一个信任，在每位学生的心底里种下一颗自信
的种子，让他们成为自信的人，也就是有勇气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