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后感(优秀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
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读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有幸地拜读了陶行知先生的《陶行知教育名著》，读
罢这本书，我受益匪浅。

陶行知先生作为一名留洋的教育家，在深刻了解了中国的文
化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教育学说，既强调了教育
的显示功能，又关住了教育的终极目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他的理论和实践，应该成为中国教育血液的重要成分。他
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敬业精神让人感动，
我也为之折服。

在读到《教学合一》这节时，陶行知先生提出了教学要合一
的观点，有三个理由。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
生学；第二，新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第三，先生不但
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
联系起来。简而言之，一，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二，先
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三，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
我仔细阅读，细细品味，联系我的教学，我感觉陶公所提出的
“教学合一”的观点很有道理。

我们教育的对象是学生，教师的课堂设计应适合本班学情，
根据学情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那么这样学生就会
乐学了。教师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外，确实还需要不断的学
习，用丰厚的.知识去充实自己，不是有句话“教师要给学生
一碗水自己就必须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水吗？”



《学生的精神》中提到三点；

（一）学生求学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

（二）要改造社会必具有委婉的精神。

（三）应付环境必具有坚强人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我想说
说我自己的感受。现在的学生正如陶公所说容易“自满”，
自己刚刚对这个知识点有一定的领悟，就沾沾自喜，但真正
实践做题时，却无从下手。学生对学习缺少一定的目标，很
多学生不知道自己到学校来接受教育是为了什么。每当找学
生谈话时，我便会问“你准备读完干什么？”学生的回
答：“不知道。”他们从来很少会想过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会是什么样？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上不想下功夫，更不愿意
吃苦，对于周围的环境学生很少从自身找原因，而是把更多
的原因归纳在外界的环境上。例如，学生作业未完成，当问
其原因时，学生回答无非这几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交作
业？”“我不会做。”“我不知道做哪道题？”“我忘记交
作业啦！”“课代表交作业时没告诉我！”诸如此类的冠冕
堂皇的理由让人无可奈何，更多的时候我在问自己：“我们
的学生到底是怎么了?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变成这样？”

读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后感篇二

最近我有幸地拜读了陶行知先生的《陶行知教育名著》，读
罢这本书，我受益匪浅。陶行知先生作为一名留洋的教育家，
在深刻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教
育学说，既强调了教育的显示功能，又关住了教育的终极目
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他的理论和实践，应该成为中国教
育血液的重要成分。他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的敬业精神让人感动，我也为之折服。

在读到《教学合一》这节时，陶行知先生提出了教学要合一
的观点，有三个理由。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



生学；第二，新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第三，先生不但
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
联系起来。简而言之，一，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二，先
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三，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
我仔细阅读，细细品味，联系我的教学，我感觉陶公所提出的
“教学合一”的观点很有道理。我们教育的对象是学生，教
师的课堂设计应适合本班学情，根据学情有目的，有针对性
地实施教学，那么这样学生就会乐学了。教师除了正常的教
学工作外，确实还需要不断的学习，用丰厚的知识去充实自
己，不是有句话“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就必须有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活水吗？”

《学生的精神》中提到三点：

（一）学生求学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

（二）要改造社会必具有委婉的精神。

（三）应付环境必具有坚强人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

我想说说我自己的感受。现在的学生正如陶公所说容易“自
满”，自己刚刚对这个知识点有一定的领悟，就沾沾自喜，
但真正实践做题时，却无从下手。学生对学习缺少一定的目
标，很多学生不知道自己到学校来接受教育是为了什么。每
当找学生谈话时，我便会问“你准备读完干什么？”学生的
回答：“不知道。”他们从来很少会想过我以后的路该怎么
走？会是什么样？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上不想下功夫，更不
愿意吃苦，对于周围的环境学生很少从自身找原因，而是把
更多的原因归纳在外界的环境上。例如，学生作业未完成，
当问其原因时，学生回答无非这几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交
作业？”“我不会做。”“我不知道做哪道题？”“我忘记
交作业啦！”“课代表交作业时没告诉我！”诸如此类的冠
冕堂皇的理由让人无可奈何，更多的时候我在问自己：“我
们的学生到底是怎么了？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变成这样？”



回首这些年的教学，我在不断的告诉自己：你一定要学会去
转变角色了，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教师了，陶行知先生的《教
育名著》中师范生的第一变——孙悟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只有先知道怎样做一个好学生，才能培养出来许多好学生。
可是为什么是变成孙悟空呢？陶行知先生说孙悟空有目的，
有远虑，有理想。他是抱着一种目的去拜师的，这无形中就
告诉了我们如何做一个好学生。

文档为doc格式

读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后感篇三

唐马路小学金玉惠爱满天下”是陶行知先生一生奉行的格言。
陶先生不仅热爱儿童，热爱青少年，而且热爱教育、热爱科
学、热爱真理、热爱祖国人民、热爱全人类。

“爱”是陶先生一生献身教育事业的不竭动力，也是他崇高
人格的表现。“爱学生”是教师人格的灵魂。爱心是教育教
学活动的基础，没有爱心便没有教育教学活动。作为教师，
我很自豪在人生的道路上能用自己无尽的爱为孩子们的世界
添抹一蔟缤纷。

一、播下爱的种子作为一名耕耘者，自己心中充满爱的阳光，
把爱的种子播种在泥土里，就能让娇嫩的幼苗在阳光的沐浴
下茁壮成长。陶行知先生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
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我们当教师的，在教
育中若能始终想着两句话“假如我是孩子”和“假如是我的'
孩子”，这样的情感体验就能使我们对学生少一份苛求，多
一份理解；少一份指责，多一份尊重，学生内心那颗爱的种
子便会在教师的精心呵护之下生根、发芽。

二、浇灌爱的雨露爱是雨露，她能滋润人；爱是夏日，她能
温暖人；爱是奉献，她的无私能让幼苗茁壮地成长。我们每
个人都需要爱，希望得到爱的滋润，爱的温暖，更何况那些



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学习和行为上暂时落后的学生。滴水，
可以穿顽石；清泉，可以润心田；爱心，可以拨心弦。伸展
在学生们面前的生活之路也许不是那么平坦，但我想，我们
老师可以把爱的雨露洒进每个孩子的心田，做孩子前进道路
上的铺路石。

三、收获爱的回报以真诚对待学生，必将收获丰硕果实。正
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要成为孩子的真正教育者，就要把自
己的心奉献给他们。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平日里教师要给
予学生适度的关爱，照顾，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受到重视的，
那么，在孩子心里就会很满足，很满足，他们也会特别感激
你。实践证明，“爱”是教育的基础，教育是“爱”的事业。
教师要以广博的爱教育人，以崇高的精神感化人，以美好的
心灵塑造人。

让我们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坚定自己心中“以爱育
人”的信念，在教育旅程中抒写最为壮丽的诗篇，奏响一曲
激昂的人生凯歌！

读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后感篇四

教育的智慧来自于实践，真正高水平的理论成果也都来自实
践。而真正的教育家、教育大师也只能是来自于实践。无论
古代，还是近代、当代，真正称得上教育家的，没有哪一个
是缺少教育实践的。日本人评价中国只有两个半教育家，一
个是孔子，一个是朱熹，那半个是陶行知。这当然是他们比
较苛刻的说法，但也反映了陶行知在其心目中的地位。陶行
知先生是当代著名教育家，是留洋回来的博士，但他真正在
教育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认识，则来自于他的生活教育实
践。教师对教育的各种看法、各种主张，教师所接受的各种
理论和学说，只有在与实践的结合中，特别是在实践的反思
中才能转化为自己的思想。离开了与实践的结合，最多只能
说我们掌握了教育学知识，而不能说它已经转化为我们的思
想，上升成了一种智慧。《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也



提出了综合性学习要求，并指出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是全面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素养是指能适应生活需要的、整
合的、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综合素养。要培养这种以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综合素养，就必须把小学语文课堂教
学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这体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
心生活即教育，那么，什么是生活教育呢？陶行知先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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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生活便是教育，
所谓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
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
与生俱来，与生同去。进棺材才算毕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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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目前的英语课堂教学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学生学
习英语习惯性差，对学习英语缺乏兴趣，整体英语水平偏低。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英语教育只盯在几本教材上，远离了生
活的源泉，使教学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凝固了课堂教
学结构和教学内容。

从英语自身的特点来看，英语首先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用
来反映生活并服务于生活的。

在学习新课程理念，开发校本课程，研究智慧教学的今天，
我们再回头品位陶行知先生的话，是预见？还是巧合？在震
撼的同时，我想更多还是思考和学习。在学习中领悟教育家
的教育理念，在学习中整合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学习中进
行自我提高。



读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后感篇五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那么，什么是"
生活教育"呢？陶行知先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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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生活便是教育，
所谓"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
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
与生俱来，与生同去。进棺材才算毕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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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习新课程理念，开发园本课程，研究有效教学的今天，
我们再回头品位陶行知先生的话，是预见？还是巧合？在震
撼的同时，我想更多还是思考和学习。在学习中领悟教育家
的教育理念，在学习中整合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学习中进
行自我提高。现谈谈自己对"生活既教育"的理解和感受：

——生活化的教育内容

在生活中挖掘教育资源，贴切幼儿的`实际需要，适合幼儿实
际发展的，是有教育价值的内容，否定一切资源。

——生活化的教育环境

在自然的生活中进行教育，创设生活化的环境更易于幼儿理
解和接受。

——生活是活的教育

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教育，善于开启幼儿感受生活、学习探索



的兴致，教师是一个活的教科书，孩子从"活"的书中能感受
生活，感受生命。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不仅要
教给孩子知识，更要让他们学会生活，学会劳动，学会学习。

围绕一次区域活动的开展情况，我进行了观察和引导活动，
把关注幼儿的结果转移到关注幼儿学习的过程中来，让幼儿
真正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方法，获得经验。在动手区"制作动
物指偶"的活动中，我先引导幼儿观察和探索制作的方法，并
选择自己喜欢的动物进行绘画。同时我注意观察幼儿的各自
表现，发现孩子对"困难"表现出不一样的情景：有的马上请
老师求助，有的表现不耐烦，也有的在失败、尝试中反复继
续着……我想这不只是一次操作活动，从活动中，我们更看
到了孩子处理问题的情绪和方法，因此围绕这次制作活动，
我组织了谈话活动"遇到困难了，怎么办？"通过谈话，让幼
儿不仅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更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只有这
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学习经验。作为教师，我们不能仅仅满足
于形式上的活动，应该透过表面的活动，更有效的帮助孩子
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健全他们的性格和个性品质。

陶行知的教育名言是我教育之路的一盏明灯，指引我继续前
进、感悟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