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育是慢的艺术读后感(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
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教育是慢的艺术读后感篇一

昨晚看电视剧，里边一位教师长者收到了他几十年的一位学
生的信和两张戏剧票，信上邀请老师去观看自己的第一次演
出，因为老师是他心里所尊敬的人。虽然离开老师多年，但
心里一直有老师的陪伴。这对年长的老师说了这么一句
话：“能成为孩子们优秀的向导，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的
事了。”我想这位老师的心里的滋味应该不是一个甜字所能
形容的吧。看着听着我的心里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因为我
也是一位教师。

然而，我能成为孩子们优秀的向导吗？并且是当我老了，我
的学生长大了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老师是他这一生中优秀的
向导吗？这个结果我得等到我老了才能分晓。然而，这个过
程却需要我此时此刻就开始。

日本教育学者佐藤学所说的，教育往往要在缓慢的过程中才
能沉淀下一些有用的东西。缓慢所以很难立竿见影。然而我
脑中却装着必须要立竿见影的命令。来想想我今天的教育。

班里总有学习成绩很不理想的孩子。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
我是很负责地给他们课外进行再次辅导。但是扪心自问，我
的出发点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自己班的平均成绩能提高一点。
估计这样的辅导也就成了纯粹的功课辅导。只要他会做这样
的题目就行了。其实这样也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了。
但如果仔细地想想看，当讲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我没有生



气？没有焦灼？是的，我生气，甚至愤怒。也有老师
说：“我宁可教100个好学生也不想教一个教几十遍都不会的
学生。”当然这是没办法时的调侃。孩子之间的思维能力的
发展速度有差异，一个孩子的各种思维能力的发展也有差异。
他在低年级的时候掌握不了这个知识，而我们老师却那么着
急。强迫着小孩一定要弄懂，家长老师不惜用灌输的办法也
要他记住。家长说：“看你什么脑子，这点也记不住。考试
题目一样的都不会填。”老师说：“就是这么做，等到考试
像这样的题目还是这样做，懂了没？”小孩累啊，我们累不
累啊？就为了一道等过段时间孩子自然就会的题目。那如果
放弃这道题目怎么样？那就是家长要抱怨：“才考这么点分
数。”老师要抱怨：“你这道题目做对了，班级的优秀率就
高一些了。”原来我们都掉进分眼里去啦！人家可能是大器
晚成的孩子哦！

书中也有一行小字提醒了我。“教育需要的是持久的关注，
耐心的等待，需要的是潜滋暗长与潜移默化，‘立竿见影’
往往是有害的，甚至是反教育的。”

当我年老的时候，如果我也能说上这么一句“能成为孩子们
优秀的向导，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的事了。”那我想，即
使我一生的工作再怎么默默无闻也是值得尊敬自己的了。

教育是慢的艺术读后感篇二

《教育是慢的艺术》一书是张文质老师的著作。张文质，诗
人，教育学者，生命化教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中国“1+1新
父母行动”发起人。读过本书，我对教育是慢的艺术有了进
一步的认识。
首先，教育是慢的艺术，需要耐心与等待。
由于一些家长不能够全面地认识与理解教育，在现实生活中，
我发现，很多家长无视孩子年龄特征，在跟谁赛跑似的不停
地给孩子报着各种各样的学习班，比如，有的孩子刚满一岁，
家长就迫不及待地给他报了启智班，还不满两岁就又开始让



他学起了画画，刚满三岁就让他背经典，四岁刚到便让他学
起了一年级的课程等等。有的孩子甚至一次报了多个学习班，
每到周末，就跟着家长如同走马灯似的到处赶班上课。有些
家长想让孩子一口气吃成个大胖子，却忘记了，冰冻三尺非
一日之寒，想让孩子变得优秀的愿望是好的，但急功近利、
操之过急，忽视了孩子成长的过程和规律，就成了无谓地追
求快速、高效了。
其次，教育是慢的艺术，要学会从容与宽容。
当你发现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不怎么理想，你也辅导了一段时
间，却仍然不见大的转变时，不要对其失去信心，更不要对
他采取非打即骂的极端方式，那会挫伤孩子的自尊心与自信
心。
曾读过一篇短文：牵着蜗牛去散步，这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上帝交给一个人一个任务，叫
他牵一只蜗牛去散步。可是，他不能走太快，因为蜗牛已经
尽力爬了，只是每次总是那么一点点。他催它，唬它，责备
它，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他，仿佛在说：“人家已经尽力
了嘛！”他拉它，扯它，甚至想踢它。蜗牛受了伤，流着汗，
喘着气，往前爬……这个人感到真奇怪，为什么上帝叫他牵
一只蜗牛去散步？他抬头问天，天上一片安静，他想，反正
上帝都不管了，他还管什么？他让蜗牛往前爬，自己跟在后
面生闷气。走着走着，他竟然闻到了花香，感受到了微风，
他还听到了鸟叫和虫鸣，看到了满天的星斗那么亮丽！他有
些疑惑，以前怎么没有这般细腻的体会？他忽然想起来了，
也许是他错了，是上帝叫一只蜗牛牵他去散步呢。
这篇短文让我想到，教育孩子，就像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与成人的有
所不同，所以使得我们会有失去耐心或者被气疯的时候，但
你若能静下心来，耐心陪伴孩子成长，用心倾听花开的声音，
你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其实是那么美妙。所以，我们不管是做
家长的还是做教师的，何妨放慢自己的脚步，倾听孩子内心
的声音，陪他们一起静静体会生活的滋味。
无论成绩好坏，请想想：每个孩子都是种子，只不过每个人
的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



长地等待。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的那棵还没有动静就
着急，相信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地呵护自己的花，慢慢
地看着长大，陪着他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相信孩子，静等花开。也许你的种子永远不会开花，因为他
是一棵参天大树。我感觉这则短信写得太好了，道出了他对
教育是慢的艺术的真实理解。
我们在教学中，对孩子们提出要求本没有错，但是对他们达
到要求的过程是不是有些不够耐心呢？自己提出的要求，恨
不得马上让每一个学生都做到完美，我也会抱怨学生多么地
难教，多么地不守纪律或是习惯有多么不好，可是我却忽略
了班级中的每一个孩子的都受着不同的家庭生活环境的影响，
有着迥然各异的性格，接受能力，知识水平也存在着差距。
曾经的我也有被气疯和失控过火的时候，然而当我静下心来
去观察他们，孩子们的一个眼光、一句问候、一个举动都不
知不觉的向我展示了生命中最初最美最纯真的一面。如果我
们有足够的耐心去跟随蜗牛、跟随孩子们，也许就会发现自
然的美，倾听鸟叫、虫鸣，欣赏满天的星斗。我们不妨回过
头看一看，看“小蜗牛”们已经前进了多少，而不是去计较
他们到底有多慢，对于你来说也许这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他
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这时，你就应该很认真地表
扬他们。我们会感到身心愉悦，而孩子们也会和我一起见识
到这个世界的和谐有序，自然从容。
教育是慢的艺术，尤其是对那些学习上有些困难的孩子，我
们更要少一些急躁，多一些耐心，少一些苛求，多一些宽容，
并面对现实，找好途径，改善教学的方法，进一步提高他们
学习的能力。救一个算一个，唤醒一个算一个，促进一个算
一个，成全一个算一个。（独晓珂）

教育是慢的艺术读后感篇三

读了《教育是慢的艺术》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其中，让
我印象最深刻的要属《“消极”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这一



篇了。文中提到“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就是对一切事物的消极
心理。”这种消极心理一旦驻进我们的心灵，会改变我们的
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我们经常会情不自禁、甚至无法克制
地以这样的方式处人、处事、处己，却不自知!因此，我们教
育者要拥抱一颗积极向上的爱心，让教育变得更阳光。

彬是我班成绩很差的一个女孩子，不仅如此，连字迹也很不
端正。开学初，每天的课上都要开小差、做小动作，所以每
天的课堂作业不是来不及就是错误连篇，因此，她就成了我
课上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时常在课上会受批评，而她，每次
都朝着我笑笑。起初，对于她，我真的有点无可奈何。偶然
的一次机会，我正翻阅她写的《一天一事一感受》时，发现
她每天都写了被批评的事，不是受老师的批评就是受家人的
批评，看到这，我的心不禁地抽搐了，“原来孩子每天都生
活在批评中，那她怎么会感受得到温暖呢?感受不到温暖，又
怎么真正地去爱呢……”一连串的问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不禁对她投去怜悯的眼神。

放晚学了，我依然在批她订正的课作，“今天真棒!这么快就
订正好了，看来彬越来越能干了!”话刚落下，她立即露出了
笑容。正在这时，她的妈妈走进了教室，过来问问她的情况，
我看得出她紧张的情绪，笑容一下子消失了，我笑着说了一
句：“挺好的!”顺便把彬叫过来，两人一起和我面对面坐着，
我拉起彬的`手，不禁感觉她的小手一直在颤抖，说：“彬，
赵老师觉得你比刚开学，表现好多了，你觉得呢?”点点
头。“那你觉得自己还有哪些要改进的地方呢?让赵老师当你
的朋友，一起来帮助你，好吗?”沉默了一会说：“我上课还
不够专注，发言还不够积极，作业……”“哦，这些问题都
好解决，只要彬你愿意，照赵老师说的去做，相信在我们的
努力下，一定能克服的，你相信老师吗?”笑眯眯地点点头。
于是，在她整理书包的期间，我还跟她的妈妈达成了协议。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发现彬进步了，人也开朗了许多。



教育是慢的艺术读后感篇四

张文质先生说过：“我们的教育往往过于急切的盼望着出成
效，成正果，能够‘立竿见影’，缺乏期待与从容”；“我
们缺乏一种悠闲的心态，缺乏闲心”。不知从何时起，我常
常被超负荷的日常教学工作弄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多余时
间去思考，去关注学生的发展，做教育应该做的事情，忽视
对学生思想的教育。

教育是一个“慢活”“细活”，是生命的潜移默化的过程。
所谓的“润物细无声”，正反映了教育的变化过程是极其缓
慢、细微的，它需要“深耕细作式的关注与规范”。

教育，作为一种慢的艺术，在教学上，教师要慢慢地去感悟，
就像为人父母，育人的经验也是慢慢感悟出来的。一个好教
师，应是偶有所得，有些独特的理解、独特的发现，然后顺
着这种正道，终成大器。教育需要合理地对待学生的不足缺
陷甚至错误。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充满着跌下去和爬起来。
他一跌到，你就去惩罚他，而不是等待他、鼓励他自主地站
起来，那他也许会耍起性子，干脆不起来，等着你来拉扯他。
对学生来说，错误是什么？错误是一种经历，错误是一种行
为，错误是一种认识的暂缓，错误是一种履历性的成长资源。
学会使用这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需要教师发挥慢的艺术。在
课堂上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常嗫嚅着嘴，
想回答又说不出来，或者说来说去不在点子上。这时，作为
教师的你，是急躁地打断作一番暗示，还是给他们一些思考
的时间？也许你为了急于听到孩子“正确”的回答，过早地
把现成的知识和盘托出，迫不及待地将知识填塞孩子们的头
脑……教育，作为一种慢的艺术，需要留足等待的空间和时
间，需要有舒缓的节奏。高频率、快节奏、大梯度，不利于
学生的有序成长和发展。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学困学生，他们之所以
出现目前的这种现象，是由于很多不良的`因素的影响，有的



学生不愿意去学习，有的不按时完成作业，作为老师，可以
先不要责怪他们，应该满腔热情的帮助他们，静下心来和他
们谈心，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感情教育工作，多夸夸孩子，善
于发现孩子的优点，正确对待孩子，从而使他们端正学习的
目的，建立信心，这样才能逐渐的赶上去。但更多的时候，
在对待这些孩子的态度上，我们很多教师和家长有太多的恨
铁不成钢、太多的急功近利、太多的急躁和揠苗助长、太多
的高期待和不理解。要知道：儿童接受教育需要一个过程，
教育恰如教孩子学步。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慢，需要平
静和平和；慢，需要细致和细腻；慢，更需要耐心和耐性。

教育是慢的艺术读后感篇五

这学期有幸拜读了张文质的《教育是慢的艺术》。细细品读，
“慢教育”所蕴含的教育哲理，如同一股清泉沁入心扉，让
人弥久难忘。

“教育终究是基于生命和贯穿生命的，因而，它最终能够以
更美好的生命的方式，缓慢而坚定地证明人性的胜利，证明
我们内心对自由、光明、幸福不可扼制的渴求。谁专心致志
于自己的事业，谁就能够把这样的信念坚持更久。”这是张
文质老师在《教育是慢的艺术》中所写的'自序中的一段文字。

我挺喜欢这样的文字。真正理解教育、热爱教育、尊重教育
的人，他的文字里就总能流露出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

教育是慢的艺术，需要的是耐心与等待。时下的教育太过功
利，有时甚至无视孩子的年龄特征：三岁要背《唐诗三百
首》，四岁要学外语，五岁要弹钢琴，未满六周岁要读一年
级……在学校里，很多教师的课堂像做工程一样赶抢进度、
赶时间，追求所谓的高效率、快节奏、大梯度……家庭教育
与学校教育不约而同地陷入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教育误
区——“快教育”。实际上，对待孩子的成长，来不得半点
儿急躁，更不能越俎代庖——教育的成功从等待开始。台湾



女作家龙应台在《孩子，你慢慢来》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
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她从从
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她五岁的手指。孩子，你慢慢
来，慢慢来。”这是一种何等美丽的教育场景，这是一种何
等美妙的教育艺术。

教育是慢的艺术。在教学上，教师要慢慢地去感悟，就像为
人父母，育人的经验也是慢慢感悟出来的。一个好教师，应
是偶有所得，有些独特的理解、独特的发现，然后顺着这种
正道，终成大器。教育是些潜移默化、潜滋暗长的东西。功
利的教学都是短暂的，不关注长远的，不关注正确的教育价
值取向的。我们的教学研究，也是慢的艺术，有所发现，有
所用心，慢慢地去做。这个慢，就是让学生感受、体验过程，
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个慢，就是不急于求成，要有足够
的期待，足够的耐心，减少教育浮燥与功利，这才是真正的
教育。

正如张文质先生在《教育是慢的艺术》中所说的：“教育是
一个慢活、细活，是生命潜移默化的过程，所谓润物细无声，
教育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细微的，它需要生命的沉潜，需要
深耕细作式的关注与规范”。让我们以“慢”的心态来对待
教育，陪着孩子慢慢地走，慢慢地欣赏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快
乐，慢慢地等待孩子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