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爱弥儿读后感(实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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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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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弥儿读后感篇一

卢梭通过其虚构的小说主人公爱弥尔从出生到成人的教育历
程，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自然教育理论”。他主张教育要服
从自然的永恒法则，听任人的身心的自由发展，通过感官的
感受去获得他所需要的知识。

在卢梭看来，人所受的教育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的教育，
即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发展；二是人的教育，即别人教
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三是事物的教育，即我们对影响我
们的事物获得的良好经验。在一个人身上，如果这三种不同
的教育是一致的，都趋向同样的目的，儿童就能得到良好的
教育，自己达到他们的目标，生活得有意义。否则，儿童的
天性就会被摧毁，成为“没有味，没有香气的早熟的果子，
乃至烂掉”。

因此，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明确教育的目的。最主要的便是教
给学生生活的技能，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这样，当学生走
向社会，无论在何时他们都会有目标，能为了理想而奋斗，
都能坚持做人的本分。其次，要依照儿童身心自然发展的规
律，根据儿童的能力和自然倾向进行恰当的教育，否则会让
学生感到束缚，不能自由、健康地发展。

在教学方法上，卢梭反对脱离实际、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
强调教学应以学生的经验为基础，要求学生通过观察和亲自
动手取得对事物的观念。并且经常带孩子到大自然中去，亲



自观察和研究各种事物，激发孩子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
使他们学会正确的思维和判断。这样获得的知识要比从书本
上获得的知识清楚得多、深刻得多，还可以使孩子的身体和
头脑都得到锻炼。这对于我们化学学科来说是非常有启发的。
针对那些抽象、枯燥的化学知识，教师可以废弃以往灌输的
方式，通过让学生亲手实验去感受这个过程中的美妙，从而
加深学生的印象，同时也能激发学生对化学的兴趣。

纵观全书，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观在《爱弥儿》的字里行间
体现的淋漓尽致，极其富有内在意蕴，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和现实价值。作为一名初踏上工作岗位的新手教师，我的任
务不仅仅是教授知识，这样只会泯灭孩子的好奇心。我要做
的应该是竭力创造一个能够促进学生自由、健康成长的适当
的环境条件，通过对孩子的行为的细致的观察，尽量能选择
一种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帮助他们更好的接受知识，获得
个性发展，而不是一味地强迫学生变成一个模子里浇灌出来
的玩偶，没有思想，没有个性，这应该是教育最失败的模样。

爱弥儿读后感篇二

假期里，读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爱弥儿》。在书
中，依次论述了自然教育、社会教育和公民教育三种教育形
式。

自然教育思想。所谓自然教育，就是以儿童的“内在自然”或
“天性”为中心的教育，即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根据儿
童能年龄特征而实施的教育。卢梭说“要教育你的学生爱一
切的人，甚至爱那些轻视人民的人。”

卢梭看来，人必然要走向社会。道德教育要注重道德实践，
他主张让儿童通过自己的活动去养成美德。强调“要以行动
而不以言辞去教育青年”。《爱弥儿》中体现的公民教育，
只是尽一个公民义务的教育。



卢梭的《爱弥儿》共分五卷，他根据儿童的年龄提出了对不
同年龄阶段的儿童进行教育的原则、内容和方法。在第一卷
中，着重论述对两岁以前的婴儿如何进行体育教育，使儿童
能自然发展。在第二卷中，他认为两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在智
力方面还处于睡眠时期，缺乏思维能力，因此主张对这一时
期的儿童进行感官教育。在第三卷中，他认为十二至十五岁
的少年由于通过感官的感受，已经具有一些经验，所以主要
论述对他们的智育教育。在第四卷中，他认为十五至二十岁
的青年开始进入社会，所以主要论述对他们的德育教育。在
第五卷中，他认为男女青年由于自然发展的需要，所以主要
论述对女子的教育以及男女青年的爱情教育。卢梭提出的按
年龄特征分阶段进行教育的思想，在教育史上无疑是个重大
的进步，它对后来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发展，特别是对教育心
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可贵的启示。

把儿童看作儿童。要尊重儿童的天性，相信儿童具有内在的
发展潜能。儿童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用
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
那是很愚蠢的事情。儿童尽管弱小，但他具有一种内在的发
展潜能。总之，我们要尊重儿童的天性，让其天性充分自由
地发展，会使儿童将来获得快乐和幸福。

我非常欣赏这段话： 要使孩子们保持他们的天真，只有一个
良好的办法，那就是：所有他周围的人都要尊重和爱护他们
的天真。不这样做，则我们对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控制办法迟
早是要同我们预期的目的产生相反的效果的；微微地笑一下，
或者眨一下眼睛或不经意地做一下手势，都会使他们明白我
们在竭力隐瞒他们什么事情；他们只要看见我们向他们掩饰
那件事情，他们就想知道那件事情。文雅的人同孩子们谈起
话来咬文嚼字，反而使孩子们以为其中有些事情是不应该让
他们知道的，因此对孩子们讲话决不要那样的修饰辞藻；但
是，当我们真正尊重他们的天真的时候，我们同他们谈话就
容易找到一些适合于他们的语句了。有一些直率的话是适合
于向天真的孩子们说的，而且在他们听起来也是感到很喜欢



的：正是这种真实的语言可以用来转移一个孩子的危险的好
奇心。同他说话的时候诚恳坦率，就不会使他疑心还有一些
事情没有告诉他。把粗话同它们所表达的令人厌恶的观念联
系起来，就可以窒息想象力的第一个火花。我们不要去禁止
他说那些话和获得那些观念，但是我们要使他在不知不觉中
一想起那些话和那些观念就感到厌恶。如果人们从心眼里始
终只说他们应当说的话，而且他们怎样想就怎样说，则这种
天真烂漫的说话方式将给他们省去多少麻烦啊！

爱弥儿读后感篇三

经典，能为教育给出系统建议的人没有几个，看了这本书一
段时间曾经放下。最近才读完全书。真的很好，虽然有些观
点已经过时，但我们不能苛求作者。一下是我的一些有用的
摘抄。

主要的观点：

1.三种教育：自然教育、事物教育、人的教育

2.教他认识自己，教他利用自己的长处，叫他如何生活和谋
求自己的幸福。

3.节制和劳动是人类的两个真正医生。

4..感觉是知识的原料。

5.孩子们只是在事物方面而不是意志方面受到阻止的话，他
们是不至于表示反抗或愤怒的。

6.准则一：必须让他们使用大自然赋予他们的一切力量。准
则二：一切身体的需要，不论是智慧方面或体力方面，都必
须对他们进行帮助，弥补他们的不足。准则三：在给他们帮
助的时候，应当只限制在他们真正需要的时候才帮助他们。



应当仔细研究他们的语言和动作，以便辨认。

7.当我们受伤的时候，使我们感到痛苦的，并不是所受的伤，
而是恐惧的心理。

8.我们的痛苦正是产生于我们的愿望和能力的不相称。

9.在所有一切的财富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权威而是自由。

10.身体太舒服了，精神就会败坏。没有体会过痛苦的人，就
不能理解人类爱的厚道和同情的温暖。

11.按照你的学生的年龄去对待挞。

12.有节制的自由。

13.你必须锻炼他的身体、他的器官、他的感觉和他的体力。

14.在任何事情上，你们的教育都应该是行动多于口训。

15.在道德教育方面，只有一条：绝不损害别人。

16.不按照成规来管教你的学生，要放任无为才能一切有为。

17.人为什么会显得柔弱呢？由于他的体力和他的欲望不平衡。

18.需要记住的是，我们想取得的不是知识，而是判断的能力。

收获：

感觉锻炼孩子，自己是不在行的，主要的方法还是让他多接
触自然，多身体力行去游戏。激发求知欲和探求真理的方法
这是在需要教育阶段自己要着重认识的问题。爱情和性是一
体的问题，自己要好好认识。



爱弥儿读后感篇四

卢梭写的《爱弥尔》一书，在我所看的教育专著书籍中，属
于非常清新的、非常有自己独特见解的著作。卢梭写于1762
年的《爱弥尔》，虽然经过了漫长的风雨考验，但是直到如
今，依然焕发出它迷人的光彩。对于一位教育工作者来说，
我们需要从教育的原点出发，在实践中探索，在且思且行的
过程中，再次回到教育的原点思索思索，这是十分有益的。

卢梭的《爱弥尔》共分五卷，他根据儿童的年龄提出了对不
同年龄阶段的儿童进行教育的原则、内容和方法。在第一卷
中，着重论述对两岁以前的婴儿如何进行体育教育，使儿童
能自然发展。在第二卷中，他认为两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在智
力方面还处于睡眠时期，缺乏思维能力，因此主张对这一时
期的儿童进行感官教育。在第三卷中，他认为十二至十五岁
的少年由于通过感官的感受，已经具有一些经验，所以主要
论述对他们的智育教育。在第四卷中，他认为十五至二十岁
的青年开始进入社会，所以主要论述对他们的德育教育。在
第五卷中，他认为男女青年由于自然发展的需要，所以主要
论述对女子的教育以及男女青年的爱情教育。

我对这本书上的很多观点很感兴趣，如文中的：“要爱护儿
童，帮他们做游戏，使他们快乐，培养他们可爱的本能。你
们当中，谁不时刻依恋他始终是喜笑颜开，心情恬静的童年？
你们为什么不让天真烂漫的儿童享受那稍纵即逝的时光，为
什么要剥夺他们绝不会糟蹋的极其珍贵的财富？他们一生的
最初几年，也好象你们一生的最初几年一样，是一去不复返
的，你们为什么要使那转眼即逝的岁月充满悲伤和痛苦
呢？”

《爱弥尔》也强调了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书中有这么一段
话，十分值得借鉴：“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
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
候，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在这段时间，也正好使他慢慢



养成持久地注意同一个事物的习惯。”这正提醒了我们在传
授学生知识的同时，要注意调动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对学习
产生兴趣，才能热爱学习，主动地去学习。

作为一位教师，读完《爱弥尔》后，我深受这本书的影响。
卢梭主张采用实物教学和直观教学的方法，反对抽象的死啃
书本。这种自然教育，渴求的“个性解放”，这点对我们今
天的教育工作者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要让儿童从个人活动
中求得知识。呵护学生个性的花蕾，让每个孩子都能快乐地
成为他自己。这要在现实中做起来也许很难，但我会时时提
醒自己把握好手中教育的罗盘，朝这个方向努力！

爱弥儿读后感篇五

我早就听说卢梭的《爱弥儿》是世界教育史上的绝世之作。
曾有人作这么评价：纵令其它教育著述全毁，只要柏拉图的
《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儿》还留存，教育园地还是馥郁
芬芳的。怀着一份探究和崇拜的心情，我拜读了卢梭的《爱
弥儿》。看后才知道后人为什么会如此评价这本著作了。
《爱弥儿》确实是值得老师和家长抛忙去看一看的好书。

卢梭的《爱弥儿》以夹叙夹议的体裁，论述了教育的各个领
域理论及孩子从婴儿时期到青年时期各阶段发育成长的身心
特点。贯穿其中的鲜明线索就是“归于自然”和“发展天
性”。他细密的描述，独到的见解，精辟的阐述给了我很多
的启发、思考和借鉴。下面我谈谈读《爱弥儿》的第一点感
想。

也许这些道理都懂。但是不妨看看我们的周围：多少孩子的
身边不是“前呼后拥”？多少父母长辈对着孩子喊“不许
跑！”、“不许跳！”、“别吵了！”之类的话？我们对孩
子的行为有过多少的要求、多少的束缚和多少的限制啊！解
放孩子，让儿童成为自然的人、自由的人说说容易，做到何
其难啊。



卢梭主张“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
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就一些早熟的果实，
他们长得即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
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他觉得“事事
由他作主，反而比你作主要好一百倍”卢梭的卓见把教育引
入了新的轨道。

爱弥儿读后感篇六

他的小脑袋瓜里装满了十万个为什么，总是唠叨个没完；他
尝试去触摸未曾见过的东东，即使是个癞蛤蟆；他可以摆弄
个玩具娃娃一上午不休息，可下午却直接把它打入冷宫。他
接收着周围的一切带给他的信息，然后依靠着大脑中尚不成
熟的信息处理机能给予反馈，带着大脑的指令去做一些让人
哭笑不得的事情，让人直呼：我滴个乖乖来。可他是如此的
纯粹，不藏着掖着，该哭哭，该闹闹，前一秒还噗嗒噗嗒的
掉着眼泪，下一秒就能因为你的一个鬼脸哈哈大笑，看着泪
珠挂在那开心的嘟嘟脸上，竟让人有一丝成就感。他是如此
的自然，还未受到这世间丑恶的熏染，我是如此的想要靠近
他，可又怕身上的恶魔有机可乘。亲爱的爱弥儿，跟你在一
起，我怎感到无所适从。亲爱的爱弥儿，我还未用指尖触摸
你的小手欢迎你的到来，便已慌乱，我怕自己还不够成熟，
我怕还没有想好该给你一种怎么样的陪伴，我又能为你做些
什么呢。

我想要教你美德，可又不想你这么早接触到善恶。我希望在
你年幼时看到的是童真无邪的你，我希望你在童年时尽情的
玩耍，尽情的去挥霍你的时光，这将成为你一生中美好的记
忆。我不想你小时候就那样懂事，我不希望你成为一个小大
人，不希望你明辨是非。有些人天天把真善美挂在嘴边，却
成了他们伪装自己的工具，也成为了自己的束缚，甚至他们
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和他们一样，对真善美的含义都没有
了解清楚，又怎敢教授你。



我想要教你语数外，可一想到你那抓耳挠腮的模样，我又怎
么忍心。你知道吗，现在的孩子三岁就开始上学，这太可怕
了，他们从小就要学习英语，熟读弟子规，背诵乘法口诀。
现在的父母，生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当父母顶着巨
大压力，买到了学区房，支付高昂的学费把孩子送到学前班，
又怎会控制住自己不把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呢。当父母对孩
子抱着巨大的希望，当他们跟“别人家的孩子”进行攀比，
亲爱的爱弥儿，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你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你不需要借助这些去获得智力、逻辑上的开发，这些知识反
而会消磨你的意志，掩埋你的潜力。我只希望能和你一起做
做小游戏、造一所小房子、捏一下小泥人。

我不希望你迷上手机，看到现在太多的孩子无时不刻盯着手
机，我真的很害怕，怕你也会像他们一样。你的世界如此之
大，怎能偏居手机一隅，这个角落的内容确实很精彩，它像
是另一世界，但是亲爱的爱弥儿，你的世界不在这。很遗憾
我们没能给你做个榜样，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并不像你想
象的那样自制力神经发达，在手机面前我们表现的就像个低
能儿，甚至一些父母亲自将手机送到孩子的面前，以免他们
嚷嚷个不停，让自己取得片刻的宁静。我不否认，从手机中
你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现在的手机传达信息更多的是你
这个年龄不相匹称的，如果可以，我多么希望你接触手机的
时间尽可能的往后推延，哪怕是一天，但在你拿到手机的那
一天，我一定给你拍张照片：亲爱的爱弥儿，欢迎来到互联
网的世界。但请不要忽略外面的世界，它是如此的美丽、让
人陶醉，你要了解的东西太多太多，我多么想带你去乡下沾
花惹草、骑驴牵羊、逮个鱼儿摸个虾，这大自然的馈赠，我
敢保证，会让你一刻也不想离开。

我会给你讲故事，我会给你读伊索寓言、格林童话，但我仅
仅是跟你讲故事的内容，我不会告诉你故事中谁对谁错、我
们以后应该怎么做。在大灰狼与小红帽的故事中，我希望你
不仅因为小红帽和奶奶的得救而手舞足蹈，我也希望你对大
灰狼也有一丝的同情心。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也可以站在



更多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因为别人所谓的大道理先一步进入
你的耳朵，而一直牵引你思考的方向，如此，我会很欣慰。

亲爱的爱弥儿，我不会悉数满足你的要求，即使你在哭泣；
亲爱的爱弥儿，我不会因想让你停止哭泣，而对你许诺什么
或对你撒谎；亲爱的爱弥儿，我不会因为你即将犯错而制止，
那只会让你以后栽更大的跟头。如果你跑的太快，我不会大
声对你喊：爱弥儿呢，请慢一点，如果你因此摔了一跤，那
请你自己爬起来好了。

爱弥儿读后感篇七

最近，我仔细品味了《爱弥儿》这本书，其实在大学期间已
经粗粗阅读过，那时候对这本书就印象深刻，现在回味起来，
不得不说的是书中的理念对现在当教师的我来说是种冲击，
在阅读之后也有些想法想说上一说，与众人交流。

我对这本书上的很多观点很感兴趣，如书中第二卷中，写到：
如果孩子长得很聪慧，如果他天生就爱无缘无故地啼哭，我
就让他白白地哭一阵，得不到一点效果，这样，就可以很快
地使他擦干他的眼泪。如文中的：“要爱护儿童，帮他们做
游戏，使他们快乐，培养他们可爱的本能。你们当中，谁不
时刻依恋他始终是喜笑颜开的童年？你们为什么不让天真烂
漫的儿童享受那稍纵即逝的时光，为什么要剥夺他们绝不会
糟蹋的极其珍贵的财富？他们一生的最初几年，也好象你们
一生的最初几年一样，是一去不复返的，你们为什么要使那
转眼即逝的岁月充满悲伤和痛苦呢？”“远虑！使我们不停
地做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使我们常常向往我们永远达不
到的地方，这样的远虑正是我们种种痛苦的真正的根源。象
人这样短暂的一生，竟时刻向往如此渺茫的未来，而轻视可
靠的现在，简直是发了疯！这种发疯的作法之所以更加有害，
是因为它随着人的年龄而日益增多，是老年人时刻都是那样
的猜疑、焦愁和吝啬，宁愿今天节约一切而不愿百年之后缺
少那些多余的东西。因此，我们现在要掌握一切，把一切的



时间、地方、人和东西；我们个体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最小
的部分。”

书中在谈到孩子幼年教育时，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孩子在到
达相应的年龄阶段必然会明白一定的道理，这时在进行教育
即可；孩子在12岁之前，可以不去学习，这样可以让孩子获
得更好的教育效果。作者的意思是在孩子在有了真正的理解
能力后再去学习，相信能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而在年幼时
进行的所获得的效果其实是为0的，或者可能是获得教育者相
反的学习效果。对于这个观点，我深感同意，孩子在幼年时
对于一些有政治性意义或者相类似的东西是没有观念的，这
时让他们了解和学习相关的知识，是很难有共鸣的，得到的
结果其实也是很差的，或者说无。从小给他们灌输一个概念，
起到了什么效果，是不是也如书中所说，可能会取得反效果
呢？这我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对于学生的教育要符合学
生的年龄特征这一教育理念应该贯彻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去，
这样才能获得最好的'教学效果。

书中，还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问题不在于教
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
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在这段
时间，也正好使他慢慢养成持久地注意同一个事物的习
惯。”卢梭的这段话有三个关键词，是“兴趣、方法、习
惯”。的确，任何事情都离不开这几个词。没有兴趣，就不
会有动力。因此，兴趣是前提。我认为应该保持孩子对事物
或学问的好奇心和孩子在学习时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如孩子
在学习起步时，教师应该不要吝啬自己的赞赏，要给予孩子
肯定。

《爱弥儿》是一本不寻常的教育著作，而且开篇的第一句就
让人觉得这是蕴涵着深邃哲理和沸腾感情的文化结晶。“出
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
变坏了。”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主张人性本善，主张教育
目的在于培养自然人，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顺应儿童



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

纵使人性本善的理论是高尚的，但是从时代的立场来看，从
进化的发展史来讲，也是不科学的。教育如果只培养自然人
是不行的，教育并非不顾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而让人性生物般
地任性发展，而是要靠教育作为桥梁，把儿童引向社会。当
然，如果我们现代的教育不顾天性的发展而硬把成人所需要
的向儿童灌输，是错误的；但像卢梭所说那样放纵天性而忘
掉社会需要，同样也是行不通的乌托邦。每一个国家都是按
照他所需要的或者生存规律需要的人才来塑造人，这是无可
厚非的。如果真的有上帝，上帝创造了我们，但是并没有教
我们怎么样的去做，我们也不是有意的去让人性善的东西变
坏，也不愿意去强使一种土地滋生出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
更不愿意让自然的生物变得歪歪扭扭。教育的道路是曲折的，
上帝并没有教我们如何走捷径，我们只好在曲折中摸索，我
们的宗旨就是美好的教育！

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不是在推卸责任，像我一样的千千
万万的教师，当然明白自己身上肩负着重大的教育使命，也
在竭尽全力地用自己的良心和才能培养出社会所满意的人才。
我只是希望社会不要把所有的教育责任都推给教师，我们的
教师确实是很伟大的人，牺牲了自己成全了别人，我们虽然
愿意承担起全部的责任，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承担起全部
的责任！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请支持我们，一起来当园丁，
共同携手创造更美好的园地！

爱弥儿读后感篇八

一直以来，卢梭最为世人熟悉的是他在启蒙时期所著的《社
会契约论》，为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
基础，但是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在教育界也是有着深远的
影响。

他的教育著作《爱弥儿》是一部哲理小说，但是其中蕴含的



无论是在任何时代看都具有先进意义的教学理论，使其成为
教育界影响深远的一部小说，里面的某些主张仍然是从事教
育教学的工作者苦心钻研、孜孜以求的目标。

在大学里，虽在课堂上对此书有所了解，但是一直没能有机
会深渡。几次看《爱弥儿》都是匆匆翻过，简简略过，但是
自从走上教育岗位，才发现原来此书中的一些教育理论，在
今天看来仍然有着许多进步意义。

《爱弥儿》是一本不寻常的教育著作，开篇的第一句就让人
觉得这是蕴涵着深邃哲理和沸腾感情的文化结晶。“出自造
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
了。”

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主张人性本善，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培
养自然人，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顺应儿童的本性，让
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

卢梭的自然教育，就是要服从自然的永恒法则，听任人的身
心自由发展，他认为，这种教育的手段就是生活和实践，让
孩子从生活和实践的切身体验中，通过感官的感受去获得他
所需要的知识。他主张采用实物教学和直观教学的方法，反
对抽象的死啃书本。

这种自然教育，渴求的“个性解放”，这点对我们今天的教
育工作者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要让儿童从个人活动中求得
知识。

冰心曾经说过：让孩子像野花一样自然生长。蔡志忠也曾经
说过：让孩子快乐地成为他自己。呵护学生个性的花蕾，让
每个孩子都能快乐地成为他自己。

这要在现实中做起来也许很难，但我会时时提醒自己把握好
手中教育的罗盘，朝这个方向努力！纵使人性本善的理论是



高尚的，但是从时代的立场来看，从进化的发展史来讲，也
是不科学的。教育如果只培养自然人是不行的，教育并非不
顾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而让人性生物般地任性发展，而是要靠
教育作为桥梁，把儿童引向社会。

当然，如果我们现代的教育不顾天性的发展而硬把成人所需
要的向儿童灌输，是错误的；但像卢梭所说那样放纵天性而
忘掉社会需要，同样也是行不通的乌托邦。

而且《爱弥儿》也强调了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对于这一点
我是举双手赞同的。现代的社会给我们这些在学校的教育工
作者太大的压力，把培养人的功与过全都规因到老师的身上，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教育工作者不单只是我们
这些在校的教师，还包括家庭里的父母亲长辈等。

纵使我们学校的老师要负起全部的教育责任，我们也只是卢
梭所说的三种教师当中的一种教师，而不可能做到是三合一
的全能教师。

社会应当重视家庭教育像重视学校教育一样来对待，父母对
孩子的教育不能从心理上放弃，有些家长教育不了自己的孩
子，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老师身上，希望老师帮他们把
子女培养成龙成凤。

当老师的工作只是对他进行改造，好的保留鼓励发展，不好
的通过各种教育方式剔除，我觉得教师的工作就是一个补救
的再生产的工作，原材料已经定了，教师唯有呕心沥血地通
过一些艺术工作让这个材料变得更加的完美。

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十分值得借鉴：“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
学问，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
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

在这段时间，也正好使他慢慢养成持久地注意同一个事物的



习惯。”这正提醒了我们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要注意调
动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才能热爱学习，主
动地去学习。

作为一名幼儿园的老师，我特别注重这个时期的孩子的成长。
当他们正在处于一种过渡时期时，他们的学习能力、认知能
力都在发生变化，但是如何将这种变化转变为一种提升能力
而非削弱能力时，教师就应该顺应孩子身心发展变化情况，
制定行而有效地教学计划，让孩子能更好地接受知识，更好
地适应这种角色变化的过程。

可以说，《爱弥儿》给了我很多教育教学方面的启发，让我
开始深思我的教学方式，是否能够让这群什么都不是很了解
的孩子更好地去适应学习适应校园。也许我在这方面需要努
力的还很多。

爱弥儿读后感篇九

刚开始读《爱弥儿》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冲动——
恨不得把所有关于具体教育内容的东西用笔划出来。它所宣
扬的自然的教育是那么的符合自然的天性！可是越划越觉得
不对劲，读完上卷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反驳他对爱弥
儿的教育了。甚至于读下卷的时候，我发现卢梭一直在干预
爱弥儿，而不是指引。

他选择的教育对象我也有一些疑问：

他说爱弥儿就是一个普通人，他要教的也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这样人们才能比较他所教的孩子和社会上其他的方式教出来
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爱弥儿的普通也就是在一定
意义上的普通。既然他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资产阶级新人，
他的教育必定会带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在此不必多说。

他主张教育的环境在乡下。乡下清新的空气、质朴的人们、



与大自然的亲近……都是实施教育的有利条件，的确。可是
乡下也会有一些弊端，比如孤陋寡闻，但这和法国当时城市
的污秽和混乱相比要好得多。

《爱弥儿》卢梭的著作之一，这是卢梭关于教育的论述的著
作。书中作者通过一个虚拟的人物“爱弥儿”来表达作者对
教育方方面面的看法。

书中作者是爱弥儿的导师，爱弥儿出生在富贵家庭，但是他
是孤儿，从小就用导师带。这样作者就可以充分的利用他自
己的教育思想来培养爱弥儿。作者从爱弥儿的出生到以后的
成家立业，其中每个阶段的指导和教育都是用他自己那套独
特的教育方法，他强调根据自然的法则来培养教育儿童。

他主张根据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对儿童进行不同的教育
和锻炼。他觉得应该根据儿童的自然本性进行教育，教育应
该是适应儿童自然发展的准则。让儿童在游戏中学到有用的
东西，让儿童在劳动中了解劳动的光荣和神圣，他强调通过
实践活动让学生学到知识，而不是只凭书本。

《爱弥儿》这本书里面详细的阐述了卢梭关于教育的看法，
从婴儿到成年各个阶段的教育都分别举例说明。其中很多教
育方法和教育原理对我们现在的教育还是有很深影响的，如，
我们要不能溺爱儿童，让他们在受到小挫折小伤害之后，明
白什么是幸福快乐；我们教给儿童的不是知识，而是教他们
如何在需要时去火的知识；老师教学过程中不是让学生死记
硬背，而是让学生明白学习那知识的实用性，让学生自己主
动去探索理解，最终掌握。

因为内容好多，很多都很好，嘻嘻，所以还是要自己看得好
啊！！我只是随便写写，发泄发泄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