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理想信念读后感(精选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理想信念读后感篇一

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摘录：教育即解放，意味着教育
是探索，是启蒙，而不是宣传和灌输；是平等对话和自由交
流，而不是指示和命令；是丰富认识，而不是统一思想；是
尊重和信任，而不是消极防范。

我们的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如果在学习过程中不能获得成
就感，就会很容易失去学习的兴趣以及主动性。相反，如果
学会鼓励学生，着力培养学生的成就感，那么，学生就会在
学习中获得自信，得到很大的提高。

我认为，理想的课堂应是智慧的课堂，学生能主宰自己，能
与老师平等交流，大胆发表自己的独特的见解，有丰满的个
性，说自己所想，写自己所思。在这里，没有人拾人牙慧，
没有唯唯诺诺。对话的主体必须有一种“对话意识”，即一
种民主的意识、平等的意识、合作的意识，致力于共同创造
新的精神境界和倾听他人的渴望，如果没有这种对话意识，
没有这种渴望，即使有再华丽的辞藻，再优美的句子，都不
是对话，而可能是别的什么。

我们大坝中心学校的很多学生，其实在上课的过程中，很多
都是主动回答问题的，都是积极认真交流的，我想，作为一
名语文老师，应该培养学生的这种自主意识。



还有尊重，要让学生有自主意识，前提就是尊重，两者是相
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搞好管理，为学生的进步而探索，教育即解放！

理想信念读后感篇二

最先吸引我去读肖川先生的书是偶然在杂志上看过他的“六
个学会”,他说:“广大教师,需要做到‘六个学会’:学会等
待、学会分享、学会宽容、学会选择、学会合作、学会创新。
只有当我们的教师具备了这些素质,人类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
未来。”肖川先生的《教育的理想与信念》一书,深深地吸引
着我。我细细品味他的文章,里面无处不体现着一种对美的追
求和趋从。肖川先生的随笔,让我感受到一个“随”字:随和,
随意,随缘,没有居高临下的霸气,没有正襟危坐的俨然,没有
煞有介事的虚假,没有耳提面命的烦闷,而是像朋友之间的促
膝而谈。它表达一种情怀,一种趣味,一种心境,一种追求。下
面是我自己读完全书后的一点体会:

书中提到,教育的灵魂该是道德教育,很多时候,我们趋向的是
一种无视主体性的教育。这种无视主体性的道德教育培养出
来的人大多数表现为缺乏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乏自律
能力,缺乏进取精神,表现出盲目从众和循规蹈矩,表现为逆来
顺受。读到这里,我有种被提醒被激醒的感觉,而如何将书中
理念运用于我们英语教学中,我觉得应该从关注学生的情感,
尊重每个孩子,从宽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开始,让学生
只有对自己、对英语及其文化、对英语学习有积极的情感,积
极鼓励他们在学习中的尝试,创造各种合作学习的活动,关注
性格内向或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尽可能建立融洽、民主的师生
关系。

读这段时,我心里有一阵揪心但又力不从心的感觉,中学阶段
虽说是基础教育,但由于受客观环境影响,似乎狭隘成了应试
教育的基础教育。有时,我们只看到让学生牢固掌握知识点,



而不是让学生会灵活运用知识点。书里写到一个让人心疼却
又觉得每天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象,制约教育改革的瓶颈在
考试评价制度,应该来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是,我们为了
公平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巨大的,那就是牺牲了整整一代人
的自由和谐的发展。我不由地想,我在之前的学生生涯中,没
有美好的回忆,没有深刻的兴趣与爱好,再回想起那段日子,我
有种莫名的恐惧。书中提到,学习成了苦不堪言的差事,大考
小考的排队分等,使学校成为造就失败者的场所。目前,一直
都说,兴趣是最重要的,而我们目前所要做的,就是在学生学习
生涯的起始阶段,不要扼杀了他们学习的兴趣和对美好知识的
向往,要使我们的教学有吸引力,就要给学生足够的自主空间,
尊重每一位学生,给学生宽容、宽松、宽厚的生长环境。

肖川先生说过:教育的道理,其实都是大道理、朴素的道理,都
是些家常话。譬如说,要尊重学生,身教重于言教,‘成人’应
该优先于‘成材’,因材施教、长善救失等等。教育的道理,
之所以都是些大道理,就因为教育是关涉人心的工作,而‘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自古皆然。”由此我想到,我们平时对学
生日日提醒、教导的,正是经过了岁月的洗淘和一代又一代人
社会历史实践的检验的道理,想到了孔子提出的“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恐怕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的。笔者强调教育的
智慧,大多是一些古老的智慧,在我们思考教育问题的时候,多
一点历史的意识,少一点理智的虚妄,这样我们就会对教育的
理解当会更细致、更深入。古老的智慧需要反复的咀嚼,需要
不断的切已体察,不是简单的诵记就可以得其真传的。由此,
想到我们对学生的日日提醒,也要自己先不断咀嚼其真意,并
且联系到实际生活情境中,并且带着发展的眼光和辨正的态度
去教导学生。

肖川先生提到教育即解放,他也提到,教育意味着探索,意味着
启蒙,而不是宣传和灌输;是平等对话和自由交流,而不是指示
和命令;是丰富认识,而不是统一思想;是尊重和信任,而不是
消极防范。读了这段话,我有被提醒的感觉,似乎我就徘徊在
探索,启蒙,宣传和灌输间,徘徊在平等对话、自由交流和指示、



命令之间;徘徊在丰富认识和统一思想,徘徊在尊重、信任和
消极防范之间,似乎稍不留神,就会误入非教育的歧途。我们
应该把人的解放、自由、超越、完善都带入自己教育的范畴
内,引领学生用自己的眼镜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用自
己的头脑去判别,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让学生永远都充满希
望和自信。

书中提醒着我们,不能只习惯于树立榜样、宣传榜样、学习榜
样,要学会观察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善端”,我们该对别人
多一份对人的信任和由衷的尊重,对待学生,特别是那些暂时
还处于落后的学生,我们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温暖,让他们多一
份真诚的感动。肖川先生说:“我相信有心的地方,就会有发
现;有发现的地方,就会有美;有美的地方,就会有自由;有自由
地方,就会有快乐!快乐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

肖川先生的文章真是美文。喜也,怒也,哀也,乐也,无不体现
着一种对美的追求和趋从。也许是平时所养成的一种职业习
惯,我们已经看惯了也写惯了那类扳起脸来说教的文章。读完
整本书,让我感受到,对待教育,我们必须怀着一种神圣的使命
感和责任心的情怀,教学生去如何去发现生活中的真诚、善良
和魅力,教学生们用一颗真诚的心去融入社会、理解他人、关
爱生命,在这个当前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该时刻提醒自己的,
在自己的教育生活中始终保持一种率真的勇气和向善的本性,
让学生感受真正的、良好的教育!

理想信念读后感篇三

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如果一个孩子：“如果一个在学校
中度过9年或12年的孩子，整天处于被动的应付、机械的训练，
死记硬背，简单重复之中，对于所学的内容就难免生吞活剥，
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很难想象，在他（她）的一生中，能
够具有创新的精神和创新的能力，能够成为一个独特的自我。
”对比周围的学校教育，包括我自己的读书生涯及之后做了
教师的教学工作，学生大多处于被动的，应付的状态，个别



甚至真的是“折腾”中学习的，只有极少数是我要学，我会
学，我乐学的。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这应该成为每个教师
追求的一个目标。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把一个智商优
秀，学习品质良好，家庭背景好的学生培养成一个全面的，
和谐发展的人，这也许并不困难；而要把一个智商一般，家
庭背景一般，学习品质差的学生培养成一个乐观的，文明的，
好学上进，学业优秀的合格毕业生，就很不容易。也正因为
不容易，才更显示出我们呢的工作的难能可贵。

教育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书中提到，“良好的教育更多的是
尊重和信任，而不是防范与责罚。”我认为两者直接有一个
很大的差别，前者的教育目标更长远，看中的是学生今后成
长的道路；后者也许只看到眼前利益，只为了学生的成绩好
一点，这样只求眼前分数的教学是永远也不会是最有效的教
学，学的的教育学者都指出教育的真谛在于爱，教育的目标
在于人的发展。

真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太佩服肖川博士，竟然能用
这么难精炼又雅致的文字让我领略了教育的内涵，让人品味，
遐思。

理想信念读后感篇四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教育，中华民族的教育已经有了上下
某年的历史了，从孔子的儒学、老子的道学等百家争鸣的时
代到现今中国教坛上的各种教育新说。中华民族的教育人都
在不断地研究着中国的教育，力求使中国的教育更加的完善。

最近十几年，教坛上掀起了激烈的改革浪潮，各种教育新说
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也可谓是百花齐放。其中有些学说
只是昙花一现，随即销声匿迹，但有的学说也受到了一部分
教育人的`积极响应，在实践中摸索着艰难的前行。这些著书
立说的教育者不管是为了个人私利也好，还是真心为中国教
育寻找出路也罢，他们的学说都代表着自己对教育的观点。



我想，我们每一个奋斗在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心里都有一杆
秤。我们知道教育是来不得一点虚假的；我们知道什么样的
教育才是真正适合学生的，所以我们在众多的教育新法中寻
找真正适合学生的教育方法。寻寻觅觅中，我们在校长的带
领下，找到了我们认为挺适合学生的教育方法，这是我们的
创新。

在创新的同时，我们也要继续发扬老祖宗留下来的教育精华，
做实在的教育。对待学生不仅要诲人不倦，更要以爱和真诚
来引起学生的共鸣，这样我们的教育方法才能奏效。我们要
坚守教育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好好地坐下来，仔细
的琢磨我们的教育，精心的打磨我们的教育。尊重每一个学
生的个性和差异，耐心的、点点滴滴的浸染学生，通过经年
累月老师们的不懈努力，使每一个学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
有所发展，实现自我。

虽然在这个人心虚浮的时代里，教育也不能免受其害，教育
制度的老化以及教育上急功近利的现状让我们无法改变，但
我们也要以一双冷静地眼去看待教育，做实在的教育。

理想信念读后感篇五

《教育的理想与信念》这本书是肖川历时10年写就的译本教
育随笔。书中收录的60多篇文章，涉及到了教育学众多的领
域和主题，肖川在书中全力宣传他的教育理想和信念。在他
演绎下，教育的理想与信念竟然如此异彩纷呈！激发我们殚
精竭虑地去实践、完善和升华。本书收录的是教育随笔，诠
释包括教育的真义、教育的价值、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生活、
课程与教学、道德教育、师生关系、教师的学习与成长等话
题。他对教育世界中那些习以为常的现象给予了学理上的阐
释，并发掘出其中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底蕴。

肖川说：“要与经典为友。”“心与书的交流是一种渲染与
皈依。”只有丰厚的学识和彻底的理性才能赋予人一种大气。



这种大气，作为教师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只有大气，才能真
诚地鼓励学生放飞想象的翅膀，去拓展心灵空间和精神世界。

肖川推崇“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成为你自己，要长于展示自我、
反思自我、超越自我、更新自”，他批评急于希望学习给他
们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与实惠，这就需要我们以宁静、闲适
的心绪来对待。古老的智慧、经典的知识，都具有益人心智、
沁人情性、优化气质、滋养人生的价值。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古老的智慧，经典的知识，
都会益人心智、沁人性情、优化气滋养人生的价值。我们要
与经典为友，让学习成为我们教师生活的一部分。读书学习，
是一剂灵丹妙药。它不仅会让我们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中获得
一种“定力”，而且也能填补我们日益贫乏的心灵。我们应
该将读书融入自己的生活，要成为一个永不满足的学习者。
当我们的阅读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的思维火花就会闪
现，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会丰腴，就能用思想来武装我们的行
为，用思想去重塑我们的教育行为，用思想去陶冶学生的心
灵，用思想去滋养后中的人格。读书吧！这样，我们就可以
坚定我们的教育理想，就会紧跟时代的脚步，就会看到黎明
的曙光。

肖博士在教育的意蕴——教育的`力量这一章节中这样写到“而
‘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
地或自由的发展’。没有任何真正的教育是可以建立在轻蔑
和敌视之上的，也没有任何一种真正的教育可以依靠惩罚和
制裁来实现。真正的教育只能建立在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
建立在宽容与乐观的期待上。真正的教育存在于人与人心灵
距离最短的时刻，存在于无言的感动之中。”

肖博士的这段话让我感受深刻，是的，没有种不好的庄稼，
只有不会种庄稼的农民；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
教师与父母！农民怎样对待庄稼，决定了庄稼的命运，教师
或家长怎样对待孩子，决定了孩子的一生！农民希望庄稼快



快成长的心情和教师希望孩子早日成才的心情完全一样，但
做法却截然不同：庄稼长势不好时，农民从未埋怨庄稼，相
反总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我们孩子在某方面表现不好时，
有的教师或家长却更多的是抱怨和指责，很少反思自己的过
错！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对学生更应该进行赏识教育，要及时
发现学生的闪光点，赏识他，给他以信心，学生的自信无论
对学生的学习还是一生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书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说的：我们有一句口头禅，好孩子一
定要听大人的话。言下之意就是不听大人的话的孩子不是好
孩子。有人把我们的教育称之为“听话的教育”，联系我们
的现状，这种说法不是没有依据的。这种“听话的教育”，
肯定不利于富有个性的人和富于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人的
培养。思考我们的教育，我们老师应该给予学生什么？在教
育的诠释中：“把所学的东西都忘了，剩下的就是教育。”
可是想想，我们的孩子把所学的东西都忘记了，究竟还剩下
什么呢？没有自己的主张，习惯于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特
长，眼高手低吗？他们能回忆起童年的幸福吗？能珍惜同学
之间的手足之情吗？能具有广阔的胸襟，百折不挠的精神
吗？……所有的这些，我们老师和家长朋友们重视了吗？我
们的家长和老师都是爱学生的。但完整的爱、健康的爱，应
包括五个方面：了解、尊重、关怀、给予、责任。这五者是
一个整体。倘若缺乏了解，爱就是盲目的；倘若缺乏足够的
尊重，爱就会变为支配与控制；倘若缺乏关怀和给予，爱就
是空洞和苍白的；倘若缺乏责任，爱就是轻薄的。

什么是理想的教学活动？肖川认为，理想的教学是一种完美
的教学，而完美的教学有两个不可缺少的要件，一是深刻，
二是真诚。所谓“深刻”，就是教师能够给予学生匠心独运、
别有洞天之感，能够唤起学生的惊异感和想象力，能够使学
生茅塞顿开、忽然开朗。所谓“真诚”，就是师生之间坦诚
率直，一言一行都发自内心。在深刻而真诚的教学活动中，
课堂不是教师传授知识的阵地，不是教师传经布道的舞台，
而是学生积极地思考，主动地发问，大胆地质疑，热烈地讨



论，激烈地争论，踊跃地表达。在深刻而真诚的教学活动中，
师生彼此分享思考的快乐，顿悟的惊喜，激情的燃烧，真情
的涌动，灵性的焕发，情感的融合，心灵的碰撞。在深刻而
真诚的教学活动中，能力得以发挥。肖川所描述的也正是我
们现在所不断实践，不断追寻的课堂本质。

读着肖川的书，使我贪婪地沐浴在诗意的语里所描绘出的多
彩的教育世界里；读着肖川的书，使我的教育理念不断再革
新，不断在提升；读着肖川的书，使我更加热爱教育事业及
精彩的生活。在现代教育丛林中穿行，放飞教育的理想与信
念，使整本书洋溢着一种浓浓的诗哲情怀，让人在阅读中寻
梦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