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好的关系好的教育读后感(通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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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
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好的关系好的教育读后感篇一

这个寒假里，我认真阅读了肖川先生写的《好教育、好人生》
这本书，该书写得豁达、平实与质朴，字里行间折射出作者
对教育、对生活的智慧与理性之光，散发出作者心里的真情
呼唤。

文章中说：“一个好的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热爱孩
子，感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一
个好人，善于跟他们交朋友，关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解
孩子的心灵，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经是个孩子。”作为一
名教师，很少人不爱自己的学生。但是，在教育中，尽管有
时我们为他们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可他们并不领情，甚至常
常事与愿违，收到相反的结果。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
教育孩子的时候，没有把他当做一个乎等的人来对待，其实
孩子也有自尊心。作为一名教师，只有在教师关怀学生人格
尊严时，教导才能成为教育，就本质而言，教育的核心就是
关怀学生，让他经常具有作为智力劳动者的自尊感，作为公
民的自尊感，作为自己父母儿女的自尊感，作为因自己崇高
的意向、激情和成绩而变得美好起来的个人的自尊感。我们
要让学生经常看到自己的成功，让他们感到每一天都不白费
力气，每一天自己都有新的收获。读了这本书后，我不但对



肖川的教育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对他的伟大人格也
充满了深深的敬意。他用赤诚的心、火热的血、坚强的毅力、
辛勤的汗水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让每个教育工作者不忘
己任，努力完善教育方法，贴近学生的心灵，给他们发展的
空间，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热情，让每一个学生
都能成为有用的人才。

我想：良好的教育应该是由人性的，有灵魂的教育。作为老
师的我们应该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学生，老师自己首先
要做到最好，爱学生、关心宽容学生与家长。

在平时的工作中，我总有这样一个信念——“每个孩子都是
平等的”。没有差生和优等生，他们的“差”只是暂时的，
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成功的教育。因此我总是向学生暗
示：每一位都是平等的！平日千方百计去激励学生而不是批
评打击学生，尤其对待“差生”更是抓住其点滴进步，大加
表扬和鼓励。因此，他们总也“差生”不差，信心十足的努
力去做。

“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让我们处处为学生着想，用爱心，
用不懈的努力共同托起明天更加灿烂的太阳！

好的关系好的教育读后感篇二

什么是好的教育？唐江澎校长认为，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
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给孩子
们优秀而健全的人格，以赢得未来的社会，造福国家社会。

在我看来，好的教育所涉及的方面是多种多样的，分数不能
代表一切，也不是衡量一个孩子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作为
教育工作者，我们的首要职责是教书育人。育人并不是育分
数，而是通过提升孩子的能力以及全面的发展，帮助孩子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考取多少分数都比不了的。
分数只是阶段性对所学知识的反馈，不要让分数埋没了闪闪



发光的学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教师应将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作
为教育的责任，如果一味的追求分数，这样会忽视一些学生
的成长。也许他们只是不擅长学习这方面，可以在其他领域
发光发热，老师应该有一双善于发现学生长处的眼睛，多给
学生增加自信心，多鼓励他们，用爱心、耐心、细心和恒心
去感化他们。我要求自己尽可能的用心关注每一位学生，及
时抓住孩子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小的进步，及时给予肯定的评
价，坚守自己的教育初心，用爱温暖，向美而生。

少小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对于小学生而言，好习惯的'养成
是至关重要的。过早的给予他们沉重的学习压力，学习的兴
趣反而会减弱，他们不会带着本该有的探索和好奇的心情，
去遨游知识的海洋，发现学习的趣味。我希望我能够给予学
生更多的是学习方法和习惯，让他们走出校门的时候，不再
担心他们离开老师会手足无措。只有从小将良好习惯的种子
播种下去，培养他们自律自理的能力，为未来成长打好基础，
孩子以后的人生道路才会更加畅通。

浇花浇根，这是自然规律，育人育心，也是对教育规律的回
归。与花草树木相比，教育同样也需要有成长的沃土，播种
浇灌，提供精神养分。信念如磐，坚持全方位育人育心，我
们定能够培养出有理想、有信念、能奋斗、敢担当的时代新
人，让教育回归“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本质。也许多年
以后，我的学生并不记得我，但是在他的生活习惯和对事做
人的方法论里，都有我引导过的影子。这样，我也算实现了
我的人生价值，不辱没教师这份神圣的职业，为伟大的复兴
梦添上了自己的一笔！

好的关系好的教育读后感篇三

杨绛先生的一生是传奇的，不论命运多艰难，在她的身上永
远充溢着一种无怨无悔的向上之气。到了老年，脸上的淡定



从容更是散发一种别样气质。

在杨绛的眼中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教育是管教，受
教育是被动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爱怎么淘气就怎么
淘气，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说孩子该上学了。孩子第一天
上学，穿了新衣鞋，拿了新书包，欣欣喜喜地上学了，但是
上学回来，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师哄得好。

在她的眼中，好的教育是启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孩子学
习的自觉性，培养孩子的上进心，引导孩子好学，不断完善
自己，要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

通过杨绛的好的教育启发，我想为父母所谓好的教育应做好
三个层面。

第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不如身教。父母的榜样
作用是无穷的，可以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培养孩子的进取心。
因为她就是在父亲的引导下从淘气转向好学的，父亲的一句：
多读书，读好书。使她从此爱上读书，读好书入迷。同样，
她对女儿的钱瑗的教育也是如此，从不训示，言传不如身教，
用行动引导女儿喜欢读书。

第二父母要给一个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为人父母，第一
任务就是和孩子亲密，呵护孩子的成长，引导孩子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指引孩子的成长方向；第二个任务就是
和孩子分离，得体的退出，促进孩子独立成长，给孩子一个
自由的空间。现在我们当父母的往往喜欢越界，总是表现出
对孩子的极度关心，事无巨细地关心，尽管我们都是打
着“关爱”和“教育”的旗号，但传递给孩子的往往是令他
厌烦的，孩子不会从中体会到爱和教育，而是对孩子的不信
任和不尊重。父母的这种关爱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的`爱
让孩子幸福，有的爱让孩子痛苦，有的爱可以让孩子心灵飞
翔，有的爱却会压断孩子梦想的翅膀。



第三父母要做到因材施教，每个孩子生来各异。每个孩子在
不同领域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只有合适孩子的，才是有效
的，父母应根据孩子的特点对孩子进行教育。孩子的发展有
各自的独特之处，存在个体差异：每个孩子身上都蕴藏着特
殊的才能，那份才能犹如一位熟睡的巨人，等待我们去唤醒
它。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要认清自己的孩子，了解
孩子的长处和短处，挖掘孩子的潜能，因材施教，是鹿就要
让他学会奔跑，是鹰就要让他学会飞翔。

想想我自己做的，也是很惭愧，初三、初四，正是儿子青春
期，因为担心儿子在房间里面玩，就规定不允许他关门学习，
以备我随时的抽查，结果他越来越烦我走进他的房间，总是
说：“没事快出去吧，别影响我。”就是这样，每天在我的
监督管理下，学习成绩依然在一路下滑，毫无起色。我们的
关系陷入互不买账的僵局困境，我烦，他更烦。后来他上高
中了，住校了，终于摆脱了我的监管，慢慢的我发现在没有
的我监督下，他也变的自觉了，用他的话说：这是内力的作
用。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人生亦是，
从外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是成长，如果你被动的让别人改
变，那么你注定成为别人的附属；如果能主动从内改变，那
么你的成长相当于一种重生。

正如杨绛先生说的，没有孩子喜欢被管教，好的教育是启发
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孩子学习的自觉性，激发和唤醒孩子
内力的觉醒，只有内力才是巨大无限的，才会赋予孩子一生
用不完的力量。我们做父母的应当适时激发孩子的兴趣、唤
醒孩子的内力，适时的学会放手，让孩子学会自主独立，学
会自己主导自己的生活。孩子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的脱离我
们的管控，这样才能给孩子的生活腾出空间，让他拥有属于
自己的生活。

（供稿：莱钢医院办公室鲁丽洁）



好的关系好的教育读后感篇四

有幸拜肖川先生的《好教育好人生》，我的心却不能随书页
的合拢而平静，我的脑海中仿佛是一片宽阔的海洋，仿佛作
者在平静的心湖上投入一块石头，击起了层层涟漪，向外扩
展久久不能平息。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是一个培养人的人。
我们要为受教育者提供好的教育，要引导受教育者规划美好
的人生。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应做到“六个学会”。

学会宽容。就是努力使自己变得胸襟开阔、气度恢宏，就是
心智不那么闭锁，头脑不那么固执，思想不那么僵化，眼界
不那么狭隘。也许有时候学生会误解你、不理解你，这个时
候，千万不要灰心丧气，打起精神，用一颗宽容的心去对待
这一切。

学会分享，教师学会倾听，学会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学会
用学生的眼光看待世界。高高在上的老师，又怎么会听到到
学生的心声？自以为是的学生，又如何听得进老师真心的话
语？所以说重要的是以心换心，彼此倾听。

学会等待，教师能够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能够用从容的
心态对待自己所做的工作：不急于求成，不心浮气躁，不指
望一次活动、一次谈话，就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作为新一代的教育教学工作者，需要不断地学习，为学生提
供更多更好的教育资质，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好教育好
人生》能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和指引，她是我们成长的好帮手。
在《好教育好人生》的字里行间，使我逐渐地明白：在规划
好的教师人生轨迹里，我们面临的考验就是尽力地完成每一
件事，尽力让每一件事都无悔，让将来面对曾经的学生能无
憾。



好的关系好的教育读后感篇五

最近在拜读唐江彭校长的《好的教育》一书，越是深入去了
解他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越是觉得震撼，我的心越是无
法平静。

唐校长嘴边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说的不过是常识”，常识往
往离真理很近，许多常识本身就是真理，他用四个者来阐述
教育的真理。他认为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
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给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
人格赢得未来的幸福，造福国家社会，他做的全然不是仅仅
喊喊口号而已，而是真的把他的教育思想切切实实地落实在
了日常的教育行为之中。唐校长说：“我们要培养生命旺盛
的人，让运动成为每一个孩子的习惯，于是我们每天—节体
育课。我们要培养精神高贵的人，让学生广泛的社会参与成
为校园生活的一种常态，于是我们的诚信超市实现无人值守，
学生自我管理。我们要培养智慧卓越的人，让阅读成为学生
奠定生命厚度的一种基本方式，于是我们敞开图书馆，把每
一间教室的后边布置成班级书房。我们还让学生去动手、去
体验、去实践，把想象变成创造的一种实物。让学生在想象
创造的激励中，学会一种技术语言，制造一件物化作品，完
成一份工程日志，形成一篇严谨的学术报告。我们追求培养
情感丰满的人，让他们能够在体验、感悟当中表现美，创造
美，于是把艺术课程变成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情感、艺术与
科技、艺术与社会。”四个者的育人理念和育人实践，就是
在这样一片焕发着蓬勃改革活力的教育沃土上成长起来的。

唐校长还认为教育应该是良善的教育，良善是教育的基本品
性，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每个人每天都应该给自己留一点
做梦的机会，否则那颗照亮我们心灵的明灯都将会暗淡下来。
也许你们不经意间的一句话点燃了我们学生心中的一盏明灯，
这盏明灯就将照亮他的整个人生的前程。”这句话给了我很
大的触动，我们是教育人，我们的职业和别人不一样，我们
的责任与担当也与别人不一样。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



的，一句鼓励的话，一句温暖的话语都可能影响学生的一生，
我们要尝试着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生，发现学生身上值得
赞许的闪光点。

有情怀、有温度的教育，才能让我们体会到教育的温暖和幸
福。让我们做有情怀的教育，做良善的教师，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感受到老师善良的温度。

好的关系好的教育读后感篇六

杨绛先生的一生是传奇的，不论命运多艰难，在她的身上永
远充溢着一种无怨无悔的向上之气。到了老年，脸上的淡定
从容更是散发一种别样气质。

在杨绛的眼中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教育是管教，受
教育是被动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爱怎么淘气就怎么
淘气，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说孩子该上学了。孩子第一天
上学，穿了新衣鞋，拿了新书包，欣欣喜喜地上学了，但是
上学回来，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师哄得好。

在她的眼中，好的教育是启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孩子学
习的自觉性，培养孩子的上进心，引导孩子好学，不断完善
自己，要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

通过杨绛的好的教育启发，我想为父母所谓好的教育应做好
三个层面。

第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不如身教。父母的榜样
作用是无穷的，可以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培养孩子的进取心。
因为她就是在父亲的引导下从淘气转向好学的，父亲的一句：
多读书，读好书。使她从此爱上读书，读好书入迷。同样，
她对女儿的钱瑗的教育也是如此，从不训示，言传不如身教，
用行动引导女儿喜欢读书。



第二父母要给一个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为人父母，第一
任务就是和孩子亲密，呵护孩子的成长，引导孩子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指引孩子的成长方向；第二个任务就是
和孩子分离，得体的退出，促进孩子独立成长，给孩子一个
自由的空间。现在我们当父母的往往喜欢越界，总是表现出
对孩子的极度关心，事无巨细地关心，尽管我们都是打着"关
爱"和"教育"的旗号，但传递给孩子的往往是令他厌烦的，孩
子不会从中体会到爱和教育，而是对孩子的不信任和不尊重。
父母的这种关爱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的爱让孩子幸福，
有的爱让孩子痛苦，有的爱可以让孩子心灵飞翔，有的爱却
会压断孩子梦想的翅膀。

第三父母要做到因材施教，每个孩子生来各异。每个孩子在
不同领域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只有合适孩子的，才是有效
的，父母应根据孩子的特点对孩子进行教育。孩子的发展有
各自的独特之处，存在个体差异：每个孩子身上都蕴藏着特
殊的才能，那份才能犹如一位熟睡的巨人，等待我们去唤醒
它。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要认清自己的孩子，了解
孩子的`长处和短处，挖掘孩子的潜能，因材施教，是鹿就要
让他学会奔跑，是鹰就要让他学会飞翔。

想想我自己做的，也是很惭愧，初三、初四，正是儿子青春
期，因为担心儿子在房间里面玩，就规定不允许他关门学习，
以备我随时的抽查，结果他越来越烦我走进他的房间，总是
说："没事快出去吧，别影响我。"就是这样，每天在我的监
督管理下，学习成绩依然在一路下滑，毫无起色。我们的关
系陷入互不买账的僵局困境，我烦，他更烦。后来他上高中
了，住校了，终于摆脱了我的监管，慢慢的我发现在没有的
我监督下，他也变的自觉了，用他的话说：这是内力的作用。
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人生亦是，从外
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是成长，如果你被动的让别人改变，
那么你注定成为别人的附属；如果能主动从内改变，那么你
的成长相当于一种重生。



正如杨绛先生说的，没有孩子喜欢被管教，好的教育是启发
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孩子学习的自觉性，激发和唤醒孩子
内力的觉醒，只有内力才是巨大无限的，才会赋予孩子一生
用不完的力量。我们做父母的应当适时激发孩子的兴趣、唤
醒孩子的内力，适时的学会放手，让孩子学会自主独立，学
会自己主导自己的生活。孩子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的脱离我
们的管控，这样才能给孩子的生活腾出空间，让他拥有属于
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