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育与人生读后感(优秀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教育与人生读后感篇一

我读了《人生第一课》，懂得了人生要坦然应对现实，理解
命运的安排，仅有人生目标，才能走上的第一步；仅有超越
自我，一切才皆有可能；一切仅有到底，才能迈向成功的第
一步。

成功者能坚持到最终一秒，失败者在成功前一秒钟放弃。成
功与失败往往仅有一步之遥，很多人往往输于最终一步，以
致功败垂成。成功贵在坚持，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那么就必
须要有恒心。

教育与人生读后感篇二

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把这本厚厚的《爱的教育》读
完了。读完后给我的第一感触，那就是——爱。

这本书是以一个小男孩——安利柯的日记，来透视日常生活
中的学校和家庭关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以及父母，兄弟姐
妹间的天伦之爱。

爱的教育文字虽然简单朴实，所描写的也是极为平凡的人物，
但是，其中流露出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会让人感受动不
已。例如，每月故事中——马可尔万里寻母的故事。文中讲
到了因父母负债，马可尔的妈妈决定去工资丰厚的布宜洛斯
艾利斯工作。妈妈刚离开时，还和家里保持着联络。可自从



上次马可尔的妈妈写信说身体有些不适后，就和家里失去了
联络。家里用尽各种方式寄去的信也石沉大海。收不到妈妈
的信，家里更冷请了。

父子三人每日以泪洗面，马可尔想妈妈想的快死了。终
于，13岁的马可尔自告奋勇决定去找妈妈。马可尔的坚持使
父亲无奈地相信了这个理解事物程度并不逊于成年人的孝子
一定能成功。筹备好了一切，马可尔开始了万里寻母的旅程。
途中，他历尽了各种艰难险阻，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不
知过了多长时间，凭借着马可尔坚持不懈的努力加上人们的
帮助，终于找到了失去了生活意识的奄奄一息的妈妈。

“爱”是我们每个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字，可是，有时候，
我们也常会忽略周围的爱：如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爱、老
师对学生循循善诱、朋友间互相安慰……这些`往往都被我们
视为理所当然，而没有细细地加以体会。而如果你加以体会，
你会感觉到，人生，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东西啊!

有时候，当我们遇到挫折时，常常会怨天尤人，就好像全世
界都在跟我们作对一样，甚至抱怨这世上没有人爱自已，有
的想更悲观，则会自杀，表示他的抗议，这多可悲呀!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我们周围的一切，
一定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人疼我、爱我、
帮助我、我多幸福呀!

朋友们、请你带着一颗圣洁的爱心，投入到全世界中。你会
发现：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请
乘上“爱”的小舟，走完属于你自己的爱的人生。

《爱的教育》，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虽然我没有流泪，可乎
并不是其文学价值有多高，而在认这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籍。
吸引我的，似于那平凡而细腻的笔触中是我的心已经承体现
出来的近乎完美的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



恋……这部处处洋溢着爱的小说所蕴涵散发出的那种深厚，
浓郁的情感力量，真的很伟大。

《爱的教育》在诉说崇高纯真的人性之爱就是一种最为真诚
的教育，而教育使爱在升华。虽然，每个人的人生阅历不同，
但是你会从《爱的教育》中，体会到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类似
的情感，可我们对此的态度行为可能不同。它让我感动的同
时也引发了我对于爱的一些思索。

首先《爱的教育》的书名使我思考，在这纷纭的世界里，爱
究竟是什么?带着这个思考，我与这个意大利小学生一起跋涉，
去探寻一个未知的答案。一个四年级小学生在一个学年十个
月中所记的日记，包含了同学之间的爱，姐弟之间的爱，子
女与父母间的爱，师生之间的爱，对祖国的爱使人读之，尤
如在爱的怀抱中成长。

爱，像空气，每天在我们身边，因其无影无形常常会被我们
所忽略，可是我们的生活不能缺少它，其实他的意义已经融
入生命。就如父母的爱，恩里科有本与父母共同读写的日记，
而现在很多学生的日记上还挂着一把小锁。

最简单的东西却最容易忽略，正如这博大的爱中深沉的亲子
之爱，很多人都无法感受到。爱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不仅
仅对个人而言，更是以整个民族为荣的尊严与情绪。《爱的
教育》一书中描写了一群充满活力，积极要求上进，如阳光
般灿烂的少年。他们有的家庭贫困，有的身有残疾，当然也
有一些是沐浴在幸福中的。他们从出身到性格都有迥异之外，
但他们身上却都有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对自己的祖国意大利
的深深的爱，对亲友的真挚之情。

这里面不能忽视的是每个月老师读给那群少年听的“精神讲
话。这一个个小故事，不仅使书中的人物受到熏陶，同样让
我这个外国读者也被其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情感所震撼。而
面对我们的教育，爱应该是教育力量的源泉，是教育成功的



基础。夏丐尊先生在翻译《爱的教育》时说过这样一段
话：“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

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一次没
有尽头的旅行，一路上边走边看，就会很轻松，每天也会有
因对新东西的感悟，学习而充实起来。于是，就想继续走下
去，甚至投入热情，不在乎它将持续多久。这时候，这种情
怀已升华为一种爱，一种对于生活的爱。读《爱的教育》，
我走入恩里科的生活，目睹了他们是怎样学习，生活，怎样
去爱。在感动中，我发现爱中包含着对于生活的追求。

《爱的教育》中，把爱比成很多东西，确是这样又不仅仅是
这些。我想，“爱是什么”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知
道“爱”是没有限制的，小到同学之间的友好交谈，老师对
学生的鼓励，父母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甚至萍水相逢的
人们的一个微笑……大到捐献骨髓，献血，帮助希望工
程……虽然如同空气般的爱有时会被“污染”，“稀释”，
甚至“消失”，所以希望更多的人去感受一下朴实语言中深
厚的爱，我想这部好小说将会把这种美好的感受带给更多更
多的人。

读了这本书我觉得我们要看到在当前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同
学之间自私自利，以我为主，嫉妒打击，怕得罪人，恶意竞
争等不良作风日益生成，关心人，了解人，帮助人的优良风
气日渐淡漠。

因此，在全社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更应在
学校，在学生中提倡和开展爱的教育，提倡爱祖国，爱社会，
爱学校，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爱社会上一切需要爱护
的人，培养学生得，智，体全面发展，做个新时代的好少年，
让我们用爱去唤醒人类的真实情感，让爱在每个人的心中永
驻。

读后感范文汇总



读后感大全汇总

中外名著读后感汇总

四大名著读后感汇总

教育与人生读后感篇三

在《人生第一课》被我读了第一遍的时候，《人生第一课》
说了刚刚进幼儿园的小朋友，在一位教师的教育下出了一本
十分简单的书。

其中让我最感动的是教师鼓励他们说：“此刻你们还小，长
大后，你们必须会出很多的好书的。”教师教他们写书，是
让他们对书有兴趣，树立信心，实现自我的梦想。此刻我们
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上午在学校，英语课上完后，
教师就布置作业，其中背单词就有很多。当时我觉得太多了，
根本完不成。可是教师说：“回去好好背，相信你们必须能
背下来的。”回家后想起教师说的话，我就更加有信心了。
我反反复复的读，认认真真的背，就全会背了。

人只要对自我有信心，有些即使是平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我们都可能完成。这不由得让我感叹：人的一生却什么都行，
可千万不要缺少了信心！读了《人生第一课》之后真是让我
受益匪浅啊。

教育与人生读后感篇四

当仔细品读一部作品后，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感想，需要写
一篇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那么你真的会写读后感吗？下
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爱的教育》读后感——爱的人生，仅
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爱的人生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终于把这本《爱的教育》读
完了。读完后给我的第一感触，那就是——爱。

这本书是以一个小男孩——安利柯的日记，来透视日常生活
中的学校和家庭关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以及父母，兄弟姐
妹间的天伦之爱。爱的`教育文字虽然简单朴实，所描写的也
是极为平凡的人物，但是，其中流露出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
感，会让人感受动不已。例如，每月故事中——马可尔万里
寻母的故事。文中讲到了因父母负债，马可尔的妈妈决定去
工资丰厚的布宜洛斯艾利斯工作。妈妈刚离开时，还和家里
保持着联络。可自从上次马可尔的妈妈写信说身体有些不适
后，就和家里失去了联络。家里用尽各种方式寄去的信也石
沉大海。收不到妈妈的信，家里更冷请了。父子三人每日以
泪洗面，马可尔想妈妈想的快死了。终于，13岁的马可尔自
告奋勇决定去找妈妈。马可尔的坚持使父亲无奈地相信了这
个理解事物程度并不逊于成年人的孝子一定能成功。筹备好
了一切，马可尔开始了万里寻母的旅程。

“爱”是我们每个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字，可是，有时候，
我们也常会忽略周围的爱：如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爱、老
师对学生循循善诱、朋友间互相安慰……这些往往都被我们
视为理所当然，而没有细细地加以体会。而如果你加以体会，
你会感觉到，人生，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东西啊！

有时候，当我们遇到挫折时，常常会怨天尤人，就好像全世
界都在跟我们作对一样，甚至抱怨这世上没有人爱自已，有
的想更悲观，则会自杀，表示他的抗议，这多可悲呀！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我们周围的一切，
一定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人疼我、爱我、
帮助我、我多幸福呀！

当你能够感受那份极为普通的爱的时候，相信你一定不会吝
惜付出你的爱心给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是不是？所以请你带



着一颗圣洁的爱心，投入到全世界中。你会发现：只要人人
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

请乘上“爱”的小舟，走完属于你自己的爱的人生。

教育与人生读后感篇五

《好教育好人生》是肖川教授的一篇随笔，表达他对教育理
想的热切追求，对人类不灭良知的深沉呼唤，对人生当有境
界的祈望与希冀。用生命教育和公民教育“为学生的幸福人
生奠基，为自由社会培养人”，成为本文的主线和灵魂，字
里行间彰显出作者力图用热忱与真情去点燃希望之火，用生
命去守护正义与光明的良苦用心。

这是一篇教育随笔，就像作者说的那样“随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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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朋友之间的抵膝而谈，不求全面，不
求”客观“，不求严谨，甚至也不求立论的”公允“、命题
的”科学“;只求遣一己之意趣，痛快淋漓地嬉笑怒骂。”

好教育不仅要教学生知识、技能，还要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
世界观，要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好人生并不是有金
钱和权利，而是有健康的体魄，明确的目标追求，和谐的人
际关系，丰富的内心生活和宽广的活动舞台。

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而荀子主张“人之初，性本
恶”。而他们的学说都重视一点就是教育，好教育可以使人
由恶变善，坏的教育可以使人由善变恶。好教育引导人们求
真向善臻美，引导人生向自由与光明的境界缓缓飞升;而坏教
育，平庸、贫乏的教育，充斥着对人的尊严的亵渎和人性禁
锢的教育，只能使人变得低俗无趣、眼光短浅、心胸狭窄、
猥琐自私、昏聩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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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就是
服务，对于社会上出现“教育消费”，我感到很心酸，人们
发钱去接受教育，表明人们对教育的需要，但一些学校为了
生存和发展去出卖教育，我则认为不应该!学校招收到学生，
却不好好地教育，每天都在想着多招些学生，多收一些学费，
而并不把重点放在如何搞好教育上面，如何对学生负责，如
何给学生一个好的人生!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就曾指
出：“有人说，人是一个‘可教的动物’，这是一个不坏的
定义，实际上，只有受过一种合适的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
一个人。”可见人是需要教育的，教育也是对人的成
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人要经过教育，
才能够完善自己，才能够懂得生存。教育也是一种文化行为，
甚至有很多学生不知道为什么要上学，就稀里糊涂的到里了
大学，“金榜题名”已经不知不觉深深地烙在人们的心理，
上学接受教育已经形成一种文化。

然而，好的教育是有方向和目标的，教育的方向和目标是教
育活动的核心。教师对学生的成长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学生
是具有极大可塑性的个体，他们最需要受教育也最好受教育;
教师相对于学生而言是闻道在先，教师在学校里肩负着帮助
学生增加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和追求成功的责任。尊重学生的
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不仅是真正教育的条件，而且是教育本
身的内在规定性。

教育是学生精神的唤醒、潜能的显发、内心的敞亮、主体性
的弘扬与独特性的彰显的过程!

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
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关;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
翅膀。”我喜欢读书，喜欢写读后感。因为喜欢思考，喜欢
在读完一本书之后，挖掘作者的一些观点，抒发些个人的情
感。纵然这些见解不见得有多么高深，文笔也不见得有多么



优美，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收获，因为我思考了!

其实，在读《好教育 好人生》这本书之前，只知道肖川先生，
中国台湾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对于其它就知之
甚少了。更有甚者在读之前，暗自以为这本名为《好教育 好
人生》的书不过就是一位阅历丰富，长年于象牙塔般的校园
里的一位教书先生对中国现在的一些教育行为所呼出些“高
大上”空洞的言论，并不会对教师、学生有所真正的影响与
改变。但在读完肖川先生的序言之后，先前的一些自以为是
早已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敬佩之心、崇敬之意。

肖川先生在全本书中并没有给“好教育”、“好人生”具体
下一个定义，而是不断地教导我们怎样做好教育，怎样实现
好人生。我觉得如果非要用教科书一样下定义的形式来界定
什么是“好教育”、“好人生”的话，那还不如不要写，因
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性与能动性，每一位优秀的教师
都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好的教育方法，每一个人都能创造自
己的美好人生。文化是多元的，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谦虚谨
慎首先是我们应该学到的。以下便是我的一些感悟。

肖川先生在讲述教育意蕴时，说过：“大自然的奇妙奇妙景
观，不仅是人们以美的陶冶，也给予人们以智慧的启迪……
让孩子们领略到大自然的无限风光，领略到自然界的多样与
和谐，并由此产生惊异感，从而增进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与
交融，这是完美教育不可或缺的要素。”我很欣赏这段话，
并一直都坚信“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的实践
理念。自然、社会是启迪我们人生智慧最好的老师，它所涵
盖的一些大彻大悟是难以用书本上的言语去描述的，因为别
人再怎样形容泰山的雄伟、故宫的辉煌、黄山的挺拔、青海
湖的静谧，那终究也是别人的收获，只有当自己亲身经历了，
用双眼见证了、用双手实践了，才会收获别样的喜悦。

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旅游便是登黄山。以前都是听身边的朋友
怎么描述黄山的云奇山异，气势磅礴，更有“五岳归来不看



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世人极高的赞赏，心想有机会一定要
去爬次黄山。黄山出名的不仅仅是“四绝”，还有黄山的挑
山夫。登山途中，时不时会遇到一些挑山夫，他们都是些上
了年纪的大叔，都个人的担子里都有不轻的货物，看起来都
有百十斤以上。时至今天，挑山夫依然采用原始的方式，负
重攀登来满足山上人的生活需求。他们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危
险，但他们身上的那种毅力、顽强值得我们每一个的尊敬。
除此外，西海大峡谷一人行也让我铭记于心。幽奇、峻险，
诗词歌赋真的难以言表。群峰竞秀、巧石如林、万壑峥嵘的
奇特景象，让我一次次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险奇峻峭的山
路一次次锻炼我的胆量，让我对生命充满了敬意。再看过大
自然所赋予我们瑰丽的日出、浩渺的云海、奇特的山石后，
我更加学会珍惜、学会感恩、学会宽容。其实，领略大自然
无限风光，不一定就要去攀登险峻的山峰，观看壮阔的大海，
即使是一片普普通通的叶子，平平淡淡的一方晴空，一场瑞
雪，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学习的源泉，都富含着丰富的人生
境界。

除此，肖川先生在后文里还提到了，“良好的教育一定致力
于引领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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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教育使得
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成为他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立
于天地之间的大写的人。”的确如此，好的教育是教会学生
自己去学，好的教育是为了人生而教育的，换句话说良好的
教育是从长远利益角度来考虑的，风物长宜放眼量，着眼于
学生的一生成长和生命的滋育才是应有之义，而不是冷冰冰
地将知识从这个头脑搬运到那个头脑。然而我们目前的教育
更多关注的就是注重眼前利益，学生只要考出高分就天下太
平，印证了那句“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
宝”，虽说是一句玩笑，却也道出了现在教育的弊端。

我是一个经历过所谓“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两种教学
模式的学生，当然我不认同“应试教育”没有它存在的合理
程度。我初中读的是一所农村中学，和全国众多所农村中学



一样，学生只要考出高分，升入到好的高中，老师的教学使
命也就完成了。在初中三年里，应试教育的逼迫下，我勤奋
努力学习，最后考入了南京市金陵中学。金陵中学，和以往
初中学习生活不同，更多注重学生的自学，老师教授你方法，
让我们织网捕鱼。学校也很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多方面发展，
在礼拜二和礼拜五下午开设选修课和社团，学生仅凭兴趣去
选秀上课。我是被“奴役”惯了的，一开始进入这种“天堂
般”的生活，很难融入，成绩自然也就成了我们般垫底的。
但是我并后悔上这所高中，因为它教会我的不是只有考高分，
而是更多的实践，更多的为人处事道理。

我以后也是致力于当一名人民教师，我是教会我的学生考高
分，填鸭式的教学，还是教会他们学习的方法，让他们自己
去思考，去感悟，去辨别，用情感去濡育他们?我想我会选择
后者，良好的教育是为了学生以后的人生发展，是培养学生
自主判断与自主选择的能力，而考高分无视学生的主体性，
无视他们作为人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