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后感 陶行知的教
育故事读后感(实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了解一下吧。

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后感篇一

我最喜欢的一个名人，就是陶行知，他是一位务实的人民教
育家。他的名言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反映
了他献身教育事业的伟大精神。

等他再大一些时，父母送他去当地名师吴尔宽那里读书。他
刻苦学习，不懂就问，知识面不断扩大。作为一名学生，我
们要向他学习，学习他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迎难而上，勇
攀科学高峰。

14岁那年，他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
贡献”的座右铭。这表明他有远大的志向和伟大的爱国精神。
我们是炎黄子孙，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要记住一句
话：“我们的根在中国”。我们也要有自己的理想，将来在
祖国各行各业创建一片辉煌。要实现美好理想，从小就要打
好基础，否则“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同学们，
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前苏联教育家马可连柯这句话道
出了陶行知教育的真谛。作为一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
思想家，陶行知先生以睿智的目光、博大的胸怀，倡导并实
践了爱的教育。教师爱学生，就有教育，学生爱教师，就产



生教育效果。

在我们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调皮捣蛋，不尽人意的学生有很
多，这就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需要付出一定的细心，耐心和
爱心，但效果不是很好，我又该怎样做才能做到药到病除？
我千万遍地质问自己。后来，我静下来仔细一想，终于悟出
一个道理：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耐心，给予他的爱也微不足道，
怎能要求他会随我所愿，成为一名好学生呢？我从来都没有
站在一个孩子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总是盯着问题、缺点以
及背后的苛求，改变，统统把缺点扫除，以便适应我的眼光，
我的标准，我的高度。现在想实在是羞愧难当，但是，我已
经有了期待的信心：爱的教育一定能够使这一些粗糙的小草
变成一棵香草，香气怡人，芬芳扑鼻。

把每个孩子都当成一块可雕琢的璞玉或是深埋沙砾中的金子，
把“指责、批评、抱怨”，努力换成“启发、赏识、激励”，
那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将是一片充满生机、充满真诚和爱意的
美好天地。

爱学生，就必须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而要走进学生的
情感世界，首先就必须把自己当作学生的朋友，去感受他们
的喜怒哀乐。当走进校门，看到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顿时
感觉很放松，因为他们对我来说就象颜料盒里那五彩缤纷的
颜色，象画纸上那美丽的风景。我也因他们的精彩而精彩。
记得在课堂中的一个有趣的`事情让我感动：“孙崇玉，你今
天表现的特别好”。他抬起头对我害羞的笑了笑。（直直的
看）“老师，你的这个牙快掉下来了。”“不是呀，我的这
个牙就长的这个样，排列不够整齐，有点乱。”“那你可以
把它拔掉，然后按上假的呀，我爷爷奶奶的就是假的，我想
那样就好看了（自信的笑）。”“那他们年纪大了，我还很
年轻，再说别人都说我这牙长的很可爱呀。”（不惑的样子、
摇头）“我感觉……不好看！”嘿！这个小家伙观察能力还
挺强，并且还很坚持自己的意见。我摸摸他的头，忍不住笑
了起来，他看看我，也不好意思的撇撇嘴。



几年前就看到这个故事，当今天在教师学习的校本培训课程
《有效上课》上看到这个故事，我的感受更深了。故事说的
是：有一次，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应邀到某地做一次关于教
育的报告。报告开始，只见他拎着一个口袋疾步走上台，从
口袋里捉出一只鸡，然后在桌子上撒了一把米，接着将鸡的
头使劲往桌子上按，可是鸡就是不吃，一直在叫，翅膀扑腾，
鸡爪狂抓・・・・・・数分钟后，他将鸡放到地上，也撒了
一把米，鸡自由地走了一会儿后，开始悠闲地吃起米来。最
后，他走到话筒前说了句“报告完毕”。全场愕然！

在人们惊异的眼光中，他道出了教育的真谛，难道教育不是
如此吗？只有主动学习者，才是真正的学习者，任何外在的
强制力都是无用的。

是的，几年前我也犯下了类似的错误，好在这几年我已意识
到。而现在我们有的老师还没有意识到，仍然是一条道走到
黑，结果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收效甚微。甚是可悲、
可叹！因为他不学习，不了解孩子的生理、心里特点。不学
习新知，而凭自己的高压政策去强逼孩子学习，胆小听话的
孩子因害怕老师而去好好学习，固然暂时取得一定的好成绩。
但他们的心理是不痛快的，是压抑的，是感到累的，学习是
被动的。而对于那些胆大的，个性张扬的孩子，高压政策只
能物极必反，他们始终成绩不够理想，而且厌恶学习，视学
习为极其痛苦的事。

说到这里，有的人会说，你这样说，那么是不是我们对孩子
的学习少关注一点，忙自己的事情，由他去。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现在独生子女多，谁不想自己的子女凭着出色的成绩，
综合能力强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呢？因此大多数负责任的家
长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孩子身上。他们不能看孩子有一点
空闲的时间，一天到晚三句话不离学习俩字。孩子本来对学
习挺感兴趣的，但是长此以往，满脑子都是家长的学习学习
再学习，他们一提到学习就反感，就厌恶。就像一个喜欢吃
桃子的人，一天到晚让他吃桃子，长此以往，他一看到桃子



不是欣喜，而是反胃。这和我们学习是一样的道理。

在我任教的上届和这届家长中，真有一些对孩子很负责任的
家长，他们对孩子的那种爱，那种关心，为了孩子牺牲了很
多的精神真令人感动。他们的孩子在他们的关心下，有的确
实成绩很好，令人欣慰！但有的却不尽如人意。有的家长很
委屈，也很伤心，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孩
子却没有取得优异的成绩？是孩子智力不行，还是孩子天生
就不是读书的料？与其这样，不如干脆放弃算了。我要说的
是，对于那些对孩子放任不管而致孩子成绩不够理想的家长
来说，上述的家长是可敬的。孩子为什么对学习反感，成绩
落后。就其原因，主要是你们采用了强逼的态度，孩子不是
主动地学习，而是被动的学习。这样一来，孩子当然不会有
出色的成绩。

因此无论是作为一名老师，还是一名家长，我们必须了解孩
子，运用我们的智慧，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让他们自觉自
愿的学习，只有这样，我们的付出才有价值，才有回报。亲
爱的同仁和家长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国家和民族
的未来，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自觉自愿的学习，用我们的双
手托起明天的太阳吧！

文档为doc格式

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后感篇二

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师进行劳动和创造
的时间好比一条大河，需要许多小的溪流来滋养它，教师要
常读书，平时积累的知识越多，上课就越轻松。”这句话道
出了读书的重要性。读罢《走进陶行知》，掩卷沉思，我觉
得获益匪浅。越是走近陶行知先生，越是感觉到他对教育事
业的执着与热爱，越是钦佩他的教育思想的深邃，越是感动
于他人格的伟岸。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让我感受到了在教育教学中让学生读
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在传统的教育中我们让学生读死书，
让他们以考试分数为目的，以分数来分学生的好坏。陶爷爷
形象的把传统教育比喻为吃人的教育。生活教育他教人做人，
要教人生活。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他第一就注重健康，他
反对杀人的各种考试。这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教育，新课标
中重要的一点是让学生活起来，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让
他们自主。他倡导“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现
代学习方式，这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多么的重要。现代的
教育必须使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
价值观”目标上取得和-谐发展。

陶行知还将“教学做合一”，这可以看作是陶行知先生生活
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
活现象的说明，即教育现象的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
对自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
生活的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
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
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
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
乃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真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
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
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
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
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
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
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

读着陶行知先生感受着他纯朴而又精深的理论，更让我震撼
的是，像这样“生活即教育”、“行知行”的`理论，其实就
是陶行知在生活和实践中得出来的，他也用自己的行动成就
证明了他的观点。所以，我认为作为一名教师，对学生知识
的传授固然重要，但是，教师通过自身道德修养对学生惊醒
潜移默化的人格教育、道德教育才是我们教育的最根本目的。



人们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成人再成才”，都是
将对人才的品德培养放在第一位的，而作为教师，要通过教
育培养学生的良好的道德品质，首先就要求作为教师的我们
自身应当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陶行知先生正是以他超凡脱
俗的人格魅力感染、教育了一代后人。

陶行知先生将“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作
为他教学、做人的准则。他对“求真、做真人”的要求一是
要求知，学真本领，探求真理，为真理献身；二是要具有真
善美的人格，做高尚的人；三是不做人上人，也不做人下人，
应做人中人，以人民利益为至高。而这些要求无论现在还是
今后都不会过时。

总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是极为深邃和丰富的，我们作
为新时代的教师所要学习和所要做的也是多方面的。我作为
一个年轻教师，更要向陶行知先生学习，向前辈们学习，多
积累知识，多和孩子们相处，和他们成为亲密的好朋友，成
为他们心目中优秀的老师。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
教育会发展的越来越好！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想也会更加的
发扬光大！

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后感篇三

陶行知爷爷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我十分尊敬他。今天，我
有幸读了《走进陶行知》这本书，它使我对陶行知爷爷的认
识又更进了一步。陶行知一生做人做事的高尚品行无时无刻
不在提醒着我，要做一个像他一样的人。他的“千教万教教
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时时回想在我耳边。读完全书，
我真切地感受到陶行知先生“求真知，做真人”、“善即真，
美即真”，“真善美合一”等主张真的是非常得有道理的。

印象很深的是《两只口袋》的故事，故事主要讲陶行知爷爷
的衣服有两个口袋，一只口袋装公款，一只口袋装私款。有
一次，他要坐车回家，可他没有私款了，公款是有的'，可是



他心里想：“决不挪用公家一分钱”。于是他就从十里外步
行回家。陶行知爷爷这件小小的事让我深有感触，我觉得自
己要向陶爷爷学习这种公私分明的精神。正如他所说的“捧
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学校生活中，我们也要向
陶爷爷学习，不破坏学校的一草一木，保护校园的自然环境，
使大家在一个充满生机、充满绿意、充满活力的校园中快乐
地学习；其次不拿班集体的一针一线，对班集体的公共物品
要像自己的东西一样爱护，真正做到物归公家、物有所用。

陶行知爷爷不光是一位教人做真人的教育家，他的心中更
是“爱满天下”。他爱国家、爱民族、爱他人、孝敬长辈，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书中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四块糖
果》。陶爷爷把四块糖果奖给了犯错误的学生王友，使他深
深地感动了，从而达到了教育的目的。从这件微不足道的事
情上我看到陶爷爷以奖励的独特方式来教育学生，使人知错
就改，非常得睿智！

像这样的让我有感触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当我读到“诚实
无欺”的内容时我不由得回想起了以前老师、家长对我们讲
过无数次的道理，再一次告诫自己：要做一个诚实的人。陶
爷爷身上，真的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以后，我要努力，
争做新时代的“小陶子”！

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后感篇四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题记

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却认为：我要
靠自己!

以前的我，事事依赖着别人。



小学时，妈妈总是每天早上送我上学校，慢慢地我变得很懒
惰。每天等着妈妈叫我起床，给我做饭，然后送我上学。那
天，妈妈没叫我起床，给我做饭，然后送我上学。那天，妈
妈没叫我起床，已经七点多了我才醒来，而且妈妈说不去送
我了。我饭也没吃，自己哭哭泣泣地走去学校。

我一直有个坏毛病，不愿意自己记作业，所以每次星期天，
我总会让同桌帮我把作业记在本子上。有一次，也许是同桌
不小心，她竟然没给我记生物作业。那天课代表收作业我自
然是交不出来，我不仅被老师数落了一顿，而且站在教室前
面把作业补完。我心里愤愤不平，与同桌大吵了一架，课后，
她对我说：“你不能总是让我帮你记作业呀，你自己不能记
吗?”我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什么。

有一次考试，我的数学考得一塌糊涂，我很难过，也很生气。
我埋怨老师为什么不多给我们讲题，这张试卷上好多题老师
都没讲过。老师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老师不可能讲得
面面俱到，这完全靠你们自己，多去读题，多去做题，多来
问题。”

最后老师告诉我：“你不能养成事事依赖别人的习惯，你要
学会独立，要靠自己多努力!”

于是，我终于明白——我，要靠自己!

于是，我养成了独立记作业的习惯，并且每次把作业都完成
地很好，有一次，我还帮我同桌记一下作业。

于是，我学会了自觉学习，主动做题。办公室里也经常有了
我的身影，有一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数学第一!

于是，我变得勤劳，勤奋。我不仅学会了做饭、洗衣服，而
且在学习上也变得独立，主动。



陶行知老师说的真好：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
情自己干!是啊，自己，才是最靠得住的人!

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后记

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后感篇五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力大无穷的英雄叫海格力斯。有一天，
海格力斯在山路上行走时，发现路中间有个袋子似的东西很
碍脚，便踢了它一脚。谁知那东西不但没有被踢开反而膨胀
起来。海格力斯有点生气，便狠狠踩了一脚想把它踩破，哪
知那东西不但没踩破反而又膨胀了许多。海格力斯恼羞成怒，
操起一条碗口粗的木棒狠砸起来，那东西竟然加倍地膨胀，
最后大到把路堵死了。

一位圣人路过，连忙对海格力斯说：“朋友，快别动它，忽
略它，离开它远去吧!它叫仇恨袋，你不犯它，它便小如当初，
你的心里老记着它，侵犯它，它就会膨胀起来，挡住你前进
的路，与你敌对到底!”

宽容的确是一种美德。温暖的宽容也的确让人难忘。不妨让
我们看两个例子。公共汽车上人多，一位女士无意间踩疼了
一位男士的脚，便赶紧红着脸道歉说：“对不起，踩着您了。
”

不料男士笑了笑：“不不，应该由我来说对不起，我的脚长
得也太不苗条了。”哄的一声，车厢里立刻响起了一片笑声，
显然，这是对优雅风趣的男士的赞美。而且，身临其境的人
们也不会怀疑，这美丽的宽容将会给女士留下一个永远难忘
的美好印象。

一位女士不小心摔倒在一家整洁的铺着木板的商店里，手中
的奶油蛋糕弄脏了商店的地板，便歉意地向老板笑笑，不料
老板却说：“真对不起，我代表我们的地板向您致歉，它太



喜欢吃您的蛋糕了!”于是女士笑了，笑得挺灿烂。而且，既
然老板的热心打动了她，她也就立刻下决心“投桃报李”，
买了好几样东西后才离开了这里。

是的，这就是宽容——它甜美、它温馨、它亲切、它明亮、
它是阳光，谁又能拒绝阳光呢!于是想起了邱吉尔。二战结束
后不久，在一次大圞选中，他落选了。他是个名扬四海的政
治家，对于他来说，落选当然是件极狼狈的事，但他却极坦
然。当时，他正在自家的游泳池里游泳，是秘圞书气喘嘘嘘
地跑了来告诉他：“不好!邱吉尔先生，您落选了!”不料邱
吉尔却爽然一笑说：“好极了!这说明我们胜利了!我们追求
的就是民圞主，民圞主胜利了，难道不值得庆贺?朋友劳驾，
把毛巾递给我，我该上来了!”

真佩服邱吉尔，那么从容，那么理智，只一句话，就成功地
再现了一种极豁达大度极宽厚的大政治家的风范!

还有一次，在一次酒会上，一个女政圞敌高举酒杯走向邱吉
尔，并指了指邱吉尔的酒杯，说：“我恨你，如果我是您的
夫人，我一定会在您的酒里投毒!”显然，这是一句满怀仇圞
恨的挑衅，但邱吉尔笑了笑，挺友好地说：“您放心，如果
我是您的先生，我一定把它一饮而尽!”妙!果然是从容不迫。
不是吗?既然您的那句话是假定，我也就不妨再来个假定。于
是就这么一个假定，也就给了对方一个极宽容的印象，并给
了人们一个极重要的启示——原来，你死我活的厮杀既可做
刀光剑影状，更可以做满面春风状。

是的，这就是宽容!一种大智慧!一种大聪明!有句老话：有容
乃大。恰如大海，正因为它极谦逊地接纳了所有的江河，才
有了天下最壮观的辽阔与豪迈!像海一般宽容吧!那不是无奈，
那是力量!既然如此，何不宽容——即便是与对手争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