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育情调读后感题目 教育的情调
读后感(优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什
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教育情调读后感题目篇一

今年暑假，我拜读了马克斯范梅南的《教育的情调》一书。
这是一本耐人寻味、适合老师和父母阅读的书，体量不大，
内容浅显易懂。整本书表达流畅，没有深的理论，基本是采
用故事的形式展开的。这些故事读起来很亲切，因为这就是
你我的真实故事。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当局者迷”，被困
在表象中，而作者抽丝剥茧，直击现象背后的本质，找到教
育孩子的关键所在。

现代生活节奏快，无论是阅读还是做其他事情，人们总是希
望找到便捷快速高效的通道或者方法。君不见，市面上冠
以“*天学会……”速成掌握一项技能的书和课程都是爆款。
对于教师而言，外出听讲座时，总是希望能听到能够直接拿
来用的操作方法，而不喜欢听艰深的理论，总期望能够有一本
《葵花宝典》写尽教育中各种问题的解决对策。我不排斥好
的方法，更不排斥好的操作系统，只是觉得如果只是停留在
掌握几个招式的“浅学习”上，终究只能做一个“搬运工”，
说不定连“搬运工”也做不好，毕竟教师和父母面对的是充
满了个性的、活生生的人，毕竟，教育讲究“因材施教”。

相对于操作系统，我更倾向于推荐大家去了解教育的底层逻
辑，即教育的本质，儿童的秘密等，这些常识犹如武功的内
功心法，需要日积月累去修习，好处是，一旦掌握，终身受
益。教育便游刃有余，真正能够做到“嬉笑怒骂皆教



育”“条条大路通罗马”了。这本书讲的即是教育的底层逻
辑。

毫无疑问，教育是一门科学。但就实际教育而言，如果过分
强调教育的“科学性”，其实蕴含着一种危险。因为一旦我
们把教育当作科学来进行研究，那么显然会以“抽象方式思
考和谈论孩子，把他们分门别类。”比如，“内向的”“活
泼的”“多动症”……事实上，“关于儿童‘科学’的理论
化的语言很容易使我们忽视每个孩子的独特性，转而注意他
们共同的特征，对他们进行分组、分类、筛选、衡量和管理，
并以原先设想好的方法去回应他们”。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一旦我们称一个孩子具有“注意力缺陷
障碍”，一旦我们认为一个孩子有“行为问题”或是一
个“低能儿”，一旦我们称某人拥有一种具体的“学习方
式”、一种特殊的“认知模式”，我们就想立刻拿出写满了
专业诀窍的文件包，试图从中找出一种具体的技术防范、一
种行为疗法或医学疗法来对付这个孩子。这时，我们实际上
忘记去认真聆听和观察这个特殊孩子。相反，我们用分门别
类的语言把孩子分类，这种语言像真正的监狱一样将孩子限
制起来。毫不客气地说，用技术的、诊断性的或工具性的语
言把孩子们分类，实际上是对孩子们的一种精神上的放弃。
比如，教室里那些被定性为“多动症”“自闭症”等各
种“症状”的孩子，虽然这样的孩子确实客观存在，但一旦
我们把他们用专业名词限制，往往就会忽略他们的可能性，
等同于是放弃了。

而真正的教育显然更倾向于人文视域——关注具体的人，关
注具体人在教育情境中鲜活的生活体验，即关注人的独特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感性的观察体验比理性的分析更为重要，
教育的智慧和敏感性比教育的技术性更加重要。

“敏感性”和“机智”既是《教育的情调》一书中的高频词，
也是作者反复强调的观点——教育需要敏感性和机智。



这本书告诉你，所谓的“敏感性”和“机智”固然有天生的，
但对于没有天赋的人而言，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所谓天无
绝人之路，路都是靠人走出来的。先天不足，后天来补。方
法不少，学习、阅读、反思、写作都是，但我更倾向于多和
孩子在一起，多一些对他们的观察。

作为教育者，无论我们的举动多么充满善意，我们的言语和
行动所表达的情境仍然可能与孩子体验到的那种情境根本对
不上号。一个和同伴搞恶作剧被抓到又不肯供出同伴的孩子
是什么情境？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心理医生应该在怎么样的
情境下才能更好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父母一直逼着孩子
学这学那，催着孩子阅读，但是自己却在做什么？这些都是
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孩子对情绪和气氛的每一点变化都很敏感。一进门就能感受
得到父母亲今天的关系怎么样；老师走进教室的那一—刹那
孩子们就能感受到老师今天的心情和情绪怎么样。教育学是
一门复杂而细腻的学问，指向的是一种能积极分辨出对成长
中的孩子而言什么是适合什么不合适的能力。我们要有针对
性地观察，聆听具体情境中的某个具体孩子或者某群具体的
孩子们，和他或他们进行互动，给与他或他们反馈，进而培
育和保持教育的敏感性和机智。

（所以这本书不是教我们具体的实操手册，而是一种思想的
交流，引发我们去思考！）

粉笔生涯，讲台春秋，凝聚着多少执著的追求、深沉的爱。
古人亦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我在马克斯范
梅南的经典之作《教育的情调》中学到的更多是为人师表的
我们更应该以教书育人为本分，以践行教育的情调为要求，
还教育以本来面目，彰显教育中的人文情怀，体现浓郁的人
文特色。只有站在教育人性的高度看教育智慧，我们才能获
得真正的大智慧一—拥有这样的大智慧，我们的教育才会有
真正的“情调”，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这，就是我



所拜读的《教育的情调》。

教育情调读后感题目篇二

本应在春意盎然的三月里一起踏入校园的我们，由于新冠肺
炎疫情的爆发，被“禁足”在了家中，大家共同的坚守与努
力让我们迎来的新学期，也终于看到了孩子们的笑脸，教学
的工作也随之展开。在本学期的中学校举办了校园读书节的
活动，在此次活动中我成为了六年级教师导读员，展开了一
场探索之旅，在本月中我阅读了《教育的情调》，这本书和
以往读的书不太一样，作者以一个个故事向我们呈现了教育
的情调，读后有一种耳目一新之感，希望自己也成为一个有
情调的教师，一个充满着教育机智的老师。

书中的一个个小故事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教育是一件充
满人文精神的爱的互动。我们不要把教育作为一件工具，当
作一门技术，因为我们面对的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思想
有灵魂的人。《教育的情调》认为，每一个教育情境都是独
一无二的，教育情境稍纵即逝，在一种情境下适用的方法，
在另一种情境下则不一定了，所以，教育者要培养教育的敏
感和机智。

我们应该营造和谐，愉快，宽松的课堂氛围。老师带着愉快
的心情，面带微笑走进课堂，老师的心情会影响到每个学生，
让他们以轻松的心情融入到课堂学习中。如果老师每堂课总
是板着一张脸，一脸严肃，学生一定会感到紧张和压抑，很
难与老师有很好的配合，教学效果也不好。如果老师的讲课
风格诙谐幽默，那么学生就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学习，
师生互动更好，学习的效果会更佳。

我们要用心去聆听，用教育的眼光去“看”，站在孩子的角
度，体会具体情境下孩子的处境，理解孩子的真正需求。通
过眼神去了解学生最真实的、不加掩饰的想法；通过眼神向
学生传达整体情绪，传达自己的经历、态度、能力等，丰富



自己，做一名优秀的教师。

教学的机智是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无法通过技术性的培训
而获得，我们可以通过对过去情境的反思，多想想怎么样做
才更好，在脑中产生各种平行时空的短片，那么下次再遇到
类似的情况时，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敏感性，作出机智的应
对。

教育情调读后感题目篇三

曾几何时，我见过你，灰檐白壁。静默在一片潋滟的水波中，
守候在绿苔遍布的青石桥上，将在这儿生活的人们悄悄唤醒。

初见你时，正值初夏。船家悠悠地摇着木橹，不慌不忙，搅
碎了水中倒映的青瓦白檐的房屋，一座座沉思的拱桥，还有
那将乌镇渲染上浓艳色彩的夕阳。它映红了水，映红了天，
也映红了水乡姑娘的脸。

此时，那抹娇羞的红与水乡幽静的灰瓦交相辉映，都化在了
那温柔的水光中，被木橹摇散开来，化作那宣纸上难见的妙
笔丹青。

当我们行至半路时，那家家户户的灯光接连地亮起。水乡恍
如被惊醒了一般，睁着两只朦胧的眼睛。水面，仿佛也突然
变得晶莹透明了。水面上映着的彩色光影被那不紧不慢的橹
搅动成一抹梦幻般的绸带，光华四射，摇曳生辉。时而有几
尾鱼静静浮上了水面，待我们反应过来时，却又怕羞似地一
下儿钻入水中了。此时，原本灰黑的瓦片、屋脊映在这水中
的全景也被溅起的水花打散了，与这彩色的灯火融合在一起，
化作流淌着七彩光辉的山峦，灵动而璀璨。

夜，是这样静，细细聆听，耳边的水声如诉如泣，仿佛神秘
幽远的江南丝竹，荡漾在这乌镇的大街小巷，挟裹着万般柔
情，静静淌入时光。渐渐地，心也随着这韵律沉入了这水乡



富有诗意的情调中，所有的浮躁都在此刻沉静下来。

难忘这个夜晚，在这水乡悠远的历史与缤纷的水色中，我寻
到了它情调中梦幻般的现实。

上一篇：坚持就是力量

下一篇：我的理想——主持人

教育情调读后感题目篇四

这本书和以往所读的教育方面的书很不一样，作者以一个个
故事向我们呈现了所谓的教育的情调，读后有一种耳目一新
之感，希望自己也成为一个有情调的教师，一个充满着教育
机智的老师。

教师这个职业与其他的职业的不同之处在于，教师接触的都
是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因此教师只有投入自己的真情才
能走进孩子们的心。优秀的教师不只是有较高的教学水平，
而且应该具备教育的敏感与机智。

教师应该让每个孩子被看到。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都渴望得到老师的关注。老师的一个无心的微笑，一个关爱
的眼神，一句贴心的问候，一句随口的表扬，对一个孩子来
说可能至关重要，也许他会铭记一生。

工作时间越长，教的学生越多，越容易忽视这一点。对学生
的关爱越来越少，总认为自己该教的东西都教了，学不学是
学生自己的事，与我何干。这种观点大错特错，他可能只是
我千百个学生中的一个，而我却是他人生中重要阶段的老师。
曾经听一个老师说起过一个故事，一个初中成绩很差的学生
毕业多年后，还经常提起某某老师曾经对自己的好，其实这
个老师并没有做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偶尔表扬了他。就这
么几句简单的表扬，对他来说是莫大的安慰，让他恋恋不忘。



教师应该营造和谐，愉快，宽松的课堂氛围。老师要带着愉
快的心情，面带微笑走进课堂，老师的心情会影响到每个学
生，让他们以轻松的心情融入到课堂学习中。如果老师每堂
课总是板着一张脸，一脸严肃，学生一定会感到紧张和压抑，
很难与老师有很好的配合，教学效果也不好。如果老师的讲
课风格诙谐幽默，那么学生就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学习，
师生互动更好，学习的效果会更佳。

教师应该努力成为一名机智的教师。在课堂生活中会有很多
偶发事件，突发事件，面对这样的事件，机智的老师似乎即
刻就能做出在那一刻对孩子较恰当的行为，这就是我们所说
的教育机智。我们可以通过对关于教育体验的小故事的阅读
和反思来生成教育机智。阅读关于教育体验的'小故事之后，
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们会产生一种敏感性，会去思考孩
子当时有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怎样做对孩子更好。同时教师
应该学会自我反思。通过不断的反思，我们会逐渐形成一种
反思力，这种反思力能提高我们对教育情境的敏感性，促使
我们在面对具体教育情景时做出机智的行为。

教育情调读后感题目篇五

《七情调》既不是长篇小说，也不是励志文字，它只是一篇
很短的短篇小说，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尤妮妮写的一篇
有着古典风格的武侠小说，在那些武侠大家诸如金庸、梁羽
生之流的文字面前，也许这篇小说连草芥都谈不上，但是，
在看过之后，却莫名的就感动了我，让我和文中的人物一起
呼吸，让我和文中的故事一起在七情中穿梭起伏。

《七情调》以喜、惊、思、忧、恐、怒、悲这七种情感为线
索，围绕着南宫静萱、沈清渺和林海而展开，文字很短，却
几乎叙述了女主人公的一生，从少不更事惨遭家变，到经历
七情后看淡人间一切，抛却所有世俗恩怨，十年的时间，在
作者的笔下，娓娓道来，却自有惊心动魄的力量，让人在不
知不觉中感受到文字中的风云际会，感受到人间的七情，触



摸到纷繁的人心，在一气呵成的阅读中，在喜怒惊悲的更迭
中，在老谋深算的运筹中，在云开雾散的淡然中，经历一次
心灵的旅程洗礼。

故事其实很简单，绝音谷主沈清渺为了练成绝世武功，不惜
设计杀害了南宫静萱的父母双亲及满门仆从，并让师兄一家
收养静萱，让其苦练琴技，在静萱琴技小成后，又设局让她
经历家破人亡，使她的琴声里融入喜怒惊悲等七种情感，从
而促成自己武功的大成。却没想到与静萱的朝夕相对中，日
久生情，以致想放弃自己的初衷，梦想有情人终成眷属，却
在师兄一家的指斥下，虽练得绝世神功，却最终失去心中所
爱，在一生一世的思念中，经历一生一世的痛苦。

小说的文字很美。管是清辉月夜，还是冷雨潇潇，不论是波
光潋滟，还是苍穹无垠，在作者的笔下，徐徐展开，清幽淡
雅的笔触，简单清浅的勾勒，就活化出一幅静美的图画，让
人在清风明月下醉听琴音，让人在花香袭人中痴看美景。故
事情节还没展开，只这一份美丽的文字，就已经让人赏心悦
目，不自觉跌入到作者营造的意境中去了。及至随着故事情
节的渐次深入，更让人品味到作者驾驭文字的功力，也更多
的欣赏到文字的美，一举手一抬足，一颦一笑，一举一动，
都能让人感受到作者选择文字的匠心，感受到作者在污浊世
界里营造出的那一份清新和怡然。

小说的情节很美。虽是武侠小说，少不了打打杀杀，也少不
了阴谋算计，但是作者却在七情的主导下，把所有的情节如
珍珠般串联在一起，用七情为丝，用喜怒为线，把人物的命
运，人物的纠葛，人与人之间相依相离、相爱相弃的.种种，
都通过主线巧妙的黏合在一起，让人读着读着，恍惚间自己
就成了月下抚琴的静萱，或者成了临风弄箫的沈清渺，浑然
忘了彼此间的杀戮与无辜，也忘记了在刹那间人心的险恶，
想要记住的只有那份美好，只想期盼着从此花好月圆，从此
天下太平。



也许小说没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深厚的艺术感染力，也不会
如那些名人名著能在文坛上掀起热流引起轰动，更不会让很
多人如痴如醉爱不释手，快餐文字肆虐的当下，甚至很少会
有人去静下心来看这样一篇短小的文字，可是，它依然深深
的打动了我，是字里行间的诗意，还是在污泥浊水中悄然喷
涌的人性之美，我说不清楚，只是觉得人有七情，字有七感，
在忙碌的时代，在浮躁的红尘里，有这样一篇清新的小文，
陪我在午后的阳光里，点点滴滴，都是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