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李镇西教与育心得体会 李镇西
爱心与教育读后感(优质5篇)

心得体会是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考、
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
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提升
自己。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李镇西教与育心得体会篇一

看完《爱心与教育》这本书，我觉得老师拥有很高的权力。
我们的言行影响着学生是成功还是失败，表扬学生还是批评
学生，能促进学生还是抑制学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不加约束的权力会破坏班级里的信任关系，极大地阻碍学生
的身心发展。

看着讲台下的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时不时的流露出或喜
或悲的表情，在这里也让我看到了自己儿时的心情，像他们
一样，为公主与王子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喜极而泣，为丑
小鸭变成白天鹅而欢呼雀跃……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灰色，
让人窒息、让人伤感，但在其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希望和追
求，在作品中也流露出作者的信仰，对美好世界的追求。

我深深地知道，只有乐学的教师，才能成为乐教的教师；只
有教者乐学，才能变成教者乐教，学者乐学，才能让学生在
欢乐中生活，在愉快中学习。

揠苗助长不如顺乎天性，为孩子遮风挡雨不如让孩子经历风
雨。这本书中又何止这两个教学方法呢？我还在细细品味。



读李镇西教与育心得体会篇二

《爱心与教育》启发我们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不要吝啬自
己动人的微笑，由衷的赞叹，热情的鼓励，真诚的帮助和无
私的爱心，它们是清香宜人的玫瑰，它们是哺育万物的阳光
雨露，它们是滋补孩子们心灵的灵丹妙药。

我由衷地佩服蒋老师，尊敬蒋老师，因为她是那么富有爱心、
童心，真心，信心。也正是因为是这样的人，蒋老师与学生
的交流总是充满无限真情，也正是因为这样，蒋老师以爱回
报爱，从而使教育获得最终的“成功”。想着，看着，愧疚
之心不自觉地油然而生，诚然，我也是爱孩子的。我会为孩
子生病而忧心忡忡，我会为孩子的退步而发愁，我会为孩子
的一点进步而感到欣慰万分……但，我的性子有些急燥，常
常忍不住发火，蒋老师却能坚持不懈地播撒爱的种子，细心
呵护着那颗颗幼芽，让她们不断地成长，这一点无颖深深地
震憾了我，是的，我们对学生充满真挚的情感，无颖会使学
生接近我们并乐于接受我们的教育，但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
的。

爱的教育，最终目的应该是使学生在感受到老师无私的爱后，
再把这种爱自觉地传播给周围的人，进而爱我们的社会，爱
我们的民族。是对我们思想的洗涤，心灵的震撼。蒋老师的
爱是那样的博大，那样的无私，我深深地被她的人格魅力所
折服。

书中“与顽童打交道，后进生的转化”一节，给了我极大的
震撼。师爱是阳光雨露，学生是花朵幼苗。对学生的爱既要
像阳光一样普照大地，对学生一视同仁，又要对一些缺少爱
的同学有所倾斜。蒋老师说：“教师应把更多的关注更多的
情感投向那些极度缺爱的同学。弱势群体是不幸的，因为她
们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很难拥有健康、快乐、自信、
向上的精神生活。如果我们能还她们健康、快乐、自信、向
上，那该是多么好的教育！”蒋老师做的许多事情都很普通，



其实许多老师都曾做过。但是她对教育的一份执著，对爱的
一种坚持让我感触很深。比如蒋老师所说“爱心与童心”是
我教育事业永不言败的最后一道防线。她把教育事业当成自
己的事业，把带给学生一生的幸福当成一生的追求，这种教
育的境界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正如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
是做一辈子好事。

一个老师创造一个感人的场面并不难，但一个老师，能够长
期像蒋镇西老师对待万同那样对待每一个学生，难！在万同
的身上，我们看到转化一个后进生有多难。更看到了一个为
人师者的爱心，耐心，信心。万同的每一点变化，无论是朝
着哪一个方向，都牵动着老师的心。而万同身上所体现的反
复，足以考验最有耐心的老师，只有爱心的坚持才能创造这
样的奇迹。

读了万同的故事，让我明白了做个真正优秀的教师有多难。
蒋老师毫不掩饰自己对学生的爱，而这份爱总觉得与人有所
不同，看到过不同的老师表达对学生的爱，有保姆式的爱，
有恨铁不成钢的爱，无论哪种，潜意识里总是把学生看成教
育的对象。而蒋老师的爱是建立在平等民主之上的，是双向
互动的，深深地感染了我。

以后我会以蒋老师为榜样，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地提醒自
己，用爱心温暖童心，做个富有爱心和童心的人，爱学生，
爱生活，爱世界。

读李镇西教与育心得体会篇三

有人说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教师只有带
着爱自己孩子的心去爱学生才能真正换来学生的爱，才能真
正做到对学生负责。“爱与责任”并存，这是做班主任的前
提条件。

我预想不到《爱心与教育》会给我带来多少改变，但至少让



我重新认识自己，审视自己。我不会放弃班主任工作，用更
多的爱去浇灌教育事业，用责任来承担教育职责。

给我一个班，我会做的更好！

读李镇西教与育心得体会篇四

家长也是教育者！

读这本书时，学校刚好举办了“将成功传给下一代”家庭教
育报告会，陈忠联和李镇西老师对“家长也是教育者”这一
核心内容不同角度的阐述，更让我这个教育者感慨良多！教
育总是相通的，作为教师和家长，其教育的目标也应该是和
谐统一的——这个目标就是孩子能学有所成，能成为德才兼
备的人。遗憾的是，仅有目标一致是不够的，学校的教育与
家庭教育应该也要和谐统一。一些家长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
孩子交到教师手上就万事大吉，而殊不知自己的一言一行早
已影响着、“教育”着自己的孩子。家长，也是教育者啊！
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有句话说得好“在你生活的每一瞬间，甚
至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都教育着儿童。”家庭、社会、学校，
三者在儿童成长过程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一个孩子
个性的形成，家庭的因素占相当大的比重。除了家长自身性
格、品行对孩子们成长的影响力外，学校的教育也需要家长
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因此，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奏出和谐乐
章！

既然家长是教育者，那，怎么教育？

读这本书，你会更明确应该让《教育，与生命同步诞生》；
你会发现《学习信心比学习成绩更重要》；《感受桑兰，感
受张穆然》，李镇西在教自己的女儿学习他人的坚强意志，
也告诉了家长应该多给孩子磨练的空间与机会；《不妨和孩
子一起追星》，李镇西竟然和女儿一起哈韩，这个做法，其
实就是告诉家长，面对孩子的偶像崇拜，不防弯下腰来，把



自己放到她们那个高度，体会孩子们的世界，这样才更好交
流，更好地加以引导；《让孩子尽可能“中国”一些》，再
一次提醒家长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孩子的熏陶及其作用……
一个故事，一段道理；一篇日记，一份回忆。李镇西老师字
字句句朴实无华，入情入理，如清晨落在蕉叶上的雨点，那
么清新，那么悦耳，声声敲打在读者的心坎上。这些小故事，
不单单是适用于家庭教育中，于我们学校教育，也是完全一
致的啊：保护孩子的自信心，教会孩子坚强地面对生活，消
除师生间的理解鸿沟，把传统文化贯穿于学校与家庭的教育
中……做最好的家长，做最好的教师，教出最适合自己个性
发展的、最好的学生！

一、让孩子做个快乐的人！

李镇西在书中强调：“和许多年轻的父母一样，我非常爱我
的.女儿，但我不把我曾有过的‘科学家梦’、‘艺术家梦’
强加给她。我抱定一个信念：我要让她成为一个快乐的
人！”什么是快乐呢？李镇西告诉女儿：“快乐，源于善良：
让人们因我的存在感到幸福，就是最大的快乐！快乐，源于
知识：畅游在浩瀚知识的无边海洋，就是最大的快乐！快乐，
源于童心：永远保持赤子般的纯净无暇，就是最大的快乐！
快乐，源于超越：战胜自己并争取做最好的自己，就是最大
的快乐！”呵，快乐的内容是多么的纯粹啊！它与物欲无关，
与残酷的社会无关，它所关注的，是那种人类追求的，最本
真的自我！快乐，一直伴随着李老师的女儿晴雁成长，在课
余，小晴雁没有上什么奥数、作文班，而是由她的意愿选择
了她喜爱的舞蹈、画画，这种轻松、不带功利性的学习，让
小晴雁自得其乐，随心所欲。她的童年，比同龄人增添了几
分随和与自由，也因周末那时时高扬在空中的风筝，更显得
多姿多彩。“让女儿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和女儿一起快乐的
成长！”这正是李老师坚定不移的教育理念。

快乐源于善良。李镇西老师最注重培养的是女儿善良的品格。
父女共读《爱的教育》和《做人的故事》，他用名著中的故



事去感染女儿；他教女儿爱班集体，爱她周围的同学，关心
自己的同桌，关爱失学同龄人……生活中点滴的爱心，汇集
成了她爱的海洋，培养了她博爱的胸怀。而小晴雁，也在关
爱别人的过程中，收获到了真正的快乐！作家高尔基也曾经
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子：“给，永远比拿快乐！”同为人父，
对快乐的理解如出一辙。

二、以尊重培养尊重！

这是李镇西全书的另一精髓——民主。这也是与孩子的相处
之道。

家庭教育首先要做到尊重孩子。家长对孩子的尊重首先是对
其心灵世界的尊重，尊重孩子的心灵世界，就要保护孩子的
个性，认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有选择的权利。在充
满民主气氛的家庭中，尊重是相互的。家长不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给孩子，要充分理解并善于听取孩子的合理主张。书中
《从细节处尊重》这一节，李老师从女儿接电话这个小事，
让女儿养成尊重他人的良好习惯；《请尊重孩子应有的自由
权利》这个章节里，对读初中后处在重重学习压力下的女儿
是否留长发这一问题，也让女儿自主选择，这是一个开明家
长对子女权利的尊重；《教育孩子尊重教师》，就体现了一
名家长对学校教育的理解与支持。他在文中说得好：“家长
不但要充分尊重学校教育，尊重教师，更要教育孩子尊重教
师！”他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树立了一个尊重他人建议的榜
样。

世界，保护他们的个性，让他们在民主的空间中自由呼吸，
让他们在教师尊重与鼓励的呵护下快乐成长，这才是真正的
和谐！对家长来说，每个孩子都是上天赐予他们的最大的礼
物；而对教师来说，每个孩子都是春日花园中不可忽视的一
朵小花。教育孩子是责任、是艺术，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这
门学问，作为孩子的共同教育者——家长和教师，都应该熟
练地掌握。尊重孩子，并教会孩子尊重他人，让孩子做一个



善良的人，让他享受一个快乐的童年，这将是足以让孩子幸
福一生精神财富。

读李镇西教与育心得体会篇五

站在这三尺讲台已近20年，感觉自已就像一条道上的车夫，
周而复始不停地行驶，所载的人不同，而周围的景色却一成
不变。渐渐地教育的激情退去，严重的惰性占据了自己的心
灵。阅读、思考也成了自已久违的朋友。

寒假里，学校启动了“阅读教育名著”活动，逼着我陆陆续
续地阅读了李镇西的《爱心与教育》。《爱心与教育》是李
镇西老师在工作第一线，辛勤探索素质教育的结晶。该书曾
被评为第十届冰心图书奖大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奖，中国教育学会“东方杯”科研成果一等奖。这
部书并不像有些教育专著那样充满深奥难懂的教育理论，也
没有令人乏味的说教。而是充满了作者热爱学生、奉献教育
的一腔真情。读着读着，一个个教育案例，一次次震撼我的
心灵，我被李镇西老师的爱心、童心、真心感动了。

李镇西老师说：“当一个好老师最基本的条件是拥有一颗爱
学生的心，离开爱的情感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爱心
与教育》首先记录的是学生对我的爱，教师对学生的爱绝不是
‘奉献’，而是回报。”“爱心与童心，是我教育事业永不
言败的最后一道防线。”

正因为有了这颗爱心与童心，李镇西老师几乎整天都和学生
泡在一起。深夜，李镇西老师爬着陡坡，背着“骑在人们头
上作威作福”的周慧同学艰难地行走在前往医院的路上，并
守护周慧打点滴至天明；周末，李镇西老师奔忙于书店为98级
（5）、（6）班的每位学生精心挑选生日贺礼——书籍、贺
卡；寒假，李镇西老师揣着捐款跋涉30多里山路，去看望在
田间劳作的伍建同学；教室，李镇西老师因误解一位学生而
主动向其道歉，并放学后挥动扫把为该生值日以表歉意；陡



壁一隅，李镇西老师难平心绪，三年如一日地给一个从未谋
面、游离于生死之际的学生杨守丰邮去一个感动的声音——
师爱如父似兄。……书中鲜活、灵动的教育个案太多太多。
每一个个案都是一段精彩的生活，都是激情碰撞的火花。这
些个案，承载的是李镇西老师独领风骚的人格魅力。这些个
案，感动着你，感动着他，也感动着我。特别令我震撼的是：
李镇西老师居然一次次容忍万同的“旧病复发”而矢志不渝。
两年来坚持关爱万同，写下了长达五十页教育手记。这份长
达五十页的转化后进生手记，最翔实记载了他两年来苦口婆
心地感化一个多次受处分的学生。后来万同还成了我们国
家“最可爱的人。”以心灵赢得心灵，用人格塑造人格，这
是教育的真谛，也是李老师成功的法宝。

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在想，我能有多少耐心对待像万同这
样的学生，来对待他身上的这些让人难以预料的旧病复发呢？
这么一问，羞愧无比！类似万同的后进生，每一届都会碰到，
起初我也信誓旦旦，谈心、辅导，找家长……几番忙碌下来，
当学生依然“江山不改”时，我会黔驴技穷，两手一摊地
说“朽木不可雕也”。现在想想，在教育后进生方面，我应
该多一份等待，多一份思考，多一份宽容，给自己时间，给
孩子时间，俯身走进他的心灵。

读了《爱心与教育》，我深刻认识到，教育学生，需要的是
罗森塔尔的期待效应；需要的是李镇西老师的那份坚持。作
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为学生打造一个精神家园式的班级，
关注每一个学生，带给学生希望、力量、光明、自信……让
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去创造自己灿烂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