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必读教育类书籍 教育类书籍读后
感(精选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必读教育类书籍篇一

“用一对很冷的眼辨别是非，一双很勤的手应对工作，两条
很忙的腿踏平前途，一种很自由的心情感受生活。” 这里讲
的是一种处世态度――客观、冷静;这里讲的是一种工作方
法――努力、勤恳;这里讲的是一种奋进方式――勇往直
前;…… 不论怎样去品味这段话，我都觉得哲理很深。这段
话是摘自台湾著名作家――刘墉的新作《靠自己去成功》。

《靠自己成功》是刘墉作为一位成功父亲，为女儿走今后的
人生之路提的一个警醒，这是对女儿的期盼;是对女儿的鼓
励;更是对女儿的谆谆教诲…… 我也为人女，看了这本书，
我对我的人生路有了新的规划，对我崇敬的作家――刘墉有
了新的认识。

刘墉，说他是画家，他有近三十多部中外广大读者所痴迷的
文学作品问世;说他是作家他的绘画作品多次在各国展出，受
到世界的瞩目。于是，“作家”、“画家”、“艺术家”的
头衔接踵而至。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人们对于刘墉的评
价不够全面。在我眼中，他同样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请注意，在上文中，我在“教育家”的上方加了一对引号，
这表明，这里所指的教育家并非是在教育机构里的精英，而
另有他意。 刘墉的儿子刘轩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曾出版四



本书;他的女儿刘倚帆擅长绘画、小提琴，曾获得“布什总统
奖”。

可见，刘墉在家庭教育方面卓有成效，他同样是位资深“家
庭教育家”。在这方面他也一定怀揣绝技。 《靠自己去成功》
一书正是从侧面揭开了这“绝招“的神秘面纱…… 本书中记
录的大都是作者与女儿之间琐碎的小事，然而在这一件件事
的背后，刘墉发）出更深的道理。他的文章就是这样从平实
之中显现出深刻的哲理，教女深省，教女奋进。 刘墉懂
得“避而后谈”。

在“谈独立”这一章节中，作者列举了女儿依赖父母成性的
事。在叙述中不难发现，父亲并未因此与女儿发生正面冲突，
每次都是以女儿的讲“理”收场。但是在文后，作者提出
了“女大应独立”的观点。作者从理论、事实着手，反驳女
儿那所谓的“理”。作者的处理方式既起到了告诫女儿的作
用，又避免了父女之间的争端。这种先退后进，以理服人
的“战术”可以说百战不殆。

刘墉懂得“换位思考”。 父女之间存在的所谓的“代沟”是
由于他们人生阅历、生活背景的迥异造成的。然而在“谈穿
着”里，作者并为因“代沟”而与儿女发生口角。无论是女
儿的“露脐装”，还是儿子的“耳环”，作者都是以玩笑待
之。仔细品读，在这玩笑中也蕴涵着作父亲的一种态度。这
样的玩笑不会激起儿女的逆反心理，也同样表达了自己的立
场。如此以来，本来的一场“代沟战”就覆灭在愉悦的气氛
中了。

文中，作者曾站在儿女的角度分析“潮流”这个敏感的话题，
他一直表示理解、通融。作者冷静的思考、多角度的分析淡
化了矛盾，解决了关键问题。“换位思考”帮助他了解儿女、
走近儿女。 …… 教育是一门艺术，刘墉用自己精辟的文字、
独特的处世态度诠释了这门困扰着许多家长的艺术。



他也是用《靠自己去成功》一书将自己的“教育家”天赋公
之于众，更是用这本书唤醒了那些为教育儿女而彷徨无助的
家长和“年少不知愁滋味”的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
长有两只翅膀的天使，可以自己飞翔、靠自己成功!

必读教育类书籍篇二

这本书严格来说我不能称之为读后感，因为压根没有仔细读
完整本。

这本书是别人送的，推荐给我，说不错，而家有宝宝，对儿
童教育非常关注，自然也高兴的收下了，也满怀期待。

但是这本书真的不适合我，我实在没有耐性仔细去阅读这种
种类的书，书里没有我期望的实在的有效的指引，在这本书
里，我看到的是浓烈的营销的影子，而在我的概念里，儿童
教育是一项严肃的学术，是必须专业、严谨、有内容的。

整本书我看到的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其实很简单，就是：对孩
子轻轻说“是的”，分解开就是孩子天生有自己的`天赋，父
母要尊重这种天赋去培养孩子，要重视孩子，多肯定他。这
个思想原本也被大多数人认可，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观念，就
整出一本书，我总觉得实在是太单薄了，不要说这个观念还
是已经泛滥成灾的存在，很多父母也已经有这方面的意识，
而在作者的叙述里，好像九成九的父母都是漠视孩子的，都
是不懂得重视孩子的，这实在是一种过于自负、自恋的想法。

尤其在整本书里，花了很大的篇幅去推介自己，讲自己成长
的了不起，是最让人反感的地方。

在这个全民营销得有点过了的年代，看到这样的书，实在让
人厌烦，尤其是在育儿教育这样的领域。

当然，我生性乖张，对事物有时过于主观，这种观后感也仅



是一种个人体会而已。

必读教育类书籍篇三

读过了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书中的第11条"思考
新教材是上课的一个阶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条实际是
说在课堂上要给学生留出一定的思考时间，让学生思考，学
生才能把知识理解透，掌握好。

苏霍姆林斯基说了每一位教师都到过的现象：昨天上课时，
大家都很好地理解了所学的规则(定义、定理、公式)，回答
得也很好，还举出了例子;可是今天上课时，你瞧，班上大半
的学生对学过的东西就有些模糊了，个别的竟把教材全忘了。
还发现，许多学生在完成家庭作业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
在昨天上课时，并没有察觉到这些困难呀。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懂得还不等于已知，理解还不等于
知识。为了取得牢固的知识，还必须进行思考。怎样进行思
考呢就是学生对所感知的东西要想一想，检查一下他理解得
是否正确，并且尝试把所获得的知识运用于实践。留出时间
让学生思考什么呢这里指的是要思考教材中的一些"点"，这
些点实质是知识的重点、难点、关键点，知识的.因果关系，
新旧知识的联系等。这里是说不管教材是怎样的纯理论性材
料，都要布置一些实际作业。我对"实际作业"的理解是实践
性的作业，操作性的作业，知识运用的作业。让学生在实践
中、操作中、运用中思考知识，掌握知识。

这条建议就是说要在课堂上给学生留出一定的"空白"，学生
可以用这些空白来思考自己不理解的知识。这样看来一堂塞
得满满的课，也许不是好课。要张弛有度。

还有读到《给教师的建议》的29条"怎样使学生注意力集中"，
对我深有启发。



必读教育类书籍篇四

假期里我有幸拜读了著名教育家魏书生主编的《如何做最好
的教师》一书。如何成为最好的教师？引用编者的话就
是：“我们教师应努力提升自我，修炼教师之贤，做最好的
自我，成为最好的教师。”强调的是自我和自我比，昨日的
自我和今日的自我比，不断地超越自我——我今日备课是不
是比昨日更认真？我今日上课是不是比昨日更精彩？我今日
找学生谈心是不是比昨日更诚恳？我今日处理突发事件是不
是比昨日更机智……”。每一天都不是最好，甚至每一天都
有遗憾，但每一天都这样自我和自我比，坚持不懈，不断地向
‘最好的教师’的境界靠拢。我想只要我争取每一天多读些
书，每一天都有点提高，每一天都做得更好，每一天都比前
一天有提高，我想我必须会有很大的提高。正如书中所提到
的教育家陶行知老先生曾说过：“倘若当教师的，自我天天
去研究，有所得的，即随时输入于学生，如此则学生受益较
多，即当教师者也觉得有无穷的乐趣。所以学生求学，固然
要学而不厌，就是当教员的，也要真正做到学而不厌”。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最好的教师”呢？编者在《如何做最
好的教师》一书中将影响教师一生的中外教育家经典感言分
别进行了阐述，对于我们教师具有深刻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作为教师的我也不由地思考了从教十几年来，在教学实践中
的得失，并将其与读完本书后的感悟深入地融合在一齐，得
到了一种体会，即“如何做最好的教师”最基础、最根本的
是要做到两点：

（1）时刻坚持对学生的爱；

（2）始终坚持将这种爱付之实施的心态与行动。

本书中提到狄德罗提出：“教师要有丰富的情感——热爱孩
子，是教师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不允许漠视学生的情感，
因为教师的漠视就是一种摧残，这是不能容忍的。情感淡漠



使人平庸，情感衰退使杰出的人失色，有意摧残情感是绝对
的蠢事。我们当以自勉——不论对自我还是对学生。”在教
师素质的诸多因素中，对学生的奉献之心、理解之心、平等
之心、职责之心等教师非智力因素是第一位的。

所以，教师的职责首先在于发现并扶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
一株幼芽，让它不断壮大，最终排挤掉自我缺点的杂草。如
果我们用成人的冷漠去对待孩子的真诚，那么一切“语重心
长”的教育都无济于事。都说人没当母亲之前看学生是一种
心态，当了母亲之后又是一种心态，以我的理解，可能当了
母亲，有了自我的孩子，对待学生便有了孩子自我母亲的心
境。不管听话的、不听话的、漂亮的、不漂亮的、聪明的或
是不聪明的孩子，在母亲的眼中都是有无数优点的。我们常
说要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我想，如果有了母爱之心，
我们就会发现，原先这种“闪光点”无处不在。并不是有了
爱就有了一切，这种对学生的爱绝不是迁就纵容学生，绝不
是放弃严格要求和严肃的纪律。教育中真正的“爱”，意味
着要对学生的成长以及未来一生负责，所以教师不能凭个人
好恶只喜欢那些自我认为“可爱”的孩子，而应当怀着一种
职责把欣赏和期待投向每一个学生，包括“差生”。

并且真正的教育之爱，并不是迁就学生，不是放弃“严格要
求和严肃的纪律”，而是要给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供给帮忙和
服务，我们要给与学生的，是他们走出学校多年以后仍然保
留在身上的，深入骨髓的习惯和性格。这种带有养成良好礼
貌习惯的“养成教育”必然带有“强制性”，离开了严格要
求，便不是真正的爱。同时，这种爱对不一样的学生有不一
样的资料，如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怀着一颗爱才之心；对
淘气、不守纪律的学生怀着一颗宽容之心；对学习较困难的
学生怀着一颗关怀之心……这些爱是成为最好教师的基础。
作为班主任的我，要从“喜欢学生”向“爱学生”发展！要
为学生的成长以及未来一生负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对于怀着“做最好



的自我”心愿的教师们，为达成所愿“做最好的教师”，还
应当把这些爱化作“润物细无声”的“爱心之雨”经过教学
实践“洒向”所教授的所有学生。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
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一个教师创造一个感人的场面并不难，
但一个教师，能够长期像书中所提到的教育家们对待每一个
学生，难！所以，仅有把教育作为一种事业，始终如一地把
对学生的爱进行到底，才能真正地“做最好的教师”。

在现实生活中，最好的教师，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想当，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当上，这是为什么？难道说做最好的教师、
成为名师真的就这么难吗？我想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缺少
了勇气与自信，更缺少了作为纯粹教育人的那种活力！要做
最好的教师，那就要带着“爱”这个教育理念行走在教育道
路上，爱教育事业，把教育当作自我的一项事业，爱学生，
用真正的爱——师爱，去对待学生，为学生的的未来服务！

由此我也感到，作为一名教师，我们还要在自身的工作生活
中学会适时适度对自我进行心理调节，欢乐地应对自我的人
生和事业，应对你的学生和家长，仅有坚持这种积极向上的
心态，你就会感动自我的每一天都是充实幸福的。

必读教育类书籍篇五

前几天，我在《幼儿教育》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每个
幼儿都是教师的宝贝”，我深受感动。

讨老师的喜欢；有些幼儿调皮、穿戴不整洁，不讨老师喜欢。
从教多年来，让我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幼儿教师。著名作
家雨果曾说过：“花的事业是尊贵的，果实的事业是甜美的，
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因为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百
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师德为本。
幼儿教师不仅要具有知识与能力的素质，更应该具有良好的'
师德修养。作为一个幼儿教师，一个优秀的幼儿教师，首先
要具备的是什么？可能有人会说：是扎实的基本功，但我觉



得更应该具备的是强烈的责任心和对幼儿的“爱”，没有强
烈的责任心和“爱”，一切都无从做起。(.)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我们就应该对孩子负责。我们应该
用“爱满人间”的胸怀去关

爱每一位幼儿，对幼儿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像对待自己的
眼睛一般呵护他们，像对待自己的杰作一般欣赏他们，让每
个孩子在真诚的关爱中健康成长！

让我们用慈爱呵护纯真、用智慧孕育成长、用真诚开启心灵、
用希冀放飞理想，我愿用自己的双手和大家一道默默耕耘，
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

必读教育类书籍篇六

第一次听课后，梁校长给了我一份《小学数学教学研究》。，
虽然我只读了一遍，但其中提到的一些说法和提供的实际案
例，确实让我有所感悟。

数学概念不是靠老师讲出来的，而是靠学生自己去学懂的。

新课标中明确指出：要让学生参与特定的数学活动，在亲身
体验中学习数学。在数学概念的教学中，同样需要学生亲历
和体验。老师讲出来的概念大多会成为学生的短暂记忆或学
生做题时硬记的方法，而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真正掌握，不
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只有学生亲身经历概念的形成，不断
积累、渐进，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才会转化为学生内部的
认识。同时，也需要学生在不断的运用中进行巩固，在巩固
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这样才可能灵活地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才能把已学知识进行迁移，达到知识的延伸。

有效地提高计算能力，必须遵循小学生的认知规律，采取合
适的教学策略，使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和计算能力



的形成同步发展。

很多知识在我们看来是简单的、容易的，但是如何把这些我
们一看就懂的知识、方法通过教学转变为学生的思想、思维
方法正是作为一名教师所要深入思考的。教导学生就需要老
师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就要我们遵循小学生的认知规律，了
解学生已有的知识，情感态度，心理特征等等。例如：小学
生的思维从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逐步向以抽象逻辑思
维为主要形式过渡，但低年级学生的思维仍然以具体形象思
维为主，因此在教学中就要通过演示、操作等方式直观地进
行教学，逐步培养抽象逻辑思维能力。

在计算的教学中，同样也需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
知规律。就像课件中提出的小学生计算错误的归因，也是我
们需要了解和总结的。小学生在计算中出现的错误跟小学生
所处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也是有很大关系的。知
道出错的原因，才能更好地安排教学环节、内容、重难点等
等。

现在，对数学教学还处以十分表面的理解，希望在以后的教
学中，通过不断的实践和经验的积累，对数学教学有越来越
深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