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守望教育心得 守望教育读书心得体
会(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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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守望教育心得篇一

我们从一些事情上得到感悟后，可以记录在心得体会中，这
样我们就可以提高对思维的训练。一起来学习心得体会是如
何写的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守望教育》读书心得
体会，欢迎阅读与收藏。

刘铁芳的《守望教育》一书，还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阐述
了我们今天教育改革的方向，以及如何让每个教育者都能在
自己的日常教育生活中不断地追问，在不断质疑、追问的过
程中，催生教育实践智慧，改善、提升每个教育人的教育生
活质量。

在《研究性教学：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一文中，
刘教授指出：好的教学实际上只是为了把学生引入“问题”
之中，引入他们属己的“问题意识”之中，并且不断扩展他
们的问题意识。这样，好的教学就不再是以其过程中的知识、
技能的授——受作为教学的终极目标，好的教学不再是一次
性地解决问题，而只是通过暂时的解决问题来激励、焕发学
生更多的问题，焕发学生的问题意识，让他们自觉地走上自
己的问题思想之路。这也让我们对于现阶段正在研究的“问
题意识”的课题有了更深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更好
的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毕竟“教”是为了“不教”，我们的



研究性教学也并不是为了把每个人都培养成学术研究的专家，
而意在让每个学生都能自我“想问题”，能独立思考、判断、
评价、选择、创造，视野开阔，并最终落实到对社会、自然
世界以及自我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关注之中。

作为一个普通的一线教师，我想守望教育首先是守望课堂。
因为课堂是教育的主阵地，还课堂以心灵的温度，还课堂以
思想的灵动，还课堂以生命的活力。精心设计问题，指导学
生学会独立思考，学会解决问题是我们提高课堂效率的关键，
因此也是我们今后课堂教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坚守课堂，就
是坚守教育之魂就是让教育拥有生命活力。

读守望教育心得篇二

《守望教育》一书满建宇博士的教育随笔集。作为一个中学
校长，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在教育的道路上不断反思自我剖
析及完善教育。作者在最后写道：“教育即生活”，细细想
来，的确如此。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
给从教及致力于教改的工作者带来启发与鼓舞，同时我也相
信中国的教育事业需要越来越多这样执着的坚守者。

哲人康德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
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
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在我之上的星星。康
德不仅将“在我心中的道德法则”与“头上的星空”亦即无
限的宇宙相提并论，甚至认为道德法则要高于自然法则。那
么，在目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道德愿望与行为、道德投入
与产出相差甚远的情况下，怎样的道德教育才能让道德律走
进孩子们的心灵呢？读刘铁芳教授的《守望教育》一书，令
我们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书中对道德教育的阐述，用的标题虽然是“教化的困惑”，
体现了作者对道德教育沉重的忧思和对教育问题复杂性思考



的审慎，但实实在在是以一个学者的思想为我们解了惑。
在“关注我们时代的伦理觉悟”、“走向人对人的理
解”、“道德教育：从尊重日常生活的德性品格开始”等篇
目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想要阐述的：道德教育是以人为本的
教育，教育目标要下移、内容要贴近实际、采取的方式要适
合孩子。特别是他提到的以美德故事唤醒孩子的道德情感的
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每个人的童年，都应该是被故事浸润着的。阅读故事可以让
孩子们掌握知识，获得日常生活中不一定能够拥有的情感体
验，同时，他们也必然地从中获取人生的启蒙，教化的熏陶。
一个成年人，他可能不是文学爱好者，没有读过多少成人的
名著，可是他不会不知道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一
代代儿童通过阅读童话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成长，而这些大家
的作品也在孩子们的阅读中成了经典，成了不褪色的永恒。

正如刘教授所说的：“美德故事也许不如道学家的‘道德推
理’来得严密、系统、深刻，但却能够比‘道德推理’更加
直截了当、更简明易懂、更亲切可心。”“优美叙事的伦理
是让人去体验、感受、关切于一种真实的伦理境遇，而不是
如规范的伦理让人被动地接受道德律令。”

置身于多元时代中的道德教育，怎样走出现实的泥沼、在缺
憾中不断前行，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而其中的关键，应
该是让德育从神坛走向下界，回到人间，走进孩子们的心灵
世界。美丽温情的美德故事，应该是这路途中的一把钥匙。
因为，任何一个人，或许会反感以讲道理为主的规范德育，
但却无法拒绝美德故事对心灵的关照和沐浴。

教育就是爱，爱就是教育。爱心是人类的一种高级情感，但
是又和人类的理智、道德、审美、人格相互关联。“爱心育
人”不仅是一般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要求，更是教育人道主义
的体现。教育是培养生命的事业，世界上还有比生命更重要
的吗？作为教师，最可贵的是能够保持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怀。



让我们把对孩子发自肺腑的爱寄托在故事中，让孩子去触摸、
感受这个世界的美丽、快乐与芬芳，从而成长得更健康、更
茁壮吧！

读守望教育心得篇三

利用寒假时间把刘铁芳教授所著《守望教育》认真阅读完了，
我为在这喧嚣的社会，还有一批像刘教授这样沉静思索的人
感到高兴，同时也为自己读到这样一本好书感到庆幸，我知
道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刘教授有着不平凡的境遇，干着不
平凡的事业。他之所以事事比他人做得好，首先取决于他崇
高的精神境界。也确实说明了教师这个职业是需要爱心的职
业，没有爱心的人是做不了也做不好教师的。

刘教授所说的教师做差生的转化工作如同医生诊病一样，医
生只有在治疗疑难杂症中才能提高医疗水平，教师只有在教
育差生中才能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这一认识应该说也是非
常独特、耐人寻味、给人启示的。虽说在教学中我们对后进
生的确也很关心，但能够像刘铁芳老师对待万同这样对待一
个学生，说实话，我做不到。我们看到转化一个差生到底有
多难，更看到了一个为人师者的爱心、耐心和信心，无论朝
着哪个方向，都牵动着老师的心，而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反复，
足以考验天底下最有耐心的人。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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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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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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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还他们健康、快乐、自信、向
上，那该是多么好的教育！”是的爱就一个字，说说容易，
做做难。



读守望教育心得篇四

这是一本关于教育理想的真情守望的著作。捧起　刘铁芳
教授的教育随笔《守望教育》，心中不由得涌起一种恍然的
感动，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还有人以一份难得的执著守望
着心中的教育理想。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今天的世界确实
需要雷厉风行的教育改革家，需要意气风发的行动开拓者，
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引领着现实教育的走向。但这个世界
同样需要默默的思想者，他们把目光停驻在喧嚣的背后，寻
思现实和历史中那被热闹、浮华所遮蔽、遗忘的问题之域，
在无言中追索他们心中的朴素和静谧的思想之路。他们可能
常常被名之为实际的脱离者，时代的落伍者，但他们依然在
寂寞中执著地思索。他们同样是可敬的!”

身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的刘铁芳先生，与一般
的高校教育学者相比，更加关注中小学教育，熟悉中小学教
育，对中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理解，因而《守
望教育》中的不少篇章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守望教育》的第一个特点，是其字里行间洋溢着温暖
的“人间情怀”。作者十分推重北大教授陈平原在其《学者
的人间情怀》中倡导的学术作风：“应该提倡这么一种观念：
允许并尊重那些钻研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在从事学术
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在作者看来，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学者，在搞好专业研究的同时，必须关注社会现实，
具有文化批判意识，用自己的良知和道德“表态”。于是，
作者将自己深邃的目光、纯净的心灵，交付于众说纷纭的教
育。在《一位“爱教育者”的“人间情怀”(代跋)》中，作
者以一种足以让人动容的真诚来剖析自己的心迹：“作为一
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我关注社会底层;作为一个普
通的人，我关注历史与现实之中不时涌现出来的他者命运之
幸与不幸;作为一个在20世纪后期出生长大的个人，我特别关
注20世纪里无数在封建与反封建、自由与专制、启蒙与救亡、
个体尊严与国家命运之间的辗转反侧”，“只是因为，我对



他人当下存在或曾经存在的命运的关注与体验，构成了我自
己的生命世界的一部分，我必须言说，只是因为它们构成了
我生命之中的牵扯与疼痛。这个我每天生活其中的世界是我
的生命得以可能的惟一的世界，是滋养我生命成长的永久的
摇篮，我没有理由不关切我身处其中的世界，关注并且爱这
个世界中与我相遇的人们。这并不是因为我多伟大，而是因
为我与周遭世界的交往构成了我生命存在的真实内涵。”这
样的文字，让人分明读出：作为一名研究教育的学者，作者
也许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的环境、影响芸芸众生的悲欢，但他
愿意以自己的良知和赤诚，去“言说”他的所见所闻所思，
关爱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这样的“人间情怀”，既使作
者一往情深地为教育呐喊、挥汗、流泪并幸福，也使读者对
《守望教育》心向往之。

《守望教育》的第二个特点，是其内容的丰富性和见解的独
到性。　刘铁芳　先生怀着对教育的满腔深情，把敏锐的目
光投向教育的方方面面。在教育学日益成为显学，教育问题
逐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时，他始终坚持着个人独到
的问题关注，关注当代教育被遮蔽的人文情怀，比如儿童教
育、乡村教育、道德教育、教师成长和人文幽思社会弱势群
体，比如远离故事的教育等。林林总总的教育学话语，往往
研究者自身被排除在话语之外，话语中间看不出研究内容与
个人的实际性关涉。社会底层出身的　刘铁芳　教授习惯于
一种低调的言说姿态，总是从个人的切身经历或感受入手，
他始终都是以一种局内人——而非把自己排除在言说对象之
外，“隔岸观火”——的姿态来面对复杂的教育世界，面对
我们的教育赖以生长的社会，把“自己也烧在这里面”，真
情实感油然而出。

《守望教育》的第三个特点，是其文笔不像一般教育著作文
笔的生涩和艰深，显得平和宁静、灵动流畅和诗意盎然。

在《远离故事的教育》中，作者深情回忆儿时听大人讲故事
的情景：“(各类故事)连同冬夜的柴火、夏夜的星光、秋夜



的清凉，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童年的记忆之中。有故事陪伴的
童年，虽然贫穷，但不寂寞。童年的生命时光在故事的记忆
中依稀存留，在回望中鲜活如旧，带给我绵绵不绝的生命暖
意。”读这样的文字，一种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

读这样的教育著作，有如轻风拂面、甘露润喉，让人顿觉神
清气爽。

这是《守望教育》的魅力，也是刘铁芳先生的魅力。

读守望教育心得篇五

哲人康德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
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
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在我之上的星星。康
德不仅将“在我心中的道德法则”与“头上的星空”亦即无
限的宇宙相提并论，甚至认为道德法则要高于自然法则。那
么，在目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道德愿望与行为、道德投入
与产出相差甚远的情况下，怎样的道德教育才能让道德律走
进孩子们的心灵呢？读刘铁芳教授的《守望教育》一书，令
我们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每个人的童年，都应该是被故事浸润着的。阅读故事可以让
孩子们掌握知识，获得日常生活中不一定能够拥有的情感体
验，同时，他们也必然地从中获取人生的启蒙，教化的熏陶。
一个成年人，他可能不是文学爱好者，没有读过多少成人的
名著，可是他不会不知道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一
代代儿童通过阅读童话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成长，而这些大家
的作品也在孩子们的阅读中成了经典，成了不褪色的永恒。

正如刘教授所说的：“美德故事也许不如道学家的‘道德推
理’来得严密、系统、深刻，但却能够比‘道德推理’更加
直截了当、更简明易懂、更亲切可心。”“优美叙事的伦理
是让人去体验、感受、关切于一种真实的伦理境遇，而不是



如规范的伦理让人被动地接受道德律令。”

置身于多元时代中的道德教育，怎样走出现实的泥沼、在缺
憾中不断前行，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而其中的关键，应
该是让德育从神坛走向下界，回到人间，走进孩子们的心灵
世界。美丽温情的美德故事，应该是这路途中的一把钥匙。
因为，任何一个人，或许会反感以讲道理为主的规范德育，
但却无法拒绝美德故事对心灵的关照和沐浴。

逃就是爱，爱就是教育。爱心是人类的一种高级情感，但是
又和人类的理智、道德、审美、人格相互关联。“爱心育
人”不仅是一般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要求，更是教育人道主义
的体现。教育是培养生命的事业，世界上还有比生命更重要
的吗？作为教师，最可贵的是能够保持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怀。
让我们把对孩子发自肺腑的爱寄托在故事中，让孩子去触摸、
感受这个世界的美丽、快乐与芬芳，从而成长得更健康、更
茁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