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爱弥儿读书心得体会(汇总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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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爱弥儿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爱弥儿》，精简的封面，熟悉的名字，法国、卢梭。听说
这本书是在师范里学教学论的时候，教材和老师都提到过它，
以为是本拗口的理论著作，那天在新华书店第一次亲密接触，
出于它的名气我随意翻开几页语言居然很能吸引一个喜欢看
小说的我。于是决定好好拜读。

该书卷首介绍了卢梭最为著名的“自然教育”。自然教育就
是遵循人的自然本性，使教育与人身心发展的各个阶段相一
致，既不要超前，也不要滞后。广义的自然教育涉及卢梭的
整个教育分期:婴儿期(0—2岁0、儿童期(2—12岁)、少年
期(12—15岁)、青年期(15—20岁)。卢梭的教育方法便是配
合这四个发展阶段而实施。这个过程就是广义自然教育过程。
其中0—12岁的教育才是卢梭狭义的自然教育。这时的教育是
一种不教育，是自然在说话，亦是一种消极教育。

看着这开头的四五页里，我就疑惑了:不教育，让自然说话，
那我们教师要来做什么呢0—12岁不进行教育怎样行，怎样能
够用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孩子的成长呢我疑惑这样的观点怎样
会被全世界认可这么久我没有停下来思考这个问题而是带着
问题继续在这本书中慢行，带着问题试图在实际的教学生活
中寻找答案。

一、不教育中的自然



不是放纵，颇有点“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和谐美感。

不禁想到中国的优良传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
个苦是什么苦挑灯夜读的苦盘旋在各种培训班的苦不，挑灯、
培训都只是在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而已。这个苦就应是“让
孩子自己去品尝错误带来的苦涩”，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只是
明白告诉孩子什么时候该怎样做，或者发现孩子即将要犯错
误的时候立刻制止，学生连吃“苦”的机会都没有!换来的是
孩子在家长、老师背后偷偷犯错，换来的只是我们大人口边的
“屡教不改”。这原先不是孩子的错，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明
白错是什么!书本往后看果然有卢梭的这样一段话“我非但不
留意谨慎地预防爱弥儿受伤，相反，他要是一点伤都不受，
不尝一点痛苦就长大的话，我反而会感到苦恼不已。遭受痛
苦，是他就应学习的第一要事，也是他最需明白之事。孩子
们之所以柔弱，似乎正是因为要他们遭受这些没有危险的重
要教训”，我为自己能在实际教学生活中找到卢梭思想的真
谛而感到高兴。虽然我不明白这个理解是不是卢梭的真正理
念，但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到充实，《爱弥儿》为我打开了教
育的另一扇窗，让我对教育有了更自然、更深刻的理解，让
我在孩子的错误面前有了自然的心态。

二、不教育中的自由

如今的社会竞争是热门的话题，分数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
题。趋势所向我们的孩子在学习中已经承认了“玩”是种错
误，我们教师也习惯了当看见学生在玩时送上严肃的目光，
以为这是在进行教育，学生以为自己在犯错误，其实我们都
在犯错!而且在对待玩的问题上，往往老师犯的错误更严重!
于是我对学生看见我走向教室就赶紧跑进教室、藏好自己手
里的卡片、游戏立即停止这些画面感到自责和难过，虽然我
还曾为此骄傲过。说得简单些我是无形地制止了玩的现象，
严重些我是在制止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潜力，最根本的是扼
杀了孩子的生理生命!我在犯多么严重的错误，我们在犯多么
严重的错误!你发现了吗感受到了吗感谢《爱弥儿》指出我寻



找到自己的错误，不至于让我走得太远。我想对所有大人们
说:应对孩子的玩，让我们多些“不教育”，还孩子们该有的
自由童年吧!

《爱弥儿》还没有看完，但是我迫不及待地想和大家分享它
带给我的思维撞击，对于一个从事教育的人，对于一个想让
孩子快乐健康成长的大人来说《爱弥儿》是一本让思维爆发
革命的书，哪怕没有全部翻新，但相信肯定会有不小的进步!
让我们呼吁更多的儿童们有“爱弥儿式”的自由和谐教育，
而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爱弥儿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卢梭的《爱弥儿》要求打破教育要以成人的能力和需要为标
准的传统，在教育史上掀起饿一场影响巨大的革命。卢梭从
他的哲学观出发，主张对儿童进行“自然教育”，培养资产
阶级王国的“新人”，即自然人——爱弥儿。他主张儿童接
受自然教育、劳动教育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教育。因
此，她塑造的爱弥儿，既有哲学家的头脑和判断力，又有劳
动者的体格和手艺，而且还有高尚的品德和博爱仁慈的胸怀。

全书共五卷，以一个出身显贵的男孩爱弥儿的教育培养为线
索，全面揭露了当时封建教育的荒谬和丑陋，设计出了顺应
自然和发展儿童天心的理想教育蓝图。掩卷沉思，卢梭的思
想让人震撼。他认为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要求，
顺应人的天性，反对传统偏见强制儿童接受违反自然的教育，
反对干涉和限制儿童的自由和发展。他在书中说道：“大自
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
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果实早熟，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
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就是说，我们将造就一些年纪
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这种渴求“个性解放”的
自然教育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要
让儿童从个人活动中求得知识。冰心曾经说过：“让孩子像
鲜花一样自然生长。”当然，呵护学生个性的花蕾，让每个



孩子都能快乐地成为他自己，在现实中做起来也许很难，但
我们要试试提醒自己把握好手中教育的罗盘，朝这个方向不
断努力!

首先，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和学习的
特点，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不要依
从学生要求什么就给什么，而是要给他们所需要的。还要适
当地让学生经受挫折，因为勇于面对挫折将会是他人生中最
重要的一堂课。如果处处对孩子呵护有加，他们只会成为温
室里的花朵，永远不会独立成长。

其次，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学会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做到因材施教。如何理解“天性”，如何让孩子顺着其
“天性”发展呢?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将在
白纸上留下烙印，这一笔下去，到底是锦上添花还是涂鸦一
片，值得每一位教师深思。因此，我们应该慎重对待与学生
的交流与沟通，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自然的锤炼。

最后，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充分认识教育应该遵循儿童
成长的自然规律。著名教育学博士李镇西教授说：“一个优
秀的教师一刻也不会忘记自己也曾经是个孩子。”这就要求
我们要用儿童的眼睛去观察，用儿童的耳朵去倾听，用儿童
的心灵去感受。因此，我们要深刻地理解儿童、尊敬儿童，
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实施不同阶段的教育，充分调动儿童学
习的积极主动性，从而促进学生的生动、活泼和主动地发展。
正如卢梭在书中所说：“要爱护儿童，帮他们做游戏，使他
们快乐，培养他们可爱的本能。你们当中，谁不时刻依恋那
始终是喜笑颜开、心情恬静的童年?你们为什么不让天真烂漫
的儿童享受那稍纵即逝的时光，为什么要剥夺他们绝不会糟
蹋的极其珍贵的财富?他们一生的最初几年，也好像你们一生
的最初几年一样，是一去不复返的，你们为什么要使那转眼
即逝的岁月充满悲伤和痛苦?”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老师们，当我们为



怎样教育孩子而绞尽脑汁、黔驴技穷的时候，让我们先解放
自己，放手让学生在自由的空间里，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天空
里自然、快乐地成长!让我们全方位接纳儿童的世界，释放孩
子的天性，还孩子一片自由的天空!

爱弥儿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最近，我仔细品味了《爱弥儿》这本书，书中的理念对现在
当教师的我来说是种冲击，在阅读之后也有些想法想说上一
说，与众人交流。

我对这本书上的很多观点很感兴趣，如书中第二卷中，写到：
如果孩子长得很聪慧，如果他天生就爱无缘无故地啼哭，我
就让他白白地哭一阵，得不到一点效果，这样，就可以很快
地使他擦干他的眼泪。如文中的：“要爱护儿童，帮他们做
游戏，使他们快乐，培养他们可爱的本能。你们当中，谁不
时刻依恋他始终是喜笑颜开的童年?你们为什么不让天真烂漫
的儿童享受那稍纵即逝的时光，为什么要剥夺他们绝不会糟
蹋的极其珍贵的财富?他们一生的最初几年，也好象你们一生
的最初几年一样，是一去不复返的，你们为什么要使那转眼
即逝的岁月充满悲伤和痛苦呢?”“远虑!使我们不停地做我
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使我们常常向往我们永远达不到的地
方，这样的远虑正是我们种.种痛苦的真正的根源。象人这样
短暂的一生，竟时刻向往如此渺茫的未来，而轻视可靠的现
在，简直是发了疯!这种发疯的作法之所以更加有害，是因为
它随着人的年龄而日益增多，是老年人时刻都是那样的猜疑、
焦愁和吝啬，宁愿今天节约一切而不愿百年之后缺少那些多
余的东西。因此，我们现在要掌握一切，把一切的时间、地
方、人和东西;我们个体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最小的部分。”

书中在谈到孩子幼年教育时，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孩子在到
达相应的年龄阶段必然会明白一定的道理，这时在进行教育
即可;孩子在12岁之前，可以不去学习，这样可以让孩子获得
更好的教育效果。作者的意思是在孩子在有了真正的理解能



力后再去学习，相信能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而在年幼时进
行的所获得的效果其实是为0的，或者可能是获得教育者相反
的学习效果。对于这个观点，我深感同意，孩子在幼年时对
于一些有政治性意义或者相类似的东西是没有观念的，这时
让他们了解和学习相关的知识，是很难有共鸣的，得到的结
果其实也是很差的，或者说无。从小给他们灌输一个概念，
起到了什么效果，是不是也如书中所说，可能会取得反效果
呢?这我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对于学生的教育要符合学生
的年龄特征这一教育理念应该贯彻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去，
这样才能获得最好的教学效果。

书中，还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问题不在于教
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
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在这段
时间，也正好使他慢慢养成持久地注意同一个事物的习
惯。”卢梭的这段话有三个关键词，是“兴趣、方法、习
惯”。的确，任何事情都离不开这几个词。没有兴趣，就不
会有动力。因此，兴趣是前提。我认为应该保持孩子对事物
或学问的好奇心和孩子在学习时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如孩子
在学习起步时，教师应该不要吝啬自己的赞赏，要给予孩子
肯定。

《爱弥儿》是一本不寻常的教育著作，而且开篇的第一句就
让人觉得这是蕴涵着深邃哲理和沸腾感情的文化结晶。“出
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
变坏了。”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主张人性本善，主张教育
目的在于培养自然人，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顺应儿童
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

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不是在推卸责任，像我一样的千千
万万的教师，当然明白自己身上肩负着重大的教育使命，也
在竭尽全力地用自己的良心和才能培养出社会所满意的人才。
我只是希望社会不要把所有的教育责任都推给教师，我们的
教师确实是很伟大的人，牺牲了自己成全了别人，我们虽然



愿意承担起全部的责任，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承担起全部
的责任!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请支持我们，一起来当园丁，
共同携手创造更美好的园地!

爱弥儿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爱弥儿》是一本不寻常的教育著作，开篇的第一句就让人
觉得这是蕴涵着深邃哲理和沸腾感情的文化结晶。“出自造
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
了。”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主张人性本善，主张教育目的
在于培养自然人，主张改革教育资料和方法，顺应儿童的本
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

卢梭让爱弥儿从游戏、种植、木工劳动中学习，处在这一阶
段的儿童，需要的是感官体验带来的欢乐，游戏便是实现这
一欢乐再好但是的手段了。我国伟大的作家鲁迅说过，游戏
是孩子最正当但是的行为，在这点上我跟卢梭的看法是吻合
的，卢梭也认为一个孩子就应透过游戏持续着活泼的性格。

但是，我们此刻的家庭教育，许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的愿望过于迫切，要自己的孩子在尽可能比别人少的时
间里完成比别人更多的知识的学习，占用了孩子大部分游戏
时间。我们学校的教育，无论是高中教育、初中教育、小学
教育甚至幼儿园教育，似乎就是为了满足考试的需要，迎合
社会、家长的一时之需。

卢梭的《爱弥尔》，能够看作是一部对人性的教育。人理解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一向以来我坚信:人理解教育的目的是为
了获得更多的幸福。贯穿卢梭论教育的是“自然教育”的观
点，即按照儿童的自然天性进行教育。我们不妨将卢梭
的“自然教育”拿来使用，让孩子顺从“自然”的发展，不
要让他们过早地明白与他们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是让他们尽
情地游戏，这样才能到达需要和供给的平衡，才是自然地发
展。



我发现此刻的家长似乎把学习成绩认为是与孩子唯一有联系
的事情，“其它的事你就别担心、别操心”，但孩子们真正
就应得到的是什么?人们只想到怎样保护他们的孩子，这是不
够的。就应教他成人后怎样保护他自己，教他经受得住命运
的打击，教他不要把豪华和贫困看在眼里，教他无论在什么
样的环境下都能够生活。

生活，并不就是呼吸，而是活动，那就是要使用我们的器官，
使用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才能，以及一切使我们感到我们的
存在的本身的各部分。生活得最有好处的人，并不就是年岁
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虽然年满百岁才
寿终而死，也等于他一生下来就丧了命，如果他一向到临死
的那一刻都过的是最没有好处的生活的话，他还不如在年轻
的时候就走进坟墓好哩。

教会学生去体会生活，去思考，去发现美，去审视丑，能够
透过思考发现活着的价值，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即使他
将来做铁匠，也要是一位能够理性思考的铁匠。我想这才是
我们教育真正的价值所在。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就应从
我做起，从这天做起，摒弃传统观念，顶住“外行”的压力，
冲破看人、用人的牢笼，以人为本，充分挖掘每个学生可持
续发展的因素，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这样，教育就会真
正成功，中国的教育才会立于东方不败之地。

爱弥儿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爱弥儿》是卢梭著名的教育著作，是世界教育史上的重要
文献。它是卢梭20xx年苦心撰写3年才完成的，发表于1762年
是一本小说半论文体形式的著作。全书共5卷，以一个出身显
贵的男孩爱弥尔的教育培养为线索，全面揭露了当时封建教
育的荒谬和丑恶，设计出了顺应自然和发展儿童天性的理想
教育蓝图。

在《爱弥儿》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作者对“自由”的渴求，



因此特别强调教育应以天性为师，而不以人为师，应使教育
对象成为天性所造就的人，而不是人所造就的人。以今人的
眼光看，这些思想不免有其局限性：“自然”也是要受到拘
束的，如果“听任人的身心自由发展”，儿童是无法学到系
统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但瑕不掩瑜，卢梭以平等博爱的心怀
教育他的爱弥儿，这个假想的孤儿幸福地生活在不被强迫的
自由世界。但愿，我们的每一个学生都是幸福的“爱弥儿”。
不难看出，《爱弥儿》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尤其是与新
课程背景下的教育改革是殊途同归的。

他认为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要求，顺应人的天
性，反对成人不顾儿童的特点，按传统偏见强制儿童接受违
反自然的教育，干涉和限制儿童的自由和发展。他认为教育
的目的在于培养自然人。卢梭所憧憬的自然人是身体强壮、
心智发达而又感情丰富，能爱能仁的人，是封建政权的掘墓
人。他认为当时的封建教育把人的身心桎梏得无法自然发展
了，使人屈服成为现有制度和风尚的牺牲品。

卢梭认为人们生而缺乏的，又是成年以后所需要的一切都是
教育的结果。而这种教育来源有三个方面，即来自自然的，
来自周围的和外界的事物。我们的本能和器官的内在发展，
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
我们对影响我们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当三
种教育的方向一致时，有能够圆满地配合时，儿童才能受到
良好的教育三者之中，自然教育是完全不能由我们决定的，
事物教育只是某些方面才能够由我们决定，人的教育时光全
由我们控制。因上，卢梭要求后两种教育必须同“自然教
育”配合起来，按照儿童自然发展的要求和顺序去进行教育。
他说“大自然希望儿童珍视短暂的童年生活，关心儿童的游
戏，允许儿童充分地进行自由活动，而不应强制儿童像苦役
似的不断读书。卢梭从观念和先天道德出发重视教育的作用
并要求教育遵循儿童天性，考虑自然的教育必须是自由的教
育，因为人的最重要的自然权利是自由，所以自然教育必须
保护儿童善良的个性，使其身心得到自由的发展。他坚决反



对压制儿童的个性，束缚儿童的自由，强迫服从，强制灌输，
严酷纪律和体罚等封建的经院主义的教育。卢梭还认为劳动
对人的生存意义重大，只有自食其力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
另外培养自由的方式也应该被动地接受成人的说教，或单纯
从书本上进行学习。他认为教师的职责在于引导儿童直接从
外界和周围环境中进行学习，帮助儿童审慎地选择，避开无
知和荒谬的东西，获得有用的知识与合理的教益，而不在于
教给儿童各种知识和灌输各种观点。

书中还有这么一段话，挺值得借鉴：“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
学问，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
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在这段时间，
也正好使他慢慢养成持久地注意同一个事物的习惯。” 卢梭
的这段话有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兴趣、方法、习惯”。的
确，任何事情都离不开这几个词。没有兴趣，就不会有动力。

卢梭这位划时代的教育思想家，反封建的教育先驱，不曾受
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也未曾长久地从事教师工作。但通过顽
强的自学和吸收前人先进的思想，通过对当时社会各个阶层
的深刻观察与思考，在深刻批判封建教育不合理性的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自然教育的理论;抨击了封建教育的目标，提出了
新的教育目标——培养自然人，找出教育的出发点——儿童
的身心特征，强调教育应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循序渐
进，依次实施，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和儿童的兴趣，反对教师、
成人的干涉等，这些在当时都是极不平凡的见解，具有鲜明
的革命性和一定的科学性。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其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偏激性，片面性、保守性和落
后性，但无数深刻的教育观点，现在读起来仍具有建设性和
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