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守望教育读后感 守望教育一书读
后感(优质8篇)

作为一种正式的书面材料，发言稿需要注意语言的凝练与精
确，力求让观众明白并接受自己的观点。写发言稿时，我们
应该注意避免使用生僻和难懂的词汇，以免给观众造成困扰
和理解障碍。掌握了发言稿的写作技巧，我们可以更加自信
地在公众场合进行演讲。

守望教育读后感篇一

假期中我品阅了刘铁芳教授编著的《守望教育》一书，颇为
感动。教授对教育事件的人文幽思，对教育问题的理性反思，
读后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让我们
一道在树下坐一会儿”这一章节，它勾起了我对孩童时代的
回忆。

童年就像一块汉白玉，纯净无暇，不屑粉饰。记得我和邻家
孩子一同上学，一路上我们哼着小曲儿：我去上学校，小鸟
对我笑，早早早，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小书包……。孩童
时的活力如同中东取之不尽的石油，我们从不吝惜，唯恐挥
散不尽。

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那时候读书生活比较单纯。简简单
单的几本教材，没有任何别的读物、辅导材料，早上来上课，
午后轻轻松松回家，作业尽管有一些，也还有课文的背诵任
务，但感觉好像都能比较轻松地应付得过来。不仅如此，愉
快经历还有两个重要由来，一是经常有伙伴自由玩耍，一是
与自然随意地接触。”说真的，那时电脑离我们好远，更别
谈网络游戏了。但我们是那样沉醉在大汗淋漓中。那些是祖
祖辈辈曾经的游戏，永不老去的快乐。可以说它们所有都是
孩子们乐道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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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教育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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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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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鼓励学生读一些著名的儿童作品，听一些儿童故事是
非常有必要的，这对于改善我们日渐贫瘠的道德生活，对于
家庭的幸福，对于学校生活的充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看
了刘铁芳先生写的深有感触。这本书刘铁芳先生为教育改革
所写的一本随笔，记载着刘先生对于教育和教育改革的一些
看法和见解，非常值得深思。

回首今天的教育，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可谓天壤之别，
学生知识训练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可学生的生
存状态本身却并不见得随外在条件转变而一道发生着质性的
转变。打着提高儿童素质的名义，名目繁多的训练充斥其中，
机械刁钻的考试把儿童的思维和想象空间变的十分狭隘，当
今的学习成了孩子们不得不承受的苦役。童年时代，成了他
们人生中一段紧绷的弦……当我读到“儿童世界何处寻”这
一章节中“当儿童学习不是因本身有乐趣，而是为了考试、
升学、恐惧、竞争、奖惩等而学习时，不仅无益于能力发展，
也不利于品德进步，更不利于儿童积极健康地生活与成长的
心态的养成。”感触颇深。



以“升学”为唯一和终极目标的教育价值取向。这是当今我
国乡村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的乡村教育，我
们的城市教育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以“升学”为唯一和终极
目标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共识”，也成为我国基
础教育之痛。

守望教育读后感篇三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都积累了属于自己的读书感
悟，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我们如何去写
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守望教育》读后感550
字，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在目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道德愿望与行为、道德投入与产
出相差甚远的状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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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要贴近实际、采取的方式要适
合孩子。个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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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就应是被故事浸润着的。阅读故事能够让
孩子们掌握知识，获得日常生活中不必须能够拥有的情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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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不会不明白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一



代代儿童透过阅读童话完成了自我的精神成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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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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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道德律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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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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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是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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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贵的是能够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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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教育读后感篇四

《守望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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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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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鼓励学生读一些著名的儿童作品，听一些儿童故事是
非常有必要的，这对于改善我们日渐贫瘠的道德生活，对于
家庭的幸福，对于学校生活的充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看
了刘铁芳先生写的深有感触。这本书刘铁芳先生为教育改革
所写的一本随笔，记载着刘先生对于教育和教育改革的一些
看法和见解，非常值得深思。

他提出，我们不能简单地设定“什么是教育”、“教育该如
何行动”、“教育非如此不可”的标准答案和机械化的行动
模式，而是把对教育生活提问的权利交还给实践者，让每个
教育人都能在自己的日常教育生活之中不断地去追问：究竟
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好教育？正是在对现成教育实践的不断
质疑、追问过程中，催生一线教育人的教育实践智慧，改善、
提升每个教育人的教育生活和质量。教育需要理论与时间相
结合，而且应是在承认整体现实格局合理性的前提下展开的
具体的、局部的研究，理论研究是进一步贯彻显示行动格局
的合理性，而不是单纯为了论证现实合理性而存在的工具。
的确是的，没有理论的支持，实践会走很多弯路，所以，我
们要研究理论；但是，单纯为了研究理论而研究，肯定不能
跟现实很好地结合，甚至是背道而驰，所以，我们研究理论



应该是以检验现实格局的合理性而存在的。

守望教育读后感篇五

这是一本关于教育理想的真情守望的着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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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守望着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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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着地思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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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是其文笔不像一般教育着作文笔的生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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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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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这样的教育着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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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教育读后感篇六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体会呢？写一份读后感，记
录收获与付出吧。但是读后感有什么要求呢？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守望教育》读后感500字，仅供参考，大家一起
来看看吧。

在目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道德愿望与行为、道德投入与产
出相差甚远的状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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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要贴近实际、采取的方式要适
合孩子。个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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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就应是被故事浸润着的。阅读故事能够让
孩子们掌握知识，获得日常生活中不必须能够拥有的情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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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不会不明白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一
代代儿童透过阅读童话完成了自我的精神成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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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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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道德律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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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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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是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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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贵的是能够持续高尚的人道主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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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教育读后感篇七

作为一名教育者，往往面对的是人心月人性的`考较！记得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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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时常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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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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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教育读后感篇八

康德曾将心中的道德法则和头上的星空，也就是无限的宇宙
相提并论，并且坚定地认为道德法则高于自然法则。然而，
现在部分领域道德失范的现象层出不穷，如何在实际教学活
动中进行道德教育渗透成为教学活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面
对这一问题，我也暗自苦恼，手足无措，但这一困惑在读完
《守望教育》一书以后消失殆尽。

刘铁芳先生在《守望教育》一书中提到，要善于利用美德故
事去唤醒学生的道德情感，他认为，知识和故事是教育的两
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让人们对宇宙和世界拥有清晰的认知，
一个通过真情实感、跌宕起伏的人生机遇来抚慰听众。作者
还提到，道德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教育目标应该下沉，
而不是高悬于天际，教学内容应该根植于学生的日常生活，
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因此，教师在教学活
动中，应该重视美德故事的运用，以美德故事作为道德教育
的切入点，让学生在故事中感受“人对人的理解”。为此，
教师应该先学会理解和尊重学生，在学生偶尔调皮犯错的时
候，不过于苛责，而是以包容的心态给予学生改正的机会，
让学生明白，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正视和改正错误
的决心，违反道德并非十恶不赦，违反道德却不愿重塑自身
的道德观念才无法被原谅。

就像刘铁芳所说，美德故事不具备道学家“道德推理”的系
统性和严密性，但是却具有直接性，便于学生理解，更加贴
近生活实际。美德故事常常采用叙事的手段，让听众在优美
的文笔中体验真实的伦理境遇，而不是以规范化的伦理阐述
要求学生被动遵守相关行为准则。如今，教学方式更加多元



化，教师要想摆脱道德教育的泥潭，在教学活动中进行道德
教育的渗透，就应该让道德教育走进日常生活，真正深入学
生的内心世界。而温馨感人的美德故事，就是通往学生内心
世界的钥匙。因为，无论是谁，可能会对以讲道理为主要呈
现方式的规范教育产生逆反心理，却无法对贴近实际生活的
美德故事产生反感。美德故事之于学生，如同冬日的暖阳，
给予学生心灵以阳光般的温暖，滋养学生心中的道德之花。

教育的本质是爱，爱存在于教育之中，教育之中也蕴藏着爱，
爱人育人并非是单纯化的职业素养，更是教育中人道主义的
要求。作为教师，应该始终保持良好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学
生具有无限的关爱之情。为此，教师可以将自身对学生的爱
寄托在点滴故事当中，让学生在阅读美德故事的时候，去感
知教师对自身的关爱，去体验世界的绚丽多彩。而我也始终
坚信，当学生感知理解爱时，学生也会将一份真诚的爱意反
馈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