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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记》读后感 

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赵雯雯 

 

近日拜读了《礼记》中的《学记》，我的触动很大。《学记》

总计不过一千二百二十四字，却把教育和政治的关系，教育的作

用、目的和任务，学校教育制度和视导制度，教育、教学的内容、

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作用和应具备的条件，教育和教学过

程中的师生关系等都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下面我就谈谈自己浅

薄的认识。 

《礼记》有这样一段话：“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

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

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

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大致概

况出教师教学中的几点弊端：一、教师自己心里并没有领悟经文

义理，只是看着经书读经文；二、教师故意找些疑难问题来问学

生，然后讲些难点，让人听不懂；三、教师急于按照自己的教学

计划赶进度，只考虑多诵读经典，不考虑学生是否领悟；四、教

师给学生讲讲自己的见解，并不考虑学生的程度和接受能力；五、

教师不能倾其所能，总想保留一些自认为高明的见解，以使自己

永远处于权威地位。 

由此可见，教学是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教学要

有成效，必须遵循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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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相长的原则 

学习一篇新课文时，教师先布置的导学案，让学生先预习，

了解到学生有疑惑或不理解的地方，课堂上有的放矢进行教学。

在课堂上，教师要做的不是直接把知识灌输给学生，而是引导学

生理解问题、解决问题，让学生自己讲出来。学生在讲的同时，

自然发现有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地方，教师顺势引导学生继续探讨，

进行补充、纠正，最终解决问题。如果学生不学或者一味依赖教

师，缺乏探索精神，是不可能学好的。 

同时，教师也要不断的给自己充电。以前常说：“要给学生一

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水。”现在看来，教师要有源源不断的新水

才对。如果教师固步自封，违背了教学相长的规律，在教学上是

不会有很大进步的。 

二、启发性原则 

优秀的教师是善于通过诱导进行教育的。教师只有从学生的

内心需求出发，充分调动他们的兴趣，发挥他们的才能，才能有

利于学生的长足发展。否则，容易导致学生厌恶学习、怨恨教师，

只感到学习的困苦，不知道学习的好处，教学收不到应有的成效。 

古罗马文艺理论家贺拉斯最早提出了“寓教于乐”的主张。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北宋教育家

程颐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可见，在课堂教学中，教

师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习积极性。

而那种呆板的、枯燥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只能使学生被动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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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甚至会变得毫无兴趣和厌学的情绪，最后有可能得到的只是

费力不讨好的事倍功半的结果。 

那么如何才能调动学生积极性？我从两个方面进行简单说

明。 

（一）精心设计导入 

教师每堂课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写下文章标题、讲解课

文,确实让人觉得单调乏味。想让学生对每节课都保持浓厚的兴

趣,集中注意力,积极投入到学习中去，激情的开场白是一大关键。

好的开场白,不仅能丰富课堂内容,而且可以拉近师生间的距离,

对学生也有很好的启迪和教育作用。  

如讲授叶圣陶的《苏州园林》时，我觉得单纯的几张图片不

足以使学生感受苏州园林的清秀雅致，于是我要求学生在网上寻

找有关苏州园林的录像资料，结合课文进行欣赏品味，这样学生

不仅对苏州园林的亭、台、轩、榭有了整体感知，而且认识到园

林设计的精彩绝伦，充满了诗情画意，真正的体会到“江南园林

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含义，学生陶醉在美文中，陶醉在

美仑美奂的情境中。    

（二）美化文本诵读 

古今中外的诗词文赋，要进行咀嚼鉴赏，高质量的诵读是最

为直接、最为有效的办法，比任何枯燥的分析解说效果要好得多。

在诵读的过程中，配上合适的音乐和图像会令意境全出，学生在

美的氛围中更能体味文本的内涵和韵味，学生的文化品味和审美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4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4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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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趣就会潜移默化的提高。许多文质兼美的经典传世之作，都适

合配乐朗诵，如《岳阳楼记》、《滕王阁序》、《阿房宫赋》、《春江

花月夜》、《项脊轩志》、《荷塘月色》、《故都的秋》、《济南的冬天》

等。 

用音乐渲染情境，并不局限于播放的现成的乐曲、歌曲，在

教学必需时，教师可以自己弹奏、清唱，学生也可以自己表演、

哼唱，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学习<<林黛玉进贾府>>之前，可

以播放<<红楼梦>>中主题曲<<枉凝眉>>，让学生感受<<红楼梦>>

的魅力。之后，学生可自行演唱，唱出自己心中的<<红楼梦>>，

感触书中的“众生相”、悲欢离合。十分钟后让学生交流感受，

很多学生都能任思绪驰骋，说出自己心中的红楼。  

 

《学记》博大精深，蕴含的教育教学思想远不止这几点，如

还有 “尊师重教”“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自主、合作、探

究”的教学方式，“豫时孙摩”的教学原则 ，“长善救失”的教

学追求，“教学相长”的价值判断等，都需要我们细细揣摩，认

真学习。作为一线教师，我们应该珍视这份教育遗产，认真研读，

汲取其精华，用以指导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真正做到学有所思、

学有所得、学有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