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读书笔记摘抄心得体会 5 篇 

 

在社会发展中，教师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对学生

来说，又是学生智力的开发者和个性的塑造者。因此人们把“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的崇高称号给予人民教师。下面是带来的有关教师读书

摘抄与心得，希望大家喜欢 

      

     做教师首先要相信你所有的学生都是天才，你才会认真地教每

一个人。” 

     ——《学习的革命》 

     感悟： 

     我领悟到，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

鼓舞;教育不是要改变一个人，而是要帮助一个人。教育的本体性是

育人。如何在教育的过程中让一个人具备品德的高尚?我想:一个品德

高尚的人，不论他为金钱去奋斗还是为理想奋斗，只要是正常的奋斗，

正当的争取。在奋斗的过程中不忘父母，不忘时时去帮助别人，他都

可以说是品德高尚的人。 

     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学生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品

德，更主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注重在教学中创设

使人思考、激励探索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思考问

题、解决问题，使学生获得知识信息的过程真正成为学生心智发展的

过程。与此同时，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者也应成为实践



“终身学习”理念的楷模。重视和加强继续教育，这是时代发展的必

然要求。总之，终身学习是我们教师能走在时代前列必不可少的前提。 

      

     教育是事业，事业的意义在于献身;教育是科学，科学的价值

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 

     ——《教师人文读本》 

     感悟： 

     我们是教师，都是些普通人，但我们从事着神圣的事业。我们

每天面对的是人，我们的学生，他们天真、可爱、充满生命的活力和

幻想，他们对我们无限的信任和敬慕。我们付出了爱，得到的是更多

的爱。 

     读过《教师人文读本》这本书，感受最深的是爱，对教育，对

学生贯穿始终的是爱，最多的爱。 

     读过这本书，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人生的大航船上确定

自己的位置，是船员还是舵手，是大副还是士兵。每个人在世界上所

扮演的角色不同，关键 

     在于定位。冥冥中有双大手在指挥着我,从师范中学习的艺术

到工作中教的课好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要想教好课不也是一

门艺术吗? 

     每看到书上的某一个片段，总在不停地在反思自己，自己在对

待学生的态度，对待家人的态度。我慨叹自己太平凡了，平凡得没有

一双慧眼，去发现学生的长处与潜力。平凡得没有一双巧手，把学生



引领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 

      

     教给儿童利用自由支配的时间。——《给教师的建议》 

     感悟： 

     闲暇时，我拜读了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

的建议》一书，受益匪浅。其中“教给儿童利用自由支配的时间”一

建议给我印象深刻。卢梭的“寓教于乐”总让 我困惑，我常常思考：

究竟怎样才能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到快乐，在快乐中学习呢?纵观今天

背负着“升重点，考大学”沉重包袱。 

     孩子们，他们哪还有心思去玩，哪里还有 时间去乐呀! 

     “一个人在求学时代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自由支配的时间”，虽

然减负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我们仍能听到许多学生埋怨的声

音，细问起来，原来，每天做完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回家还得完成

家长的若干作业。邻居家的小男孩，放学回家很少出门活动，就连寒

暑假也不例外，每天都关在小房间里做妈妈布置的什么《江苏正卷》、

《课外补充阅读题》等习题集，碰到难题必过来问我，细看一下整本

习题集，无非是些常见的题目，好些题目与学校统一的练习册雷同，

甚至一模一样，而真正能开发智力的题目寥寥无几，孩子就在这样每

天练了又练的习题中荒废了自己美好的童年时光。“最宝贵的财富”

也在不知不觉中浪费了。 

      

     一天，一位老教师上了一堂非常精彩的公开课，她的风采吸引



了在场的所有老师。当别人问她：“你花了多少时间来准备这节课”

时，这位老教师说：“对这节课，我准备了一辈子，而且，对每一节

课，我都是用终生的时间来准备的!”——《给教师的建议》 

     感悟： 

     感动之余，我也豁然开朗。我们总在抱怨着时间的流逝如水似

箭，可老天总是最公平的，它给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天 24 小时，问题

还是出在疲于应付上，整天是事情在后面追着自己而没有主动去做是

事。 

     想想自己更是如此，做事急于“抱佛脚”。有时为了一节公开

课，花了大量的时间在网上和杂志上搜索着相关的图片和知识;有时

为了写一片论文也是绞尽脑汁，趴在电脑前浪费时间。想起来真是可

悲!我想这就是平时不学习，急来“抱佛脚”的后果。书中提到：“读

书是节约老师时间有效的方法之一。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而是出自内

心的需要和对知识的渴求!”试问，从古到今，哪位成功者不是“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呢?俗话说：“活到了，学到老”，作为一名新

时期的教师，我更应当主动地学习。因为只有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才能学会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才能赢得自身的发展，这是作一个?真

正的教师?所不可缺的“精神底子”。 

      

     “这一切都归功于读书，时间每过去一年，学校教科书这有一

滴水在教师的知识海洋里就边得越来……一个真正的人应当在灵魂

深处有一份精神宝藏，这就是他通宵达旦地读过一二百本书。”” 



     感悟： 

     年少时总觉得教育是一件简单的事，教师是一份轻松的活，教

书的日子久了，越来越发觉做一名好老师不是那么容易。就简单的读

书而言，学生是一个装不满的水桶，自己永远是被他们追赶的送水工。

要想在课堂上成竹在胸，纵横驰骋，不断读书是一条不错的捷径。社

会的飞速发展，知识更迭的速度，让人时刻感到知识的滞后。教科书

的背景越发宽广，学生的生活接触丰富多彩，社会信息交流的通畅。

作为课堂教学的行为主体，教师和学生应该有交流的基础，从而也可

以从学科知识的背景中取得相应的知识给予学生富有成效的启发。 

      

     “请记住：儿童的学习越困难，他在学习中……”” 

     多时候在琢磨“后进生”这个词语，细细想来不得不佩服中国

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用词的准确在于含蓄地给了差生一个称谓。作

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感到不安和羞愧。且不说加德纳提出的七种智

能，就每一个学生而言，他是一个生命， 

     是生命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我们非得给他们画上一

条线，再打上一个印，末了还起个好听的名字。 

     感悟： 

     “后进生”对应“先进生”是不言而喻的两群人。是什么让他

们不同，做教师的都心知肚明就是成绩，就是分数。尽管我们批评了

很多年唯考试和成绩论，而且素质教育的口号喊了一年又一年，但考

试依然是考试，分数依然是分数。“语文数学考高分就一定能做一名



好厨子?”“语文数学不好就肯定妨碍他成为出色的修理工?”钱钟

书的数学不及格，他同班数学好的，有几个写出了《围城》?上帝让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面

貌、个性、特长、给这个世界的色彩都不一样。但我们每个人恰恰都

要和上帝对着干，把每个应该不一样的，培养成一样。我们用标准的

大纲、标准的教材、标准的评价、标准考试规范大家，我们不允许不

一样，不鼓励不一样。这是我们教育的最大的缺陷。任何一个人，要

取得成就，他就必须有特色。 

      

     苏霍姆林斯基说：“读书，读书，再读书，---教师的教育素

养就取决于此。要把读书当做第一精神需要，当做饥饿者的食物。要

有读书的兴趣，要喜欢博览群书，要能在书本面前坐下来，深入地思

考”。李镇西每天的“五个一工程”读书不少于一万字。并且给教师

推荐的 130本书，包括古典，教育，人文，杂志类的。他说：“不读

书就会失眠。读书总是伴随着思考，而思考总是让自己情不自禁的把

思想火花记录下来”。 

     面对社会对人才的高要求，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任务，感受家长

对孩子的殷殷期盼，考虑学生能否健康成长，都要求我们在工作的同

时，加强学习，及时充电，为学生的“美丽人生”奠定良好的开端。

随着义务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学苗的减少，民办教育，更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正如马校长讲话中提到的那样，除了我们的先进办学理念外，

打造品牌学校，打造精品师资队伍，创造我们自己的特色，是我们最



重要的生存关键。因此，学习，完善自我就非常必要。读书欲望，就

是生存欲望，应该是源于自身的危机感。 

     回想毕业以来，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日常工作之中了，读

的书很少，能可记录下的闪光的东西更少。有很多思想的火花也随着

流失的岁月而没有了踪影。在平凡的日子里送走了 16载的风风雨雨。

虽然甘愿青丝覆霜雪，让雏鹰展翅飞;虽然也被家长认为是孩子在造

化，才遇上这样的好老师;虽然也是桃李满天下，但这花圃缺少了诱

人的芳香。缺少了岁月沉淀下的精华。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我们的

理念必须与时俱进，我们的思想必须与时代合拍，通过这次读书，真

的该净化一下自己的灵魂了，用一颗虔诚的心，感恩生活;用广博的

爱，播种希望;用不懈的努力，提升做人的品位，敢于正视现实，敢

于直面人生!剖析自己惰性的源头。我会抓住这个契机，发奋读书。

我们要给学生的不仅是一桶水，一缸水，而且是一泓流动的清泉。及

时充电，提升自我!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想。 

     第二，追随先哲，完善自我 

     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虽然现在教育形势发生了

很大改变，但他那些光辉的教育思想对现在的教育工作者来说，丝毫

不为过时。针对我们的困惑和不解，好像与我们面对面地交流一样。

为我们在苦闷和迷茫中，提供着潜意识的理论帮助。正是唐守业记者

勇于探索楼兰王国的奥秘，才踏着彭加木的足迹勇敢地前行。相比之

下，我们没有那样的壮举!勇于探索，追随先哲。先哲的隽语，是青

春的风景，是成长的动力，是智慧的聚焦。 



     读罢《爱学生就等于爱自己》，感触颇深，一名教师不光要培

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爱心。如果我们的教育

仅仅停留在讲课，听课，辅导，考试，选拔，从而忽视了学生情感的

培养，那么，我想我们的教育是可怕的，危险的。爱学生就要为孩子

的身心健康发展考虑，这个问题不光是教师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

它是民族的价值取向问题，它需要全社会引发对教育的深思! 

     多年来，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疑难问题的时候，就常常静坐桌

旁，翻阅相关书籍，与那些古今贤达，睿智之人进行一场心灵对白。

面对他们的博大胸襟，经典的论述。顿时茅塞顿开。每个哲人都是一

个广阔的世界。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观点让我们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克鲁普斯卡亚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思想至今仍散发着光芒，赞可夫提出

了教育促进发展;古今中外，名人大家的风范，总会为我们在迷茫时

擎起一盏明亮的灯，照亮我们的前程!走进周恩来，会理所当然地吸

收他的高尚品质与横溢的才华!聚焦时代英雄，感动着他们的献身精

神!书香，伴随我们成长中的平凡的日子!让所有的日子都那样充实而

温馨! 

     第三，大爱无疆，师爱永恒 

     纵观教育大家们的思想精髓，一个主题。李镇西说：“爱是永

恒的教育理念，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有爱的教育才是丰满的真正的

教育。但是离开了严格要求，迁就和纵容学生的爱，绝对不是我们所

要提倡的真爱”。嘉汇和谐的校园，缕缕书香，溢满每个角落。所有

的老师都在努力着，如旋转的陀螺一样，永不停息地累并快乐地工作



着。让每节课充满诗情画意，情趣盎然，让学生心灵放飞，用知识点

燃智慧，师生在知识海洋中扬帆起航。因为爱是最好的老师，是做好

一切工作的前提，教师对学生的爱是最无私的。 

     多年来，也有遗憾。把灿烂的笑脸给了那些认为是品学兼优的

学生，对他们宽容有加;其实那些中差的学生更需要老师的呵护与关

爱。有人说，差生到社会上都是好样的，因为他们从小的抗挫能力极

强。是我们的忽视和指责让孩子们坚强吗?他们和别的孩子一样享受

均等的教育机会啊!可是，当他们离开学校后，和老师的感情最深厚，

也最真挚。相比之下，孩子比我们更大度，更宽容!有时，一个电话，

一个信息，来自远方，甚至你想不起来他是谁，他说，老师，我是咱

班最调皮的那个。咳，老师教的调皮的何止你一个?尤其到了教师节

或是春节，学生的祝福已是铺天盖地!!孩子走到千里万里。老师还在

他的心里!我们不经意的表扬或者批评对他们都会有很大影响。回想

起来，即自豪，也有深深的内疚。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我们需要社

会对我们公平公正，那么我们为何不把这颗公正的心埋藏在那些幼小

的心灵里，让他们从小就享受一种公平呢。这种无形的公正会让孩子

感受世界的美好! 

     成绩不优异不代表他们的品行有问题。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

的厚爱。他们毕竟是孩子，需要我们把他们扶上马，送一程，然后才

可以驰骋疆场!这个社会，只有两种职业，有道德约束，一是医德，

另外就是师德。一个教师有问题，社会的指责会把我们淹没，所以不

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人说：：教师吃的草，挤的是奶。甚至是一杯热奶! 



     新时期的班主任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可是如果我们能弯

下腰，从孩子的角度看问题;真正走进他们的心灵，也许效果会更好。 

     上学期，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是看了期末的考评单时，说

谁犯错误了，老师就让就交 20 元。这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开学

后，发现一些同学经常去买小食品，吃过后果皮乱扔。几次禁令不止。

我就和大家商量，有的同学说，有福同享，给大家都买，我说了一句

春晚台词，“好”!就这么定了。第二天。就有人撞枪口，被同学检

举，我不能不睬，那就按规矩吧。他不情愿地拿出 20 元给了财产委

员。我们买了 38 个棒棒糖。没想到，就这么件事，伤害了我们彼此

的情感。今天看来，如果我能换一种处理方法，孩子也许就会欣然接

受。告诉他吃小食品对身体如何不好，另外也养成了乱花钱的坏毛病。

而我是以大人的思维强制孩子遵规守纪，没有允许孩子犯错误，正如

李镇西老师所讲，我们应该走进学生的心灵，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换种思维，方法遍地是，为何走死胡同?要增加了师生的情感，而不

是用简单的方式解决所有问题。读书帮助我解开心灵的疑惑。 

     第四，关爱学生转变思想 

     李镇西老师说：“把教育作为自己最大的兴趣和爱好。揠苗助

长不如顺乎天性，为孩子遮风挡雨不如让孩子经历风雨。我们的责任

在于发现并扶正学生心灵乐土中的美每一株幼苗，让它不断排挤掉自

己缺点的杂草”，“学生的自尊心是非常脆弱的东西。对待它要极为

小心，要小心得像对待一朵玫瑰花上颤动欲坠的露珠，因为在要摘掉

花朵时，不可抖掉那闪耀着小太阳的透明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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