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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主任工作漫谈》读后感

　　对于走向教育工作者的我，魏书生的《班主任工作漫谈》这本

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了解到作为一名教师，有良好的教育素

质是很重要的，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了解他们所需要的，了解他

们的爱好和才能，了解他们的个性特征，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但

是，良好的教育方法对于教育学生也是很重要的。当我接触了这本

书后，心中发出深深的感叹：魏书生老师不是一个一般的教育家，

他异乎寻常的迷上教育，立志献身这一崇高事业，有一种忘我精神，

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也不是一般教育家所能做好的。他把自

己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的内容，以及心理学、

教育学、管理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知识，有意识地，不断地渗透到

学生中去，从而使他的教改远远超出了语文教改的范畴。那么，他

又是如何改变他们、转化他们的呢?他的教育方法又有什么特色呢?



　　教师这个职业是需要耐心的职业，没有耐心的人是做不了也做

不好教师的。学生有时候做错了事情，老师可能会平心静气地指导

他，但是有些时候，学生一错再错，老师的脾气也没有那么好商量

了，毕竟，老师也是一个平常人，也会有发脾气的时候，尽管努力

克制不好的情绪，但想到自己教育了学生这么多，而学生还是犯同

样的错误，心中的怒气就难以平息了。而魏书生老师就做到了避免

发脾气，即使是在批评学生，他也不是厉声恶语。尽管有时要发脾

气，但也都在他选的一位控制自己发怒的学生提醒下压下去了，他

用切实有效的方法克制了人人都可能犯的发火和极大的耐心与学生

进沟通，在与学生的交流中，他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提出我们需要怎

样、我们怎样做能更好、我们必须坚信我们会做好的等等，让学生

感觉到老师不是在训斥他，而是在帮助他，他是老师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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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生爱自己，爱家人，爱他人，尤其是爱学生。魏

书生爱学生，尤其是爱那些差生。魏书生认为差生最不容易。每天

课听不懂，还要硬着头皮听，不懂装懂，装模作样，天天如此，日

日如此，年年如此，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呀，因此给他们一些关爱和

耐心，帮助他们进步也应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再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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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老师的这一认识应该说是非常独特、耐人寻

味、给人启示的。书中的尊人者，人尊之，能受委屈的人才是强者，



坚持道德长跑&&写日记，每天点燃一盏思想的明灯这些内容强烈地

震撼了我。他的教改确确实实地在育人。



　　教书先育人，育人先做人，他的教改，他的思，他的班级管理，

他的一切，都是真真切切地从学生怎样做人开始的。教会了学生怎

样做人，筑好了思想教育这一地下工程，知识之树也就根深叶茂，

硕果累累了，也就水到渠成了。魏书生老师那深邃的哲学气质和深

厚的文化素养，让人仰视，让人望尘莫及，但这并不妨碍我认真地

去做，学着他去做，让自己在未来的教育工作方面做得更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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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假期我品读学习了魏书生老师的《班主任工作漫谈》，读

完这本书后，对于像我这样经验颇少的班主任来说，就像一盏指路

明灯，对我的班级工作有很多的帮助。而且从中学到了许多科学管

理班级的方法，真正体会到要管理好班级，方法科学有多么重要。

他和我们一样都是一位平凡的教师，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语言是

那么的质朴充满风趣。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的小事，让他看重了，

利用了，研究了，解决了;正是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使他从一个

普通的农村教师一步步走到了闻名于全国的教育家。这一点是值得

我们学习的。



　　魏老师说，“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却很大很大。班主

任是在广阔的心灵世界播种耕耘的职业，这一职业是神圣的，愿我

们以神圣的态度，在这神圣的岗位上把属于我们的那片园地管理的

天晴日朗，以使我们无愧于学生，以使我们的学生无愧于生命长河

中的这一段历史。”这句话使我感受到班主任工作的神圣与伟大，

要想做好教育工作就要用自己的爱去教育学生，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但在爱学生时要讲究艺术、手段及方式。在书中魏书生老师说“以

德治教”，身教重于言教是教师必须时刻牢记在心，实践在身的。

我也一直热爱自己的学生，但对于如何去爱却未做过深入研究，并

且很多时候学生一犯错，就大声斥责、批评，没真正试过如何走进

他们的世界，心平气和地用道理去说服他们，没有冷静下来想想，

如何爱才得法，今后，面对犯错误的学生我会多与他们交流，让他

们明白自己的错误，主动去改正。

　　在工作中遇到不利环境和问题时主观努力解决是关键。回顾自

己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就推卸责任，埋怨周围的环境和别

人影响了自己，却不肯从自身出发找原因，不爱改变自己来适应周

围的环境。读过魏老师的《魏书生班主任工作漫谈》这本书后，我

也深深懂得：在遇到问题时要变换角度思考问题，不能一味地要求

学生来适应自己，而应该去努力适应自己的学生。班级工作出现问

题，学生在课堂中没有学习的兴趣，应该先反思自己的工作方法有

没有问题，教学设计是否适合、吸引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主动去改

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教学方法，让我的学生主动学习，体会到



学习乐趣。

　　积极正确的人生态度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魏书生在他的书

中首先谈的就是他的人生态度、工作态度。“少抱怨环境，多改变

自我。”要求我们用一种积极的、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工作，

对待学生，对待生活乃至对待生命。多挑重担，少推责任。就是说

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

工作态度的根本。



　　什么事都要多商量。他在做什么事情都要先和学生商量。上什

么、怎么上、做什么作业、考试考什么都要和学生商量，班上的事

情更是要和学生商量。这一商量就是的民主，是在相信学生、依靠

学生，对学生的尊重和信任。所以我很敬佩这位老师。

　　魏书生的班主任工作经验是我应当学习的榜样。一个学生就是

一个世界。作为一个班主任，我应当要为学生搭建一个平台，要让

每一个同学都能在班里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因为害怕学生出乱子就

不许学生参与。教育是一项幸福的劳动。我正享受着教育学生的幸

福，使学生快乐、健康成长就是教师的重要任务。让我的学生好好

的享受着这快乐的学习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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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是人生的主题，只有感到幸福的人，人生才是快乐和阳光

的。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毕生所求所愿。还记得小时候的语文课本

中就有对幸福的阐述，它非常生动而具体地告诉人们：幸福是夏日

的井水;是雨后的朝阳;是雪中送炭;是为他人忘了自己;是给别人带

来快乐。可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幸福在哪里?

　　对于教师对说，是否能时时处处感到幸福是很重要的，因为这

不仅仅影响着其人生是否快乐，更影响着学生，只有教师幸福，学

生才会感到幸福。那么教师如何去感受幸福呢?

　　要懂得享受课堂。课堂是教师生命最重要的舞台。营造一个充

满生命活力的课堂，和学生一起痛苦、一起欢乐，我们就会少许多

教学的焦虑和烦恼。



　　要懂得享受学生。教师职业幸福感最重要的源泉一定是学生的

成功和他们对你的真情回报。但要让学生感恩我们，我们就必须会

感恩学生、呵护学生、尊重学生。

　　要懂得研究教学。把教学工作看做是一种简单的重复，那必然

厌倦，也无言幸福。应把研究教材、教学当成提高自己素质的必走

之路，应把教学作为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体现。

　　幸福不仅仅来自工作，更来自生活。家人、朋友、闲情、雅趣

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自觉高雅的生活

情趣很重要。

　　其实，教师的职业幸福是一种心态和状态，也是信念与追求的

体现。心态决定状态，有了好心态就有了好心情，心情是可以传递

的，教师是爱的事业，有了好心情，就能笑对生活，就能爱每一个

学生，同他们打成一片，就能通过言传身教让学生陶醉，接受情感

的洗礼、引导和激励。我认为，当我们教师的劳动被他人、社会认

可时，必然会带来无比的快乐，会被幸福紧紧包裹。

　　我想，教师的职业幸福就是来源于平凡、忙碌而又充实的每一

天。这也许正是所谓天长地久的幸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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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像攀登一座山，而找寻出路，却是一种学习的过

程。”“书籍使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变成轻快而舒

适的诗。”我这几年的成长路程就是对这两句名言的最好诠释。



　　1999年 9月，我由一所乡村学校调入 z市东方小学。最初，学

校安排我教数学，这正随我心愿。可是好景不长，半个学期后，因

为一位教语文的老师歇产假，于是学校又安排我教语文。当校长通

知我时，我心中十分害怕，极力推辞，因为我认为自己一点不具备

语文老师的素质和要求。时隔六年，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带

着一脸的恐惧、满心的焦虑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当时语文老师正上

课，我马上到一位老教师那儿听课，听着听着，我的头轰得就大了。

我感觉到语文漫无边际，深不可测，自己原有的知识和能力远远不

能应付。回到办公室，我再也抑制不住，泪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

第一节语文课，我心里发颤，说话磕磕巴巴，不知从哪里说起，也

不知从哪里收住。看看学生，有的无精打采，有的窃窃私语，有的

低头摆弄手中的东西，最后竟然有一名学生站起来说：“老师，以

前的语文老师不这么讲，你这样上课我们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我

羞得满脸通红，尴尬得站在讲台上不知所措。



　　不过还好，那段灰色的日子到了 20__年 1月开始好转。因为学

校给我们订的刊物到了我们的手中。我如获至宝，犹如艰难行进在

茫茫沙漠中的干渴的人看见了一片绿洲。从此，我就像饥饿的人扑

在面包上一样，不知疲倦地“啃”着那些教育教学杂志。书上的知

识充实了我的教学内容，书上的教学方法让我有例可仿；我看了书

去实践，实践中遇到问题去查书。上课时，学生的心愈来愈专一了，

眼睛愈来愈亮了，小手愈来愈爱举了，小嘴愈来愈爱回答问题了；

我心灵的天空也愈来愈晴朗了。后来，学校又办起了图书室，并且

不断购进各类最新图书，校长也不断向老师推荐或赠送有价值的书。

我如鱼得水，整天尽情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六年来，我读了多少

本书，实在记不起来，我只知道一日不可无书，书成了我形影不离

的朋友，它们使我受益匪浅。现在的语文课堂，我能旁征博引，深

入浅出；我能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我能使无精打采的学生顿时精

神抖擞；我能使学生四处游离的目光收拢到一处……

　　书不仅使我的教学水平大有提高，也使我的写作能力突飞猛进。

学校领导经常让我们老师写一些文章，比如：教研论文、读后感、

演讲稿……每写一次我都要翻阅、整合许多资料，这样一来，不但

拥有的知识丰富了，写作水平也逐渐上升。20__年，我写的教师下

水文《难忘的一次谈话》获省三等奖，20__年在“光荣的人民教师”

征稿中，我写的《来生还做老师》获全国三等奖，20__年在“小公

民道德建设”征文中，我的《呵护学生的梦》获全国二等奖，《柳

悦摔伤以后》后获山东省首届教育随笔征文二等奖……我每天都在



收获，我每天都在进步，快乐时时潜入我的心中。



　　其实，我在业务方面成长的同时，为人处世的能力也在提高，

这也要归功于书。我原本是一个不善表达，不会交际的人。由一个

小型的乡村学校调入市内一个大型的小学，我更感到极度不适应。

有时我善意的说法或做法，同事不能理解；同事的一些说法和做法，

我也不能接受。忧伤、愤怒经常占据整个心间。校长在劝导我们

“在一起是个缘分，要珍惜这份缘”的同时，送给我们许多书读。

让我感触最深、收获最大的就是《一杯清茶轻轻抚慰》，至今我还

清晰地记得上面的内容，如：“当我们用爱心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

候，我们得到的回馈也是宁静而甜蜜的心灵，生活的烦恼可以随风

飘散。”后来，我变了，我发现老师们也变了。变得体谅他人，遇

事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变得胸怀博大，能容忍他人的错误；变

得热情，经常帮助他人……

　　前段时间，于主任和张老师就让我着实感动了一番。那天，于

主任和张老师讲公开课，讲课再加上其他的工作，到放学时已是疲

劳不堪。我明天第一节上公开课，可是有一支歌曲插不到课件上。

于主任和张老师就来帮我，她们对电脑也不是很熟练，弄了半天，

也没插上。这时天已黑，看到她们累得趴在桌子上，我实在不忍心

再让她们帮下去，就说“算了，不插歌曲了。”于主任却说：“一

学期就上这么一次公开课，累点儿不要紧，一定要准备好了。”她

们直到把歌曲插到课件上，检查无误后才离去。郭老师说我很活泼，

我说因为我每天都感觉到温暖，郭老师说我也在时时刻刻给别人送

去阳光。现在，我会处事了，这样的成长更使我快乐得无法形容。



　　调入东方小学的六年来，我就像一棵小树渐渐长大。现在，我

虽然称不上参天大树，但也枝叶茂盛。我庆幸自己根植于一片肥沃

的文化土壤之中。我感谢书，我更感谢提供书、营造浓厚学习氛围

的学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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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万祥老师编著《幸福教师的 60个“不”》这本书汇集了几十

位一线教师的 60篇案例，深入浅出地把教师的失败展开了晒在太阳

底下让我们去品评，不失为一味“心灵鸡汤”。“当念遇到挑战时，

不该固守成规”、“当素养遇到考验时，不该丢失师德”、“在沟

通的时候，不该忘记尊重”、“在转化后进生的时候，不该草率行

事”、“当需要更新观念时，不该固步自封”、“面对专业成长，

不该无动于衷”，读着这些生动的案例，我诚惶诚恐地在反思，我

过去有过这些过错吗?我更郑重其事地告诫自己，这些事情真的不能

做，现在、以后都要以此为鉴，只有这样，身为人民教师的自己才

会真正获得幸福感，并能伴随一生。

　　在这 60个“不能做”的背后，我领悟到要想做一个幸福教师，

一定要具有四大要素：师德、师能、师智、师魂。

　　一、立师德

　　师德，就是爱的情怀。读懂了这种爱，我们便能更好地诠释我

们身边平凡事例中那炽热的爱心，文人们歌颂：教师是太阳底下最

光辉的职业。确实，教师是引领孩子们成长的导师，除了教他们文

化知识外，还要教他们为人处事，这首先就要求教师自身要起表率

作用，心中有爱，懂得关爱，学会珍惜。教育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培

养完满的人格，使我们的学生成为幸福人生的创造者。我们都应该

在自己的教育生涯中贯穿关注生命健康与幸福的生命教育，甚至把

它作为教育的价值追求，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对学生的升学考试负责，

更要对学生一生的生命质量负责，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教育应



该充满对学生生命的关爱、体贴和关怀，应该让学生感到当下生命

的丰满和幸福。当学生知道一个教师是真诚地热爱他们时，他们的

感情大门、智慧大门就会向你打开。



　　二、强师能

　　作为老师，得到学生的肯定和认可是最幸福的，我们除了用心

去关爱学生外，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学识，具备多种能力：教育教

学技能、课堂驾驭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更新知识的学习能力、

创新的科研能力、高雅的审美情趣……

　　我认为读书可以拯救自己，帮助自己，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

价值。这个时代，信息瞬息万变，不学习便跟不上形式，跟不上时

代。一个教师，只有自己博览群书，胸有丘壑，方能在新形势下的

课堂上驾轻就熟，一些具体的细节如怎样调控课堂、怎样设计教学

进程等，在教学过程中自然就会有方法。文化素养丰富的教师才会

对学生的学习有丰富的、细腻的和个性化的理解，课堂上才不会简

单重复，也才有深刻的东西能吸引学生。任何一个学习者如果在学

习中不能获得成就感，或者怀疑所学知识的价值，就很容易失去学

习的兴趣和信心，我们的课堂就不能让学生学得到收获。从另一方

面说，当课堂失去了对学生的吸引力，教师的幸福感又从何谈起呢?

　　三、培师智



　　师智，就是教师教育的智慧。由于教无定法，由于我们面对的

是性格各异的学生，所以教学情景多样，出现的情况难以预测。面

对瞬息万变的教育情境，准确迅速地作出判断，恰到好处的妥善处

理，从而收到理想的教育效果，达到最佳的教育境界，这就要依靠

教师的智慧。应变性、直觉性、灵活性、巧妙性、幽默性是教师智

慧的表现。当然要搞好教育.前提是教师自己心理要健康，还要有科

学精神，有研究心态。

　　四、铸师魂

　　师魂，就是教师的灵魂。师魂是教师综合素质的体现，是教师

的人格风范。当教师师魂达到一定境界时，就可以德育德、以才培

才、以学促学、以趣激趣、以情动情、以性养性、以意炼意、以行

达行。教师的工作并非一成不变的，要学会与时俱进，热情在每一

个人的人生旅途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热忱是人的“内心之

神”，“没有热忱，便没有伟大的成就”。激情不老，这应该成为

每一个幸福的教师重要的追求。幸福的教师对教育的激情，应该从

现在的外在表象化为内在的精神气质。不因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改

变，地位的升降而改变。作为幸福的教师来说，要努力使自己成为

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用自己这把火去点燃学生求知、求美、求善的

火把。作为幸福的教师来说，要保持住自己的热情、热忱，就要努

力地挖掘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内在价值与趣味性，使自己对工作、

事业有一种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的感觉，使自己始终保持一种

良好的状态。



　　总之，张老师的《幸福教师的 60个“不”》陶冶了我的心灵、

净化了我的心态、成就了我努力向上的情怀。我们既然选择了教师

这一行业，就要有一颗热爱学生的心，就要有一种兢兢业业的态度，

要有一种乐于奉献的精神。有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是快乐的，

我们当教师的也才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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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老一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个“四块糖果”的故事，

早在教育界传为佳话。当时陶先生任育才小学校长。一天，他发现

学生王友用泥块砸同学，他当即斥止了王友，并令他放学时到校长

办公室。放学后陶先生来到校长室，见王友已经等在门口。陶行知

立即掏出一块糖果送给他：“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

我却迟到了。”当王友怀疑地接过糖果后，陶行知又掏出一颗糖果

放到他手里：“这也是奖给你的，因为当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

即就住手了。”接着，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果塞进王友手里：

“我调查过了，你砸他们，是因为他们欺负女学生。这说明你很正

直，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王友哭了：“你打我两下吧，我错

了，我砸的不是坏人，是我的同学啊……”陶先生满意地笑了，他

随即掏出第四块糖果递过去：“为你正确认识错误，我再奖励你一

块糖果……我的糖发完了，我看我们的谈话也该完了。”

　　日本著名儿童小提琴教育家铃木镇一在与孩子们的接触中发现，

每一对父母教育孩子说话走路的那个阶段，孩子进步最快。因为父

母总是用最欣赏最得意的目光关注着孩子从零开始的每一点进步，

即使孩子学说话说得再差、再迟，父母也从不会抱怨，只会不断鼓

励、赞赏；孩子学走路，摔跤再多，父母也从不会嘲笑他，只会坚

持不懈地帮助他。结果，每一个正常的孩子都学会了说话走路。在

这里父母教育孩子时使用的正是“赏识教育”的方法。



　　正所谓“没有种不好的庄稼，只有不会种庄稼的农民”。农民

怎样对待庄稼，决定了庄稼的命运；家长怎样对待孩子，决定了孩

子的命运。同样，老师怎样对待学生，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

的命运。学生就像黄山上的松树，千姿百态，各有所长。他们的身

上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师是眼里不容沙子，揪住学生的缺点

不放，把他批评得“体无完肤”呢？还是以宽容的心态，尽力找出

他的优点，给予正确的引导，让赏识、赞扬、鼓励化作一种力量，

激励他自省、自律、自强呢？明智的老师当然会选择后者。

　　哲人詹姆士说过：“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要求是渴望被肯定。”

而赏识、赞扬、鼓励正是肯定一个人的具体表现。美国心理学家曾

经对 800名男性进行了 30多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成就最大者与成就

最小者在智力上没有显著的差异，而他们在自信心、进去心、坚持

性、不屈不挠、不自卑等非智力因素上有较大的差异。推而广之，

学生成绩不良，并非完全智力上的原因，若只从智力上着眼提高学

生成绩是徒劳的，只有从改善非智力因素入手，消除他们在非智力

心理因素上的不良品质，才能使他们固有的智力优势得以发展。智

力因素相当于种子，非智力因素相当于土壤，只有土壤肥沃，种子

才能茁壮成长。而肥沃的土壤的构成成分我认为最基础的就是“赏

识”这一元素。赏识是一座桥梁，是师生精神相融，心灵交汇的桥

梁。只有赏识才能树立学生的自信心，才能激发他无穷无尽的创新

思维。在一次次的被赏识下，就会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学生就会

自然而然地向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教育与被教育的目



的。



　　那么教师怎样架设这座桥梁呢？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我坚持“优

点不说不得了，缺点少说逐渐少”的原则，经常给学生以期待和鼓

励，增强学生的积极心理暗示。学生一旦明白了自己的闪光之处，

也就点燃了心灵的火，同时也会看到自己还存在着“暗”。刚入校

时，戴天同学或许在其他人眼里不是个优秀的孩子，然而在我看来，

他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优点：成绩不太理想，但勤奋有余；学习十

分繁忙，但踏实有序。听他妈妈说，他在初中阶段因为物理化学成

绩差，害怕因为自己影响班级的总成绩，而对考试产生了畏难情绪，

进而形成了孤僻的性格。针对戴天同学在政治历史学科方面的优势，

我几次找他谈心，鼓励他在高二年级分科时选择文科，他听从了我

的建议。在进入文科班后，他得到了其他老师和同学的重新评价，

逐渐改变了以往的孤僻性格，变得开朗了，而且在最近结束的阶段

性测试中，他以优异的成绩挤入了班级的前 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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