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师读书笔记做一个聪明的教师
心得体会(实用5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那么心
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小编给大
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
有所帮助。

教师读书笔记做一个聪明的教师心得体会篇一

“要做一个聪明的老师。”——这是我读后感触最深的一点!
王晓春老师的“做一个聪明的老师”如一缕春风让教师们呼
吸到春的气息，如丝丝细雨滋润着教师的心田，给迷茫中前
行的我们指明了方向。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要做到不容易。

“有时候，我们老师常会好心办坏事，造成这种情况其实还
是我们工作的不细致，想的不周全。”此时，我的眼前又出
现了这样一幕：有次排队做操时，我发现一位男生在交头接
耳，于是批评了他，男孩羞愧得低下了头，眼泪也在眼眶里
打转，我心软了，问他：“以后还讲废话了吗?”男孩委屈极
了，“老师，我是提醒同学戴上红领巾，才讲了这句废话的。
”我顿时为自己的简单粗暴的做法后悔不已!如果早看到这句
话，我也许就不会好心办坏事了。

“鼓励孩子的方法有很多种，尤其是对行为偏差生上的鼓励
老师更应该多想想办法，多从这些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带着
一些宽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读到这，我想到了去年
我班转来的一名新同学。上课时，他总爱把手伸进抽屉里做
小动作。刚开始时，我看到时轻轻地叫一下他的名字后，他
就坐端正了。过了一会儿，老毛病又犯了。几天下来，总不
见起色。我想，是不是我方法上出了问题。后来，我
说：“这几天我发现某某同学比以前上课用心听讲了，作业
也做得很棒了。希望他做个永远的乖孩子。”听了我的表扬，



他很端正地坐好。几天下来，尽管有时还要做一下小动作，
但比以前少多了。在以后的几次默写中，空格也少了很多。
好多次早晨，他看扫地的同学没来，都主动打扫着，看着他
认真的背影，我的心里一阵激动。是啊，我们不能用一把尺
子去丈量所有的孩子。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妨多动动脑
筋，想一些既有效又能让孩子、家长都能接受的好办法。

教师读书笔记做一个聪明的教师心得体会篇二

在教师这个辛勤而又光荣的岗位上，我已经工作了近七年的
时间。我将这七年的青春岁月奉献给了教育工作，既有成长
也有遗憾，但是学习的脚步一刻也不能停止。在工作中我虽
然经常总结经验，但仍不乏困惑与难处，是书籍给了我精神
引领。这个寒假，《给教师的建议》又一次为我指明了方向，
给我以启迪、深思，令我豁然开朗。

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不知大家是否和我一样有这样的烦恼
和压力：每天在学校忙得团团转。从踏进学校大门的那一刻，
我的身心都在快速的运转当中，直到下班回到家才觉得松了
一口气。“忙”和“累”成了工作的主旋律。正如这本书中
所说：“我们的工作是用心脏和神经的工作，确实是每日每
时都在消耗大量的精神力量。我们的劳动处于经常变化的局
面中，有时令人十分激动，有时情绪压抑。”所以我们要学
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样才能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最根本
的是要把整个集体的精力放到一种需要大家精神一致、集体
创造、人人聚精会神、相互交流知识财富的工作上。

我们大部分的负面情绪都由学生引发。比如：某个学生总是
不完成作业、调皮捣蛋的学生又把哪个同学打伤了、在课堂
上总是有扰乱课堂纪律的学生……这些都会让老师们产生怒
火，而且每天都会不定时地发生，有时甚至会有接二连三的
令人恼火的事情发生。

我们该如何抒发自己的不良情绪？我从书中找到了锦囊。首



先，最应该改变的是自己的想法：儿童不是成人，不能对儿
童的想法想得太过分。其次，不强迫压制激动的情绪，而是
要寻找一种活动，使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令人激动、
气愤、又不得不把抑制发火的弹簧压紧的事情，比如可以用
幽默的方法来调侃“惹怒”你的学生，当然这种调侃是善意
的、正面鼓励的。

除了班级管理带来的负面情绪让我们身心疲惫外，还有忙碌
的教学工作任务也让我们倍感压力：要备课、上课；要批改
作业、管理学生；要参加学校的各种培训活动还要组织学生
参加课外活动；要协调家长与自己与学校的关系以及其他一
些琐碎的事情……如此多的事情，我们该如何挤出时间？这
本书给我们的答案是“阅读”。刚读到这里我还想：本身就
没时间，已经忙得团团转了，还要阅读，这哪里是在找时间？
读完后才明白：阅读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做事的
想法和方法；阅读不是为了明天上课，而是出自本性的需要，
出自对知识的渴求。当教科书成为我们知识海洋中的一滴水，
而我们教给学生的只是这门知识的基本原理，那么我们就无
须在备课、上课时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不仅如此，阅读也
会影响我们做事的方法，面对工作中的各项任务，广阔的知
识会让我们有方法可依，有规律可循。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自
然也会多出一些来。

阅读似乎是我们教育工作中的一件利器，它不仅可以帮我们
挤出时间，而且是做“学习困难”学生工作的出口。这是缘
于愈是学习困难的学生，就愈需要阅读。阅读能教他思考，
思考会刺激智力觉醒，学生思考得越多，在周围世界中见到
不同的东西愈多，他接受知识的能力就愈强，教师工作起来
也就愈容易。这同样是在为我们减轻烦恼和压力。

所以，教学工作中的各项事务都是环环相扣的，而解开这些
扣的钥匙就是阅读。我们无法预料在新的一天会面临多少事
情，多少挑战和压力，但我们要抱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
态度做好自己、做好当下，用积极的心态迎接每一天！



教师读书笔记做一个聪明的教师心得体会篇三

寒假中我读完了这本《做最好的老师》，这本书充满了智慧
和哲理，我被它深深的打动了，它告诉我要在爱中找到教育。

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把自己看作或者当
作一个孩子，从孩子们的角度去多思考，去聆听，去探索，
去散发出自己的情感，这样才能与孩子们的思维和情感保持
一致，更好的和孩子们相处与交流，也能让孩子们对老师更
加的亲切和热爱！

我觉得要做最好的老师：

首先，要有自己的思想并且要善于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提高
自己的教育品质，同时也能培养出学生这样的品质。想要培
养出这样的品质就必须对我们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要有创新
的意思和丰厚的文学底蕴。因此李镇西老师将“读书、教书、
写书”看作是自己生活中不可少的部分。我们要学习老师的
这种精神，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去过学习，把这个养成一种习
惯。作为老师我们要以身作则，作为学生的榜样，去引导和
督促学生多看书，多学习。把这些培养成自己和学生的一种
习惯，让自己和学生们都体会到读书和自己写作的乐趣，并
且分享给大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有人问我，生活中
什么是最主要的呢？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爱孩子’”，
因此对待学生要有奉献、理解、平等的。教师首先要点亮学
生心中的那盏灯让它不断的照亮，直到照亮整个自己。同时
用严格的纪律和道德规范去要求儿童，并注重通过集体教育
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

然后，要做最好的老师。每个老师都有过作为一个伟人巨匠
的梦想，但是想成功并没有那么容易。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最
好的老师呢，需要我们一点点的积累，发扬水滴石穿的精神，
慢慢的积累，最终定会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也是最好的老
师。要不停的拿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做对比，对比今天



有没有进步？有没提高？今天有没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要
不断的自我思考，这样才能进步。每天都进步一点点，经久
累月之后你会发现前进的便是一大步。我们要对做最好的老
师这个目标充满着激情，同时也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和敬畏的
态度。因为你不仅要做自己心中最好的老师，也要做学生心
中最好的老师。也许没有最好，但是我相信未来总能够越来
越好，成为自己心中最好的教师，让自己以后在教育的生涯
之中做最好的自己，也不枉费以后桃李满天下的自己。

最后，作为一个老师应该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有
对教育的热爱和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责
任感，要将自己的生命融于人类和民族的发展之中，不断提
高自己，警醒自己。同时，教师要具有修身意识，正人者必
先正己。教师要处处严于律己，要有言行一致的人格风范，
让学生以自己为榜样，为人师表，做学生的良师益友。要以
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和崇高的敬业精神，以及良好的心理素
质去感化和教育学生。

教师读书笔记做一个聪明的教师心得体会篇四

苏霍姆林斯基在《怎样对待学习有困难的儿童》一篇中说到，
他在对儿童的脑力劳动和精神生活的研究以及多年的教育实
践中得出一个结论，儿童在学习上有困难，绝大多数情况下
的原因在于“儿童在童年早期所受的教育和他周围的条件不
够好”。这里的早期教育和周围条件的衡量并非指家庭给儿
童带来的物质条件水平，而是他的家庭是否给予他质疑、好
奇、求知的机会。这也就是，学习有困难的儿童缺乏的`往往
是求知和钻研的精神的原因。

那么对待这样的儿童，教师应该如何引导他们做出转变呢?以
下是我针对“转变差生”这一主题拜读《给教师的建议》后
的几点想法。

作为一名教师，我深刻认识到，不是所有的儿童都是适合走



学好教科书这一条智力发展的道路的。班里有位男孩子，从
一年级入学就从未得到过好的考试成绩，甚至连良好都排不
上号，但是他看起来很努力。每一次来订正作业，每一次上
课回答问题，他都非常使劲地想要表现好，但并不能如意。
他因为一直得不到进步而充满了挫败感，甚至在家里流露出
一些想要放弃的情绪。我明白他是无法用求知和钻研的精神、
方法来应对教科书上的学习，于是我不再强加给他其他学生
的学习要求，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进步我就努力地夸奖他，
对待他学习上的错误也是耐下心来讲解。好在这样下来，虽
然学习上并没有多少提升，但他不再有放弃的念头了。

到了二年级，我关注到，他的体育成绩突显出来，于是我让
他来担任体育委员一职，也仅仅希望他在班级队伍的管理上
可以有所帮助。而在我意料之外的是，当他成为体育委员之
后，他的体育成绩开始有了突飞猛进，尤其是跳绳，在二年
级就可以跳到180甚至200个。我觉得，发现他体育这一领域
的优秀让他担任体育委员这个决定，对他来说一定是意义重
大的。

我们班里有位男生，兼具了学习困难和调皮捣蛋两个问题，
这里暂且叫他小吴。作为一名语文老师，课堂上让学生对生
字进行组词的环节是再普遍不过的了。但是我发现，一到这
个环节，小吴举手就特别积极。我几乎可以感觉到他对站起
来回答组词的渴望。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难得遇到能够回答的问题，非要起来表现
一番，于是我给他机会站起来组词，并随口给他一点鼓励和
称赞；后来我观察到，我随口给予的称赞，也带动了一小部
分学生的掌声，并且他们还会向小吴投去“你真棒你在进步
你真不容易”的鼓励性的目光，而小吴在同学们的“簇拥”
下笑得特别开心。于是我开始在课堂上多给予小吴一些简单
问题的回答机会，越来越多的同学愿意鼓励他、给他小小的
掌声，而他也变得愿意在学习上多花一点心思了。令我感到
意外的还有，课下他也收敛了许多，不再像从前一样是办公



室的常客了。

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在阅读上都有大大小小的问题：不能理
解、无法复述、找不到关键词句等等。这也是因为他们没有
学会真正意义上的思考。对比班内成绩优秀、学习比较得心
应手的学生，可以发现，他们在阅读时可以在引导下甚至是
自发地提出“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之类的问
题并进行思考，并且能够说出自己从这篇阅读中得到的信息；
而学习上有困难的儿童无法思考老师的问题，更别说自己进
行质疑了。

所以儿童要培养求知、质疑的精神与能力，阅读是不可放弃
的重要方法。苏霍姆林斯基也提出：“阅读能教给他思考，
而思考会变成一种激发智力的刺激。”学会思考就能摆脱死
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就能激发出孩子活跃的思维。（陈嘉仪）

教师读书笔记做一个聪明的教师心得体会篇五

利用空余时间，细细研读了《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这本书，
读后真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这本书从教师的思维方式入手，
通过90个案例讨论教师思维方式对教育教学的影响，帮助教师
“认识自我”。这本书传达着王晓春老师的思想，传播着他
的理念，那里面许多发人深省的语句深深吸引着我，从许多
的教学案例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要做一个聪明的老师。王晓春老师的“做一个聪明的老
师”如一缕春风让教师们呼吸到春的气息，如丝丝细雨滋润
着教师的心田，给迷茫中前行的我们指明了方向。这句话看
似简单，其实要做到不容易。

“有时候，我们老师常会好心办坏事，造成这种情况其实还
是我们工作的不细致，想的不周全。”此时，我的眼前又出
现了这样一幕：有次排队做操时，我发现一位男生在交头接
耳，于是批评了他，男孩羞愧得低下了头，眼泪也在眼眶里



打转，我心软了，问他：“以后还讲废话了吗？”男孩委屈
极了，“老师，我是提醒同学戴上红领巾，才讲了这句废话
的。”我顿时为自己的简单粗暴的做法后悔不已！如果早看
到这句话，我也许就不会好心办坏事了。

“鼓励孩子的方法有很多种，尤其是对行为偏差生上的鼓励
老师更应该多想想办法，多从这些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带着
一些宽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读到这，我想到了去年
我班转来的一名新同学。上课时，他总爱把手伸进抽屉里做
小动作。刚开始时，我看到时轻轻地叫一下他的名字后，他
就坐端正了。过了一会儿，老毛病又犯了。几天下来，总不
见起色。我想，是不是我方法上出了问题。后来，我
说：“这几天我发现某某同学比以前上课用心听讲了，作业
也做得很棒了。希望他做个永远的乖孩子。”听了我的表扬，
他很端正地坐好。几天下来，尽管有时还要做一下小动作，
但比以前少多了。在以后的几次默写中，空格也少了很多。
好多次早晨，他看扫地的同学没来，都主动打扫着，看着他
认真的背影，我的心里一阵激动。是啊，我们不能用一把尺
子去丈量所有的孩子。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妨多动动脑
筋，想一些既有效又能让孩子、家长都能接受的好办法。

书中有这样一篇案例：集体批评——对任何事情都要采取分
析的态度。一个叫平的同学因为老和同学处理不好关系，被
老师“请”上讲台接受同学们的集体谈话，最后同学们原谅
了他，事态也就平息了。

在我们身边，也会有这样调动集体舆论批评、教育问题学生
的情况。我们有时会指着一个孩子对全班学生说：“以后我
们都不要理他！”但是我们的教师显然对事情的原因不感兴
趣，教师不想走进孩子的心，老师只想管住他。于是调动集
体舆论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再这样做，我们不理
你了！”问题学生迫于集体舆论的压力，暂且“改邪归正”，
一旦离开集体他又会露出他的“真面目”，这就是所谓
的“两面派现象”，学校、家庭判若两人。



王老师说：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掩盖问
题的教育。所以我主张，对任何事情，都采取分析的态度。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教育，千万不要浮在“管理”的表层，
不要只抓现行问题。教育必需深入孩子的灵魂。

“教育科学是一门指导和启发的科学，是引发学生进行自我
教育的科学，是研究如何帮助学生的科学，是研究师生如何
交流的科学。”“教育的本质不是管理，而是帮助和交
流。”的确，在现在的学校制度下，没有管理是不行的，问
题在于，我们需要什么类型的管理，管多少，管在什么地方，
哪里应该严，哪里应该宽，哪里必须管，哪里不必多管。书
中谈到，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者，最关注的应该是学生本身
的发展，而管理者则不然，管理者最关心的是完成上级布置
的任务。教育者以人为本，管理者以任务为本，管理者只把
人看成完成任务的工具。但是，我们要知道教育的根本目的
不是为了管住学生，而是帮助学生学会自己管住自己，而是
帮助他学会自己管住自己（培养主体性、自觉性），最可靠
的办法不是使学生立刻让我满意，而是让学生自己确实有所
成长。教育必须深入孩子的灵魂。

“安全固然重要，但安全如果压倒了教育，学校就不再是学
校，变成保险公司了。学校的一切管理措施，都应该是为了
学生的发展，而不是只为了管理者管理的方便。”时下，安
全问题似乎成了一所学校的核心问题，大部分学校不准学生
外出活动、在校园内不准奔跑打闹，可是孩子活泼爱玩的天
性却被压抑了。怎样把握这个度呢？安全问题也成了捆绑学
校德育活动开展、削弱德育教育职能、束缚学生身心发展的
一块绊脚石。作为班主任的我们应该多多思考，如何让安全
与德育并行并重。

王晓春老师反复强调，爱心是师德的灵魂，没有爱心就没有
教育。“爱与责任”是当代教师之灵魂，“师爱”是师德之
必备。但是，王老师同时指出，不能因此迷信“师爱”。他
说，迷信“师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好心的糊涂人，真的



以为爱能点石成金，爱是万应灵药，一旦他不能把学生“爱
成”好学生，他会怀疑自己爱得不够。我想到了自己，有时
好同学犯了错误，不是让他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以后该怎
么做，而只是告诉他：“你是个乖孩子，以后不要这样，老
师就依然喜欢你。”这种缺乏帮助的爱不是真正的爱！

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其实是把“爱”当成棍子用，他们的
本事是把自己对学生施加的一切压力都解释成“爱”，他们
嘴里是“爱”，心里想的是“权”，是对学生的“管、卡、
压”。“只要下课铃一响，时间就不是我的了。我要占人家
的时间，只好和人家商量。这不是什么‘爱’，这是起码的
尊重，这是教师的法制观念问题。我不能借口‘我是为你们
好’来侵犯学生的休息权。”真是一语中的，令人深思啊！

反思我们的德育工作：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喊累？是管理体
制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有问题？也许我们都应该改
变一下我们固有的思维方式。老师们，让我们走出思维方式
的误区，做一个聪明的教师，做一个轻松、睿智的管理者！
王晓春老师对聪明人的界定太经典了：聪明人其实就是善于
思考的人，他们往往有良好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对于我
们教师太重要了。

最后，我引用书中的一句话来激励自己——“我是一个行者，
步履轻盈，在教育的路上，我的脸上带着笑容，我的心中充
满阳光，我的行囊中为教育准备了一切：澎湃的热情、宽容
的胸襟、迷人的书香、思考的大脑。”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
我更应严格要求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