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不跪着教书读书体会 不跪着教书读
书心得(优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不跪着教书读书体会篇一

暑假闲来无聊从网上浏览到一本书不跪着教书，我感到非常
好奇，教书和跪着是什么关系呢？带着这份好奇我细心地阅
读了吴非先生写的这本书。书中没有什么高深的观点，也没
有那些晦涩难懂、拒人千里的理论，而是对教育现象的反思
或教学随想，是和同行或学生的对话。那充满真真切切、实
实在在的对人、对教育的热爱，使我看后久久不能平静！

开篇第一则随笔《永不凋谢的玫瑰》就深深地打动了我，这
个故事长久地激励着吴非老师，他说：为了爱的教育，为了
我们的学生能像人一样地站立在这个世界上，我幻想着生活
中有这样的'美好。这个故事也深深触动了我，我们老师往往
被传统观念束缚，忽略了学生的想法。我想如果是我，我肯
定会去批评这个小女孩，然后耐心地教育她应该保护花草树
木。那么这个孩子这么善良的行为不是被我给扼杀了吗？我
被这么美好的、有爱心的小女孩感动，更为苏霍姆林斯基爱
的教育感动。在感动的同时我也感到了沉重，教育的每一个
细节都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教师的责任不仅在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还是育人，教会学生如何做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这，
我不禁问自己：面对孩子，我是怎么做的？我做好了吗？当
我认为学生犯错的时候，我总是会马上告诉他这样做不对，
有时甚至发怒责备，以为严厉的批评可以给他深刻的教训，
下次他就不敢犯错了。我想我的不够耐心与不够机智不仅让
我失去了许多教育的契机，说不定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
了一些孩子幼小的心灵，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呀，想到



这，我不禁毛骨悚然。

书中多次强调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要坚持读书，善于思考。
只要读书，什么都好办，要让自己的学生出色，教师必须出
色；想让学生多读书，教师首先应当多读书，自觉地多读书，
学生超越教师，是教育的成功，也是教育的希望；然而如果
教师太容易超越，我看真不是什么幸事书中的这些话深深地
触动了我，让我的心为之一颤，作为一名老师，我觉得自己
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读的书还太少，思考的深度尚浅。校
长经常提醒我们应该博览群书，但是，自己却常常以忙、累
为借口推脱。事后我反问自己：要给学生一杯水，你准备好
一桶水，甚至源源不断的水源了吗？尤其是书中讲到现在的
教师普遍缺乏思考，只知埋头苦干，不知及时反思，对教学
中和班级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往往视而不见，缺乏深度的思考。
想想自己也一样，有时经常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但没有及
时去反思，时间过了也就忘了。现在我告诉自己思考也会成
为一种习惯，长期的缺乏思考教师就会成为教书的机器，所
以从现在开始我必须激励自己多思考。

读了《不跪着教书》这本书后，我体会到：教师要挺直了身
板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要经常弯下腰去俯视学生的优缺点，
要不时蹲下身子与学生平等的心贴心的交流，偶尔还要跪下
去仰视孩子们的天真和纯洁还有我们时刻在说的闪光点。这
样我们教师才是该站的时候如青松，该跪的时候如阶梯！

不跪着教书读书体会篇二

近几日我又读了吴非老师的《不跪着教书》这本书中，读着
其中随感故事，也让自己对教师有了重新的认识，书中所说
观点也触发我的心灵。

在第三辑《爱与敬重的阅读》中谈到理直气壮谈“教养”。
对于教养这个词语，估计很多人只能随口而说，却很难做到。
在现今的学校，太过多注重学生的学科学习的成绩，而忽略



孩子的“教养”，而德育形式繁多，而又偏偏忽略了养成教
育。

我们现在很多德育工作其实也就流行于形式，要求过高，做
不到，不如放弃这样的“高空作业”，还不如交给学生最朴
实的东西。例如“不要做妨碍别人的事情”，看起来这是一
个很低的要求，很多孩子都是做不到或者做不好。比如在学
校，课堂上教师都要花费一点时间处理与教学无关的时间，
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在教师的办公楼里，学生在楼道上，
大声喧哗，旁若无人，老师若是制止，只是短暂效应，还会
引发不满情绪；在教学楼，更是肆无忌惮，追打皮闹，吃着
零食，听着音乐，更有甚至，高年级的孩子能在老师的面前
说粗话，目中无人，这些简直就是教育失败。痛心于这样的
现实，一个没有教养的孩子今后在文明社会也是寸步难行。

学生需要表率。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实：家长修养好的，
孩子也比较文明；家长粗俗张扬的，孩子在学校惹的麻烦事
也会不断。写到这，不禁想起放假前班级发生的一段小插曲：
小a同学，在课堂上控制性很差，时不时接老师的话，拿同桌
的学习用品玩，同桌还不敢与他争抢，因为家长会到学校找
孩子的麻烦。班级时常丢失钢笔，经查案断定就是小a同学所
拿，于是准备请家长到学校，配合老师教育孩子。

学校有位老教师，也是我小学的老师曾经说过，他一生从事
教育，他说并不是把优等生送进大学就万事了，如果有的学
生只不过是“高分低能”，以后还有改造发展的可能，如果
是高分低德，那就是社会的垃圾。对于教养，我们不必遮遮
掩掩，也不必去贴与时俱进的标签，教育界就应当明明白白
地提出“教养”的概念，国民素质的提高从娃娃抓起！

不跪着教书读书体会篇三

这学期读了吴非老师的《不跪着教书》，篇篇观点鲜明，吴
老师好像用跟你聊天一样的方式把这一个个道理说给我们听，



虽然平平和和，但句句都说到老师们的心坎上，让我受益匪
浅。

不跪着教书，那应该怎样教书呢？我带着这个问题翻开这本
书，吴老师通过真实的案例和故事告诉我们，跪着，意味着
教师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趋炎附势，为名利失去了身为教
师的责任，为了迎合上级而折腰，随波逐流。事实上，我们
身边乃至我们自己都不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算不上一个
有思想有主见的老师。

那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老师呢？像吴老师说的，一味合
格的教师，只要不断地进德修业，把自己的工作和学生的成
长结合起来，让自己成为学生的表率，才能得到学生的尊重，
才能让学生成为真正的人。“要让学生出色，教师必须出色，
要让学生多读书，教师自己首先要多读书，自觉读书”，我
也希望我能成为吴老师口中说的老师，受到学生尊敬，让学
生忘不了的老师。那我只能增加自己的阅读，多读书，多思
考，多学习。“为人师表为人师表，要想让学生多出色，教
师就必须出色。学生赶超教师，是教育的成功，也是教育的
希望；然而如果教师太容易超越，我看真不是什么幸事”。
书中这些话都深深地出动了我，作为一名新老师，我觉得自
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读的书还太少，思考的太少太浅。

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先准备好一桶水，甚至是源
源不断的水源。书中讲到了现在的教师普遍缺乏思考，只
会“埋头苦干”，不能“及时反思”。想想我自己也是一样，
有时其实是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但是因为忙，没有及
时去反思，过段时间也就忘记了。久而久之，问题依然存在，
而我也没有多少进步。所以除了多读书，我还要学会多反思。
让反思成为我的一种习惯。

读了《不跪着教书》，我深刻的体会到，教师要堂堂正正的，
不趋炎附势，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和意见。经常低头看看学生
的优缺点，放低身子与学生平等的贴心交流。发现学生身上



的闪光点，要时时了解学生、关心学生，给学生以真爱，要
从细小的事情中去了解学生的真实的思想，让他们不断地发
现人性美，做一个正直的、真诚的、宽容的、有爱心的、对
生活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人。这样我们的学生才可能成为站直
了的人。我在为了成为这样的老师而努力！

不跪着教书读书体会篇四

《不跪着教书》是吴非老师的一部教育随笔。还没打开书就
被封面作者的自序所深深吸引，"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
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
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在巨大的麻木和冷漠面前，我的确有过
放弃的念头，然而一想到中国人有千百年下跪的历史，想到
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想到下一代还可能以各种各样的
形式下跪，就觉得我们中国首先得有铁骨教师，教育的辞典
中才能有『铸造』这样的词条。"短短的一百多字，读完后居
然有些莫名的激动，这是怎样的一本书?教师是什么?怎样才
能做到"不跪着教书"?带着好奇与疑惑翻开了它。

这本书一共分为六辑，每一辑都有自己的思想与主题，记录
的都是作者见到或者听到的教育现象及对教育问题的思考，
作者针对这些现象与问题分析得一针见血，给人耳目一新，
读后受益匪浅。

教师是什么?

从小时记事起，人们对教师的形容与比喻也都是高尚与无私
的。有人把教师比作辛勤的园丁，培育着祖国的未来;也有人
把教师比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塑造着学生美好的心灵;更有
人把教师比作燃烧的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学生人生的道路。
我觉得，教师不仅仅是园丁，他自己本身就应该是一朵美丽
无比、赏心悦目的花，吸引着学生;教师还不仅仅是工程师，
人类的灵魂不可能用一个固定的工艺流程去塑造，再说，教
师自己的灵魂又由谁来塑造呢;教师更不仅仅是蜡烛，他不应



该用"燃烧"自己来"照亮"学生。那么，教师究竟是什么?其实，
教师就是教师，教师和学生是一对相互依赖的生命，是一对
相互影响的伙伴，是一对共同成长的朋友;教师就是人，有自
己的油盐酱醋，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酸甜苦辣;教师
就是一个"站直了"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能够影响学生
健康发展的人，一个永远让学生铭记在心并学习的人。而要
做到这样，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

教师怎样才能做到"不跪着教书"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认真地读书，不停地读书，从书籍
中获得教育智慧。

教师读书是关系教育成败的大事。教师不读书，就没有教育
理想，就没有教育思考，就没有教育创新，一句话：就没有
教育生命。教师这份职业决定着我们必须是天生的职业学习
者，职业读书人。教师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才能一辈子"站直
了"教书!教师必须成为一个思想者，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怀
疑精神，努力保持自己的教学个性，有自己的教学见解和主
张。要多动脑筋，做一个智慧型的老师;教师要坚持读书，让
读书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习惯。吴老师在书中谈到"只要肯读
书什么都好办"。如若不读书也就没有了知识，联想到自己作
为一名信息技术老师，虽然课程本身的重要性比不上语文、
数学这些主要科目，但教育的意义都是相同的，教学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和现象也都是相通的，而且信息技术本身就是在
不断发展，不断更新，想到这些，更加觉得对自身的要求不
能因此而降低，同样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从书本中吸取
新的知识，唯有这样，自己才能站在信息教学的前沿，开拓
自己的思维。

合上书，深深体会到基础教育的重要，作为一名小学教师，
不但要传授孩子们书本上的知识，更要以身作则给他们树立
一个好的榜样。教师自身的修养与魅力，教师的喜怒哀乐，
处理问题的方式，甚至一举手一投足都会给孩子们带来潜移



默化的影响。

我们都需要站着，站着教书。站直腰杆，不仅仅需要底气，
更需要的是信念!对学生热爱、对教育事业热爱的信念。

不跪着教书读书体会篇五

怎么叫有思想?想到了这么个小故事《不要考100分》，这几
个字是已故着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给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
题词。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朱清时说：“为了多考一二十
分，孩子们要多做练习，要多学几个星期。等他们长大后，
当初多得的这一二十分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起了坏的作
用。”他说：“不要为了这一二十分，摧残了孩子的创新能
力，浪费聪明才智，让人格、品德扭曲化，让他们沦为考试
的机器。”这么看来，两位大家对教育有着明确的理想，这
种思想植根于对工作的信念，来源于对学生终生发展负责，
对民族未来负责的观念;也因为他们有着更为广阔的教育视野。

怎么做个有思想的老师?我是个有思想的老师吗?什么叫不跪
着教书，怎样才能不跪着教书?吴非老师说：“只要肯读书，
什么都好办。”这是告诉我们要多读书才能有思想，不跪着
教书。“不管以后课堂模式如何，老师还是要在课堂上与孩
子们说话的;无论如何，别让孩子们看不起你。”他期望年轻
一代的教师“能注意知识的积累。向新高度攀登;倘若条件有
限，那也要有点自我提高意识，哪怕读点闲书也是好的，哪
怕知道一些掌故也是好的，即使自己读书不多，听听别人说
读书也行”。教师读书是关系教育成败的大事。教师不读书，
就没有教育理想，就没有教育信念，就没有教育思考，就没
有教育智慧，就没有教育活力，就没有教育创新，一句话：
就没有教育生命。教师是天生的职业学习者，职业读书人。
教师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才能一辈子“站直了”教书!



不跪着教书读书体会篇六

《不跪着教书》是吴非老师的一部教育随笔。还没打开书就
被封面作者的自序所深深吸引，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
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
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在巨大的麻木和冷漠面前，我的确有过
放弃的念头，然而一想到中国人有千百年下跪的历史，想
到__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想到下一代还可能以各种各样的
形式下跪，就觉得我们中国首先得有铁骨教师，教育的辞典
中才能有『铸造』这样的词条。短短的一百多字，读完后居
然有些莫名的激动，这是怎样的一本书?教师是什么?怎样才
能做到不跪着教书?带着好奇与疑惑翻开了它。

这本书一共分为六辑，每一辑都有自己的思想与主题，记录
的都是作者见到或者听到的教育现象及对教育问题的思考，
作者针对这些现象与问题分析得一针见血，给人耳目一新，
读后受益匪浅。

教师是什么?

从小时记事起，人们对教师的形容与比喻也都是高尚与无私
的。有人把教师比作辛勤的园丁，培育着祖国的未来;也有人
把教师比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塑造着学生美好的心灵;更有
人把教师比作燃烧的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学生人生的道路。
我觉得，教师不仅仅是园丁，他自己本身就应该是一朵美丽
无比、赏心悦目的花，吸引着学生;教师还不仅仅是工程师，
人类的灵魂不可能用一个固定的工艺流程去塑造，再说，教
师自己的灵魂又由谁来塑造呢;教师更不仅仅是蜡烛，他不应
该用燃烧自己来照亮学生。那么，教师究竟是什么?其实，教
师就是教师，教师和学生是一对相互依赖的生命，是一对相
互影响的伙伴，是一对共同成长的'朋友;教师就是人，有自
己的油盐酱醋，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酸甜苦辣;教师
就是一个站直了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能够影响学生健
康发展的人，一个永远让学生铭记在心并学习的人。而要做



到这样，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

教师怎样才能做到不跪着教书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认真地读书，不停地读书，从书籍
中获得教育智慧。

教师读书是关系教育成败的大事。教师不读书，就没有教育
理想，就没有教育思考，就没有教育创新，一句话：就没有
教育生命。教师这份职业决定着我们必须是天生的职业学习
者，职业读书人。教师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才能一辈子站直
了教书!教师必须成为一个思想者，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怀疑
精神，努力保持自己的教学个性，有自己的教学见解和主张。
要多动脑筋，做一个智慧型的老师;教师要坚持读书，让读书
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习惯。吴老师在书中谈到只要肯读书什
么都好办。如若不读书也就没有了知识，联想到自己作为一
名信息技术老师，虽然课程本身的重要性比不上语文、数学
这些主要科目，但教育的意义都是相同的，教学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和现象也都是相通的，而且信息技术本身就是在不断
发展，不断更新，想到这些，更加觉得对自身的要求不能因
此而降低，同样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从书本中吸取新的
知识，唯有这样，自己才能站在信息教学的前沿，开拓自己
的思维。

合上书，深深体会到基础教育的重要，作为一名小学教师，
不但要传授孩子们书本上的知识，更要以身作则给他们树立
一个好的榜样。教师自身的修养与魅力，教师的喜怒哀乐，
处理问题的方式，甚至一举手一投足都会给孩子们带来潜移
默化的影响。

我们都需要站着，站着教书。站直腰杆，不仅仅需要底气，
更需要的是信念!对学生热爱、对教育事业热爱的信念。



不跪着教书读书体会篇七

人们把教师比着辛勤的园丁、无私的春蚕、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燃烧的蜡烛等等等等……

我觉得，教师不仅仅是园丁，他自己本身就应该是一朵美丽
无比、赏心悦目的花，吸引着学生；教师也不仅仅是春蚕，
他的生命在每一个季节，在奉献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教师还不仅仅是工程师，人类的灵魂不可能用一个固定的工
艺流程去塑造，再说，教师自己的灵魂又由谁来塑造呢；教
师更不仅仅是蜡烛，他不应该用“燃烧”自己来“照亮”学
生。

教师究竟是什么？其实，教师就是教师，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有自己的油盐酱醋，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生活理想；
教师也是一个“站直了”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能够影
响学生健康发展的人，一个永远让学生铭记在心并学习的人。
而要做到这样，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而书中提出
的“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
人？”的质问振聋发聩！

怎么叫有思想？想到了这么个小故事《不要考100分》，这几
个字是已故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给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
题词。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朱清时说：“为了多考一二十
分，孩子们要多做练习，要多学几个星期。等他们长大后，
当初多得的这一二十分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起了坏的作
用。”他说：“不要为了这一二十分，摧残了孩子的创新能
力，浪费聪明才智，让人格、品德扭曲化，让他们沦为考试
的机器。”这么看来，两位大家对教育有着明确的理想，这
种思想植根于对工作的信念，来源于对学生终生发展负责，
对民族未来负责的观念；也因为他们有着更为广阔的教育视
野。

怎么做个有思想的老师？我是个有思想的老师吗？什么叫不



跪着教书，怎样才能不跪着教书？吴非老师说：“只要肯读
书，什么都好办。”这是告诉我们要多读书才能有思想，不
跪着教书。“不管以后课堂模式如何，老师还是要在课堂上
与孩子们说话的；无论如何，别让孩子们看不起你。”他期
望年轻一代的教师“能注意知识的积累。向新高度攀登；倘
若条件有限，那也要有点自我提高意识，哪怕读点闲书也是
好的，哪怕知道一些掌故也是好的，即使自己读书不多，听
听别人说读书也行”。教师读书是关系教育成败的大事。教
师不读书，就没有教育理想，就没有教育信念，就没有教育
思考，就没有教育智慧，就没有教育活力，就没有教育创新，
一句话：就没有教育生命。教师是天生的职业学习者，职业
读书人。教师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才能一辈子“站直了”教
书！

读了《不跪着教书》这一本书，让我明白了：教师不仅仅是
园丁，他自己本身就应该是一朵美丽无比、赏心悦目的花，
吸引着学生；教师也不仅仅是春蚕，他的生命在每一个季节，
在奉献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教师还不仅仅是工程师，
人类的灵魂不可能用一个固定的工艺流程去塑造；教师更不
仅仅是蜡烛，他不应该用“燃烧”自己来“照亮”学生。他
本身应该站着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