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读后感摘
抄(优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
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读后感摘抄篇一

每天周而复始重复的工作，早已让教师忘记了最初的教学理
想，冷却了教学的热情。面对教师这种心灵的迷失，帕克.帕
尔默在他的《教学勇气》一书里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
生物学、心理学、甚至物理学、化学、宗教等领域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他的很多观点都给我震撼的感觉，加之字里行间
自然流露的对教师人性的充分理解和尊重，让我更加愿意用
心去聆听，去体会。帕尔默认为教学的困惑主要来源于教师
的教学行为与自我认同的分离，而当分离产生后，面对源自
内心的恐惧，教师只能在面具后隐藏，与内心隔离、与学生
隔离、与学科隔离、与同伴隔离……此刻，教师深感疏离的
痛苦，深切渴望“不分离”。所以，帕尔默呼唤让我们重新
认识自我，坦然面对恐惧，积极重建联系，在“共同体”中
实现真正的教学，也重新找到自我的价值和教学的勇气。

真正的改革是如此强烈地需要它……。”我是谁？这里我想
起古希腊神庙 “我是谁” 的刻字，太阳神阿波罗神庙的门
楣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弗洛伊德说：“人分为本我、自
我和超我”，当一个老师如此真实的了解自我是谁时，才会
了解他的学生们是谁。

其实，作为教师，我们做好工作的能力源自于对“我们自己
是谁”的认识。好的老师，正如作者所说，具有联合的能力，
他们能够将自己、所教学科和他们的学生编织成复杂的联系



网，以便学生能够学会去编织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基于这
样的前提，我懂得：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
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

我们的教学经历了“学科中心说”“教师中心说”，而今已
步入“学生中心说”，学生和学习过程比教师和教学过程更
重要，教师的角色在促进者、学习同伴和必要的监控机制间
转换。而帕尔默认为这几种方式均有启发性和优点，但又未
能完全解决问题，要么教师成为权威，要么学生永远不会犯
错。他提出应该以“第三事物”成为课堂的主体，在课堂上，
教师与学生共同专注这一“伟大事物”，构建复杂互动的真
正学习“共同体”。在“共同体”中，没有单方面的教学者，
也没有单方面的接受者，更没有单方面的成长者，它就是一
个五行相生相克的“相互影响”的系统。在这样的系统里，
真正的教学和教师的自我完善也就产生了。

《教学勇气》如同一位深刻的挚友，让自己在思考与追问中
卸去去满身的浮躁和疲乏！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读后感摘抄篇二

这个周末我读了帕克.帕尔默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教师这
条道路上，我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这就需要我不断反思
日常教学，以及多读一些书来更新自己。每一届的学生都是
不一样的，如果不更新自己就难以走进他们的心里。智慧同
样需要情感的共鸣，然后才是理性的相遇。

在刚开始走上讲台之初，我感到恐惧，那时的我不知道自己
恐惧什么，我以为等我习惯就好。通过这本书，我知道了为
什么我会感到恐惧。因为害怕改变，害怕无知，害怕学生出
一些无法应对的状况，害怕他们只是保持沉默，而对我所讲
的内容无动于衷。现在帕克?帕尔默告诉我，即使是有三十年
教龄的教师，也会心存恐惧，只不过他们学会了不要害怕，
不让自己置身于恐惧的情境当中。因为除了恐惧，我们在教



学过程中，还可以感受真诚、希望、同感、诚实。所以只要
我学会让自己保持真诚和希望的心态进入教室，无论发生什
么，心中可以有恐惧，但不必把自己置身心于恐惧当中，可
以以真诚对待存在的恐惧为出发点，而不是以恐惧本身为出
发点，学会全身心投入到课堂当中。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备课背得很充分了，所以我很自信地走进
教室，上完了这节课。但是，我发现效果不怎么好。这本书
提醒了我，我们应该以学生为出发点。我们的存在是为了让
学生学会学习，我们的目的是教会学生学习，而不是显示我
们如何的厉害，如何的知识渊博，向他们显示我们备课有多
认真，以此来使他们对我们有一个好的评价。汤普金斯告诉
我们：我们的真实目标应该是帮助学生学习，学习他们想要
和要了解的东西。所以，我们除了备好课之外，还要去了解
学生到底是哪里不明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地讲解，而不只
是单纯地进行教学设计。

我记得刚开始走上教师这个岗位时，我老想着寻找一些教学
技巧，可以应对课堂上各种状况。这本书让我知道了，优秀
的一节课，要做到用心，需要我们认真去备课，去不断地完
善自身，不断地认同自身。那么，教学能力终有一天会水到
渠成。我们自己就是自己进步的敌人，因为我们往往有时候
上了一节糟糕的课，会感到沮丧、失败，觉得自己根本不会
教书，觉得教书没有人生意义。这时候，我们要学会让自己
走出低谷，要知道这只是一节课，它不能代表我的全部，我
依旧是不错的个体，我只是这节课没准备好。学会相信自己，
认同自身，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我只是还没学到展示自我个
性的技巧，一旦我学会了，优秀教学则从中产生。

有时候我会觉得学生没在倾听，觉得他们是沉默的。现在我
理解了他们的沉默大部分源于我。教学应该源于生活，往往
我们开始讲一个知识点时，没有从学生的日程认知着手，学
生心中没有形成情感共鸣的，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参与到我们
所讲的内容。这就需要我们在引入的时候更加用心，让学生



从情感上产生共鸣，才能进入理性思考。

帕克·帕尔默带领我深入地认识了教师这个职业，让我更加
有勇气往前迈进。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读后感摘抄篇三

读了帕尔默的《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一书，的确是
带给我一次心灵的精神之旅，虽然其中有些章节让人颇难读
懂，但此书还是让我受益匪浅。

教学需要勇气，需要保持自己心灵开放的勇气，这是我在此
前所没有认识到的。

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与刚刚走上讲台时的我们相比，现在
我们的心慢慢地变得硬起来了？那时候，在办公室看到有些
老师很严厉地批评学生，甚至体罚学生，心里总是替学生委
屈，觉得老师太过分了。什么时候，我们也加入了对学生厉
声呵斥的行列？想象一下，再过几年，十几年二十年，我们
会变成什么样子？觉得可怕。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身边有
很多不快乐的老师，教师这个职业，给他们带来的是压力，
是痛苦，是无可奈何的谋生手段。

另一个感觉是现在的学生教起来怎么越来越难了，越来越
多“来自地狱的学生”；课程改革对教师专业知识和专业技
巧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从这些抱怨
声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仅仅从学科和学生的角度上理解教学，
我们也是在这个角度上来进行着我们的教学，很少从认识自
我这个角度来理解教学，去理解我所教的学科，去认识我所
教的学生。在帕尔默看来我们教学的目的就是去简单的复制
这个世界，而不是在改造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我们要想让我们的教学的目
的不仅仅去复制这个世界。作为教师就不能仅仅从学科和学



生的角度上去理解教学，教师应该去理解自我的知识，认识
自我，把自我和学生、学科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
去完成自己的教学工作。因此，一个优秀的教师不仅仅是有
精深的学科知识，好的教学方法，正如帕尔默所说的真正的
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自
身认同与自身完整。在每一节课里，教师与学生建立联系，
进而引导学生与学科建立联系，减少依赖于我所采用的方法，
而更多的依赖于我了解和相信我自己，自我的身份认同，我
的自我个性，还有身为人师的“我”的意识。

我们的教学应该是对学生的一种亲切款待，而亲切的款待经
常是主人比客人受益更多的行为。我们要学会去倾听我们的
学生。我们的学生在恐惧、沉默的背后，是想去发现他们自
己的声音，想去发出他们的声音，想让人们听见他们的声音。
能够倾听学生甚至尚未发出之声音---意味着不断地宽容他人，
关注他人，关心他人，尊重他人；意味着不能匆忙地用我们
可怕的言语去填塞学生的沉默，并且不要迫使他们说我们想
听的话；意味着充满深情地走入学生的世界，以便他或她把
你看成是能一直倾听他人真话的言而有信者。这样有一天学
生会能够真实而又自信地说话。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容许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时间表”这
个才是真勇气。有多少人，敢于去面对“意想不到”呢？教
学设计从四平八稳出发，是多数国人的天性。这个当然也是
保护自己的自尊，未知的事物，发生在课上，极其考验人的
课堂机智能力。而这一切，都和什么有关呢？除了教学常识，
更多的是还是教师在精神方面不断超越自身从而让学生更好
发展的机遇，也就是说，那些敢于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
生的教师，是具有生命弹性的人，成全自己生命过程，是以
成全每一个不同的学生为根本前提的。而这样的课堂，才具
有永恒的魅力。

帕尔默在《教学勇气》中有三章讲到共同体：第四章·认知
于共同体中，第五章·教学于共同体中，第六章·学习于共



同体中。

“共同体”这个术语刚开始的时候就像一个制冷的东西，把
那三章变成了三个冰柜，从里头取出来的东西都冷冷的，冒
着冷气，一直冷到我的心里。因为，在这个大冰柜里，我发
现了很新鲜的东西。随着新鲜的事物越来越多，我发现“共
同体”不是冻结万物，而是孕育万物的。

有时候，我也在思考，为什么有时候叫学生记笔记他们还不
记，是不是他们很懒？是不是他们在开小差？难道他们不觉
得这个很重要？但是，事实上我也知道，让学生表达自己的
思想比让他们记录我们的笔记更重要。这里的矛盾其实就是
我自己内在思想的矛盾。如今，被帕尔默一语道破，我们完
全可以让共同体发挥教育的力量，但这一定是建立在真正的
共同体的基础上。

何谓真正的共同体呢？帕尔默这么描述：“在真正的共同体
模式中，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同时关注一件伟大事物，在这样
的课堂上，让主体——不是教师或学生——成为我们关注的
焦点，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的最优特质获得融
合和超验升华。”帕尔默提出课堂应以主体为中心，而不是
以教师为中心或者以学生为中心。

这个观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事物。

帕尔默有一位导师是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教授。他博学
多才，他总是讲很多内容，以至于不给学生留一点提问和评
论的时间。因此，他的课基本上是独角戏，而他的学生只有
扮演听众的份儿。倘若按照我们的教学评价，这样的课怎么
可以？倘若单独以是否以生为本来判断，那真绝对是失败的
课。可事实上，学生是那么喜欢听他讲课。他的课堂魅力在
哪里呢？请看帕尔默的记录：

“在他的社会思想史课上，他不停地演讲，而我们成排地坐



在那儿记笔记。但是那些课并不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虽然我
们几乎没说话，但他的演讲没有把他自己，而是把主体置于
我们的注意力的中心，而且不知何故，我们聚集在那个主体
周围，而且开始与它互动了。”

“……我们几乎亲眼看到马克思孤独地坐在大英博物馆的图
书馆里写《资本论》。通过动态的想像，我们不单与思想家
本人建立了关系，也跟激发他思想的个人和社会背景建立了
关系。”

这位教授的授课，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效果，关键是他“用一
种深切地结合他本身独特气质的方式”把这些学问介绍给学
生。当教师把自己自身独特的优势整合于教学中，在与自我、
学生、学科的密切联系中彰显生命本质时，就能够发挥出惊
人的教育力量，甚至发挥出改变现实教育制度的力量。所以，
我们必须走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呼唤自身认同和自身完整。

帕尔默提出教师应积极参与教学对话的共同体，认为这是教
学人员应尽的专业义务。

帕尔默对教师职业的分析非常精辟，他指出这么一个事实：
教学也许是所有公共服务中最个人化的专业。“虽然都是在
学生面前进行教学，但是我们的教学几乎总是像独奏一样，
永远在同事的眼光以外；相比之下，外科医生或法庭律师经
常要在对他们的行业了如指掌的同事的眼皮底下工作。律师
在其他律师面前争论案件，在那里，所有人都能清晰地看见
他们的技巧和知识的差距，水平高低一目了然。外科医生在
专家的注视之下操作，要是手在做手术时颤抖一下就会马上
被人发现，使这种失当行为不大可能发生。但是教师可以在
人体内遗下海绵或错误地切断人的四肢，而除了受害者以外，
并没有别的目击者。当我们走入这个名为教室的工作场所时，
我们把同事关在门外。”

这样的职业比较让人非常清晰地看到教师职业的与众不同。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参与教学对话的共同体对教师来说是那
么重要。但是，我们平时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没有经常去
听其他同事的课，还有，交流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在我们这
样不需要坐班的单位，很多老师上完课就回家了。而且，大
部分老师也不喜欢被听课，一部分老师是因为缺乏自信，一
部分老师是因为害怕竞争，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不过，交流
应该还是非常必须的。

但是，教研室作为校本教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体往往被
忽略。倒是网络教研蓬勃兴起。现在，教育博客也欣欣向荣
起来。这些网络上的教育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
上弥补了教师现实生活中教育共同体的不足。教师专业成长
毕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一个教师的专业成长没有谁给你规
定年限，似乎可快可慢。但是，学生的成长是不等人的，所
以，教师的专业成长就变得特别迫切。因为，我们要对学生
负责，对自己的职业负责。

同事的共同体中有着丰富的教师成长所需要的资源。我们从
个人化的框框中跳出来，在网络教研这个共同体中建立持久
不断的教学对话，这样既提高了我们的专业实践，也从中提
高自我认识。

所有真实的生活在于相遇。”教学就是无止境的相遇。当我
们寻找到了自身认同和自身完整，我们就不需要躲在讲台后
面，利用我们手中的“权力”去控制学生，与学生造成分离；
我们也不需要简单的模仿其他教师的教学方法，而是去寻找
契合自己个性的教学方式，真正好的教学应该是源自教师的
心灵。当我们把自己自身的独特优势整合于教学中，教学于
共同体中，在于自我、学生、学科的密切联系中彰显生命本
质时，就能发挥出有效的教育力量，体现出我们教师应有的
价值。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读后感摘抄篇四

当读这本书的时候，让自己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洗礼，
我深深的被书中通透教师心灵世界的深邃智慧和深刻启迪所
震撼。作者用自己的阅历和思想带领我们进入教学工作最深
奥的领域，并以他足以永远改变我们的洞察力和勇气给我们
以心灵的启迪，整合了严谨与典雅、热情与精确、智慧与人
性、热爱与勇气、以关注教师心灵为基础，从智力、情感和
精神来解读教师、解读教学、解读教育、让我如沐春风，如
有醍醐灌顶之感。

面对教师以及教育，帕克·帕尔默在他的《教学勇气》一书
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的很多观点都给我震撼
的感觉，加之字里行间自然流露的对教师人性的充分理解和
尊重，让我更加愿意用心去读，去体会。帕尔默认为教学的
困惑主要来源于教师的教学行为与自我认同的分离，而当分
离产生后，面对源自内心的恐惧，教师只能在面具后隐藏，
与内心隔离、与学生隔离、与学科隔离、与同伴隔离……此
刻，教师深感疏离的痛苦，深切渴望“不分离”。所以，帕
尔默呼唤让我们重新认识自我，坦然面对恐惧，积极重建联
系，在“共同体”中实现真正的教学，也重新找到自我的价
值和教学的勇气。

只有克服恐惧，继而努力寻找改变的源头，一而再，再而三，
不断的拼搏、努力、奋斗、终于，一定会有小小的收获……
我惊叹作者从自己做教师的角度出发，将他几十年教学生涯
中获得的心得通过许多真实的教学故事，生动地为我们一一
展现。身为教师的我也进行了一次认识自我的心灵旅程。而
且读到一些地方，我心中就会不自觉地产生一些共鸣：“教
师的内心有一个警卫，守护着自己的个性，把有损我们自身
完整的任何东西拒之门外，把有益于我们自身完整的一切东
西拥入怀中”，“教师需要找到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倾听来自
心灵内部的声音，并认真的接受内心的指引，不只是为了我
们的工作，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



成功并没有一个固定模式，不是一定要当什么“家”、什
么“长”才算成功。内在的成功是凡事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
潜力，符合自己的性格，满足自己的兴趣，让自己高兴和快
乐。以这样的标准看待成功，成功才有意义，也容易获得成
功，包括实现外在的成功。深刻的认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
自己所需要的，认识自己的心灵，让自己的心灵在成长的道
路上也不断地向前迈进，这样才是我们的根本所在，才能让
我们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如同一句广告词“心有多大，舞
台就有多大”，所以，只有我们自身的心灵强大，我们才能
走得更远，才能到达更广阔的天地。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读后感摘抄篇五

读了《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一书，如同进行了一次
心灵之旅。作者帕尔默先生不灌输深奥的理论，而是用一个
个真实教学案例与你产生共鸣。书中一个个案例都跟我们日
常教学中高度的相似。分析每一个案例都让自己有更深的体
会。教育是带领孩子们进行一次心灵之旅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孩子们才能学会用更真实的方式来看世界，学会在这
个世界中生存。

《教学勇气》是一本非常精妙的教育学著作，作者引导我们
如同进行了一次精神之旅。他帮助我们建立了对教学的共同
认识。随着阅读的深入，越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情境——
仿佛自己置身于一个课堂，而课堂的老师就是帕克·帕尔默，
向我娓娓道说着他从事教育工作以来心中的困惑与反思。他
试图通过他的叙述，让我清楚为什么教学总是令我既兴奋又
恐惧。他试图带领着我们，为重新点燃我们教师对人类最困
难最重要的教育事业的热情，进行了一次心灵辅导，这是一
次激动人心的、直接而深刻的、探索教学本质的精神互动。

我们的认知里，教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所以一开始我们想
到是不放弃班内的任何一个学生，就算他学习不好，也总有
好的地方，从开始的信心满满，到后来的失望和退缩，这个



过程绝对是痛苦而纠结的。我们常调侃自己：学生虐我千百
遍，我待学生如初恋。当然这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追求。
教师的爱是博大之爱：当我们感到痛苦和折磨的时候，就需
要一种博大之爱来引领和宽慰自己。学生对教师博大之爱最
好的回报就是那轻声的问候：“老师好！”

教育不仅是改变自己，也影响着你的学生！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