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幸福的老师心得体会(实用5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心
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
足，从而不断提升自己。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幸福的老师心得体会篇一

从教二十几年，如今越来越感觉做一名老师肩负的重任和压
力，这份压力来自于家长和社会对老师的期望值，所以很多
老师和我一样，工作着、累着、沉重着，缺乏幸福感。做为
一名教师，幸福感在哪里？带着这样的困惑，我拜读了陶老
师的《做一个幸福的教师》，读完这本书，我觉得值得一读，
它给了我很多启示，向我阐释了做个幸福的教师并不难。下
面是我的几点体会：

幸福的老师心得体会篇二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
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
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读这段话，我还想到了这样一句话：假如你不爱你的职业，
你将一辈子不幸福。是呀，既然选择了教育，你就只顾风雨
兼程……既然选择了教育，你就必须有职业幸福感。这样才
能微笑面对纯真的孩子；才能无愧于教师职业；才会甘为人
梯，做铺路人才能用自己的快乐影响孩子的快乐。试想，当
一个教师愁眉苦脸地面对孩子，他的痛苦、愤怒将潜移默化
的影响孩子的整个人生观，那误的将是孩子的整个人生呀！
学会做人才是当代教育的第一要义呀！其次才是知识的学习。
教师无了教育幸福感，就不会去认真钻研教材，就不会去仔



细地去发现和思考教学过程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并且
像尊敬的老前辈们那样，做好记录，认真分析，反复思考，
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教师的教学也将如没有分量的纸风筝
轻飘飘，经不起时间的打磨。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寻找教育
的幸福与快乐。

时间转顺即逝，我已在小学教师这一岗位上奋斗了15年了。
幸福在哪里？在孩子们豁然开朗的眼神里；幸福在哪里？在
孩子们爽朗清脆的笑声里；幸福在哪里？在孩子们异想天开
的脑袋里。我庆幸走进了教育领域，使曾被功利所迷惑的心
灵觉醒了，从而更注重孩子健康的人格和品质的和谐发展，
自己注定要为孩子的生命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给予孩子幸福，自己也得到了更多的回报。我们要去洞悉教
育的规律，试着从整个教育生涯这个宏观的角度来俯视我们
今天的一言一行，看看，哪些是我该捧的西瓜，哪些是我该
丢的芝麻，真正找到自己在教育生涯中的坐标。

所谓静水深流，宁静而致远。

希望，教育的路上，少一份压抑，多一份幸福。

幸福的老师心得体会篇三

近读《幸福教师五项修炼—禅里的教育》一书，立刻被其深
深吸引，书中借助大量的佛门公案从禅的角度来阐释我们的
教育，读来耳目一新，直抵心灵，令人顿悟。文中提出幸福
教师五项修炼即修炼一颗柔软心，修炼一双智慧眼，修炼一
腔宽容怀，修炼一手绝活，修炼一副担当肩，对我们教师是
何等的重要。掩卷深思之余，不禁被深深震撼，反复研读，
不忍释手，遂执笔写下自己的感悟，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
修炼出一双指月手。

印度哲学家奥修说：“当鞋合脚时，脚就被忘记了。”真正



的教育应该是“暗教育”、“潜教育”，即最好的教育方式，
应该就像春雨，滋润心田，又不伤根系。很多时候，我们教
师一句轻描淡写的鼓励，一次看似随意的爱抚，一道包含真
情的眼神，一个不露痕迹的暗示，便会给孩子留下刻骨铭心
的暗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如春雨润物，悄无
声息，但更具成效。

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说：“不是铁器的敲打，而是水的载歌
载舞，使粗糙的石块变成了美丽的鹅卵石。”这句话，道出
了教育的纯美境界。铁器的敲打，会使石块破碎，或是使其
棱角更为分明，锋芒更为逼人；看似柔弱的水，却能在悄无
声息的流淌中，在载歌载舞的行进里，在温婉细腻的琢蚀下，
让石头变得光洁圆润。

而那水就应该是教师的柔情，是教师发自内心的爱。只有深
切的关怀和爱护，才能使教育成为载歌载舞的水。而成熟的
教育工作者，就是那高明的水上舞者，在载歌载舞的欢快行
进里，使那些有棱角、有缺陷的石块渐臻完美。

人非圣贤，孰能无错？我们教师面对的是成长和发展中的学
生，他们的是非观念正在形成，行为意识尚不稳定，出状况、
犯错误是他们的权利。做教师的，面对学生的种种状况，批
评、训责或惩罚是一种方式，宽容的提醒和谅解也是一种方
式——但无论哪种方式，都是为了教育，为了让他们变得更
美好。我们做教师的应该像医生一样，要选择适当的方式和
药物。真正有效的教育，不是电闪雷鸣，疾风暴雨，而是和
颜悦色，柔风细雨。柔风细雨才能润物无声，浸入孩子心底，
发挥长久功效。

不禁想起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要像对待荷叶上的露珠一样，
小心翼翼地保护学生幼小的心灵。”荷叶上的露珠，晶莹、
圆润，多么美丽、可爱，又多么敏感、脆弱，一丝微风或鸟
儿的振翅，都可能让他滚落、破碎——孩子幼小的心灵不正
像这晶莹的露珠吗？教师要学会欣赏这露珠，用宽容的方式



对待那些孩子露珠般的心灵。

谈到教师的专业成长，我们一直强调反思，就是让教师总结
教学经验。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说：“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
隘的经验，至多只能成为肤浅的知识。”由此他提出教师成
长的著名公式：经验+反思=成长。叶澜教授曾经有一句名言：
“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也不一定能成为一名名师，但是
写三年反思就有可能成为名师。”大量事实表明，那些优秀
教师都是在“实践—反思—再实践”这个链条上成长起来的，
如果我们的两只眼睛死死盯着工作，每天处于备课、上课、
批改、辅导的无限循环中，始终忙忙碌碌，而不能”留一只
眼睛看自己”，不能为自己腾出一点反思的时间，所谓进步
和成长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看似忙忙碌碌，
实则原地踏步。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灵魂的回头，是顿悟的
艺术。”灵魂回头正是反思，唯有反思，才能成长，或许我
们就像一个农人，在“教育的水田”里不断地插下秧苗，不
断的退步反思——“退步原来是向前。”

教育是科学更是艺术。要想教好书，教师必须在诗外下功夫，
这样才能写出好的教育诗篇。诚如《红楼梦》中描述的香菱
学诗一样。香菱苦志学习写诗，以至于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坐卧行走、睡里梦里都在作诗，以至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终于于梦中得诗一首。香菱的苦心学诗，犹如我们觉醒教师
迫切的想专业成长一样，我始终坚信，课堂教学的广度，取
决于教师教学视野的广度；课堂教学的深度，取决于教师教
育思想的深度；课堂教学的高度，取决于教师道德情操的高
度；课堂教学的厚度，取决于教师文化积淀的厚度，这就要
求我们不断的吸纳，拼命的积累，这样才能使自己不断的提
升。只有丰满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全面的学生。只有教师的
素养达到一定高度，我们的教育才能像心灵的旅行，才能向
师生的轻盈共舞。每一个教师，既有既做好诗内的功课，又
下足诗外的功夫，才能真正写好意境高远的教育诗篇。



生活处处有禅理，关键是要有善于发现和领悟的心灵。教育
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本书的每一篇，每一则，都从禅故事
引申开来，剖析，诠释，再举例说明、恳求，不遗余力地诉
说柔软的温度，智慧的力量，宽容的成全，绝活儿的魅力，
担当的重要性。谢云认为：教育就是一场修行，除了技术与
能力层面外，还包括生命状态和精神境界，教师应通过“修
正行止”，来完成生命的成长和精神的丰富。在他看来，教
师应该是温润的、柔软的、宽仁的，如禅师一样淡泊宁静，
智慧超然；学生是娇嫩的花朵，不染尘埃的天使，充满生命
张力的雏鹰。教育，就是教师用超强的人格魅力和温润的精
神光辉去感染和点亮学生，让他们慢慢地觉醒，成长，找到
自己。

幸福的老师心得体会篇四

对于教师来说，是否能时时处处感到幸福是很重要的，因为
只有教师幸福，学生才会感到幸福。在教学中通常我们最头
痛这两种学生：一种是调皮捣蛋，行为有偏差的学生，一种
是怎么教也教不会的学生，面对这两种学生一定要学会宽容
和耐心，原本我一直对学生很严厉，对他们所犯错误有时会
忍不住重罚，自从我儿子降生之后，我发现我的儿子和所有
调皮捣蛋的孩子一样，我对他说不的事他偏偏去做，我要求
他去做的事，他偏不听，儿子让我学会耐心和慢教育，所以
现在我面对学生时，就会始终想着两句话，那就是“假如我
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这样的情感使我对孩子少
了一份埋怨，多了一份宽容；少了一份苛求，多了一份理解；
少了一份指责，多了一份尊重。俗话说：教师的活儿是良心
活儿，家长把天真烂漫、聪明伶俐的孩子交给我培养，这是
对我的极大信任。我又怎么能不全身心地去爱他们呢？孩子
的心是未经雕琢的璞玉，美丽而又稚嫩。当我们肯俯下身来，
走进他们的世界，就会发现，原来许多成人眼中的错误缘于
我们对孩子的误解。教育是技术，更是艺术，只有师生心灵
相通，才能共同奏响教育的和弦之音。



幸福的老师心得体会篇五

7月12日上午，我校邀请了道弘教育集团的高放老师给我们上
了一堂《幸福教师的五项修炼》讲座。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
演讲报告中，高老师指出教育的本质是“上施下效，长善救
失”；表示对于施教者“治境不如治心”，因为“境由心生，
境随心转”；最后强调幸福教师的五项修炼方法：一是负责
任尽本分，要求不光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要勇于承担责任；二
是自他交换，教师要以学生之心来理解和领导学生；三是结
果与导向，工作中我们要以结果为导向思维来做好教育工作；
四是系统思考，持续改进，构建学校持续学习系统平台，为
成功找方法；五是德行的修炼，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一切德
行培养的根本，孝道是一切教育的源头。

从讲座中，我们不仅学到了不少知识，精神也得到了洗礼。
古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此有着切实的感受。
高老师不仅从教育的本质和方法上进行阐述，举例论证，还
从生活的幸福指标和人性的本质来解释教育与生活的相通。
他语言谐趣，妙语连珠，行云流水，嬉笑怒骂，于看似无意
中切中要害。

高老师演讲的特点之一就是大量引用古人和中外名家的精辟
言论。如：教育的本质，上施下效，长善救失，就是从古语
中提炼出来的。又如人性可以分为天性秉性和习性，而教育
的本质就是“去习性，化秉性，圆天性。”这句话就综合了
古代三大家之言，又越古穿今，耐人深思，值得为师者借鉴。
再如，“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是孔老夫子
的话，阐述了德行的根本。还有马克思的“一种美好的心情
比千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楚，”还有戴明博士
的系统与结果言论等。

高老师演讲的特点之二就是运用大量名家或平凡的生活实例。
如陶老用四块糖果来教育打架的学生，以此来证明“找好处，
认不是”的教育行为对学生的尊重和感化的重要性。又用大



量的调查数据证明了西点军校能够人才辈出，关键在于责任
与承担。还用“拼图”的例子来论证一个道理：一个人好了，
他的世界就好了。这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从而在
教育上找到创新之路。

高老师演讲的特点之三是运用公式，图文结合。如人生的命
运方程：“思想—决定—行动—结果—习惯—性格—命运”，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离命运最近的是性格，而思想在最根部，
从而得出：命运的改变从改变思想信念开始。又如任务不等
于结果，职责不等于结果，从不等式中说明教育的方法对于
学生成绩和成长的关键性作用，从而让我们更加明确了自己
的教学方法的重要性。

高老师演讲的特点之四是体验式教学。“拍手”“动作传
递”等游戏，使我们在亲身体验中更加深刻的感受到教学方
法和教学规则，对于学生的接受效果的不同。使我们意识到，
“后进生”不是“天然”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教
学心态，我们的教学方法，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无不与学
生的成长息息相关。

整个演讲过程一直处于高潮。激情的演讲，深入的分析让老
师们心潮澎湃。听了这次演讲，我们不仅对自己的教学之路
摆正了心态，也对自己的人生坚定了幸福指标。最后，他以
一个故事来诠释行动的力量，使我们回味无穷。激励着，前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