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沟通与艺术的读后感(通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沟通与艺术的读后感篇一

看完这本书，我感觉师生间要建立良好沟通应该做到以下三
点：

一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理解对方；

二是了解导致这种情形的因素；

三是把这种对对方设身处地的了解让对方了解。

教师必须先设身处地了解学生的心理感受，并进而用同样的
思想去理解学生。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只有充分认识了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别人。师生之间要建
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不断
的积累经验，不断完善教育方法，不断向他人求教，在以后
的教育教学中，我会努力改善与学生间的关系，真正成为学
生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当学生犯错误时，我们要采
用“我向信息”的表达方式而不是“你向信息”。用“我向
信息”让孩子明白，他给老师带来的困扰。面对孩子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了解导致这一错误的原因，在处理问题时让孩子
知道老师是一心一意为他考虑，并且能用孩子的眼光去
看“孩子的世界”，以孩子的心情去体会他们的心情。这样
我们才能与学生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师生同理心，我们的沟通
才会更有成效。



总之师生间的沟通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门艺术。要想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需要我们在平
时的教育教学工作中仔细的学习和研究理论知识，并能结合
具体的事例认真分析、总结，做到学中做，做中学，才能把
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

沟通的艺术,教育方法,表达方式,后进生,个性

沟通与艺术的读后感篇二

1.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1条侮辱+1000条赞美=1条侮辱”.

我们常说“不做情绪的奴隶”.但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真的很难。
情绪是复杂的，既有生理的因素，也包括非语言的反应，还
有认知――这是决定情绪状态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且，情绪
是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如何表达情绪，决定了沟通的质
量。

2.倾听：不只是听见

“少说话，摆脱注意力分散，不要过早评断，寻找关键意思。
”

倾听本身就包含了对信息的处理，如果无法有效地处理和理
解所听到的信息，人际交往就会出现障碍。因此，倾听是沟
通的基础，是很有技巧的。

3.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加于人

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无法收回。特别是那些
伤人的话，即使你再道歉，也不可能完全抹去。



4.你喜欢的东西，别人不一定喜欢

文化背景不同，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有时候在一种文化之中
行之有效的技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完全不适合甚至带有
冒犯之意。

所以，沟通中，知己知彼，非常重要。与此同时，还要对每
一种文化和习俗保持开放和理解的态度，尊重别人的习惯，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到别人身上。

总结

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总之，人际沟通――就像跳
舞――是一个经由同伴间的互动而创造出的独特活动。同样，
你的沟通方式必然会因为同伴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粗略啃完一遍，可能有些生涩，对“沟通”这门学问我有了
更深的感触和体会，多了一些理性认识。很多事情，当明白
了背后的科学性和实然性之后，我们就会豁然、豁达许
多――沟通先有“技术”,才有“艺术”.

沟通与艺术的读后感篇三

浅谈师生沟通艺术

在教育工作中，班主任设计的所有德育活动，都是在特定的
师生关系中进行的，师生关系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成
败。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对学生产生什么效果，是由师生
关系的状况来决定的。所以，班主任必须懂得并善于运用师
生沟通的艺术，与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高质量的沟
通过程中，使学生受到情绪上的感染、思想上的震撼、精神
上的鼓舞、心灵上的启迪，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下面，
我就结合几个教育个案谈一谈师生沟通的艺术。



个案―：学会无声的沟通

以前，我对“沟通”二字的理解是不全面的，认为老师只有
和学生谈话才叫沟通。事实告诉我，无声的语言同样可以发
挥沟通的效能，而且往往比有声的语言更便捷、快速、有效，
是师生沟通中不可缺少的方式。

班上有一个文静、可爱的小女生，初一新生刚入学时，她的
脸上总洋溢着甜甜的微笑。不久，笑容从她脸上消失了，她
每天默默地坐在位子上，很少言语，对班级的事漠不关心。
起初，我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她的性格所致。直到有一天，
当我惊异地发现小女生用极其冷漠的神情面对讲台上侃侃而
谈的我时，内心一下子充满了挫折感。潜意识告诉我，她的
不快乐和我有关。通过侧面了解我才知道，她在小学时是一
个学习优秀、才华出众的学生，非常受老师的器重和喜爱。
但她性格腼腆、心思细腻，在陌生的环境中缺乏主动表现自
己的勇气和信心，因此，容易被新班主任忽视。她内心的失
落和惆怅无法排解，只好用“冷战”来抗议我对她的`忽视，
我决定重新激发她心中的热情，改善师生关系。其实她的需
要非常简单：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和来自老师的关注。于是，
我为她争取了一个代表班级参加演讲比赛的名额。当我拍拍
她的肩膀以示鼓励和信任时，她的小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参赛前的日子里，我总寻找时机与她目光相对，微笑着对
她点点头或眨眨眼；她上台演讲前，我伸出两根手指冲她做
了一个坚定的“v”型动作，她演讲结束时，我由衷地竖起大拇
指向她表示祝贺。我相信，这些无声的语言给了她莫大的勇
气和鼓励，让她感受到老师的关注。她为班级捧回了“第一
名”的奖状。从此，这个曾经很失意的女孩变为班级建设的
活跃分子，虽然依旧那样文静，却多了一份事事行动在前的
热情和自信。有一天，她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刘老师，是
你无声的鼓励唤醒了我的自信，激发起我对班级的热爱，愿
您继续关注班上每一个沉寂的心灵，使我们的班级变
成“爱”的海洋。



这个事例表明，良好的师生关系也可以在无声的沟通中建立。
对学生而言，老师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与学生进行沟通，
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说话的语气声调，面部的表情气色，
甚至是作业本上老师画出的红道道，都在向学生传递一种信
息。因此，师生之间的沟通实质上是师生双方整体信息的沟
通，每时每刻都在不间断地进行着。老师除了在某一特定时
间、特定环境下通过有声的语言与学生进行交流外，还可以
随时随地用无声的语言与学生进行交流。这些无声的语言对
学生会产生积极的暗示作用，使学生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关
注、理解和信任，从而表现出积极的情绪和行为。这样师生
之间才能建立彼此接纳、相互理解、心灵共振的关系，班主
任策划的教育活动才能使学生产生兴趣并积极参与，从而达
到良好的教育效果。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尝试随时运用
无声的语言和学生沟通，即使一天当中，我和某个学生没有
谈上一句话，但我的无声的语言也会及时告诉他，我并没有
忽略他的存在。

个案二：学会积极的倾听

[1][2][3]

沟通与艺术的读后感篇四

新年结束了，假期之间匆匆忙忙的读了美国罗纳德的《沟通
的艺术》，看似心灵鸡汤，读过之后回头来看却有不少营养，
对我今后的生活也有很多启发：

我们的生活能不能没有沟通？西点军校有一个处罚叫做"沉默
处分"，犯了错的人不能和身边的任何人有任何的交流，这被
称作是最残酷的处罚。想起上学时候，女生之间会闹一些小
性子，有时候会集体孤立某个女生，这对被孤立的人来说，
心理上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再或者男女朋友闹别扭冷战，无
论谁对谁错，最终谁先低头，结果不可避免的都会对这段关
系有所影响。因此，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沟通，沟通就如同



空气和水一样，是我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必须的要素，更
是我们获得社会认同和维系、增强一段关系所必不可少的手
段。

1、人绝对不能不沟通。

2、沟通可以有目的也可以无目的。

3、沟通不见得越多越好，过度沟通也会造成问题。

4、成功的沟通并不表示彼此理解。

5、沟通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沟通的局限性）。

知道了沟通的重要性，我们该如何增强自己的.沟通能力？其
实，沟通的能力代表一个人通过沟通，某种程度上达到自己
的目的，从而维护和增强一段关系的能力。比如工作中，上
级对下级的沟通，很多时候是想掌控下级思想动态；男女朋
友之间的沟通，除了表达自己，希望对方理解自己以外，也
是为了维护和增强这种关系。

想要增强沟通能力，首先，要知道"我是谁"，要有清楚的自
我概念。自我概念是主观多元的，随着时间而形成，一旦形
成就很难改变（被称作"认知保守主义"）。小时候，我们身
边重要他人（家长、亲戚、老师、同学）会不断给我们评价，
你学习不好，你性格内向，你语言表达能力差等等，他们的
描述如同一面镜子不断积累和强化着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
这种自我强加和别人强加的评价中，我们形成了思维惯性，
便很少去认识和突破真实的自己。

沟通除了认识自我外，还要用同理心去理解别人。同理心意
味着我们把自己设想成他人，去切身感知感知他人的观点和
情感，进而有更好的心态和策略去处理这种关系。同理心，
做到很难，因为我们存在的需求冲突，因为我们的刻板印象，



要想跳出这些，作者建议"枕头法"，用五种立场"我对你错、
你对我错、双方都对也都错、议题不重要、所有的观点皆有
道理"。看似是一个老好人的立场，却帮助我们站在多方立场
考虑问题。

除了认识自己和用同理心来理解他人外，好的沟通还需要沟
通者有好的情绪。情绪稳定是一项非常高级而难得的能力，
心理学家把理解和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称为"情绪智商"（我
的情绪智商就很低，情绪经常像坐过山车，让自己和身边的
人都深受其害）。过分的压抑情绪和过激的表达情绪，对我
们的健康都是不利的，好的沟通能帮助我们建设性地表达情
绪，除了有利身心外，也增进人际关系。

情绪有好坏之分，我们要管理困扰的情绪（盛怒、嫉妒、沮
丧、恐惧等），首先要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坏情绪。坏
情绪来自于怀的自我内言，自我内言指的是根据某件事情自
己引发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往往会导致实际的感觉和情绪。
在沟通时，我们要避免产生一些由完美主义、对他人赞同的
极度渴望、对因果关系强行链接、对生活失去信心等情况导
致的负面自我内言。

沟通，除了有管理自己的情绪外，还来自于很好的倾听。而
信息爆炸时代，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虚伪的倾听、自恋的倾听、
选择性倾听、防卫性倾听、隔绝性倾听，很难去倾听别人，
理解别人，搜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作者提出可以通过借力
使力（捧哏）、问话、释义和支持的倾听技巧，更好的去倾
听。有了自我概念、有了同理心，仔细倾听、管理好沟通时
的情绪和气氛后，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语言和非语言的沟通方
式来进行沟通。

冲突是一种表达出来的斗争，冲突双方因为不相容的目标、
不足的资源和达成自己目标时令一方的阻挠。解决冲突是考
验沟通能力的终极大关。我们必须学会建设性的处理冲突的
技巧：首先要避免防卫心理，确定你的问题和未满足的需求，



把重点放在你为什么不满意，不要情绪化地给别人贴标签；
其次，需要提前预约沟通时间，让双方正视你们的问题，而
不是让别人突然把关注点放在你身上，然后，描述你的问题
和需求，商量解决之道，最后跟踪调整。

啰嗦了这么多，其实想说的只是，沟通是一种双向的行为，
要想有好的沟通，除了认识自我和他人外，要明确双方的问
题和需求，选择合适的时间和氛围，管理好个人的情绪，避
免双方产生防卫心理，沟通中要倾听对方，关注对方的感受，
共同协商问题的解决方法。

沟通与艺术的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看了卡耐基的一些作品，他说：“只要站起来的次数
比倒下去的数多一次，就是成功”。“成功是给能够坚持到
最后的人的”。这些话使我深受启示。他点燃了我心灵的火
花，激起了我成功的欲望。可作为一线教师的我，怎样才能
成功呢？我想必须要从读书开始。读书就是要求进步，读书
就是要求成功，读书就是与持有某些观点的人进行心灵的交
流。其实，人每天都在交流，你我面对面的交流是浅层次的
交流，这样的交流可以让我们相互认识对方、产生感情、做
成朋友。而读书也是这样，书就是人。读谁的书，就是在和
谁交流，这种交流是属于深层次的交流，也就是与某些高层
次的人交流。我通过读书，不但了解了于丹、浩然、金庸、
高玉宝、卡耐基等。也让我学习了他们。学习他们那种高尚
的品质，学习他们做人的精髓。用他们的熏陶、用他们的影
响，来提高自我、充实自我、塑造自我。记得苏联教育学家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这样一句话：“教师进行劳动和创造的时
间好比一条大河，要靠许多小的溪流来滋养它。教师时常要
读书，平时积累的知识越多，上课就越轻松。”。由此可以
看出，走进书本，就是完善生命。教师的快乐来自读书。教
师的成功也来自读书。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我作



为一名教师能出现在三尺讲台上真的很高兴，也很激动。所
以我很珍惜我的职业、在意我的称谓。要让自己无愧于教师
的称号、无愧于人民的厚望，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所以，
我在平时的工作中总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以行、一举一动。
时刻树立自己的形象、时刻做学生的表率。不训斥学生、不
挖苦学生，哪怕是学生犯了错误也是如此。比如：有一次我
在黑板上板书的时候，突然听到下面哗然起来。原来有一名
学生不知怎么搞的，竟把一堆废纸弄着了。我当时无名火真
的上来了。但又一想，我是老师呀，不能太激动、要控制自
己。幸好这个时候下面已经是鸦雀无声了，我正好就坡下驴。
稳定了下情绪重新讲起课来。课后我找该生谈了话，效果很
好。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我读书以来的改变。正是“赏识使
人成功，抱怨使人失败。不是好孩子需要赏识，而是赏识使
孩子越来越好。不是坏孩子需要抱怨，而是抱怨使孩子越来
越坏”的影响。通过读书更新了我的观念、转变了我的思想。
就这样，读书让我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形象，追求
自己的人格完美。

作为一名教师最重要的是要具有渊博的知识，在课堂上才会
得心应手、妙笔生花。而我们还是用自己原有的那点陈旧的
知识来迎接今天新时代学生的挑战，那不是自找苦吃吗！原
来说：要想给学生一滴水，教师要有一桶水。可现代的学生
他要管你要一桶水，你却只有一桶水怎么办？这就需要我们
教师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充实自己的知识，把自己的一
桶水变成一潭之水，乃至大海之水。让自己的知识渊博起来，
去奉献给学生，去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通过读书学习，完全改变了我的认识，让我真正理解了“书
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的含义。所以，从今以后
我要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发奋读书、多读书、读好书。让
书净化我的心灵，让书充实我的知识，让书改变我的人生。
也让书把我带到成功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