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幸福人生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
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幸福人生读后感篇一

有幸拜读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肖川的《教师的
幸福人生与专业成长》一书，让我接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
看得出来，这是一本充满人性关怀的书，能够直面教师职业
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建议，具有现实意义。

肖川教授指出，教师要想追求职业的幸福感和人生的幸福，
就得有一个健康的心态，而健康心态的拥有从“十六字”上
获取：接受现实；悦纳自己；心存感激；追求卓越。

他特别指出，拥有健康人格的人，不必浪费时间去处理内心
的挣扎；拥有乐观的心态的人，不会将精力浪费在对付情绪
的起伏上；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的人，不会浪费心力去在乎
别人的评头品足；拥有进取的人生态度的人，不必浪费心力
去担心未来风雨；拥有稳定的精神情绪的人，不会生活在自
怨自艾之中；拥有积极的自我肯定的人，不必浪费精力去寻
找外在的肯定。这无疑是肖川教授馈赠给我们的一杯清茶，
一杯醇酒，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而远离教师职业倦怠，做
一名幸福的教师，更让我重新审视起教师这个职业，明白了
教师的幸福来自教师的专业成长，来自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来自教育教学的工作，来自享受几缕闲暇时的沉淀和宁静观
照。



教育是弃恶扬善，使学生向真、向善、向美，求真、求善、
求美的事业，而不是对学生放任自流，让学生随心所欲地成
长，或是仅为教学成效突出而一味严格要求，严肃管教。

教师应该学会心疼自己的学生，成为学生心中的一缕阳光。
作为教师，要关注细节，要抓住各种机会善待学生，如休息
时间、在走廊上等等，尤其要善待那些近来表现不佳而被你
警告过的学生。

尤其是一些后进生、边缘生往往都有着不幸的生活经历，一
颗颗脆弱却充满渴望的心灵渐渐冰封了自己。因此，教师应
该做火把，用智慧和关爱融化冰霜，让他们感受温暖和光明，
这是教师的责任和使命，更是教师的意义和价值。教师只有
在与学生深入交往与互动的过程中，才更可能在师生情谊的
自然加深中体味到教师职业的幸福感，更能感觉到自身的价
值和人生的意义。

目前，教师的职业倦怠，正在消磨无数教师的工作热情，迫
使其远离学生、远离工作岗位。肖川教授提出：对教师而言，
要养成专业心态中的良好心态，就是要用积极的心态来看待
世界。很欣赏书中这样一句话：“生活中有许多不如意甚至
不合理的，也许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
的是自己的心情和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心中有什
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当我们面对困难或挫折的时候，
如何看待，就决定了你幸福与否。

在匆匆忙忙的步履中，教师职业的特殊性，使工作和休闲时
间分不清界限。他们随时可能被学生、家长“打搅”，随时
就进入工作的状态，许多教师几乎忽略、遗忘了休闲。所以，
教师也要学会给自己几缕闲暇，这样，他的人生不会枯燥，
讲课不会干涩，才知道如何让教育芬芳弥漫。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以言表的。对于教育工作者，应该理解
他们望子女成龙凤的急切心态，在对家长进行理性说服的基



础上加以情感的感化，表达对家长的理解和认同，并同时提
出一些理性的建议。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理性分析是家校沟通的基本前提，沟
通的智慧体现在教师的言谈举止之间，体现在教师处理家校
间问题的机智上，体现在保护学生、自己和家长三者的身心
上。当家长对你充满了信任，对你的工作予以理解、支持，
愿意开诚布公地讨论孩子的学习、成长时，你会发现善待家
长，家校共育的过程也是一种幸福。

书中这样一段话让我感动不已：“有心的地方就会有发现，
有发现的地方就会有欣赏，有欣赏的地方就会有爱，有爱的
地方就会有美，有美的地方就会有自由，有自由的地方就会
有快乐。”记得有位恩师也曾这样教导过我：“我们不能选
择我们的学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其实不管
是平常之心、宽容之心，还是感恩之心，只要你拥有阳光般
的心态，就会少些烦恼多些快乐，将教师视为一种艺术，乐
此不疲虽苦犹甜，那么你就能够拥抱幸福！

拥有阳光心态，我们的心每天都会开出一朵花，芬芳着自己
也芬芳着学生，从现在开始，幸福人生已然上路！

幸福人生读后感篇二

读肖川主编的《教师的幸福人生与专业成长》这本书，书名
中的“幸福”二字似乎闪着无比耀眼的光芒，召唤着我。

带着好奇的心情翻开了这本书，一翻就再也不肯松手了。能
让教师过上幸福生活的法宝，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

作者用一个计算公式论证了他的这一观点：我们对待工作、
生活的态度能够使我们的生活达到100%的圆满，也就是心态
决定着你的幸福。”我想，决定幸福的心态应该是阳光般的
吧。阳光普照大地，温暖每一个人，也是宽容平等的。教师



的心态也要像阳光那样，是平常的、达观的、宽容的、感恩
的、积极向上的。

我们只有拥有这样的阳光心态，才能做一个幸福的教师。要
有一颗平常之心，平常心是一种冷静、客观、理智、忘我的
心态；要有一颗平常之心，平常心是一种冷静、客观、理智、
忘我的心态。如果教师缺少平常心，就会对学生提出过高过
严的要求，就可能失去耐心、细心、冷静和理智。

刚走上讲台不久的我，总是以高标准严要求来对待我的学生，
总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优秀一些再优秀一些，最好人人都能
品学兼优。所以，当越来越多的脱离实际的过高期望和过严
要求，遭遇到越来越个性张扬的新时代学生的时候，矛盾便
一触即发了。我委屈我悲哀我高呼“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
明月照渠沟”，于是开始对他们感到失望甚至失去耐心。

学生却越来越不理解我，有的学生甚至开始不尊重我。海明
威曾经说过，现实不一定总是美好的，但我们必须拥有一颗
面对美好的永恒的心。面对客观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一味
地沮丧和抱怨，而是应该接受现实。如果当时我能够拥有一
颗平常心，不急不躁，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基础上去教育学生，
在面对诸如气氛沉闷、不交作业、上课讲话等情况时，我就
会冷静客观地对待学生，理智地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并作出
恰当合适的决策。

要有一颗宽容之心。作者在这本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教
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引领着另一个不完美的人追求
完美的过程。”是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这些为人
师者，年岁长于学生，知识多于学生，阅历丰于学生，涵养
胜于学生，即使这样，我们也不是完美的，那为什么一定要
强求学生完美呢？学生之所以是学生，就是因为他们比我们
容易犯错误。

正因为学生会犯错误，所以才需要教师的存在。刚工作的时



候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总是难以容忍学生的错误，课
堂上的讲话声、作业中的错误、考试成绩的不理想都会让我
心情沮丧，对犯错误的学生进行不留情面的严厉批评，如此
一来，原本沮丧的心情变得更加沮丧、压抑。

最后，感恩过量的电子邮件，因为那表示有很多朋友在惦记
和想着我。”读了这首诗，你会发现，生活中一切的不如意，
其实都有积极的一面。生活中，值得我们敬重与感激的人或
物很多，感恩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是知足常乐的心态。
作为一名教师，如果能怀着感恩之心去看待学生，你会被学
生眼中饱含的渴望和纯真所鼓舞；被学生对你的尊重和认可
而感到身心愉悦；被节日里的卡片、小礼物所深深感动……
你也会发现学生是如此可爱，生活是如此美好。

反之，总是埋怨、指责、敌视、不满，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
很糟糕，自然没有幸福感可言。所以，常怀一颗感恩的心的
教师，一定是时常面带笑容，挺直腰板，给学生们力量与信
心的教师。一个幸福快乐的教师，才会有一群幸福快乐的学
生。

书中这样一段话让我感动不已：“有心的地方就会有发现，
有发现的地方就会有欣赏，有欣赏的地方就会有爱，有爱的
地方就会有美，有美的地方就会有自由，有自由的地方就会
有快乐。”记得有位恩师也曾这样教导过我：“我们不能选
择我们的学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其实不管
是平常之心、宽容之心，还是感恩之心，只要你拥有阳光般
的心态，就会少些烦恼多些快乐，将教师视为一种艺术，乐
此不疲虽苦犹甜，那么你就能够拥抱幸福！

拥有阳光心态，我们的心每天都会开出一朵花，芬芳着自己
也芬芳着学生，从现在开始，幸福人生已然上路！



幸福人生读后感篇三

在寒假中，我认真拜读了肖川教授的《教师的幸福人生与专
业成长》，看后常常为书里那些意蕴深长的人生哲理所感动。
幸福的真义到底是什么？教师的幸福源泉在哪里？校长为教
师的幸福人生与专业发展应该做些什么？可以说，肖川教授
给我上了一堂关于教育、专业成长、人生和幸福的课，发我
深省，令我受益匪浅。

肖川教授认为一所好学校的重要指标是，首先，看一所学校
能不能让所有的学生获得成功。其次看一所学校能否成为社
会大家庭中富有建设性的成员。第三，就是看一所学校能不
能让所有的教师体验到作为生活者的幸福感和职业的内在尊
严。书中一再强调，一定要关注师生校园生活的质量。一个
好校长，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使我们的学校首先对
教师来说变得更有吸引力、更有亲和力。

肖川教授在书中对影响教师生活的幸福指数的因素进行了深
入细致的分析，评价一位教师是否幸福，主要从身心愉悦程
度和精神充实程度两个方面来进行判定。他认为教师的专业
成长包括三个纬度，即观念、行为和个性。其中观念包括心
态和理论学习。他指出，教师要想追求职业的幸福感和人生
的幸福，就得有一个健康的心态，而健康心态的拥有从"十六
字"上获取：接受现实；悦纳自己；心存感激；追求卓越。他
特别指出，拥有健康人格的人，不必浪费时间去处理内心的
挣扎；拥有乐观的心态的人，不会将精力浪费在对付情绪的
起伏上；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的人，不会浪费心力去在乎别
人的评头品足；拥有进取的人生态度的人，不必浪费心力去
担心未来风雨；拥有稳定的精神情绪的人，不会生活在自怨
自艾之中；拥有积极的自我肯定的人，不必浪费精力去寻找
外在的肯定。这无疑是肖川教授馈赠给我们的一杯清茶，一
杯醇酒，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肖川教授认为，教师的幸福来自于教育教学的工作；教师的



幸福来自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教师的幸福来自教师的专业
成长；教师的幸福来自教师的教育研究；教师的幸福来自善
好的学校生活。在书的各章节中，肖教授从完善教师知识结
构；因材施教，从转变学生观开始；课堂管理与班级管理；
良好的家校沟通等角度论述了教师如何在专业发展中实现自
己的幸福人生。

是的，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幸福人生的营造可以相互促进，形
成一个良好循环。一个能够感受到生活幸福的教师也更有可
能以更积极和光明的心态，更饱满的热情关注自己的专业成
长。

为了文明的进步，为了我们能享有更高的生活品质，为了能
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服务，全社会都应该关注教师的生
存状态、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切实提高教师的各方面的待
遇和社会地位。从我们教师自身来说，不断学习、不断提高
专业素养，用我们过硬的本领和良好的风范赢得整个社会的
信任和尊重，不仅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
有为才会有位，有为生活也才会有滋有味。

幸福人生读后感篇四

《教师的幸福人生和专业成长》讲述的就是我们需要的，通
体性知识的获得正是需要这类书籍的营养，指明了条件性知
识补充的方向，让我们意识到了教学反思的重要性，拨开了
以往教学工作中的团团迷雾，真正起到了指导专业成长的作
用。

肖川老师指出这17个方面主要是学校教育情境中影响教师生
命质量的因素。实际上，教师的幸福不仅与学校、社会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教师也来自具体的某个家庭，因此，教师
幸福指数高低还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成员的健康状
况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状况等因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下面我就谈谈我的幸福之家：

先说说爱我的婆婆，每天当我起床的时候，我的婆婆早就在
忙活早饭，等我洗漱完毕时一桌丰盛的早饭已摆在桌上，有
时婆婆怕我吃饭出大汗，早早的把饭盛在碗里晾着（我特别
的爱出汗）。冬天时，婆婆怕我出汗骑电动车闪汗还让我带
饭到学校里吃。有一个细节就是，我高血压不能吃咸的菜而
婆婆喜欢吃咸，用她的话说不吃咸的菜太没味了。可是她为
了照顾我的口味，总是把菜盛出一些来再放一些盐。

婆婆每天不辞辛苦的帮我看孩子，她的腿有风湿看孩子对她
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犯血压高的时候，晚上吃了饭，
婆婆总是让我早早的休息，她来看孩子。说实话有时婆婆什
么时候回屋睡的觉我都不知道。我真的过意不去就让她去休
息，她总是说：“我没事，你休息吧！”婆婆就是这样默默
地支持着我的工作。这就是的婆婆，我为有这样的一位婆婆
感到幸福，感到荣幸！

再说说关心我的姐妹——王秀红。自从和她一起教三年级以
来，她对我的帮助和照顾是数不清的，我对她的感激也不知
从何说起。那我就举几个例子吧，大家看看我有多么的幸福。
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学校让写脚本，我一听就蒙圈了，什么是
脚本？我一无所知。时间紧任务重，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怎么办呢？这时她悄声的来到我身旁，“我帮你写吧。”听
了这句话我的心里凉快了，她可是我们这里有名的写作能手。
但是我也担心她的身体吃不消，因为她还要给自己写脚本。

她一笑而过“没事的放心吧！”第二天她红着眼睛把脚本给
了我。后来才知道她一晚上没睡帮我完成了脚本的编写。我
有这样的姐妹我多幸福呀！还记得我俩第一年的合作，那是
我最省心的一年，我俩教两个班，她教语文我教数学分别是
两个班的班主任，班主任的工作比较累、杂。可是有了她我
的累、杂，全没有了。



总而言之，幸福是一种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统一。即幸福
感既有来自客观因素的影响，也与主观因素不无关系。但教
师的幸福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幸福。有时，我们往往会错误
地把一些客观因素认为是造成我们“不幸福”的罪魁祸首。
实际上，幸福就在我们的身边。

幸福人生读后感篇五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这不仅是伟大的军事家的追
求，也是普通教师的追求。如何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读了
肖川教授的《教师的幸福人生与专业成长》中这一章节后，
我深受启发。

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经常遇到这样的困惑：课堂教学中语言
不严谨，缺少幽默感；与学生沟通时总是感觉到方法单一。
与同事交往时，缺少交往艺术；对待孩子教育上缺少系统的
方法……，看完肖川教授的这一段文章后，我终于找到了症
结所在，更加知道了知识结构对一个老师的必要性，因此，
我先从剖析自己开始，来完成自己的职业构想：

首先，教学视野上缺少通识性知识的支撑，突破这一瓶颈的
方法，就是接受肖川教授的建议：博览群书，兼收并蓄，与
经典为友。正如肖川教授所说，一个专业化的教师，首先应
当是一个一般科学文化的“继承者”，能够自如地应对一般
性社会事务；应当是一个一般科学文化的“创新者”，能够
在学科知识的交叉冲突中寻找到突破口，创新、丰富和发展
科学文化知识，还应当是一个活生生的“大教育者”，不仅
能够开展学科专业教育，而且能够给予学生广泛的人文影响。
这是未来教师的职业发展方向，也是提升内涵，提高教师职
业幸福指数的源泉。

其次，“我的身份”不到位。读了肖川教授的关于教师的本
体性知识后，我明白了：教师应对学科的基础知识有广泛而
准确的理解，熟练掌握本学科相关的技能、技巧；应对与该



学科相关的知识，尤其是相关点、相关性质、逻辑关系有基
本的了解；应了解该学科的发展历史和趋势，了解推动其发
展的因素。只有这样，教师在应对学科教学时才能方法科学，
方式多样。

“一只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差、最短的那块桶块”，我的
最短的一块在哪？读了肖川教授的这一段文章后，我深知教
育学、心理学知识对于老师知识结构的重要性，知学生所想，
洞学生所思，查学生所趣，方知劲往哪里使，力往哪里出，
劲、力怎样出，才能得到最大效益。

行动着，美丽着，让我们从这里起步，发现教学中的乐趣，
用小笔头记录这一个个闪光点，用教师的眼光去发现，用理
性的眼光去叙事，用学者的眼光去加工，或许，属于我们的
幸福就这样迎面扑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