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匠读后感(实用6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
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书匠读后感篇一

作为一名刚入教育行业的新老师，这书让我们新教师受益匪
浅，文字的表述并没有让你觉得很难读懂，反而很吸引人，
作者用一个一个小故事，小典故引导我们新教师做一名有方
向感、约束感、责任感、上进感、专业感、奋斗感、亲和感
以及智慧感的老师。读着读着，就仿佛身边有一位前辈老师
在传授他的教学经验以及心得，帮助我们新老师少走弯路。

第一章节告诉我们要做一名有方向感的教师，作者在书中写
到：“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如果你想在教师这个行业里成为
物质上的大亨，那么我真诚地劝告你，最好赶紧离开这个行
业，你想在精神的天堂里寻求物欲的膨胀，那将会无功而退。
”的确，教育这一行，得到物质以及财富远不能满足虚荣的
心，你若冲着在教育这行业成为富翁，那真的趁着自己年轻
要考虑清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帕瓦罗蒂的选择，一个洗厕所女工的选择，无论什么行业，
要学会自己做选择，做一个能符合实际的选择，并且自己要
用心去做，投入坚持去做，那么，你也就成功了！不管当初
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选择教育，既然选择了，我们就用心去
做，“当你投入地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感受这份工作的意义
和乐趣，正像你投入地恋爱时，会觉得恋人是那么可爱，连
那些缺点，也一并为你所疼，为你所爱。”作者的话风趣幽
默，常常给人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正视教育的幸福感，可能现在教师更多的是对教育的抱怨，
作者也在书中提到自己在教育中的幸福，一个学生不愿意跟
自己最亲近的父母抱怨，哭诉，反而跟自己的老师，那种幸
福感真的难以言喻，“我时常觉得，以和学生纯洁相处为主
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幸运。和学生在一起，可以完全放下虚
假的面具。和学生交往，是一种惬意的事，是一个永远美丽
的童话，有一天你赢得了孩子的心，那心是纯金的，无任何
杂质”。对呀，“每个孩子的心灵就像荷叶上晶莹剔透的露
珠，年轻的你要尽一切可能，想办法呵护她、保护她……”
这是一群可爱的孩子们，能微笑着倾听学生讲述，微笑着赞
许，微笑着抚摩孩子的头，那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无法比拟的
快乐。如果说教师的人格力量是一种无穷的榜样力量，那么
教师的爱心就是成功教育的原动力。所有的学生，都十分需
要老师的爱。

不做教书匠，“做一名有方向感的教师；做一名有约束感的
教师；做一名有责任感的教师；做一名有上进感的教师；做
一名有奋斗感的教师；做一名有专业感的教师；做一名有亲
和感的教师；做一名有智慧感的教师。”这是多么美好的希
望，让我们怀揣着爱，投身到幸福的教育中，感受教育的幸
福！

书匠读后感篇二

假期中翻阅了管建刚老师的《不做教书匠》，书从教师这个
角度来谈教育，让人感触颇深。

求知应该是人世间最大的快乐，而许多学生感到的是无限的
苦难。关键的问题是作为老师和家长的我们应该找到一种更
好的教育方法，去启迪孩子的心灵。我们都学过《拔苗助长》
这个成语，其中的意思我想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我们对孩子
的期望值越高，孩子产生的压力就越大，升学的竞争让我们
一心想让学生考出更好的成绩。



在每个孩子身上都蕴藏着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潜力，每个孩
子都是天才，宇宙的潜能隐藏在每个孩子心中。教师，是学
生生命中最重要的潜能的开发者。但是粗暴的教育只能让孩
子在我们希望的路上越走越远。每个学生的内心深处都有一
种渴望，渴望得到老师的重视和赏识。教育需要我们帮助他
们发现自己的长处，尊重他们、欣赏他们，让他们从我们这
里获得自信和尊严，自主地发掘自己的潜能，更好地获得发
展。

要唤起孩子的无限潜能，首先要让孩子找到一种感觉，一种
好孩子的感觉。感觉对了，才会跟着感觉走，生命在好感觉
中提升才会越走越顺。所以我们平时就要不断在孩子的心灵
里播种好孩子的种子。

其次，要给孩子以积极的心理暗示。我们的教育、教学中，
要抓住每个细节，让学生时时能有好孩子的体验。不要把孩
子放在一起比，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体，有所
长也有所短，把一个孩子的短处与另一个孩子的长处比，比
来比去，比掉的是孩子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这对孩子的打击
是毁灭性的。其实类似的苗子我们身边常常可以看见，比如
一个孩子上课不够专心，你点名批评了他，他有时会更不专
心。美国电影《师生情》中有这样一段：一位优秀的白人老
师在给一个长期受到种族歧视的黑人孩子上课时，耐心
说：“孩子，老师相信你是天下最好的孩子，是顶天立地的
男子汉！你不要紧张，仔细数数老师这只手究竟有几个手
指？”那孩子缓缓地抬起头，涨红了脸，盯着老师的五个手
指，数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开口说：“三个。”“太好
了，你简直太了不起了！一共就少数了两个。”老师的鼓励
像久旱的土地遇到甘霖，孩子的眼睛一下子放光了。成功诱
发动力，对孩子幼小的心灵来说，往往看到成功的希望，才
有努力的力量。积累小的成功才能化为大的胜利。我们在教
育、教学中，不要吝啬给孩子成功的机会，不要吝啬给孩子
的鼓励。



再次，让孩子跳一跳，够得着。一个苹果挂得太高，孩子没
有信心摘，因为他拼命跳也够不着。反之挂得低，孩子没有
兴趣摘，因为唾手可得的东西没有吸引了，没有人会珍惜。
所以我们要根据孩子的不同资质，给孩子不同的要求，让他
们在原有的基础上都向前迈步。

让我们做心中有朝霞、露珠和常年盛开的花朵的欣赏者。我
们要承认差异，但不是赞同差异，是允许孩子失败、预约失
败、接受失败、享受失败，孩子就不会被失败绊倒。我们要
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及时的给孩子自信，及时的扶孩子一
把，孩子就能透过失败看到成功，透过黑暗看到光明。

让教育在欣赏中微笑。

书匠读后感篇三

我从小的理想就是长大做教师，当师范毕业踏上这个工作岗
位后，就想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更要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
然而，面对的是一群不知烦恼的孩子，付出的永远多于回报。
有好多次我都觉得自己迷失了方向，不知该何去何从。我总
是觉得青年人初出茅庐，应该是满怀激情，汹涌澎湃地朝前
冲去，不知自己为何会这样，或许看到工作的压力退却了，
或许……缺少了一份执着的热情。

实在的，我并不讨厌看书，但却实在讨厌看有关教育的书籍。
除非写论文不得不查资料或学校逼着学习才无可奈何的会去
翻几页。学校又发新书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心也跟着沉。
无非就是呼唤理想教育，呼唤素质教育，要给予学生“爱”
的教育，给学生自主，课堂要开放……教育家们说的很有道
理，可为什么操作起来总也背道而驰，太难了，难的快做老
师的信心都没有了。

手头的事情做完了，百般无聊之下拿起桌角上的《不做教书
匠》，不经意的翻着，不经意的看着。“做一名有方向感的



老师”，句子很短，文字很美，字字扣人心弦。道出了大部
分老师的心声。我也是其中一个徘徊在教育十字路口的人。
考师范更多是当初环境所迫，并非自己热爱这份职业。确切
的说，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许多因素的制约，很少有人会
去考虑自己的理想。“及至做了教师，发现教师之苦之累出
乎自己的经验与认识”，原来套在教师头上的那些美丽的光
环在自己身上竟成了难以挣脱的桎锆。于是一颗心总是在迷
茫和无奈中游移不定。及至读了这本书，里面对教师的心里
分析很有道理，也给一些教师指明了方向。站在十字路口，
迫切需要的是人生的抉择，智慧的抉择。文中举了不少例子，
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同时作者也告诉我们：不切实际
的“理想”就是空想，只有踏踏实实做好身边每一件事情，
才能更进一步接近自己的理想。

考试，是我们每一位教师都不能不认真面对的问题，我们无
法选择考试，我们只能积极应对。不从考试的角度积极组织
教学，我们会觉得对不起学生的眼前利益，但如果仅仅满足
于从考试的角度组织实施教学，则对不起终生为业的教育。
只从考试的角度组织教学，是无法让学生终生喜欢自己所教
得学科的，学生离开学校，教师毕其一生，至多只能算是一
个优秀的教书匠。好的教师，应该喜欢捕捉生活中的点滴，
与学生一起探讨交流，与学生一起涉及欣赏。这样的教师，
不仅令学生日益积累起雄厚的知识基础，增强学生的考试能
力，更能令学生日益迷恋上学习，令学生在提高自己的素养。
这样的教师，才能告别教书匠这一头衔。但是我总是被考试
这两个字限制着我的教育，令我自觉不自觉地围绕考试进行
我的教学活动。有时候想想真是对不起学生啊！

无论今后会怎样，我都会善待我的教育，善待我的生
命。“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行动永远不晚。

书匠读后感篇四

纵观全书，有这样的一句话



“实践是孕育思想之花果的肥沃土壤”（第149页）。我极为
赞同，并深有感触。

20xx年年底，我开始了自己的阅读生活。过去的两三年里，
我读书只是为了求量，根本谈不上系统性、目的性，逮住一
本是一本，胡吃海塞地吞咽，看得脑子乱哄哄的。与别人交
谈的时候，口里蹦出来的都是书中这个大家、那个学者的观
点，自相矛盾的现象时有发生，自己却不自知。

出糗多了，就有了自知之明。羞愧的我就特别渴望拥有自己
的见解，发出自己的声音。当时我苦无良策，还是选择了读
书。那时自己一直相信，读书就能读出明白来，读出明白也
就能活出明白来。

三年过去了，成效并不大。

20xx年3月初，开学后的第一周，我根据教材的内容设计了一
个访谈调查的实践活动。从访谈问题的设计、访谈对象的选
择、学生访谈过程的注意事项、活动小组的分工安排、访谈
后感受的资料整理、分析以及最后结题报告的撰写，我一点
一滴地做到最后。静下心来读书，我可以毫不费力，但静下
心来做事，我从未有过。每次做事，我都是在脑子里过一遍，
自认为懂得了，就动手草草地完成。

就这样，在一件又一件的做事中，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
我从封闭的读书状态中慢慢地走出来，开始积极地做事，并
在做事中学会思考。在思考中，我发现我的心胸变得比以前
开阔了。比如，以前自己的学习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读书。
现在已扩展为三条:读书、向身边的人学习和做事。

真地感谢这句话——

“实践是孕育思想之花果的肥沃土壤”，它道出了我的心声。



书匠读后感篇五

我是一名很普通的教师，我也只能够教教书，从我现在的水
平看，我能够做好一名教书匠就很不错了。

从假前拿到书的那刻起，脑海中就有一个疑问：“不做教书
匠，做什么？”随着阅读的深入，渐渐明了作者的观点是要
求老师们用心做事，不做教书匠就是心中要有教育的终极目
标，正如同样的匠人，一个说在工作，一个说在建房子，第
三个说自己在盖教堂。如此看来，第三人就不仅仅是匠人了，
同理，有如此胸怀的老师也不是教书匠了。

整个暑假，自己零零碎碎就读了这一本书，圈画勾勒，做了
读书笔记。应该说很用心了。然而真要让自己写出一篇读后
感，还真有些难度。只好坐在电脑前，重新翻阅记录前两次
筛选下来的重点章节，希望在此过程中能理清自己的思路，
真正留下深刻的印象。

读了管建刚老师的《不做教书匠》一文，颇有一点感悟。想
到当今的学校教育，对我一名青年教师而言，除了对所教专
业知识要有深入研究之外，对教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也应有
个深层次的思考。不做教书匠》一书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
像珍珠一样熠熠发光的思想做教师，就是做学问，想从学问
里去找黄金屋，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的古训，绝不是真的叫你到书中去搜寻黄金，是
从中找到像金子一样珍贵的精神世。

阅读《不做教书匠》，使我深刻理解了教师应当具有心灵的
力量。教育就应该是给学生营造一种人文的气氛，人文的课
堂，让课堂成为生命相遇、心灵相约的场域，成为质疑问难
的场所和通过对话探寻真理的地方。

阅读《不做教书匠》，我更懂得做一名合格的教师应当要有
一份责任感。我们常常想教给学生更多，用自己的一杯水去



滋润学生。因为不放心的缘故而讲了又讲，让学生做了又做。
我们愿意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来为学生补课，素不知事倍往
往功半，只会苦干是不行的。教师应有启发学生思想，引领
学生感情的素养。今天的教师可以只有一杯水，但是必须懂
得如何教会学生取水，带着责任心走进课室，走上讲台，让
孩子们在你的点拨下受到启发，从而步入知识的殿。

阅读《不做教书匠》，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今天的'教师要不断
地发展自我，提高自身素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教师只有
肚里有货，才有生产的本钱；教师只有让肚中之货日趋壮大，
才有生命的产生，才能让教育教学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教师
最忌孤陋寡闻、眼界狭窄、知识结构单一。为了当好今天的
教师，您可能会舍弃很多，失去很多，但无疑您是快乐的，
因为您生活在充满童真的孩子中。一本书，一面镜子。

《不做教书匠》，就是我们大家的一面镜子。当我们在教育
的十字路口迷失方向的时候，别忘了捧起它；当我们在教育
的道路上停止不前的时候，别忘了照照它。

书匠读后感篇六

“一个人有很多种活法，归根到底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精
神立身还是富贵立身？我们知道南辕北辙的故事，它告诉我
们选择方向的重要性，方向错误，你越努力，离目标也就越
远。人，只有在选择正确的情况下去努力，才能做出成就。
人生路上的选择，第一位的，不是做什么职业，而是问一问
自己，你选择“精神立身”还是“富贵立身”？”

上面这段话是我摘抄自《不做教书匠》中的句子。一个人有
很多种活法，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似乎太深奥了，因为我们也
不知道，什么才算活对了。我觉得人活着就要学会让自己满
足，不要后悔，不要浪费宝贵的生命。

我自己从来没想过能踏入教育的行业，在我看来，老师这个



行业颇具挑战性。而且，它非常的具有意义。

一个不爱孩子的人，那我觉得她可以放弃这个职业。孩子是
什么？孩子就是一面镜子，他是单纯的，人生来并无善恶，
而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的塑造自己的性格。就像一块原始
的石头，在河水中几经磨练才能安然的躺在河堤上晒着阳光，
感受岁月静好带来的温暖。我觉得，老师可以是那涓涓细水
反复淬炼石头使之化为美玉的人。师之道，不先在高远，不
先在深厚，而是先练就耐心。

耐心什么？耐心就是日复一日的劝导，日复一日的练习。日
复一日的沉稳。

我想，这种爱不仅是深刻的，更是持之以恒的，需要你以具
有崇高的奉献精神为基石，这是一种必须的耐心。

把耐心作为基石，用爱去感受教育，才是教育的立足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