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角色课外阅读答案 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
新探读后感(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角色课外阅读答案篇一

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引
《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在教育学生时，我们常
说：“要把“要我学”变为“我要学。”可是，我自己呢？
学校里布置了教师要写课后反思，我把它当成作业，完成就
好；学校里布置教师暑假要读一本好书，我就去读一本好书；
学校里布置写论文，我就去写论文……想想自己哪一样是主
动要求去做的。教育学生去做，自己却没有做到，真是惭愧。
教育是一个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变得更完善的职业，而且，
只有当教育者自觉地完善自己时，才能更有利于学生的完善
与发展。

因而“发展型”教师更是我们每一位教师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和目标。我们教师应该在不断地自我更新中不断地发展。以
下是我的几点想法：

积极地从多方面、多渠道充实自己，时时关注着学科发展的
动态学习先进的理念。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对学生进行
有效教学。及时适应课堂中学生个体和集体的学习需要，满
足学生的基本心理需要，创设宽容、理解、温暖的课堂氛围。

教学反思被认为是教师专业发展和自我成长的核心因素。我
们教师要努力成为反思型老师。通过观察学生的行为和自己
的行为经常进行自我评价。除了观察自己的教学效果外，根
据教学日志，记录自己的教学活动和教学行为，进行自我评



价。结合自己的教学，在反思中，我会找到自己教学中的不
足，课后进行补救。这更有利于我教学水平的提高，帮助我
更快地成长。

新课程改革十分强调改善师生交往，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在与学生的实际交往中，教师要学会放下架子，主动与学生
交朋友，更多地了解和接受学生，更积极地关怀学生，恰当
而开放地进行师生对话，，创建使学生感到有人理解、有人
关心的环境，在学生心目中树立亲切友善的良好形象，从而
促使学生配合教师参与新课程改革的各项活动。学会与学生
合作交流之外，还要学会与其他教师合作交流，敢于承认自
己在专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寻求同事的帮助，促进自身的
发展。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和信息技术与学科的不断整合，加速
了教育信息化的步伐。我们教师要把提高自身学科素养与信
息技术的应用结合起来。教师除了掌握先进的教学思想外，
也应掌握必要的信息技术能力，并把信息技术应用到课堂教
学中去，构建全新的教学模式。每一位教师必须从细处入手，
思考在信息化条件下如何教与学，树立全新的教育观念，掌
握信息工具的使用，学会在自己的教案中体现充分利用信息
技术和信息资源，科学地安排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实现教
学过程的'最优化。我们的教师职业生涯还只是一个开始，我
们只有把自我的发展与职业的要求结合起来，把教学的成功
与持续不断的学习结合起来，不断地自我充实与完善，才能
使我们的职业生涯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活力。

总之，以上对教师角色的零星思考，源于阅读叶澜先生主编的
《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的一些感受，也源自于自己教
学的实践。对于新课程，我觉得，阅读教育名著，主动接受
教育圣贤思想和智慧的辐射，是教师提升专业化发展的理论
基石。同时从亲身实践中丰富感性经验，总结理性经验，更
是教师成长的实践关键。从理论到实践，这可能也是这次读
书活动的初衷吧。



角色课外阅读答案篇二

曾有许多人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总是微笑地告诉他:我是教
师。总有一些人带着羡慕的口吻历数做教师的种种优越:工作
轻松,假期舒服。对于他们的看法我总是一笑置之。许多事情
如果不亲身经历又怎能得到完整深刻的认识?做老师所要面对
的压力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那么教师职业的生命内
涵到底是什么呢?在我阅读了叶澜主编的《教师角色与教师发
展新探》一书,重新认识了教师职业,对教师这一角色有了更
充分地认识,感受颇深。

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叶澜老师在《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
这本书中说到“教师职业是平凡而伟大的”;“谁如果想成为
一名出色的教育者,谁如果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这一伟大而
崇高的事业,那么,谁就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富有历史感和时
代感的人,成为热爱人、理解人、善于研究人的人,只有这样
的人,才能在为使人类社会变得美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智慧、
力量和生命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美好。”

想想自己,有些时候在繁重的教学任务和激烈竞争的压力面前,
会感到烦躁,甚至有些厌倦的情绪,真是不该。回想自己快乐
地与学生交往,欣慰地享受着自己教学中的成功。特别是所教
班里的.学生在我的教育帮助下有了进步;在我的管理下,班级
氛围良好,学生集体荣誉感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点
点滴滴都让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教师的快乐。那时候我觉得
一切的苦都是值得的,吃苦也是享受。当然,工作中不会一帆
风顺,我们更应该调节好自己的情绪,积极地投入工作,热爱我
们的工作,我们才能享受工作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角色课外阅读答案篇三

教师是幸福的职业，这是我在工作中所感悟到的。

新世纪，新教育需要有新型的教师，同样也蕴育出新一代的



教师。谁越早意识到这一点，谁就会把握职业生活中发展的
主动权，谁就会在职业生活中创造和享受到教师这一特殊职
业内含的欢乐和尊严。为了跟上时代的脚步，为了不断地提
升自我，我会经常阅读一些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书。最
近我就看了一本由叶澜老师主编的《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
探》一书，感受颇多。

此书从道德、专业发展和美学的角度，对教师这个古老的职
业作了时代的诠释。这是一本与未来探讨关于教师职业的生
命价值的著作。全书由导论、教师道德论、教师审美论、教
师发展论和结语五部分构成。研究的重点放在教师如何育己
这一通常被人忽视，然而却是对教育质量、教师的生命质量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上。书中始终坚持一条主线，没有教
师的生命质量提升，就很难有高的教育质量；没有教师精神
的解放，就很难有学生精神的解放；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
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没有教师的教育创造，就很难有
学生的创造精神。总之，教育是一个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
变得更完善的职业，而且，只有当教育者自觉地完善自己时，
才能更有利学生的完善与发展。

全书给我感触最深的是第四章：教师之魅在何处？——工作
着是美丽的。在这一章节中，叶澜老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教
师魅之所在。

文中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不同社会状态下人的自由程度的不
同而经历的生存、享受、发展三个层次的划分，将教师的职
业存在状态也分为三种；即以谋生和养家糊口的生存型、体
验人生和品味幸福的享受型、服务社会和完善自我的发展型。

对于享受型的教师，他们认为吃苦也是享受

处在享受状态下的教师，他们会让教师的职业成为他们参与
生活，体验人生的`重要途径。他们并不否认作为人的基本生
存需要，但是，他们不安于此，不愿意在浑浑噩噩中枉度一



生，而有着更高的人生追求。因而，他们怀着满腔的热情投
入工作，并在教师这一平凡的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
们快乐地与学生交往，欣慰地享受着自己教学中的成就，学
生的每一次获奖，自己得到的每一项荣誉都成为他们生活中
的'大事和引以为自豪的家珍。带着这样的心态从事教师职业，
他们会把学生的成长当成教师最大的快乐、对平凡的工作充
满热爱、在付出和给予中获得内心满足。这些教师已经把教
师这一职业看成了自己的全部生命，并把生命全部灌注到教
师这一职业中。他们是从兴趣出发，站在非功利的角度，以
对教育事业和学生的热爱来对待自己的职业，他从事这一职
业是因为自己喜欢，因而感到快乐和幸福。

发展型的教师，他们会创造幸福

在发展状态下，这些教师怀着崇高的服务社会的理想走进教
师职业中。他们不是把这一职业当成满足物质需要的功利手
段，也不仅仅把这一职业看成是给予和付出之后的心灵满足。
他们相信，教师职业就应该以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栋梁为己
任，以学生主动积极的发展为最高目标，并围绕着这一目标
而孜孜不倦地勤奋工作。同时，教师本人也会通过自由而富
于创造性的劳动实现自我的发展与完善。他们会把教师看成
是教育活动的反思者和研究者、会以终生自我教育作为教师
生涯的推动力、会视教师职业为不仅给予也在收获的有意义
的活动。他们主要从自身和社会需要出发，站在超功利的角
度，以完善自我、为社会作贡献的立场看待自己的职业，他
们从事这一职业是为了过一份有意义的人生，因而感到崇高
而有价值。这样的教师是以生气唤醒生气，以激情感动激情，
以理想鼓舞理想，以人格塑造人格。他们已经不仅仅是经师，
更是人师。

在看这本书时，感觉就像是在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在六年
前，我浑浑噩噩被送到了第一师范学习怎样成为一名人民教
师。毕业后，我又迷迷糊糊地踏进了教师这一职业。当时我
是抱着生存型教师的态度进入这个职业的。我最开始进入的



是诺贝尔教育集团，原因是那里管吃管住，在开学前的很长
一段时间是进行员工集体培训。虽然在诺贝尔人口中听到的
最多的一句话是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但是，
在培训的过程中我发现，在这个集团里没有一个人是抱着生
存型的态度在工作的，因此他们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他
们会用放大镜去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会用欣赏的眼光去
发现孩子的每一点进步，还会将自己的奉献都当作一种幸福
在享受。他们时常用这句话来鞭策自己要认真工作，不断地
充实自己。

角色课外阅读答案篇四

曾有许多人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总是微笑地告诉他:我是教
师。总有一些人带着羡慕的口吻历数做教师的种种优越:工作
轻松，假期舒服。对于他们的看法我总是一笑置之。许多事
情如果不亲身经历又怎能得到完整深刻的认识?做老师所要面
对的压力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那么教师职业的生命
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在我阅读了叶澜主编的《教师角色与教师
发展新探》一书，重新认识了教师职业，对教师这一角色有
了更充分地认识，感受颇深。

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叶澜老师在《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
这本书中说到“教师职业是平凡而伟大的”;“谁如果想成为
一名出色的教育者，谁如果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这一伟大
而崇高的事业，那么，谁就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富有历史感
和时代感的人，成为热爱人、理解人、善于研究人的人，只
有这样的人，才能在为使人类社会变得美好的教育事业贡献
自己智慧、力量和生命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美好。”

想想自己，有些时候在繁重的教学任务和激烈竞争的压力面
前，会感到烦躁，甚至有些厌倦的情绪，真是不该。回想自
己快乐地与学生交往，欣慰地享受着自己教学中的成功。特
别是所教班里的学生在我的教育帮助下有了进步;在我的管理
下，班级氛围良好，学生集体荣誉感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这点点滴滴都让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教师的快乐。那
时候我觉得一切的苦都是值得的，吃苦也是享受。当然，工
作中不会一帆风顺，我们更应该调节好自己的情绪，积极地
投入工作，热爱我们的工作，我们才能享受工作给我们带来
的快乐。

角色课外阅读答案篇五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读书，读一本好书是我的追求，我的梦
想。

这段时间我读了《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一书，重新认
识了教师职业，对教师这一角色有了更充分地认识，感受颇
深。这是一本与未来教师探讨关于教师职业的生命价值的著
作。它从教师的道德、专业发展和美学的角度，对教师的职
业做了新的诠释。从“教师德性论”到“教师审美论”再
到“教师发展论”，把教师职业的形成、教师与其它职业的
区别及教师应达到的理想境界多角度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它
的特点在于把教师如何“育己”作为著作的重点加以阐述，
把教师职业提高到具有对学校教育质量、教师生命质量决定
性意义的高度来认识。

它将教师职业存在状态分为三种，即以此谋生和养家糊口的
生存状态、体验人生和品味幸福的享受状态、服务社会和完
善自我的发展状态。“我究竟是什么样的教师？”不知道有
多少教师想过这个问题。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到底抱以怎样
的态度、怎样的心情，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现实中“生存
型”的教师确实不少。他们把教师的工作看成是无可奈何的
选择，对教师职业不感兴趣，只是在履行职责。这样的教师
多悲哀啊。因为这些教师是些没有给自己找到职业乐趣的不
幸的人，他们也使孩子们成为了不幸的孩子。但是，我们看
到了更多的“享受型”的教师。“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是教师职业的真实生活。然而他们依然无怨无悔地坚
守自己的信念，满怀热情的投入工作。他们把学生的成长当



成自己最大的快乐。他们默默地奉献着，但同时也享受着奉
献之后的快乐。正如特级教师于涟说的那样：“假如我有第
二次生命，我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教师这一崇高的而又神圣
的职业，因为给永远比拿愉快。”

想想自己，有些时候在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工作压力面前，会
感到烦躁，甚至有些厌倦的情绪，真是不该。难道我当初选
择教师这一职业只是单纯的为了生存，只是把它作为工作而
已吗？回想自己快乐地与学生交往，欣慰地享受着自己教学
中的成功。特别是学生在我的教育帮助下学习有了进步；在
我的指导下，参加各种比赛获奖，当他们看到我，亲切的喊
一声老师的时候，……这点点滴滴都让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
教师的快乐。

那时候我觉得一切的苦都是值得的，吃苦也是享受。诚然，
工作中不会一帆风顺，我们更应该调节好自己的情绪，积极
地投入工作，热爱我们的工作，我们才能享受工作给我们带
来的快乐。当然“享受型”教师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是时代
在发展，教育将始终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而教育发展
的关键又在于教师素质和专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因为“没有
教师的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很难有高的教育质量；没有教师
的教育创造，就很难有学生的创造精神。

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引
《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在教育学生时，我们常
说：“要把“要我学”变为“我要学。”可是，我自己呢？
学校里布置了教师要写课后反思，我把它当成作业，完成就
好；学校里布置教师暑假要读一本好书，我就去读一本好书；
学校里布置写论文，我就去写论文……想想自己哪一样是主
动要求去做的。教育学生去做，自己却没有做到，真是惭愧。
教育是一个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变得更完善的职业，而且，
只有当教育者自觉地完善自己时，才能更有利于学生的完善
与发展。



因而“发展型”教师更是我们每一位教师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和目标。我们教师应该在不断地自我更新中不断地发展。以
下是我的几点想法：

积极地从多方面、多渠道充实自己，时时关注着学科发展的
动态学习先进的理念。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对学生进行
有效教学。及时适应课堂中学生个体和集体的学习需要，满
足学生的基本心理需要，创设宽容、理解、温暖的课堂氛围。

教学反思被认为是教师专业发展和自我成长的核心因素。我
们教师要努力成为反思型老师。通过观察学生的行为和自己
的行为经常进行自我评价。除了观察自己的教学效果外，根
据教学日志，记录自己的教学活动和教学行为，进行自我评
价。结合自己的教学，在反思中，我会找到自己教学中的不
足，课后进行补救。这更有利于我教学水平的提高，帮助我
更快地成长。

新课程改革十分强调改善师生交往，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在与学生的实际交往中，教师要学会放下架子，主动与学生
交朋友，更多地了解和接受学生，更积极地关怀学生，恰当
而开放地进行师生对话，，创建使学生感到有人理解、有人
关心的环境，在学生心目中树立亲切友善的良好形象，从而
促使学生配合教师参与新课程改革的各项活动。学会与学生
合作交流之外，还要学会与其他教师合作交流，敢于承认自
己在专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寻求同事的帮助，促进自身的
发展。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和信息技术与学科的不断整合，加速
了教育信息化的步伐。我们教师要把提高自身学科素养与信
息技术的应用结合起来。教师除了掌握先进的教学思想外，
也应掌握必要的信息技术能力，并把信息技术应用到课堂教
学中去，构建全新的教学模式。每一位教师必须从细处入手，
思考在信息化条件下如何教与学，树立全新的教育观念，掌
握信息工具的使用，学会在自己的教案中体现充分利用信息



技术和信息资源，科学地安排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实现教
学过程的最优化。我们的教师职业生涯还只是一个开始，我
们只有把自我的发展与职业的要求结合起来，把教学的成功
与持续不断的学习结合起来，不断地自我充实与完善，才能
使我们的职业生涯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活力。

总之，以上对教师角色的零星思考，源于阅读叶澜先生主编的
《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的一些感受，也源自于自己教
学的实践。对于新课程，我觉得，阅读教育名著，主动接受
教育圣贤思想和智慧的辐射，是教师提升专业化发展的理论
基石。同时从亲身实践中丰富感性经验，总结理性经验，更
是教师成长的实践关键。从理论到实践，这可能也是这次读
书活动的初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