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给班主任的建议读后感题目(实
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
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
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给班主任的建议读后感题目篇一

近期有幸拜读了中国教育学会理事长张万祥先生主编的《给
年轻班主任的建议》一书，收获颇丰。这本书是收集了全国
各地优秀班主任的佳作，文中的许多细节都在我们平时的生
活中似曾相识，但是越读越惭愧，越读越有距离，越读越觉
着自己的知识浅薄，越读越兴奋，到最后心灵如受洗礼一般。

陆其忠老师的《打扮好你的晨会课》让我真切感受到老师是
用心用爱在做教育。他在书中这样写：“一次心灵之旅的告
白，让学生的心灵在晨会课上晒晒太阳；一次时事点评，让
学生时刻倾听着窗外的不同声音；一次随意的聊天谈话，让
闲暇的愉悦滋生青葱的智慧；一次大胆的才艺展示，让大家
分享一席成功的盛宴……不要让枯燥乏味的说教污染你的晨
会课，不要轻易让指示、命令的威严声音在孩子耳际萦绕，
更不要让训斥、冰霜的言语去封冻孩子的心灵。”

“让赞美包围你。”――每天轮流赞美一个学生，让自信的
微笑荡漾在课堂。“小故事，大智慧。”――一则小故事，
启迪我们的灵魂，抚慰我们的心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
台。”――展现充满个性、朝气蓬勃的你。你的舞台你设计，
你的舞台你做主。“说说我的家”――让家的温馨、家的幸
福、家的甜蜜在课堂上摇曳，在课堂上绽放、流淌。“聆听
脉搏的跳动……”――在安静的聆听中，让孩子们感悟时间
的可贵、人生的短暂，提高学生对生命的认识。“众人划桨



开大船”――班级是我们共同的家，经常交流、经常探讨、
经常反思，才能形成良好的班风，集聚人心的班级才能焕发
出无穷的潜能。“与先贤对话”――一句名言、一条警句、
一则传记，或许能洞开学生的心扉，荡涤学生的灵魂。是啊，
多少个晨会课我都是与学生在布置任务和唠叨、训话中结束
的啊，要是能像陆其忠老师所给的这些建议一样去上晨会课，
我想收到的不仅仅是这10几分钟的效果，可能会是一天，亦
或一周，甚至更久。

书中的一个个案例，一个个故事，真是让我受益匪浅，再回
想自己的班主任工作，真切地感受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
多。每位老师的先进经验，都给了我很大的启示，真正令我
感受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后也要以此书中各
位前辈的案例激励自己的班主任工作。

给班主任的建议读后感题目篇二

《给年轻班主任的建议》。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这本
书，虽然是偶然的相遇，却给了我心灵的震动，我找到了一
直困扰我许久的问题根源――怎样和学生相处。

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很有感慨――和学生相处有艺术。这
个“艺术”正是我缺少的。作为一个年轻的班主任，要善
于“笼络人心”；要学会吹面不寒的批评；要能找准地方和
学生谈心；要学会去正确、真诚的赏识学生；要和学生适当
的拉开距离……看到这些相处“艺术”，我释怀了，我庆幸
能碰到这样的良师益友。我反思自己的教育和治理，对于学
生，我爱，只是怎样去爱，爱的尺度我没有把握好。

班级管理是一门艺术，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蕴涵着无穷的智慧。
毋庸置疑，教育学生，爱贯穿始终，爱中有方法、爱中有智
慧。当学生有过错时，教师要有“海那百川，有容乃大”的
度量，要千方百计多想办法，而不是赤裸裸地教育学生。用
孩子的眼睛观察世界，对另类孩子，更是要宽容，寻求适合



他们的教育，为他们的发展设置一个合适的空间。作为班主
任更要根据所处教育时空点的不同，灵活采用不同的对策，
以实现教育效益的最大化。

作为一名班主任，必须“知道孩子的世界”。鲁迅曾做了一
个形象的比喻：“要下河，最好事先学一点浮水的功夫。”
教育过程首先就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班主任主要是从事
以心育心、以德育德、以人格育人格的精神劳动。“精神关
怀”更深刻、更准确地反映了班主任教育劳动的意蕴，体现
了班主任以人为本的教育精神，表达了对学生的情感和态度。
相信《给年轻班主任的建议》这本书，会是我的精神食粮，
让我在班主任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作家高尔基说过：“爱孩子，那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如何
教育孩子，则是一件大事。”做班主任难，做一名成功的班
主任更难，很多刚从事班主任工作的年轻老师可能都会有这
样的感觉。我也不例外。

总之，作为一个班主任，想要管理好一个班级，必须先从学
生入手，其次是审度自己的处事原则。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也正如文中所述：“做好起点工作，要根据学
生的实际情况开展，要时刻注意分析事态的'变化，让学生逐
渐地走入管理中去，让学生成为管理自己的主人，为自己的
发展设计蓝图。班主任不要替代学生的发展，这样学生的发
展才能够自己作主。在班主任接手一个新的班级之前，多做
点思考工作，想着做好班级管理的起点工作，就可以减轻自
己日后的负担。”

此外，这本书也给我们揭示了孩子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教
会我们怎样做好与学生家长的沟通工作和为德育教育探讨新
的方法等，这些问题，是成长为优秀班主任的年轻老师必须
理解和面对的。读完了这本书，相信你也能获得智慧和启迪，
能更加从容地应对日常的班级管理工作，从而成长为一名优
秀的班主任。



给班主任的建议读后感题目篇三

最近一段时间，我认真拜读了中国教育学会理事长张万祥先
生主编的《给年轻班主任的建议》一书。全书共分七辑，记
载了全国各地许多优秀班主任真实生动又富有教育意义的德
育案例。这些宝贵的经验可以说是解决班主任疑难问题的宝
典。

一提起班主任，许多人心中都会涌起美好的回忆:多少个清晨，
班主任领着我们锻炼、朗读;多少个夜晚，班主任陪伴着我们
阅读、练习、思考……班主任集中展现着教师的形象，体现
着教师的崇高职责。班主任工作又是一项特别艰巨的，甚至
艰难的工作，所有的教育问题都会在班主任工作中呈现出来。
但其实，不仅仅是班主任，每一位科任老师都应该拥有作为
一个班主任的智慧，学会与学生相处的艺术。因此，即使没
有当班主任，我们仍然能从这本书中汲取到丰富的营养。

一、在和学生相处方面

书中有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和学生相处有艺术。”这
个“艺术”是个抽象的概念，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回
想自己在教学期间，这种艺术的处理方法正是我缺少的。
《给年轻班主任的建议》一书使我对班主任工作有了新的认
识，也学到了一些实用的工作方法。

作为一个年轻的老师，要善于“笼络人心”;要会神奇的“忽
悠”术;要学会吹面不寒的批评;要能找准地方和学生谈心;要
学会去正确、真诚的赏识学生;要和学生适当的拉开距离……
在平时的班级管理中，应该一碗水端平――对每一位孩子公
平公正;应该注重对学生的精神关怀――用真诚的爱去关注学
生的心理需求;应该为学生的“依恋”心理导航――用语言巧
妙的肯定他们的优点，鼓励他们学会独立;也应体现适当的权
威――对学生明智地使用权威，提高师爱质量。此外，作为
老师还应该谨记：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对于出现的问



题，我们应走近他们，用爱转化他们，使他们对将来，对自
己充满信心。

二、在和家长沟通方面

要管理好学生，与家长的沟通是不可缺少的，作为老师要常
与家长沟通，了解每一个学生在家的动态，主动出击，并把
学生在校的表现如实告诉家长，多和家长协商如何教育好孩
子。当然，在和家长沟通也是需要“艺术”，不能一味的指
责学生批评家长，也要适当的表扬家长，多说说学生的优点。
取得家长的配合和帮助，达到共同教育的目的。

诚然，阅读教育书籍不是教学工作中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不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所有困难和困惑，但我们可以从学生
入手，审度自己的.处事原则。结合书中案例学习，总结自己
的经验，形成自己的工作特色，在今后的工作中，因人施教，
循序渐进，对学生既归其行，更收其心。道阻且长，求索而
行，仅此。

给班主任的建议读后感题目篇四

为了上好主题班队会活动课，我重新翻阅了一些跟班主任工
作有关的书籍，比如《班主任工作艺术》《班主任工作漫谈》
等等，给我启发最大的却是《给年轻班主任的建议》。这本
书汇合了众多优秀班主任珍贵的实践阅历。读着这些阅历，
你会从中体会到：一个班主任怎样才能成为同学的“伴侣”，
怎样才能具有人格魅力;一个班集体又是如何才能成为同学心
目中的“乐园”，如何才能具有向心力和分散力的。

《给年轻班主任的建议》告知我，班主任需要特殊有爱心，
需要特殊有修养，需要特殊有才智，需要特殊爱读书;做一个
成熟的、有才智的班主任，需要时间，需要急躁，更需要学
习。这些饱含实践的才智和阅历的提炼的`话语，让正处在班
主任工作尤其是主题班队会活动课教学瓶颈期的我，突然间



茅塞顿开。

这些观点和理念林林总总，却无一不在强调身为班主任的高
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久前曾有幸听了广东省中山市东区
雍景园学校余建勇老师执教的《从奥运竞赛看成败》一课，
这节课在全国其次届班团队会课大赛上荣获一等奖的好成果，
不但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得到与会的领导专
家们的全都好评。综观余老师的课，没有花俏的表演，没有
矫情的粉饰，也没有生硬的说教，却到处显现出一种震慑人
心的大气和匠心独运的灵气，使整节课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
成。而孩子们也就在她睿智奇妙的引导中思索着、体验着，
透过一个又一个奥运健儿不同的经受、不同的表现明白了奥
运精神的实质，明白了胜利与失败的辨证关系，在课堂嬉
戏“搭建比萨斜塔”中享受着参加过程中的坚持与超越所带
来的胜利，着着实实地动了真心、动了真情。这就是一个才
智的班主任的训练魅力所在。这样的魅力于我，或许还需要
更多的学习，更长的积累。

给班主任的建议读后感题目篇五

在新学期为了更好更有效地工作，我读了《给班主任的101条
建议》这本书。书中，一个个闪烁着教育智慧的教学案例让
我受益匪浅，也刷新了我很多教育教学观念。其中一条让我
记忆尤为深刻，也将成为我今后教学和管理班级的主体原则。
在师爱篇案例中提到一句话：教育需要爱，教育需要智慧。
乍一看，这是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话，但是仔细思考，我
们在管理班级的过程中真正能把它做好是非常不容易的。这
里的爱是指我们给了学生什么样的爱，这样的爱有多少，这
些爱是通过什么方式给学生的，而最终学生又感受到了多少。
其实，真正的爱应该是指最终学生所感受到的那部分。
在平日的工作中，有时候老师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却忽
略了这个过程中带给孩子们的感受。总以为只要出发点是好
的，方式粗暴一点也是合理的。看了这本书后，我才知道，
以前有些想法和方向跑偏了不少。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孩子们虽然还未成年，但是在人格上丝毫不低于任何一个成
年人。如果我们教育孩子时，虽然把正确的观念给了他们，
却使用的是错误的方式，那么，无疑这种教育是失败的。榜
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这种错误的方式甚至
会影响孩子们以后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
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一个叫木子祺的学生因为屡次不写作业
还撒谎又被叫到了办公室。我当时火冒三丈，长久以来压制
的耐心终于消耗殆尽，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我数落完了以
后，他蔫蔫儿地回班级上课去了。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
去了。但是，第二天他在清错本里夹了一封写给我的信，信
中深刻而又详细地诉说了他当时的内心感受。原来，他是那
么渴望被尊重，那么渴望被认同。这件事情让我内心感到很
震撼！后来，我和他平心静气地进行了几次谈话，同时又在
适当的机会给予了他几次表扬。慢慢他不再拖拉作业，上课
的状态也有了改善。这时我才明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
语伤人六月寒”，学生幼小的心灵需要我们温柔的爱来呵护。
这本书还有很多精髓值得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慢慢实践，慢慢
咀嚼品味。我期待着自己在管理班级的过程中有着提升和进
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