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教师读书体会(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初中教师读书体会篇一

安布瑞莱斯?马利，是一位年轻的公立学校的双语教师，她说：
“我到底为什么要教书?对我来说，教书是欢乐、悲哀、快慰
和无助的结合体，但它也是一项有着明确目标的任务：改变
我的学生，也改变我自己。我教书是因为这个行为本身能够
触及我精神和灵魂的很多侧面，使我一直保持内省并不断推
动我向着意识的醒悟。我教书是因为教书给我带来希望。”

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诗篇中的一个词、一个句子或者
一个标点。你可能没有成为一个美丽的词，一个引人注目的
句子，一个惊叹号，但你依然是这生命的立体诗篇中的一个
音节、一个停顿、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足以使你放
弃前嫌，萌生为人类孕育新的歌声的兴致，为世界带来更多
的诗意。所以，我愿意成为一名普通的教师，去实现我的人
生价值。

我为什么做老师，是因为这份工作让我感到光荣;一个个学生
的进步让我感到喜悦、让我体现人生价值与意义。我为什么
做老师，是因为学校的环境和谐温馨。我为什么做老师，是
因为学校环境有利于我学习，不断地探索、思考，丰富自己
的学识与道德修养，尽管我在物质上并不富裕，但我却是精
神上的富翁。



初中教师读书体会篇二

《我们为什么做教师》这本书起先吸引我的是它的`书名，因
为我也在想：我为什么做教师呢?这本由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
育学院杰出的语言和文化教授索尼娅·托尼主编的书收录
了21位在美国公立小学、初中和高中任教的教师的一些感言。
其中有一个名叫珍妮费·韦尔伯恩的中学女教师写的一篇文
章题目叫做《碰巧做了教师》。的确如此，我们当中的很多
人只是碰巧做了教师。譬如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只是因
为同桌的好友报考了师范学校，就轻易的在第一志愿那一栏
里填写了师范学校，碰巧就考上了。那一年，我十四岁，懵
懂到还没有意识到这将决定我将来的工作。

师范毕业以后，十七岁的我以优等生的名义成为那一年唯一
被分配到淮阴实验小学工作的毕业生。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
既是轻松愉快的几年，又是痛苦迷茫的几年。那个时候我们
的课务很轻，一周只有十二到十四节课，同时又没有严格的
考勤制度，没课的时候，可以到菜场买菜，周末的时候可以
在办公室聚在一起打牌、下棋，有时学校还会举办舞会和球
赛，日子过得轻松自在。然而，作为新教师的我，却不时会
感到工作难以胜任的苦痛，加上我是选优进来的教师，同事
和领导对我的高期望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没有人告诉
我该如何提高教学技巧，我敏感的内心被周围蔑视的眼光刺
得千疮百孔，一向自信的我开始的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职业。
于是，工作两年以后，我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脱产进修了
美术专业。毕业后我本想留在南京另谋生路，但是在父母的
极力劝阻下，我万般无奈的再次回到了原单位。那一年，我
二十一岁。

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淮安师范的老师、同学、都纷纷转行了，
想做官的做官去了，想发财的发财去了。而我，还待在这所
小学校里。学生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我还是我，人没有变，
变的是心态。为了让平淡的教学工作变得富有意义，我开始
尝试同自己的职业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关系，我试着去喜欢这



份职业，在教学工作中体验师生情感互动的乐趣，我为能在
工作中开启孩子们的心智，帮助孩子们掌握必要的知识，引
导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而感到骄傲。同时，我也深深的
感到只有当你把工作当成一种快乐，把教书当成一种享受的
时候，你才能真正把工作做好，把书教好。

珍妮费·韦尔伯恩在文章中提到“人们在许多场合都问过我，
‘你还在当老师吗?’当我听到这样的话，我的感觉是，人们
肯定是认为既然我已经教了那么多年书了，我肯定已经觉得
没有任何新意，需要换换工作了。或者他们可能觉得我太”
聪明了“，不应该只教书的。人们从不会问一名医生、律师
或木匠是否还在当医生、律师或木匠。当我听到这个问题的
时候，我意识到有许多人都不知道，教书有多难，二教好书
又有多难。他们不清楚，要做一个好老师你必须要有多‘聪
明’。”

的确，也有人曾经这样问过我“你还在教美术吗?”我无比心
酸地回答：“是的，我还在教美术。”我想：他们一定是认
为我这辈子永无出头之日了，也许他们所理解的教美术就是
教小孩画画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儿。可是，他们都不知道要教
好美术有多难，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美术教师得要多“聪明”。
如今，课堂已经不再令我感到焦虑，我相信我拥有了可以影
响学生的力量，我相信我在教学中能够帮助孩子们，让他们
喜欢艺术，喜欢学习。

初中教师读书体会篇三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是一本开创性的对教师
生涯进行探索的书。原本老师怀着一颗真心，深爱着自己的
教师这个职业，爱着虽无血缘的孩子，爱着那三尺讲台。然
而因为现实中在教学上的种种要求，不少教师心灰意冷。在
这本书中，作者帕尔默带领着我们进行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带着我们重新审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再次激发教师对这份



工作的热情。

教师与学生在教学中的关系是什么？教师在教学中充当的角
色是什么呢？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是听众吗？在新课程改革以
来，一直在倡导教师是引导者，以学生为主体。在书中第五章
《教学于共同体中》，作者有这样的一段话“课堂既不应以
教师为中心，也不应以学生为中心，而应以主体为中心，在
真正的共同体模式中，课堂上教师和同学同时专注于一件伟
大事物。在这样的课堂上，让主体成为我们专注的焦点。”
无论是否以学生为中心，至少我们作为教师，不能再继续延
续一言堂的教学模式。教学相长，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应是可
以互换的。在一次教与学之旅中，目的地是一致的，旅途中
究竟是怎样的收获，不仅需要好的导游，也需要游客沉浸其
中，享受这份乐趣。旅游时导游常常会提到“团队”导游与
游客处于平等地位，导游不能强买强卖，游客也不能故意捣
乱，而教学也是如此，学生与教师是平等的人，是一个共同
体，教与学在愉悦的环境中，共同成长，共同抵达目的地。

数学课属于思维训练，教授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即可，更
重要地是数学思想和探究方法。在很多孩子的眼中，数学就
代表“难”，得分难、做题难、听课难。这些现象都因为我
们的教学方式，刚踏入教学岗位的我们，都害怕学生不
能“听话”，听懂我们说的话，按照我们所设想的路线走。
教学形式放不开，多是教师“满堂灌”，还要强按着哪些活
跃的学生，不要跳出学习圈。数学中的数字或许给人一种冷
冰冰的感觉，看不懂的孩子觉得简直就是外星文。加减乘除，
选择怎么那么多？针对数学课堂，作为数学教师，我们恰恰
更需要勇敢地退。退出讲台，走进孩子，退出我是教师，我
就是权威的角色，走进孩子，加入孩子的探究群体。把教室
还给孩子们，让他们在数学教室中真正地生长。在课堂中，
不要显示作为教师是多么优秀，而要通过我的设计让学生的
智慧迸发出来。

面对真我，找到源于心灵深处的自我，给真我留下足够的空



间。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位教师，即使是一位
非常优秀的教师，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人，我们要敢于面对真
我，面对自己的不足。

面对众多的学生，掩饰自我的不足，担心自己的权威受到威
胁。我的师父一位中年的优秀教师，常年带班一年级，20多
年来，她与学生的关系很好，但在她的课堂上并未严肃，而
是欢乐的。学生在她的课堂上，以能够帮助到老师为快乐，
以能够有比老师更好的方法为自豪。作为一位年轻教师，刚
刚进入职场时，但是自己没有更好的方法讲题而苦恼。但师
父常告诉我，说出“不会”，并不可怕，请教学生，作为教
师的权威并不会受到影响。时常夸赞学生的好，反而会拉近
你我的关系。还记得那时师父担任一年级的数学老师，我恰
好兼职这个班的道德法制老师，上课铃声刚响起，学生们还
沉浸在解决数学题中，题目是怎样剪出这幅对称图。学生们
手里还正在尝试着，我没有立即制止，而是很好奇地询问，
原来上节课是数学课，数学老师带着他们剪图形，可是试来
试去，也没有剪成功，数学老师便求助于他们，学生便十分
积极地寻找办法，迫切希望能够自己能够最先帮助到老师，
那时的他们是如何的认真，这样的场景在我自己的班上却很
少出现，一直认为学生求助教师是常有的事情，但老师求助
于学生很少见到，询问师父这件事，师父告诉我，在学习中，
不要总是以教师固有的姿态面对学生，适时的退位，让学生
成为学习的主人，激发他们的探索欲望，才是我们教学的任
务。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真实的自己，不完美
的老师，展现在学生面前，恰恰能拉近你与学生的关系，离
学生更进一步，同时也能激发学生探索的热情。

以真我，虚心向同事学习。优秀的教师也是从一个新手开始
的，每一位教师都是一步一步、一节课一节课磨练出来的。
或许你还是新手，没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或许你对于教学还
有许多疑惑。身边的同事正是你学习的榜样，旁听同事的课，
学习同事好的教学方法。名师、教育家离我们有些遥远，但
优秀的同事就在我们身边。最近有幸能够加入数学工作组，



通过初选，三十多名优秀的教师齐聚一堂，组长所布置的第
一个任务就是观摩优质课，书写听课反思。观摩优质课是常
事，每学期都会组织区级的现场课观摩，还有送教下乡，当
然每学年也一定会有一次公派学习的机会，听名师、听大家
的课，然而只限于观摩，观时有众多思绪，有种势必要在自
己的课堂上尝试的决心，然而几天的培训下来，可能剩下带
回来的只有疲惫的身躯。初次听到这样的要求，心生恐惧，
不夸张地说，我不会写听课反思，甚至听课时我究竟该记些
什么我也不知道，上岗前没有人专门教过。在大学里学习时，
没有哪节课时专门讲授如何记听课笔记的。写文章也不是我
的强项，虽是500字，也有些为难。第一次、第二次，观摩在
学习中，观摩什么也在学习中，但意识到反思是必须写的，
因为观摩优秀教学的本质所在，就是反思自己的课堂，找到
内含于心灵深处的独特本性，唯有写下来，才能记下来。三
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曾经的我，经历着糟糕的教学经历，课堂上混乱、学生违反
纪律不听讲。当学生出现这些时，让学生留下，请家长，这
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这样的经历也一次又一次地磨灭着我
心中的希望之光。反观身边的同事，又有多少老师上课时是
带着微笑走进教室，一堂课结束时依然是愉悦的心情，十年、
二十年教龄的老师依然怀揣着教育梦想呢？但无论我们经受
了怎样的打击，作者都告诉我们，要坚守，永不言弃。

在书中，作者这样写道：“教师的内心有一个警卫，守护着
自己的个性，把有损我们自身完整任何东西拒之门外，把有
益于我们自身完整的一切东西涌入怀中。”

我们也要向作者学习，不怕问题，问题正好帮助我成长。作
者在书中这样写道“如果一项工作是我内心真正想做的，尽
管连日辛劳，困难重重，我仍乐此不疲。甚至这些艰难地日
子最终也会使我的生活充实快乐，因为这是我真正倾心的工
作，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正好帮助我成长。”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作者用自己的经历、自己
真实的文字触及了我们读者的心灵，作者从现象到本质，引
领我们找到问题的根本，再次激起了我前进的动力，这本值
得回味的书，它教会了我勇敢地退位、勇敢地面对真我、勇
敢地坚守。

初中教师读书体会篇四

阅读了美国尼托主编的《我们为什么做教师》一书后，我深
受启发。这本书在向我们阐述教师的重要性的同时更是从不
同方面阐述了一些教师在选择教育工作的动机，以及关于这
一职业本身的一些想法。虽然他们的经历迥然各异，但是他
们对于教育事业的热忱都是高涨的，对于他们而言教师不只
是一份单纯的职业，而是他们人生为此不断付出努力付出，
努力奋斗的事业。

这本书中提到：要成为对所有学生有影响的教师，一般应该
具备三个条件。即深厚的与课程相关的知识、有效的教学方
法，以及娴熟的沟通技巧。日常教学中，要将学习和学生的
生活联系起来，对所有学生都应该抱有较高的期望，那些别
人已经放弃的学生，不论有多大的困难，也不放弃对学生的
责任感，要坚韧不拔，运用灵活生动的方法，关心、尊重、
爱护自己的学生。爱是一切的中心，“教育之没有爱，就如
同池塘没有水”。其实爱并不是简单的情感，特别是在学校
的环境中来界定它的时候就更是如此。教师对学生的“爱”，
往往会换化、外显为“责任”，所以，面对调皮、贪玩、反
应较慢的学生，我们教师，唯有树立坚忍不拔、永不放弃的
思想，并运用灵活生动的劝教方法，从关心、尊重、爱护自
己的学生入手，把“学困生”拉到前进的队伍中来，只有这
样才是对社会负责，对学生的真爱。当然，尊重和欣赏亦是
教师对待学生所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有了尊重就可以实现
平等沟通，使学生容易向老师敞开心扉。如果老师能顺利走
入学生的内心世界，那么教育好学生应该就会是一件轻而易
举的事情了。



青少年学生多少存在叛逆思想，所以为人师表要以身作则，
要严格要求学生，首先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无可挑
剔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学生。“喊破嗓子，不如做样子”，榜
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用自己美的语言，美的行为，美的心灵
来影响教育学生。每一个学生都是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教
师要爱自己所教的全体学生，一视同仁。我们教师要善于理
解学生，理解是产生关心和爱的情感的前提，不善于理解人
则很难去关心他，很难对他产生爱的情感。我认为：即使是
对一个差生，也要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并以此给他鼓励促
进其转化。作为老师对学生要多鼓励多引导，不要武断。让
学生喜欢我，能够演化为他对我所教的学科的喜欢，听从我
的教导。让学生与我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互相好感，互相
尊重，是助学成功的重要条件。良好的师生关系，往往能够
是学生的情绪稳定，有助于学生心智发展;相反，往往容易给
学生心理上造成压力和挫折，则会让学生反感、害怕，从而
阻碍心智发展。老师的情绪如何，对于学生能否积极愉快的
进行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上课时教师必须始终注意保
持着高涨的热情，饱满的精神。使学生形成积极的心理，善
于思考、乐于接受教诲的作用。要做好老师这份工作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总要想着如何才能激发学生的潜能。

教育是一种互动，一份投入，一个期待和一次次教师与学生
的心心相印的活动过程。让我们从“心”出发，以“爱”为
基础，让“心’和“爱”让教育闪光。

初中教师读书体会篇五

都说“说话是一门艺术”，懂得并且善于运用这么艺术的人
在人际关系上犹如锦上添花，正确运用说话之道，在工作上
也是有非常大的助益的。我作为一名教师，与学生的交往沟
通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时也会感觉沟通无效，心有余而力不
足。《教师怎样说话才有效》记载的是李老师在教育实践中
所遇的案例，并总结出一些经验所得，使他的理论更加真实



科学，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本书，希望能早日学习，有所收
获。

李老师在书中还提到一个很好的观点“个别谈话大于集体说
教”，确实老拿一个人的错误来对全班进行集体教育，老师
的目的也许是在“打预防针”，希望其他同学不要犯同样的
错，但是有的学生会觉得这是某某学生的错不关我的事，于
是老师的说教变得无效空泛，我也要加强对学生的个别谈话，
减少空泛的集体说教。

“当你们三年后走进大学，再由大学走向社会时，衡量你们
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份成绩单了，想想还有什么能证明自己的
优秀。”这是一句很有深意的话，没有说多余的话，让学生
自己思考现在的自己、未来的自己，反思自己是否“优秀”，
如果不优秀或还不够优秀，那么现在就得努力了。每次遇到
学生对学习失去目标、失去兴趣时，我总是说：这是一个大
家都要必经的过程，我们只有坚持，想要有所收获就必需有
所付出。现在想想我这句话说的没错，却说不进学生的心里，
没有引起共鸣，也就是与学生沟通无效。

李老师的经验化成一本书，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学生的关爱，
让我感受到自己的教育经验之浅薄，还需要不断学习、积累、
改进，也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不足之处，希望自己能做的越
来越好，成为一名受学生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