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读后感标题(精选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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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读后感标题篇一

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也越来
越多，学生懂得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富，所以，现在当老师更
应该多学习，让学生喜欢老师，怎样让学生爱上学习、喜欢
老师呢？申老师说：我们老师要“做个好玩的老师”。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学
习问题，为了让学生学到知识，老师的教学方式也越来越多，
申老师要求我们做一个好玩的老师，细细想来也有一定的道
理，这个“好玩”不是真正的玩，而是领着学生在知识的`海
洋中玩，怎样玩呢？老师要变得善于思考、善于反思、善于
批判与舍弃，使表达变得通俗一些、有趣一些、幽默一些、
好玩一些。

记得我有一节音乐课，这节课我上的是综合科，学习过新年
这个曲子，课堂教具有鼓、双响筒、碰铃、沙锤、唢呐等，
当我把这些乐器带到班里时，学生看见了，小学五年级学生
的好奇心比较强，个个都探着脑袋看，学生被我那的乐器吸
引了，有学生就开始问：老师，这些东西我也想玩，看着学
生天真的笑脸，我没有拒绝，我给这位学生那拿了一个碰铃，
这个学生拿着碰铃就玩，钉钉钉。。。。。。响个不停，这
个学生表现的非常开心，玩了这个碰铃后他说：“老师，我
想再敲敲鼓”，我稍微犹豫了一下，这还得上课，可不能让
你这样玩下去呀，但是一想，学生既然提出了这个要求，我
想这也是一个学生想要了解的问题，能让他亲身体验一下，



也算是解决了一个问题，随后我就答应了这个学生，这个学
生看起来玩的很开心，鼓敲的很专注，学生的心愿满足了，
最后，这个学生对我说：“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开心，
谢谢老师！”我看在眼里，心里一直在不停的思索着。。。。
。。

其实，学生的要求不高，当我们能满足学生时，就一定要给
学生机会，这个机会可能学生会记一辈子，也可能会从此更
加喜欢学习。

教师读后感标题篇二

《教育与幸福生活》是李镇西老师主编的《教育新视界丛书》
系列书的一本小书。作者王君老师说：“教育，乃是发现、
创造、享受幸福生活的艺术。”她热爱学生，衷情教育，她
在教育的红尘中执著追寻诗意教育，在现实的教育困惑中思
索教育理想，她带学生去疯去闹去批判，去发现、去感受、
去创造，因此她和她的孩子们感到：每一天都是金子！

我在读过《教育与幸福生活》一书后，体会到怨天尤人不会
带给你幸福，碌碌无为也不会带给你幸福。只有懂得去寻找
阳光普照的地方，懂得放弃忧伤的人才会自己创造幸福。教
育在我看来有时是枯燥的、有时是烦恼的、有时是开心的、
有时是充实的、有时是疲惫的、有时是无奈的，这其中的百
般滋味有时真的让我头晕脑胀。而王君老师的《教育与幸福
生活》，它告诉我们教育是幸福的。

当我读完《爱如潮水》、《教而不思则罔》、《源头活水》
等篇章后，我对“教育”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即“教育”首先是一个内心成长的过程。教育是对人的精神
的延伸和拓展。而以前的片面追求知识教育、技能教育其实
都只是停留在教育最初级的层面上。这时，我好像又看到了
明天的我——她感到和孩子们交往是一种快乐，她相信每个
孩子都能成为一个好人。因为爱孩子尊重孩子，所以她对美、



对真、对善具有非凡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因为对孩子的信念，
她因此获得对生活的信念和对自己的信念。由于爱孩子尊重
孩子，她更爱自己更爱生活，她因此被源源不断地灌注着创
造生活的力量。她在幸福别人的同时也幸福了自己。------
“教育，乃是发现、创造、享受幸福生活的'艺术”！

我十分欣赏王君老师的观点：教育的幸福，还体现于教育细
节的幸福。这些幸福可能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眼神，微笑，
泪水，叮咛，抚慰……它们也许不一定能够直接带来班级流
动红旗，带来很高的升学率，带来领导的表扬进而获得显赫
的荣誉，但无数的幸福的细节便构成了校园生活全部的美丽
和教育生命的所有的魅力。

做教师是一个既累人又很累心的工作，但同时又有不少快乐。
其中一种重要的快乐就是在班上，我都会遇到我特别崇拜的
学生和特别调皮的学生。回想自己实际教学过程中有过成功
的案例，但也有一些自我感觉学生太让人失望，就以顺其自
然的心态去面对，想想其实不管什么样的孩子，都有各自的
优势和劣势。我们应该用欣赏的目光去看学生，用赏识的语
言去说孩子。无论是什么样的学生，他们身上都有优点，也
都有缺点，要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这样才能增强学
生的自信心，学生才能不断走上成功之路。

现在我的教育座右铭中又加上了一个词语，那就是“幸
福”——“教育是一种生活，自然的、健康的、睿智的、诗
意的、幸福的生活。”

教师读后感标题篇三

最近读了一本书《钢琴教师》，在此与各位家长及老师分享
一点心得。

《钢琴教师》是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的作品，2004年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书中描写了如同共生体一样不正常的母女关



系。有着典型小市民心理的母亲把女儿当成实现进入上流社
会的愿望的工具。女主角埃里卡从小生活在母亲的卵翼下，
生活中只有钢琴，虽年龄已经进入而立之年，仍然时刻处于
母亲的监视之下，不能越雷池一步。小市民一心往上爬、挤
入上流社会的卑琐心理，与外界隔绝、令人窒息的狭小空间
严重摧残了人的个性成长与发展。埃里卡的人生悲剧无可避
免了。

作为一个母亲，读完这部文学作品，首先反省自己有没有有
意无意对孩子犯了这种错误。我相信大部分家长都不至于这
样迫逼孩子。但是要警惕的是，别让孩子来替你完成梦想。
别以爱之名伤害孩子。孩子首先是一个个体，我们作为家长
起的作用是引导、鼓励。任何人都不能侵占别人的人生，否
则就如埃里卡母女那样，都没有幸福的人生。作为家长，我
们的人生也是需要不断进步的，这样才能与孩子教学相长。

埃里卡时时处于监视的痛苦人生令我再次反省，自己应该在
孩子的童年起什么作用，起多大作用。最近看到一篇报道，
讲到要给孩子“留白”，让他有自主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很
多时候我们作为家长，都希望孩子表达出愉快正面的感情。
孩子写日记时，我常常教他写“我很开心”之类的句子。孩
子有时就会脱口而出：“我其实一点都不开心啊！”后来我
顿悟了，要尊重孩子的感情，让他从小学会表达真情实感，
而不是为了讨好老师或是家长写一些假大空的话。

只有拥有自己人生的人才配拥有幸福。这是《钢琴教师》这
部文学巨著给我的一点启迪。

教师读后感标题篇四

近期我读了打造《你的第56号教室》系列之10——《教师怎
样驾驭课堂》。

这本书是分专题介绍的，每专题都有相关案例指导。其



中“积极的表扬让课堂活起来”这一专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

我们知道，简单的表扬会导致孩子求知不深入，浅尝辄止。
比如朗读课，学生朗读后，有的老师给予表扬——“读得不
错”，“读得真好”，这种赞扬性的评价，缺乏针对性，学
生感到不知如何处理或处理不好的地方得不到指导和纠正，
何谈能力的提高？还有诸如“你真棒”“你真好”这类表扬，
棒在哪儿？这种表扬不要也罢。因此运用评比型表扬要让学
生在对比中，知道自己好在哪里，知道自己如何提升自己，
从而在后面的教学中积极表现。反之，倘若教师评比引导和
评比方式不恰当，不但不会利于教学进行，还会影响教学秩
序。

渴望关注，渴望欣赏，渴望赞扬，是人的正常心理需要，温
情话语，鼓励的言辞，不只是优秀生才能领会，那些被认为
是调皮捣蛋的“坏孩子”同样能从中吸取力量；甚至，这些
话语对他们来说，更加珍贵和更具感染力！

首先，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其次，潜心备课工作，
运筹教学方略。备课是课堂教学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证。可
以说，不备课就不能上课。备不好课也上不好课。第三，重
视情感投入，营造学习氛围。教学过程不单纯是教师的教和
学生的学，同时也是师生双方感情和思想的交流。第四，启
动教育机智，提高应变能力。课堂教学中偶发事件的处理直
接反映教师课堂驾驭能力的高低。

教师读后感标题篇五

宽容，是肖川老师在《成为有智慧的教师》中一再提到的词
语，比如“给教师的建议”，“望老师慈悲为怀”，“教师
的五项修炼”，“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等章节中，都在强调
对学生要学会宽容。对这点，我一直心存疑惑，甚至在心中
反驳，我认为，一味地宽容只会让学生放纵，是一种不负责



任的表现，直到今天，再次静下心来阅读了“我们可以做得
更好”一节，心中才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所谓宽容，是要求教师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能缓和学生的
焦虑感，呵护学生的自尊与信心等，对待学生的态度和言辞
都不宜过于肆意和随便。这种宽容是有原则的宽容，是对宽
容的无限接近。

我不禁回想起一件事，那时我刚走上教学岗位不久，真的是
不会管理自己的情绪。一次课堂上，有两个男生一直在说笑，
这两个学生平时就表现很差，我已批评过无数次，这次忍无
可忍，怒火中烧，拿起小竹棍教鞭每人背上抽了两下，因为
生气，都是用力抽的，两个学生受不住突如其来的疼痛，大
声冲我嚷了起来，说的什么我都忘了，只记得他们好像比我
还生气，小脸通红，拧着脖子瞪着我，我当时眼泪刷得就下
来了，心中不只是生气，更多的是委屈，觉得自己尽心尽力
地教，可他们却丝毫不体会我的苦心。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没等下课，就“逃”回了办公室，
一群女同学跟着我，围在我身边，有的劝我别哭了，有的跟
我一样抹眼泪，很久才离开。没想到到了下午，那两个挨打
的男生早早地来到我的办公室，敲门，给我认错，向我道歉
（后来我才知道是全班同学让他俩来的，说不给老师道歉就
不让他俩进班）。我平静下来之后，也觉得自己下手重了些，
我也承认了错误，向学生道了歉，我们像闹矛盾的朋友一样
重归于好。从那件事之后，我没有再打过任何一个学生，班
里也没有人再跟我顶过嘴，师生关系好像和谐了许多。

前几天，我问学生喜欢什么样的老师？出乎意料，很多学生
都说喜欢严格要求的老师，我相信他们没有说谎，学生们年
龄小，自控能力差，还是希望老师管一管的，所以，一般情
况下，对于老师的批评，责骂，以及各种惩罚，学生们都是
乖乖接受的，并不顶撞，这难道不是学生对我们的宽容吗？
所以，作为学生引领人的我们，也要学会宽容，尽量地，尽
可能地，更好地做到有原则的宽容，严格要求基础上的宽容，



在教学这个舞台上，凡事“不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