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魅力教师的修炼心得体会(优秀5
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那么心
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小编给大
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
有所帮助。

读魅力教师的修炼心得体会篇一

――读《教育魅力――青年教师成长钥匙》的感悟与实践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彭蔚兰

案头上的这本《教育魅力》是我在学校读书节活动中得到的
战利品。起初封面上“青年教师成长”几个字比较扎眼，想
想自己都快从教了，“青春”难再，谈何“成长”，翻看的
念头犹如缺水的崖壁上的芊草，干枯瘦小。加之当时职称上
不了；一把年纪还要继续担任班主任工作；常常为了准备第
二天的课，朋友聚会时歉意实足地提前退场，听着身后“教
了几十年书还要备课”的质疑调侃声越发觉得无奈。那一段
时间前途寡淡现实忙乱，倦怠感如潮水般涌来。网络上有一
则传疯了的短文《我只是个老师》，乍看起来还真能慰藉在
现实的困境中挣扎的灵魂，但是短暂麻木之后仍会腾起深深
地不安，因为教师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职业。

人生行途路遇雾霭幽惑时，亟需提灯导行的前路人。《教育
魅力》一书，尤其是“叶澜、张汝伦的高端访谈”部分正如
穿云透雾的霞光，在我渐趋迷茫的职业生涯里漾开了绚烂的
图景。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个词，充满诱惑和使命感的一个
词：“创造”！纵“魅力”之说各家万千，但在我眼中都不
及它：“你问我教师的魅力在哪里？就在于创造”，“他不
是一个简单的传递者，他跟孩子一起创造他和他们的每一天



的学校生活，也为学生的未来生活作创造”（叶澜）。为什
么会觉得“创造”契合于心？仿佛找寻已久的新知，初相遇
却觉长相识。也常常问询自己：“凭借什么站住讲台，让学生
‘读你’千天不厌倦？”回答当然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每一课
都有新知识！然后就心安地做一名勤勤恳恳的知识搬运工，
这样真能撑住场面么？而今获取新知识的渠道是多元而畅通
的，见多识广的高中生足以用他的不屑不耐烦来消费我的每
一堂课。马克思讲得深刻，只有创造性的工作才会有尊严。
叶澜先生则直接指明了教育魅力的生命之源――创造！“教
师的创造跟工程师的创造不一样，跟建筑师的创造不一样，
跟作家也不一样，它是一种为了和直面人的生命发展的创造。
”这令我想到黄克剑先生说的，要“以生命治学，为生命立
教”，当初觉得这是大情怀师者的`教育誓词，直到读了叶澜
先生的“创造”之说后，顿悟，这也是平凡教师应有的追求。
从教以来对教师工作性质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幡然醒悟之
际，细品韩愈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再读《师
说》，才明白韩退之早已为师者立了高标，“授之书而习其
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传道解惑意在为生命
成长除荆斩棘引领牵行。“为生命立教”，先秦诸子教师在
独创与借鉴中出彩，魏晋教师于无为世界里务实报国，隋唐
教师勇为风气先，宋代教师居敬持志，沿此以往，代代出新，
魅力无绝，师古变今、务本求实、教育图存、兼容并包，教
育魅力留芳千古、遗韵流转，传承发展中缔造了民族生命。

收获“创造”魅力，心念之，且为人师的每一天里如何与孩
子们一起创造他们的也创造自己的生活？我和我的学生，这
样的创造主体是独一无二的；我和我的“这一届”也是不可
复制的，我与全班跟我与某一个也是不能等同的，我们的今
天与昨天明天还是有区别的，细细想来，真真是创意无限。
如何“创造生命发展”，呈现教育魅力，摸索实践也许才能
贴近那样恒久的幸福。庆幸自己还担任着班主任，之前的牢
骚在一段时间的改变中显得可笑了。我通过qq创立班级家长
群，建设班级空间，随拍学生在校生活的镜头，与家长分享
转瞬即逝的动人表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用心关注学生在



校的诸多活动，从早读开始，琅琅的书声里是否有疲倦无力
的杂音；端正坐姿中是否有倦意未开的疲惫身影；整洁课桌
上是否有放着口服的药未吃完的早餐。看着看着，能分明察
觉到他们在负重前行时不同的状态，一改以往例行公事到班
点名后万事大吉的粗糙，才明白教室里坐着51位为了成长而
努力的个体，每一天，缺一不可。班会课成了分享日常点滴
的宝贵时间，那些被相机定格的瞬间，拼接起随时间流逝不
可再现的影像：为什么那时我在微笑？为什么那时我眉头紧
锁？原来我和他可以这么美好地并肩站立……原来我们会忘
了这么多优雅的时刻，蹉跎这么精彩的瞬间，原来看似重复
单调两点一线的生活里充盈着美好！就如叶澜先生关注自家
的那株白玉兰一般，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一点细节又一点
细节，原来每一个生命都如每一朵花，从孕育到绽放要经历
很长的过程，而我们都习惯聚焦那盛放的时刻，生命慢慢积
攒滋味的过程就这样被观念的定式遮蔽了。通过半年时间的
刺激、唤醒、交流，原本对周遭许多现象漠视麻木的学生也
常常有发自内心的小激动，班级顺势开展“晒晒我的小确
幸”活动以及元旦送祝福活动，当时温馨的话语伴随朵朵幸
福之花开满心田，往日背负着的理科实验班压力也似乎得以
化解，整个班级如冰雪消融后的春山，生机腾腾。

“创造”的魅力究竟有多大？对于普通教师而言，该如何保
持不竭的“创造力”？目前班级面貌的变化究竟是不是理想
中的“创造”出来的我和他们每一天的校园生活？除了班级
管理，那专业课堂又该如何驾驭呢？“恒久魅力”是否有保
鲜妙招？“教育的魅力恐怕不仅仅限于教师已形成的人格和
学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教师应是不断追求自己生命
的发展和完善的人，在帮助别人完善的同时不断发展和完善
自己。”“追求自己生命的发展和完善”，这才是魅力创造
的关键。如何坚定地行进下去呢？很庆幸有温暖的团队在引
领――“福州1+1读书俱乐部”、“李华政治德育工作室”，
一路走来，钟情教育魅力打造的老师们通过读书、思考、交
流、实践，相互欣赏彼此鼓励，在最为便捷最为宁静的方式
中为心灵驱散迷雾迎向光明。“迷恋学生成长”的李华前辈



于我启发甚多：勤勉地读书，以微小之力带起阅读大节奏；
热切地生活，无论晨曦暮云、山花野草、郊田江海、都市新
貌、古巷庭院在她镜头里无不成画，这是一个与生命同在的
无止境的过程。大家之言与名师之举恰好在我心里为教师
的“创造”下了最美最真实的注脚。

努力做一个时光虽老，生命长青的富有创造力的教师，发展
生命、完善生命，愿一直奔走在路上！

读魅力教师的修炼心得体会篇二

假期我选读了《关注心灵成长的教育》这一朱小蔓教授的新
作。朱小蔓、朱永新两位教授通过对话所体现出的对中国教
育的思考，特别是对情感缺失现状的探讨让我开始重新审视
我们的学校德育，开始重新思考我所理解的学校德育。在对
朱教授的关注中，我了解到她是研究情感教育的专家，她始
终认为情感教育是辐射教育活动全程、全域的，并始终相信
情感培育会及时播下道德的种子，是埋下了一个人的善根。
而近几年来，我校提出了“激扬生命”的德育目标，围绕这
一目标，我也一直在尝试开展体验式德育课程的构建，因此，
选取该书对我个人的德育实践一定会带来更多的理性思索与
视野拓展。

《关注心灵成长的教育》一书主要以探讨教育与人的情感、
道德、精神发育的关系为主题，书中，朱小蔓教授向我们阐
述了她对情感与情感教育、对道德价值观教育、对素质教育、
对教师与教师教育等问题的认识。全书共分三个篇章，上篇
主题集中在道德与价值观教育，内容包括道德教育基本原理、
道德教育研究方法、传统道德教育的现代转换、课程改革与
道德价值观教育等；中篇主题集中在情感发展与素质教育论
题，内容包括人的情感发展特点、情感在个体道德形成中的
价值、对素质教育评价的思考等；下篇主题集中在教师人文
素养与教师教育，内容包括教师专业化成长、教师情感培养、
提高教师素养、创建情感师范教育等。



读朱小蔓教授的文章，深感其思想的深邃，知识的广博，视
野的开阔，我认为，全书最大的特点在于探讨德育话题时，
朱教授能善于吸纳不同学科的知识，如生命科学、人文学科、
哲学、人类学等，使其论点充满说服力和思想深度，文字表
达中，没有繁琐的论证、艰涩的语言，使我读来晓畅明了。

21世纪是人的生命凸现的时代，伴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我
们对教育有了更多赋予生命温度的思考，我们开始思考：人
不是产品，不可能按照机器的生产方式标准化、成批量地进
行；我们开始思考：在要求孩子接受同样文化知识的同时，
不能漠视其作为独立个体而产生的多样性、独特性；我们开
始思考：学生生命需要的健康满足，在他自我教育中的积极
主动作用。

读魅力教师的修炼心得体会篇三

《青年教师的心灵成长之旅》读后感

每年都会得到有利于我们教师成长的书籍，而这次却是我自
己选的。这是一本有关青年教师的一本书。作者从教26年，
经历了书中所涉及的青年教师心灵成长的大部分阶段，文字
中渗透了作者经历的挫折和成功体验。书中有大量一线优秀
教师的案例，对读者有较强的启发性。颇具文采与诗意的文
风，让本书读来颇感轻松、愉悦，同时通过层层设置的问题
带领读者不断反思自身，突破自身的心灵成长障碍。

本书向您传递的，是这样一种成长理念：每一名青年教师，
都有成为卓越教师的可能。之所以绝大多数人最终沦为平常，
是因为在成长的重要节点上，往往缺乏了进一步前行的动力
与方法。只要能够激发起内在的成长动力，同时掌握必要的
行动方法，每一个生命就都能创造职业的传奇。

这本书让我们重拾前进动力，重获行走方法。这些建立在他
人成功经验基础上的研究成果，相信无论是对于刚刚起步的



新教师，还是对于业已取得一定成绩的优秀教师，都具有积
极的引领价值。

青年教师的心灵成长过程，本质上说，就是以成长中日渐聚
集的强大力量，不断扩展与充实心灵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心灵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生命由此而日渐脱离
平庸，朝向优秀乃至卓越持续前进。

在浪漫的激情和复杂的现实间，潜伏着无穷无尽的暗流。这
些暗流，常常会在意想不到的状况下，从无法预知的角落里
突然涌出，一下子便将新教师辛苦搭建的教育殿堂冲垮。面
对这份淫威，任何激情、梦幻、诗意、纯真、好奇、渴望、
紧张、充实，都只能像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孩子，要么睁大
了吃惊的双眼，面对废墟无助地叹息，要么在片刻的伤感后，
迅速转移了视线，去另一个空间上另建新的乐趣。

然而，教育的特殊属性，却既不接纳长吁短叹，也不容忍异
地重建。教育面对的，就是这一群有个性、有追求的鲜活生
命。这些生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需要在学校这个特
殊的空间里砍削修补，使其能一步步脱离愚昧与低俗，走向
智慧与崇高。

因而，真正的教育，就逼迫着新教师不得不直面这份惨淡，
不得不弯下身体清扫芜杂、清洗污浊，然后，以哪里跌倒哪
里爬起的勇气，再次筑起心中的圣殿。

读魅力教师的修炼心得体会篇四

最近，看朱小蔓的《关注心灵成长的教育》一书，这是学校
活动推荐阅读的书籍。其实，要阅读专业书籍，绝大多数的
时间我是看不进去的，一来觉得枯燥，二来没有乐趣。而此
次之所有读下去的欲望，则是因为在读序时，被作者朱小蔓
教授的经历所吸引。



《关注心灵成长的教育》一书主要以探讨教育与人的情感、
道德、精神发育的关系为主题，书中，朱小蔓教授向我们阐
述了她对情感与情感教育、对道德价值观教育、对素质教育、
对教师与教师教育等问题的认识。全书共分三个篇章，上篇
主题集中在道德与价值观教育，内容包括道德教育基本原理、
道德教育研究方法、传统道德教育的现代转换、课程改革与
道德价值观教育等；中篇主题集中在情感发展与素质教育论
题，内容包括人的情感发展特点、情感在个体道德形成中的
价值、对素质教育评价的思考等；下篇主题集中在教师人文
素养与教师教育，内容包括教师专业化成长、教师情感培养、
提高教师素养、创建情感师范教育等。

朱小蔓，她的思考和写作是用八小时坐班之后的工余时间；
她做了三十几年的行政，却不在乎“官位”，更不善于“权
术”，()保持着教师、学者的本色和天真；她长期在师范大
学工作，率先办起我国第一个本科小教专业，对教师教育、
尤其是小学教师教育比较熟悉，也很有情感；她入读博士生
前从教二十多年，对教育研究有着很宝贵的现场经验感受。
她的勤奋、她的执着追求、她的善于将生命经历转化为新知
学习、转化为学术灵感与想象力。她骨子里喜欢教书、喜欢
学术、喜欢诚实地生活。借用她的话来说：“我相信，自己
的研究虽然浅薄，但皆由现实关怀而生，而且，所思所想、
所言所说尚能秉持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并且有着生命热情、
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融入其中，有一点‘我写我心、抒心写
真’的味道。”这样的人写出来的文字是贴近生活、贴近教
育实际的，读来也没觉得生硬和拗口。

读朱小蔓教授的文章，深感其思想的深邃，知识的广博，视
野的开阔，我认为，全书最大的特点在于探讨德育话题时，
朱教授能善于吸纳不同学科的知识，如生命科学、人文学科、
哲学、人类学等，使其论点充满说服力和思想深度，文字表
达中，没有繁琐的论证、艰涩的语言，使读者读起来晓畅明
了。



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我们的学生需要
老师的爱和关注，需要老师的宽容和理解，曾记在我工作之
初，面对调皮经常犯错的孩子，我总是批评多余宽容，呵斥
多余微笑，这些孩子看到我也总是很怕，表面上，他们在我
面前，乖了许多，但实际彼此间心灵的距离却很遥远。工作
这么久，看着一批批的孩子渐渐长大，我开始明白，孩子在
成长过程中，是多变的，是多元的，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完
善的过程，不会犯错那就不是孩子。试想，做为母亲，你可
以宽容孩子每一次的错误，可以欣赏孩子每一次的成功。那
作为一名教师，则更需要用一位母亲的情怀，用一位教师的
责任去重视学生、欣赏学生、理解学生，我想，这将是我不
断努力的目标。

读魅力教师的修炼心得体会篇五

每年都会得到有利于我们教师成长的书籍，而这次却是我自
己选的。这是一本有关青年教师的一本书。作者从教26年，
经历了书中所涉及的青年教师心灵成长的大部分阶段，文字
中渗透了作者经历的挫折和成功体验。书中有大量一线优秀
教师的案例，对读者有较强的启发性。颇具文采与诗意的文
风，让本书读来颇感轻松、愉悦，同时通过层层设置的问题
带领读者不断反思自身，突破自身的心灵成长障碍。

本书向您传递的，是这样一种成长理念：每一名青年教师，
都有成为卓越教师的可能。之所以绝大多数人最终沦为平常，
是因为在成长的重要节点上，往往缺乏了进一步前行的动力
与方法。只要能够激发起内在的成长动力，同时掌握必要的
行动方法，每一个生命就都能创造职业的传奇。

这本书让我们重拾前进动力，重获行走方法。这些建立在他
人成功经验基础上的研究成果，相信无论是对于刚刚起步的
新教师，还是对于业已取得一定成绩的优秀教师，都具有积
极的引领价值。



青年教师的心灵成长过程，本质上说，就是以成长中日渐聚
集的强大力量，不断扩展与充实心灵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心灵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生命由此而日渐脱离
平庸，朝向优秀乃至卓越持续前进。

在浪漫的激情和复杂的现实间，潜伏着无穷无尽的暗流。()
这些暗流，常常会在意想不到的状况下，从无法预知的角落
里突然涌出，一下子便将新教师辛苦搭建的教育殿堂冲垮。
面对这份淫威，任何激情、梦幻、诗意、纯真、好奇、渴望、
紧张、充实，都只能像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孩子，要么睁大
了吃惊的双眼，面对废墟无助地叹息，要么在片刻的伤感后，
迅速转移了视线，去另一个空间上另建新的乐趣。

然而，教育的特殊属性，却既不接纳长吁短叹，也不容忍异
地重建。教育面对的，就是这一群有个性、有追求的鲜活生
命。这些生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需要在学校这个特
殊的空间里砍削修补，使其能一步步脱离愚昧与低俗，走向
智慧与崇高。

因而，真正的教育，就逼迫着新教师不得不直面这份惨淡，
不得不弯下身体清扫芜杂、清洗污浊，然后，以哪里跌倒哪
里爬起的勇气，再次筑起心中的圣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