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极心理学经典著作读后感悟(通用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感悟，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那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
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感
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积极心理学经典著作读后感悟篇一

今年寒假，有幸读了陶新华的《教育中的积极心理学》一书，
心理颇有感慨。文中倡导把积极的'心理学运用到教育之中，
比如，幸福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概念，追求幸福应该是人生
的重要目标或者最有价值的目标。“想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必
须去发现自我的优点，进行充分得发挥，用毕生去实现自己
的价值”“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等等。

最引起我共鸣的是作者所提到的长善救失，“长善救失”语出
《礼记学记》，其原文是“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意思是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增长优点而改正缺点的。根据长
善救失的教学原则，教师的职责就是要发掘学生的潜能，发
挥学生的长处，补救学生的缺点。这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
中必须明确的职责所在。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人的差异性，决定了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长善救失的教育思想就是针对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差异性提
出来的。

教师如何“长善”，如何“救失”，是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
的。 有人说，孩子的优点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改不了。于
是，很多的家长、教师都习惯于对孩子的优点视而不见，而
时时把孩子的缺点挂在嘴边，以“爱”的名义让孩子成天处
于被批评、被指责的生活状态之中。 我们不妨以教师的教育
教学实践活动为例：改作业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做法就是把



学生的错误找出来，然后要求学生改正；改作文的时候，我
们做得最多的就是帮学生指出不足之处，然后教学生如何修
改；学生犯错误的时候，我们早已习惯于先开导学生认识错
误，然后循循善诱地教育学生：“人非圣贤，岂能无过。”
改过来了就还是一个好学生。所有这些，都是在“救失”。那
“长善”呢？在学生没有出错时，我们记得表扬学生了吗？
学生的作文虽然稚嫩，但总会有写得好的地方，我们帮学生
指出作文的优点，告诉学生好在哪里了吗？学生没有犯错误
时，我们就没有去做正面的品德教育吗？看来，在很多时候，
我们确实是让“长善”缺席了。

在“长善”缺席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师可能就要事倍功半，
甚至是要吃力不讨好了。 “长善”非但不能缺席，而且应该
放在首位。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师能不能发现学生原有的长
处，让学生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学生的作文为例，如果一个
学生的作文内容没有什么优点，而他写的字很漂亮，那就要
重点表扬他写的字。教师应该真诚地告诉他：“你写的字真
漂亮，老师喜欢你写的字。”相反，如果一个学生的作文内
容很精彩，只是字写得不好，那就要重点表扬他写的内容，
教师应该指出他的作文好在哪里，而不是简单地用一
个“好”字敷衍了事。教师如果能够更多、更有效地去做
好“长善”的工作，学生就会有更多的感动、更多的自信。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助长”学生的优势，从而更加
健康地成长。缺点当然也要说，帮学生指出错误所在，才能
达到“救失”的教育目的。但是，教育却不宜以“救失”为
主，更不能习惯性地只去“救失”，而忘了“长善”。

不管是家长还是教师，都应该懂得正面激励，这对于教育来
说是多么重要！用心去发现孩子的优点，指出孩子的优点，
赏识孩子的优点，这就是“长善”。“长善”本身就蕴藏
了“救失”的功能。教育要以“长善”为主，这样就更容易
将教育的言语说到孩子的心窝里去，让孩子的“善”蓬勃发
展，枝繁叶茂。



积极心理学经典著作读后感悟篇二

在听胡媛艳和葛缨两位老师讲课的时候，总会多次听到两位
老师谈到《积极心理学》这本书，于是我对它产生了一些兴
趣，这个月把它从图书馆借出来，阅读一番，并写下这篇读
后感。

积极心理学，以“愉悦与幸福”为主题、关于美好生活的一
门科学，着重研究那些能使生命更有价值意义的东西。这本
书主要描述了积极心理学的概况以及内化动机，第一是介绍
人们获得积极体验的方法，第二是指导人们如何增强这种积
极体验以形成良好的人格特征，第三是如何运用到建设积极
的人性化的社会制度上，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在看了这本书之后，还是思考了一些东西：第一是认识自
己方面。人们总是要面对恐惧、悲伤、焦虑等各种情绪，因
此，在遇到这些负面的情绪时要积极地面对。就像这学期，
事情多且杂乱，基本上每门课都要做课堂报告，还有实验课
的实验，水电校的工作，对于各种考核的准备。难免产生一
些负面情绪，但还得去面对，面对了才能做好。第二，活动
方面。无论学习还是生活，在参与活动时要积极做好本分工
作，这才能使活动既愉快又有意义。还是以这学期为例，各
种任务都是分组完成，只有先做好自己本分才能去帮助别人，
促进团队任务的完成。

第三，态度方面。快乐与否在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自己的主
观意识。态度不同，心情自然也不同。要努力纠正自己身上
所出现的各类情绪和行为问题，来建构完善的世界观、价值
观和人生观，正确的方向努力，要有良好的学习态度。第四，
身体方面。身心需要和谐发展，因而坚持锻炼、充足睡眠、
健康饮食习惯都会对身体和精神健康大有益处。没有键康的
身体就不能积极地去面对生活，尤其是到了大三，没有了早、
晚自习的限制，就更加颓废，也没有锻炼。因此要改正自己
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



除了对自己的思考，这本书还引导我对社会层面的思考，我
觉得当前的大众文化，及主流媒体取向，有两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是过于关注、赞扬，以金钱为意义核心的成功标准，并
以此为基础的成就建设、工作取向、物质享乐；忽视了对于
道德修养、灵魂信仰、生命归属感等精神世界的思考与讨论。
整个社会，多了一些浮华，少了一些深刻。

第二是太过局限于对社会、人性问题，缺点及阴暗面的发掘
与批判，就像一个演员的出轨，一个知名运动员的出轨，弄
到全国人民都知道，沸沸扬扬。

整个社会，多了一些阴郁，而少了一些对于美好生命的关注。
在科技极速进步、物质极大繁荣、人类愈加富裕的同时，生
命厚重感的缺失，以及幸福快乐的减少。这说明了人们在不
断满足自身欲望的过程中，心灵却更加空虚起来，只能再次
投身到谈论批判别人的过错，成为一些制造网络暴力的键盘
侠。而炫耀、攀比性的物质消费，便似乎成了主要的精神安
慰。

家庭、爱情、友谊、人际关系，在金钱文化的冲击下，逐渐
走向功利、淡漠。在人际关系圈不断扩大的同时，是更多的
寂寞与孤独。在社交媒体网络泛滥的今天，是我们明辨是非
能力的下降。我们的思考能力在不断地丧失，变得轻信、盲
目。

在对待社会问题及自身的幸福感缺失的过程中，我们已对周
围的一切事物形成习惯性抱怨、随性地批判的行为模式。却
没有思考问题的产生本质，以及如何解决自身存在的缺陷。
社会财富大量累积，却使得生活安全感在不断丧失、生存压
力在迅速增大。在为工作、生存而愈加勤奋、辛苦的同时，
身体、思考、道德、灵魂的惰性，却在工作之余的生活中不
断增加。



金钱，已成为信仰。而这种信仰，存在于整个社会，甚至充
满着我们国家整个教育体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可以体
现。从小爸妈让我们努力读书，读书的目的呢？是为了挣钱。
从小老师让我们努力读书，读书的目的呢？是为了提高升学
率，好挣钱，当然也为了我们以后能考上好大学，考上好大
学的目的呢？是为了更好的挣钱。现在到了大学，满眼是各
种技能训练，训练当然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厉害，可目的呢？
是为了学校的名气，为了挣钱。技能训练当然是重要的，可
是思想的教育更不能缺少啊。

金钱，已成为信仰。而这种信仰，却不能成为我们灵魂的归
宿。待到生命的临终之时，也许才终会发现，什么样的东西，
是美好的。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我想要
什么？我究竟应该怎么活？也许只有明白了这些，在生命终
了时，才不会为了虚度光阴、错过了什么而悔恨。

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我想要什么？我究竟
应该怎么活？也许只有明白了这些，在生命终了时，才不会
为了虚度光阴、错过了什么而悔恨。

求不得，放不下，欲海无涯，一切皆为虚幻。我们则沉迷其
中，无法自拔。好似沉迷在一个巨大的人生游戏中，而这游
戏规则由极少数人所制定。绝大多数都从未怀疑过这套游戏
规则，至始至终，在痛苦中挣扎。

我，偶尔思考......

积极心理学经典著作读后感悟篇三

人类为什么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个哲学问题人们展
开了激烈而深刻的讨论，最终知道人类活着就是为了获得幸
福。这学期学校提供了许多书，希望每一位老师仔细研读可
以将其精髓运用到自己的中。我选择的第一本书就是《课堂
教学中积极心理学的应用》，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一本



很实际、很有内涵的心理学书籍。之前我有读过《微表情心
理学》的书，在那本书中我体会到了可以从不同的表情中了
解每个人真实的内心世界，了解每一种情绪背后所掩藏的秘
密。那么如今的这本书却给了我，在现在的教育教学中真正
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也让我习得了在课堂上如何更好地掌
握学生的心理，从而更好地教学。

这本书描述的非常全面。这本书有七个专题，主要介绍了积
极心理学的概述、积极心理学与师生的关系、积极心理学与
课堂氛围创设、积极心理学与自我效能感、积极心理学与学
习兴趣和创造力、积极心理学与合作学习、课堂教学中积极
心理学应用典型案例解析。此书把心理学运用于学生与老师
之中，恰如其分地教老师如何把握学生心理，如何更好地从
教。积极心理学不仅对个人心理状态调节和健康心理塑造有
很大的帮助，对于营造积极的教。

毕业后第一次从教的我，第一次教心理学的我，起初有些迷
茫，但后来伴随着我对这门课有了兴趣。我开始了解心理学，
从最基本的心理学知识入手，逐渐加深对它的了解，直到现
在对这门课有了浓浓的喜爱之情。我觉得在这门课中我可以
通过一个人的外表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真正了解每个学
生在不同的阶段所需要的知识及经验不同。比如现在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所感受到的过重的学习压力、时常出现的焦虑情
绪、习得性无助感都影响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学习的效
果。而积极心理学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可以帮助教育者改变
学习环境，使学生在课堂感受学习的快乐，体验学习中的幸
福感，从而拾起学习的信心，激发自身潜在的积极力量，更
好的提高学习效果。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成功的教学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其实作为教师不管我们教的是哪一门课，
要想把这门课教的好就必须在教学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学生只有对某一门课产生了兴趣，他才能够去学习去
阅读所喜爱的这门课。从上学期教心理学直到现在，不敢说



自己教的有多么的好。虽然每次准备一节课会花费我很多的
时间和精力，但是每当我在课堂上呈现自己的教学成果时，
总能看到同学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心里还是非常开心
的。在上学期期末我还让学生们做了测试，试卷最后一题写
这学期的收获。同学们都写的比较好，清楚的记得一个同学
写到:虽然老师不为我们传授课本的知识，但老师却教会了我
们在生活中做人的道理。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却给了我温暖，
这个时候总会想自己的辛苦没有白付出，还是有人能理解老
师为他们做的事情。

总之，这本书还有许多精髓的内容值得我在日后的教学中慢
慢去体验、去实践，我也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依然可以做到
问心无愧，有益于自己更有益于我的学生。

积极心理学经典著作读后感悟篇四

《积极心理学》一书中自卑与超越的话题，令我感触颇深。
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说过：“我们生活在与
他人的联系之中，假如因自卑而将自己孤立，我们必将自取
灭亡。我们必须超越自卑”

我的自卑感，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的呢？

小学的时候成绩并没有特别好却天天乐得像傻子，明明不是
很高的荣誉却也可以高兴三四天。随着我越来越大，接触的
人多了，视野拓宽了，总会在不经意的比较中，我看到了越
来越多自己的缺点，而过去引以为豪的优势变得黯淡无光，
自我否定心理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挥之不去，难以忘
却。“我对自己没信心”便成了脱口而出的话。

起初我将自卑感看做为一种合理的自知之明，但缺少自信的
做事理念给我带来了许多困难。由于自卑我在犹豫不决的时
候，机会与我失之交臂；由于害怕，我在怀疑自己的那瞬间，
错失了很多机会。



“如果我能勇敢自信一点就好了”。我总是后知后觉的这样
想。

我记得我每回交题的时候。都心惊胆战的，看到老师就害怕，
而老师每次给我讲解完之后都会说一句，“你做的挺好的，
继续加油”我还记得在放假前，曾经教过我的老师碰见我给
我了一盒笔。我很差异问道：“诶！突然这么好？她笑着跟
我说，“那肯定，你可是我的宝藏女孩。”这让我想起父母
都是鼓励我，从来不拿我跟别的比我优秀的人比较，父母也
常常把我视为他们的骄傲。明明原来是父母和老师的骄傲的，
为什么要自卑？我之前总是将这些话抛之脑后，却从没想过，
我其实真的可以做到的，我也是优秀的。

这次我通过学习《积极心理学》，领悟到：很多时候，对于
令自己自卑的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它，并且提醒自己，
这件事改变不了，但我可以尽力做到最好。另外解决自己自
卑不自信的问题，就是对于你心中那个脆弱的“小孩”，亲近
“他”，拥抱“他”。

自卑是一把双刃剑。这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好方式，所以你需
要超越自卑，活出全新的自己！

积极心理学经典著作读后感悟篇五

初读《积极心理学》，感触不是很深，但是知道积极心理学
是对人类积极的正面的经历以及人的性格特征长处和福祉的
科学研究，它研究积极的特质和素质――比如善良、好奇的
性格特点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等――还有价值观、兴趣、天
分、才能等。积极心理学也致力于研究能够承载美好生活的
社会构成：友情、婚姻、家庭、教育、宗教等。作为一名教
师，感受最深的应该是第一张开头的一句话：教育的主要目
的`就是要教会年轻人从正确的事情中找寻愉悦。（柏拉图）

把积极心理学应用到教育中，就是积极教育。所谓积极教育，



其主体为了塑造积极的心理品质，通过积极的心理体验，以
充分发掘积极心理要素的心理活动。从这个角度反思我们的
教育，教育应该是让学生体验积极的生命意义。当前的教育
直指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教学方法导致学生学习不
快乐，教学成效和德育成效比较低，因此孩子们出现了很多
问题，比如厌学、暴力等。所以，我们应该探究新的教育方
法，使学生体验“学习是快乐的，做道德的人是幸福的”景
象。就像蒋薇美老师所说的：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本领，
而是一种教学艺术，是激励！呼唤！鼓舞！

积极心理学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智力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

1.作为教师和家长，要善于给学生补充心理营养。爱、尊重
和信任，如同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是每一个人的生
理健康需要的基本营养一样，是每个人不可缺少的心理营养
的基本内容。要善于发现孩子的闪光点，表扬孩子时要适时，
批评孩子时要适度，用真诚换取孩子的信任，让快乐的心态
伴随孩子成长，让他们在成功中享受欢乐，在欢乐中争取成
功。

2.作为学生，智力固然有着先天的优势，但这并不代表后天
的成功，家长的培养和教师的指导对这些后天的因素起到了
决定作用。积极教育就是把孩子的优点突出出来，让孩子更
知道自己在哪方面有发展的优势，以积极阳光的心态发展自
己的特长。

我会继续认真学习《积极心理学》，做个幸福的老师，用积
极的方式引导孩子快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