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意林小学数学的读后感(模板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意林小学数学的读后感篇一

《我教小学数学》读后感

万尹净

《我教小学数学》是李烈老师二十多年来教育教学实验研究
的结晶。书中全面论述了小学数学教学改革的具体做法和理
性思考，提出了具有时代气息的、符合现代教育思想的、值
得深思的问题，也深刻体现了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核心理念：“一切为了孩子的发展”。书中那一个个源于教
学实践的真实而令人折服的故事，那一行行铺满了平凡而又
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创新足迹，更让我深深地佩服李烈老师的
敬业精神，佩服她细致的教学艺术，更佩服她睿智的头脑与
眼光。特别是书中讲述的“以爱育爱”和“以会教会”的教
育教学观让我受益匪浅。

这本书贯穿“以爱育爱”的教育观念，在课堂教学中创设一
种民主、平等、良好的氛围，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题作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朋友般
地与学生交流，促进学生在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情感态度
各方面得到健康发展。而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我过多的重
视了知识目标的落实和学生学习技能的培养，往往忽略了在
课堂上与学生情感的交流，正是缺少了这点，所以我的教学
尽管很努力但总觉得缺少了什么，看了这本书后我才明白，
教师的教学应该以与学生的情感交流作为主线，伴随着教学
的始终。所以，“以人为本”“以爱育爱”不仅是教师对学



生真挚、神圣的爱，而且体现在教师对学生的理解、尊重、
赏识、接纳和宽容上。充分相信学生、信任学生，承认学生
之间的差异，以学论教，因材施教。真是因为具有这样的儿
童观，使得李烈老师的教学能以学生的发展为核心，积极培
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创设学生成长的
宽松环境，尊重学生的个体发展差异等，从而真正使数学学
习过程成为学生愉悦的生命体验过程。读了这本书，我才更
加明白：爱不是空口号，而是发自内心真诚的`行动，爱中融
汇着教师的责任和技巧。向李烈老师学习，让自己的学生处
于一个充满爱意的宽松和谐的环境中，让爱滋润每一个孩子。

“以会教会”是李烈老师从“以爱育爱”和以人为本的教育
观出发，立足数学课堂教学活动本身，研究课堂教学活动，
反思自身的教育、教育教学活动而提出的富有特色的教学观。
以会教会的核心是教师的会，这就是要求教师只有不断地自
觉提高自己的水平，只有发自内心地想方设法教好每一个学
生，才能真正做到使学生学会。

而我认为，教师的一言一行以及知识水平和教育素养等，都
会对每一个孩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的点点滴滴也都
会成为学生的表率，因此，我们的工作便显得非同小可，来
不得半点虚伪与马虎。什么样的老师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同
样，学生怎样也可略知学生的老师如何。正因为学生的会就
像一面明镜，可以反映出一个教师的全部或者某个方面，为
此，我们都必须先达到“会”。而这个“会”不仅仅是指文
化知识和各种学习能力，还包括着生活、做人做事等的方方
面面。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从小打好做人的基础，使他们成
为真正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在这本书中，李烈老师从数学课堂教学的细微处入手，揭示
了作为一名数学教师，如何在教学中学习、实践、研究、反
思、总结，以自身的“会”引导学生“会”，()提出了许多
符合小学生认知规律、心理活动特点、以及符合数学学科特
点的教学方法，体现了她深厚的课堂教学功底和扎实细致的



实践作风。

书中的这些教育观、教学观都是通过一个个生动实在的事例
来体现的，有血有肉，亲切自然。我想：这就是具体，这就
是细节，细微处才能看出老师对教育、对学生的情有多深。
从中可以看出李烈老师那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将爱与严格
要求相结合。正如李烈老师所说：“这是严格要求也是爱”。
是啊，爱学生就是要对学生负责。因此，我将进一步把自己
对教育事业、对孩子的爱，化做具体的行动，以高度的责任
心对待自己的工作，在如何深钻教材、如何以新课程理念设
计教学活动的思考中，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在抓好细节，
落实要求，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艺术上不断学习实践，努力
做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

意林小学数学的读后感篇二

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之一，它给予我们营
养，丰富我们的知识，增加我们的阅历。作为一名教
师，“读书，是一种另类的备课”。最近，我认真拜读了李
烈的《我教小学数学》，感受颇深。书中那简洁明快的文字、
精炼清晰地教学思路和全新的教育理念深深吸引着我，她独
特的教学风格和不维权威的教学理念深深的也影响着我，使
我受益匪浅。

全书共分三篇：“以爱育爱”、“以会教会”和“课堂教学
实录及教案”。书中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儿童观、教学观，以
及对教育事业的爱、对孩子们的爱，并认为，正是在“爱”与
“会”的良性循环中，老师和学生得到了同步提高。

一、任何教育都需要在“爱”的土壤上成长

于漪老师说：“对孩子的爱，能够使一个老师变得聪明起
来”。作为老师来说都应是这样的一种人。爱是教育的前提，
但远不是教育的全部。应由爱而升华为责任――对孩子的一



生负责，这才是教育的真谛。教师对学生的爱应是无私的爱。
它可以通过师生之间的良好的情绪情感的交流，促进学生的
学习活动、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促进学生智力活动及综合
能力的发展，促进儿童心理的健康发展，从而形成健康的人
格。唯此，只有教师爱自己的学生，才能使学生爱他们的老
师，爱老师你所教的学科，学生的各个方面就能健康的发展。
然而学生的兴趣又靠爱而产生的，只要学生有了兴趣，就便
会产生爱的念头，他们就会自觉地去寻找。这样就不愁自己
的学科教不好。由此可见，以爱育爱尤如泥土和种子，一旦
种子撒在泥土中，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二、以师之“会”促生之“会”()

以会教会的核心是教师的会，这就是要求教师只有不断地自
觉提高自己的水平，只有发自内心地想方设法教好每一位学
生，才能真正做到使学生学会。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
歪”。我们教师的一言一行以及知识水平和教育素养等，对
每一个孩子都起作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的每点每滴都必须
成为学生的表率，这样一来，我们教师的工作便显得非同小
可，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马虎。古语说“有其师必有其徒”。
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有怎样的老师就教出怎样的学生，不防我
们今天也可以反过来看，知其徒略知其师，就是说知道学生
怎样也略知学生的老师如何。正因为学生的会就像一面明镜，
可以反映出一个教师全部或某个方面。为此，我们都必须先
达到“会”，所指的“会”，不仅是文化知识和各种学习能
力，还包括会合作、会关心、会健体、会审美、会劳动、会
创造、会生活、会做人等。这样才能使孩子从小打好做人的
基础。

读了李烈校长的这本书，我明白：教学中，不仅要研究数学
学科知识，掌握一定的教学方法，更要研究如何调动学生学
习数学的积极性，要研究如何真诚地爱数学，为学生的成长
创设宽松、健康的氛围。只有这样做了，你才会成为一名受
学生欢迎的数学教师。更加明白教师对学生“爱”中融会着



的教师的责任与技巧，严中有爱，爱中有严，只有把“爱”与
“会”融合在一起时，既有爱的情感，又有爱的行为时，老
师才当得有滋有味。我要向李校长学习，让自己的学生处于
一个充满爱意的宽松、和谐的环境中，让他们很好地去爱学
习、爱生活。

意林小学数学的读后感篇三

老师向我们推荐了《长袜子皮皮》一书，我刚读几页就爱不
释手了，一口气读完。心里就感受万千，非常愿意和大家交
流交流。

她有一头像红萝卜一样的头发，硬邦邦的扎起两个朝天吼；
一个土豆似的鼻子，一张大嘴巴，里面长着两排整齐洁白的
牙齿，这就是长袜子皮皮。

皮皮她曾经游览七个大洲，它曾海上冒险，她还曾到过黑人
王国，做过那里的公主；她力大无比，她一人打过四个男孩
子，她还打胜了杂戏团里的大力士，还徒手打走了偷他金币
的两个小偷；她荒诞可笑，曾买糖果18斤，骑着马儿去上学，
等等，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让你情不自禁的喜欢，让你废
寝忘食，让你心驰神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们的童年时珍贵的，是美妙的。
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童年里多读一些书，多学一些知识，多了
解一些社会，多认识一些人……让我们全面健康的成长。

书上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的
童年时光，让他洒下一串串晶莹的珍珠。

文档为doc格式



意林小学数学的读后感篇四

《聚焦小学数学》读后感

近来研读了《聚焦小学数学》这本书，感受颇多。首先我想
谈的是：

一、关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教学时间是十分宝贵的，一节课只有40分钟，如何提高这40
分钟的有效性，这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书中斯苗儿老师做
了具体的阐述。她要求我们：“强化目标意识”，“合理分
配教学时间”，“恰当讲解示范”。施银燕老师告诉我
们：“有效是教学的价值追求”，彭传新老师阐述的：“让
开放与有效相伴相生”等等，看完之后颇受启示。

我想数学是比较抽象的学科，小学生是6岁——12岁的儿童群
体，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们生性好动，喜欢多色彩，有趣味
的素材。这就向我们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课堂教学中，
应力求寓教于乐，减少机械化的程序，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
如色彩鲜艳的教具。比如教学认识钟表时，我就用不同颜色
的卡纸制作了几个钟面再配上不同颜色的分针和时针，来吸
引孩子的眼球，使课堂教学更加直观、有效;又如变静为动的
电化教学。我在教学“找规律”时，制作了形象生动的课件，
那不断重复出现的图形、事物、生活现象再配上音乐，深深
吸引了孩子，整堂课他们情绪高涨，思维得到很好的发挥，
效果好。

二、关于学习起点与教材预设。

书中谈到“当学生起点与教材预设不一致时，我们应该怎么
办?”郭立军老师告诉我们：从孩子的发展出发，了解学生的
学习需求，研究学生的理解程度，调整教学预设。



比如：在教学《两位数减一位数和整十数(不退位)》时，因
为有了加法的基础，学生很快就掌握了计算方法，所以我调
整了这节课教学重心，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看情境图提出不
同的数学问题及讲解学生容易出错的、有关两位数减一位数
和整十数的应用题上。这样，不仅练习了减法计算，应用题
的解题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还记得上次去杭州听了特级教师黄爱华在对《比较数的大蟹
处理中，就充分感受到，特级教师处理细节的能力。在比较
数大小环节中，教师通过适时走进来，巧妙地退出去，与学
生交流互动，引导课堂动态升成。“你真了不起，一下子就
抽出了数字9”“人家好不容易抽出了9，你们怎么说不
好?”“黄河队这位同学真了不起，袋子里只有两个1，你都
抽到了?”等等语言的组织，使得这堂课细节上做得非常完善。
正是名师从孩子的发展出发，从教育的有效性入手，巧妙地
引导孩子更好地学习，让课堂更加精彩、更加有效。

三、关于多样化的学习方式。

书中孔企平老师认为“自主、合作、探求”与“模仿、训
练”的.方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前者属于间接
教学后者属于直接教学，要求我们一线教师要推崇“自主、
合作、探究”的教学方法，因为这种间接的学习方式给学生
的数学能力和数学素养带来巨大变化。然而，我们不得不面
对这样的现实，除了公开课外，平常我们采用较多的还
是“模仿+训练”的教学方式，因为时间有限，这样好像更快
捷地达到知识的彼岸，这也是我感到矛盾和困惑的地方。

数学的课堂是师生智慧和人格生成最为活跃的场所，教师需
要聚焦课堂，反思自身的教学，真正使我们的课堂开放、有
效。



意林小学数学的读后感篇五

寒假里借了几本教育类的书籍准备好好品读，然而过年的热
闹，冲散了好多原本好好读书的时间，幸好也不是一无所获，
特级教师李烈的《我教小学数学》还是深深吸引着我挤出空
来细细品读。

《我教小学数学》这本书主要分《以爱育爱》和《以会教会》
两大部分，记录了李烈老师二十多年来的小学数学教学生涯，
走的是一条既平凡又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创新之路，她在书中
所阐述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深入思考。

李老师认为：做一名小学数学教师，决不能只是研究数学学
科，还应该研究人的情感，人的需要；当好一名小学数学教
师，不仅要研究数学学科的有关知识，掌握一定的教学方法，
更要研究如何调动孩子学好数学的积极性，要研究如何真诚
的爱孩子，为学生的成长创设宽松、健康的氛围。只有这样
做了，你才会成为一名学生欢迎的数学老师。

是啊，作为一名数学教师，我们首先要让学生觉得数学真奇
妙，要让学生热爱数学。教师首先要放下架子，与学生多沟
通，跟他们交朋友，在生活上、学习上多关心他们，从而激
起他们对老师的爱，对数学的爱。尝到了成功的甜头，学好
数学的信心必然也会倍增。好奇之心，人皆有之。爱迪生也
曾说过：凡是新的不平常的东西都能在想象中引起一种乐趣，
因为这种东西使心灵感到一种愉快的惊奇，满足他的好奇心，
使之得到他原之自然地转化为强烈的求知欲望，从而变成孩
子们学习和探索的内动力。

数学的东西向来都认为是枯燥无趣的，那么，数学教师就要
采取形式把枯燥的知识变得更加有趣味。要善于把抽象的概
念具体化，深奥的道理形象化，枯燥的事物趣味化，如色彩
鲜艳的教具；新颖的谜语、故事；有趣的教学游戏；关键处
的设疑、恰当的悬念；变静为动的电化教学等等，尽可能使



学生感到新颖、新奇，具有新鲜感和吸引力，为学生从“要
我学”变为“我要学”提供物质内容和推动力。

李老师一直都倡导“把数学教育的重心转移到学生的发展上
来，创造有活力的课堂”，这也正是我们每一位教师终生追
求的教育目标。只有在充满生命活力课堂上，师生才是全身
心投入，因为这不只在教和学，而是感受课堂生命的涌动和
成长。只有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才能获得多方面的满足和
发展，教师的劳动才会闪现出创造的光辉和人性的魅力。

登书山如获至宝，游书海如行碧波。面对新课程改革，面对
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要不断用现代
教育思想充实自己，用科学的方法完善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
用自己全部的爱熏陶、感染、教育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