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实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
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
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买来已有一学期之久，奈何事物杂多，始终不曾翻阅。
近期，才着手翻阅，不能说对我有很深的受益，却也让我思
考良多。

王晓春老师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的退休老
师，致力于研究教师观念更新、语文教学改革、家庭教育等。
在这本书当中，王晓春老师主要针对教师在处理学生一些事
情的时候常有的思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与思考，他从思维方
式角度切入，通过一系列案例讨论问题，告诉我们每一位教
师应该学会“认识自我”。王晓春老师说：教育科学研究的
内容不外乎客观世界研究和主观世界研究两方面，客观世界
包括教育规律的认识、教育对象的`认识等。主观世界的研究
则主要是教师的认识自我。他提出教师对于主观世界的研究
尤其薄弱。教师普遍缺乏反思意识，很少有“解剖自己”的
认知冲动，这一点，作为一线教师，我不能否认，这的确是
一个值得让每一位教师深思的话题。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90个鲜活的来源于一线教师的
案例。这些案例生动形象，反映了教师教育教学过程当中所
面对的各类学生、各色问题，有小学生的案例，也有中学生
的案例，各位教师的见解也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爱的教育、
批评教育、启发教育等等。而王晓春老师就针对这些案例从
思维的角度做了深刻的讲解，有些也让我受益。他提出了一
系列思维问题，比如整体思维、简化思维、固化思维、叙事



思维、非逻辑思维等等，让一线教师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更有
目标与方向了。

这本书我翻阅的很快，但快并不代表我没有学习到东西。一
定程度上，这本书的确教会了我如何应对学生生活学习过程
中的疑难问题，提高了教师的专业水平。读罢此书，或许在
某些问题上，你会更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避免一些
不必要麻烦的产生。

文档为doc格式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二

我常常做着一个这样的梦，梦见自己穿着五彩斑斓的裙子，
带着一群蝴蝶在铺满绿色的草地上奔跑，在蓝天下自甶的飞
翔，在花朵间釆露，追逐嬉戏，我想：世间的每一个生命都
有一个梦，哪怕是那只折断翅膀的“蝴蝶。”

这个班我是从二年级接起的，进入4年级时，我遇到了一件棘
手事情，彭思雨常常不做作业，组长收她的本子，她要么说
放在家里，要么生病了，要么丟在乡下奶奶家，要么就是磨
磨蹭蹭地在书包里找，打开本子，作业往往是大片空白，很
少做过一次完整的作业，上课还老是发呆，节奏明显比别人
慢八拍，那动作完全像个老太太，甚至有时上课，我还要单
独地对她说：“彭思雨做笔记，彭思雨拿笔出来写练习”。
头疼……为这事，我找她谈过心，做过家访，她会变成这样
完全是由于有一段时间，母亲和父亲吵架，之后长时间的失
踪，她呆呆的想着妈妈，现在妈妈己经回来了，她这个毛病
己经形成了，抓一阵好一阵，无灵丹妙药，让她罚做，或者
严厉批评，都不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她思维比较活跃，对生活还是
比较热爱，她喜欢中午的时候，偷偷的趴在草地上抓蚱蜢，
把它们装进一个玻璃瓶，进行喂养。喜欢全身心的投入音乐



中，面对着音乐的节奏，脸上充满了自信与快乐。还喜欢给
芭比娃娃穿衣服，做新发型。可我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却
一心想把她的这个拖拉的习惯，给改好，让她写好作业回到
正常的学习状态。开始我是批评再批评，恨不得立马让她改
好。威逼利诱，她仍然无动于衷，上课越发没劲；带子拉得
越紧，它就越容易断裂。不行，我得换方法。我想：假如一
个人什么都不允许她做，假如她的一点爱好都没有，那这个
人就活得不精彩；如果不允许她做那些事，只要她完成我的
作业，那我是多么的残忍和自私；如果我对她放弃，那我良
心上会有种种不安。我一定要让她和其他孩子一样，赶上这
个班，不放弃，不抛弃这只折断翅膀的“蝴蝶。”一次偶然
的机会，我读到一本书《做一个聪明的老师》中“进门槛效
应” 给了我莫大的启示，“进门槛效应” 指的是一个人一
旦接受了他人的小小要求，为了避免与别人不协调，或给他
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会接受更大的要求，看来冰冻三尺非
一日之寒，还得慢慢来，这回死马当作活马医，也要试试了，
因此我釆取几步策略：

第一阶段，我只要她交本子，不把所有的练习册发一
本“吃” 一本就行，做错，留有空白都不计较，当我宣布这
一特殊政策时，下面炸开了锅，他的组长如释重负，因为我
们的作业五天一评比，小组合作制，每次产生两个优秀小组
和两个最差的小组，优秀小组可以免去一部分作业，最差小
组却是要罚做多一两道题，中间小组不奖也不罚，这样不做
的人直接扣一个优，这样她还是无所谓的态度，一听到这样
的好事，她们组也暗暗高兴，她显得轻松自如，因为要求不
高，彭思雨总是按时交本子，一周后我当众表扬了她“这些
天，你按时交了作业本，一天不缺，应该表扬！你虽然有时
留了空白，但毎次都按时交了本子，看来她是一个很守信用
的女孩子，”我对同学说：“彭思雨应不应该表扬
啊？”“应该” 大家异囗同声的说，我带头鼓起掌来，这样
以来，彭思雨低下头笑得有点腼腆了。

第二阶段，我趁热打铁，对她的要求提高了，不但每次要交



本子，而且还不允许留有空白，错了不计较，我问她能不能
做到，她自信地说“能！”这期间每当她做到了，我就向她
点点头，拍拍她的肩，让她去草地上抓蚱蜢，有时和她讨论
那只蚱蜢，最漂亮，它们最爱吃什么东西，哪些歌我喜欢听，
哪些歌她会唱。芭比娃娃穿哪套衣服最漂亮。在夕会课上，
我有意识的打开酷狗音乐，播放一些励志歌曲，让孩子跟着唱
“不要认为自已没有用，不要老是坐在那边看天空，如果你
自已都不愿意动，还有谁可以帮助你成功，不要让自卑左右
你向前冲，每个人的贡献都不同，也许你就是最好的那
种。”这些励志歌曲确实能够鼓舞人进步。这放学后的20分
钟，也是我们结束一天学习中最快乐的地方，是我们一天中
最舒坦的时光。二周后，彭思雨不但能按时交本子，而且没
有留空白，我在班上将她作为典型狠狠的表扬了一番。这次，
她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为她高兴，她也很激动，课堂
上也不再呆呆的了。

第三阶段我不仅要她交作业本，还要不留空白，做对的题要
不断提高，当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时，她说：“好，老师我会
有进步的！”这一过程大约经过了一个月左右，她总在进步，
这期间我多次表扬她，二个月后，她的作业态度明显转变，
作业质量也有提高，特殊政策也慢慢取消了，她已经不需要
这个了，我们都为她高兴，彭思雨更是开心。

从彭思雨的进步中，我明白了要转变学生的不良习惯，要对
症下药，不要使用暴力手段，使学生屈服，要开启孩子心灵
的枷锁，做老师要做到学生的心里，让他们喜欢你，当然你
也要喜欢他们，“两情相悦”才是最佳境界，一个班只要管
好几个有问题的典型，那么这个班也会进入好的状态，每一
个孩子都不应该抛弃，不应该放弃，哪怕她就是那只折断翅
膀的“蝴蝶。一定要带着他和大家一同奔跑一同飞翔，要让
学习困难的学生先从容易的学起，逐渐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
要尊重生命，善待每个生命。为人师者有三种：在知识传授
时，一种老师就是把简单的东西讲得很复杂，这是满腹经纶，
一种老师就是照着实际讲，既不简单，也不复杂。这叫平实，



另外一类老师把深的东西讲得很浅显，这就叫做深入浅出，
这是一种智慧型的老师，这一类智慧型的老师是我最向住的，
”欲速则不达“ 做老师最要明白这一点，育人就像种花种草
得慢慢来，急不得。老师必须要有耐心，要有方法，有意的
设计一些有梯度的内容。引导学生一步一步的提高，不要动
不动就进行惩罚，动不动就打骂，那样治表不治里，不要轻
易就言放弃，要相信每一个孩子都会有进步的。即使是块顽
石，总有一天也会被捂热。这便是我做老师最大的快乐，
和”蝴蝶“一起奔跑，奔向那片的绿草地，飞向自由的蓝天，
寻找一个属于我们的梦，每一精灵都会有一个梦。那梦是快
乐的，幸福的。我向往着，努力向前，再向前。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三

细细研读了《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这本书，读后真有一种相
见恨晚之感。这本书从教师的思维方式入手，通过90个案例
讨论教师思维方式对教育教学的影响，帮助教师"认识自我"。
这本书传达着王晓春老师的思想，传播着他的理念，那里面
许多发人深省的语句深深吸引着我，从许多的教学案例中我
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要做一个聪明的老师。"——这是我读后感触最深的一点！
王晓春老师的"做一个聪明的老师"如一缕春风让教师们呼吸
到春的气息，如丝丝细雨滋润着教师的心田，给迷茫中前行
的我们指明了方向。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要做到不容易。

"有时候，我们老师常会好心办坏事，造成这种情况其实还是
我们工作的不细致，想的不周全。"此时，我的眼前又出现了
这样一幕：有次排队做操时，我发现一位男生在交头接耳，
于是批评了他，男孩羞愧得低下了头，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
我心软了，问他："以后还讲废话了吗"男孩委屈极了，"老师，
我是提醒同学戴上红领巾，才讲了这句废话的。"我顿时为自
己的简单粗暴的做法后悔不已！如果早看到这句话，我也许
就不会好心办坏事了。



"鼓励孩子的方法有很多种，尤其是对行为偏差生上的鼓励老
师更应该多想想办法，多从这些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带着一
些宽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读到这，我想到了去年我班
转来的一名新同学。上课时，他总爱把手伸进抽屉里做小动
作。刚开始时，我看到时轻轻地叫一下他的名字后，他就坐
端正了。过了一会儿，老毛病又犯了。几天下来，总不见起
色。我想，是不是我方法上出了问题。后来，我说："这几天
我发现某某同学比以前上课用心听讲了，作业也做得很棒了。
希望他做个永远的乖孩子。"听了我的表扬，他很端正地坐好。
几天下来，尽管有时还要做一下小动作，但比以前少多了。
在以后的几次默写中，空格也少了很多。好多次早晨，他看
扫地的同学没来，都主动打扫着，看着他认真的背影，我的
心里一阵激动。是啊，我们不能用一把尺子去丈量所有的孩
子。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妨多动动脑筋，想一些既有效
又能让孩子、家长都能接受的好办法。

书中有这样一篇案例：集体批评——对任何事情都要采取分
析的态度。一个叫平的同学因为老和同学处理不好关系，被
老师"请"上讲台接受同学们的集体谈话，最后同学们原谅了
他，事态也就平息了。

在我们身边，也会有这样调动集体舆论批评、教育问题学生
的情况。我们有时会指着一个孩子对全班学生说："以后我们
都不要理他！"但是我们的教师显然对事情的原因不感兴趣，
教师不想走进孩子的心，老师只想管住他。于是调动集体舆
论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再这样做，我们不理你
了！"问题学生迫于集体舆论的压力，暂且"改邪归正"，一旦
离开集体他又会露出他的"真面目"，这就是所谓的"两面派现
象"，学校、家庭判若两人。

王老师说：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掩盖问
题的教育。所以我主张，对任何事情，都采取分析的态度。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教育，千万不要浮在"管理"的表层，不
要只抓现行问题。教育必需深入孩子的灵魂。



"教育科学是一门指导和启发的科学，是引发学生进行自我教
育的科学，是研究如何帮助学生的科学，是研究师生如何交
流的科学。"、"教育的本质不是管理，而是帮助和交流。"的
确，在现在的学校制度下，没有管理是不行的，问题在于，
我们需要什么类型的管理，管多少，管在什么地方，哪里应
该严，哪里应该宽，哪里必须管，哪里不必多管。书中谈到，
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者，最关注的应该是学生本身的发展，
而管理者则不然，管理者最关心的是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
教育者以人为本，管理者以任务为本，管理者只把人看成完
成任务的工具。但是，我们要知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
管住学生，而是帮助学生学会自己管住自己，而是帮助他学
会自己管住自己（培养主体性、自觉性），最可靠的办法不
是使学生立刻让我满意，而是让学生自己确实有所成长。教
育必须深入孩子的灵魂。

安全固然重要，但安全如果压倒了教育，学校就不再是学校，
变成保险公司了。学校的一切管理措施，都应该是为了学生
的发展，而不是只为了管理者管理的方便。"时下，安全问题
似乎成了一所学校的核心问题，大部分学校不准学生外出活
动、在校园内不准奔跑打闹，可是孩子活泼爱玩的天性却被
压抑了。怎样把握这个度呢安全问题也成了捆绑学校德育活
动开展、削弱德育教育职能、束缚学生身心发展的一块绊脚
石。作为班主任的我们应该多多思考，如何让安全与德育并
行并重。

王晓春老师反复强调，爱心是师德的灵魂，没有爱心就没有
教育。"爱与责任"是当代教师之灵魂，"师爱"是师德之必备。
但是，王老师同时指出，不能因此迷信"师爱"。他说，迷信"
师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好心的糊涂人，真的以为爱能点石
成金，爱是万应灵药，一旦他不能把学生"爱成"好学生，他
会怀疑自己爱得不够。我想到了自己，有时好同学犯了错误，
不是让他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以后该怎么做，而只是告诉
他："你是个乖孩子，以后不要这样，老师就依然喜欢你。"
这种缺乏帮助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其



实是把"爱"当成棍子用，他们的本事是把自己对学生施加的
一切压力都解释成"爱"，他们嘴里是"爱"，心里想的是"权"，
是对学生的"管、卡、压"。"只要下课铃一响，时间就不是我
的了。我要占人家的时间，只好和人家商量。这不是什么"
爱"，这是起码的尊重，这是教师的法制观念问题。我不能借
口"我是为你们好"来侵犯学生的休息权。"真是一语中的，令
人深思啊！反思我们的德育工作：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喊累
是管理体制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有问题也许我们都应
该改变一下我们固有的思维方式。老师们，让我们走出思维
方式的误区，做一个聪明的教师，做一个轻松、睿智的管理
者！王晓春老师对聪明人的界定太经典了：聪明人其实就是
善于思考的人，他们往往有良好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对
于我们教师太重要了。

最后，我引用书中的一句话来激励自己——"我是一个行者，
步履轻盈，在教育的路上，我的脸上带着笑容，我的心中充
满阳光，我的行囊中为教育准备了一切：澎湃的热情、宽容
的胸襟、迷人的书香、思考的大脑。"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
我更应严格要求自己。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四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我想每个人都想做这样的一位老
师，但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要做到并不容易。在暑假中我
看一本书《做一个聪明的教师》，我的感触颇深。

这本书中没有高深的理论，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教学
事例的剖析，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切入，向我们阐述着做为一
名老师应该如何来看待自己在教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改进
自己的教学行为。

”教师思考和叙述问题的时候，只喜欢朝一个方向
走……“”多数老师很不习惯在矛盾中思考，很不习惯在事
物的互相联系中思考，很不习惯刨根问底的思考，很不习惯



在思考中反驳自己。“”教师普遍缺乏反思意识，很少有解
剖自己的认知冲动，结果就是严重缺乏自知之明，不是盲目
自信，就是盲目自卑。“诸如此类的话语在书中多处可见。

看着书中的一个个案例总觉得自己曾经也有这样的经历，但
是自己的处理方式有时候几乎也是没有科学研究，缺乏人文
关怀。对于那些喜欢惹事的孩子，我会缺乏耐心，有时候根
本就不愿意听他们多解释就把他们”制裁“了，真的像是”
教书的警察“。看了这些案例分析后，我觉得我们作为老师
在接手一个班后要尽快了解每个学生，在遇到问题时首先自
己要心平气和，了解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没有结果
前不乱下定论，有的孩子的行为是需要时间来改正的，在处
理班级问题时需要多一份理智。

看了这本书后，当我在碰到违纪学生，我都会动一番脑筋再
作处理。有一次，孩子们营养餐加餐的时候，正好老师开会，
但每次吃喝的时候，时刻提醒孩子，吃完的面包包装袋和喝
完的奶盒，放到垃圾桶里或纸箱里，当我开过会来教室的时
候，发现教室满地是面包包装袋。随时火冒三丈，大声训
斥：”过来，看看你们在干什么，教室里到处乱扔垃
圾！“要在平时，我一定会把他们课后留下来批评一顿。可
现在我想到王老师在书中说到的一种思维误区便是”迷信师严
“，我提醒自己要变得”聪明些“，于是要他们每人去捡三
十片垃圾为清洁的班级出点力。后来只要遇到犯事的学生，
我就采取这样的方法。班级自然清洁多了，效果也不错。

李镇西老师说过：”做最好的老师！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也
是一种激情的行动；是对某种欲望的放弃，也是对某种理想
的追求；是平凡的细节，也是辉煌的人生；是‘竹杖芒鞋轻
胜马’的闲适从容，也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荡气
回肠。"多意味深长的描述啊！的确是，《做一个聪明的教
师》，让我知道如何更好的面对问题，那就是多问几个为什
么。遇到问题，必须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选择适当的时机，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虽然我不能说自己



在这方面表现很出色，但起码我也在不断的努力，因为我明
白聪明的教师是特别受学生欢迎的。

教育是一种行动的艺术，而不是靠嘴巴吃饭的职业，我们要
做一个智慧型的、研究型的教师，要不断地读书学习，要时
常重新认识自己，在工作中思考，在思考中不断提升自己的
专业水平。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五

他宽容、大度，又有一颗悲天悯人的高贵心灵。她写的作文
《我真想为你造一片森林》让我感动的热泪盈眶……那么，
金铃究竟是不是好孩子呢？从金铃身上，让我感受到：好孩
子的内涵其实很丰富，他不全是由一百分组成的，家长们不
能拿孩子成绩的好坏来衡量它是不是好孩子。也许一个孩子
的成绩平平，但他热爱劳动。这难道不是好孩子吗？这让我
想到了在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中涌出的那些小英雄们：舍
己救人的白乐潇，为救同学失去一条手臂；“敬礼娃娃”郎
铮，躺在担架上还不忘向解放军叔叔们敬礼……他们的成绩
也许是平平的，但能说它们不是好孩子吗?从今天开始，我要
向金铃学习，向小英雄们学习，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