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国际素养读后感(模板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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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国际素养读后感篇一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名句是“学高为师，身正
为范”。“一朝聆教诲，终身铭师德”。教师自身素养高低，
对于孩子的素养起着关键作用。人文素养处在教师整体素养
的核心位置，决定着教师职业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人们对
教师的人文素养要求甚高，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教师
的学识多少，人格好坏，修养高低将直接决定学生人文素养
的水准。

教师尤其要阅读经典，文化经典是人们长期以来对世界和人
生状态、意义的描述与阐释，是人类思想的精华。阅读经典，
与人类的思想家、教育家对话，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提高
文化素养，尤其要提高人文素养，并在此基础上培养科学精
神，这是教师的教育思想和智慧形成、发展的基础，也是教
师成长的必备条件。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文化传统源远
流长，文化典籍汗牛充栋，充溢着浓厚的人文色彩。比如追
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有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以义为上的理想人格，倡导忠、孝、友、悌等人伦价值，探
索勤劳、朴实、和谐的道德观念，崇尚适应自然、天人合一
的自然思想等等。西方人文流派众多，人文典籍丰富，对人
文思想有新的阐释角度。他们主张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
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
学对理性的贬低；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
精神追求，阅读中国文化经典和西方文化经典，可以从中汲



取营养，开阔视野，丰富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教师必须有高尚的品德。教师职业的最大特点是培养、塑造
新一代，自己的道德品质将直接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在教育
活动过程中，教师既要把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
又要用自己的高尚人格影响学生、感化学生，使学生的身心
健康地成长发展。因而教师必须要有高尚的思想境界，纯洁
美好的心灵。在工作中，教师要安贫乐教，甘于奉献。必须
耐得住寂寞，受得住挫折，将自己的所有精力全身心地投入
到教学实践中去，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说的“捧得一颗
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给学生一滴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教师要不断更新充实
自己的学识。博学多才对一位教师来说当然很重要。因作我
们是直接面对学生的教育者，学生什么问题都会提出来，而
且往往“打破沙锅问到底”。没有广博的知识，就不能很好
地解学生之“惑”，传为人之“道”。但知识绝不是处于静
止的状态，它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每时每刻都在日新月异
地发生着量和质的变化，特别是被称作“知识爆炸时
代”、“数字时代”、“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因而，我们
这些为师者让自己的知识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跟上时代发
展趋势，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显得更
为重要。否则，不去更新，不去充实，我们那点知识就是一
桶死水，终会走向腐化。

通过学习，我深知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具有高尚的
道德品质，对学生要有慈母般的爱心，且不断更新、充实自
己的知识，做到与时代同步，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的人才，挑好肩上这付教书育人的重担。

教师国际素养读后感篇二

《谈谈教师的教育素养》是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
中的第87条，作为一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教学理论家，



用自己多年来的教育心得和亲身经历，归纳了有关教师的教
育素养方面的看法，字里行间体现了对教师素养的深刻理解。

文章提出“教育素养首先是教师对自己所教的学科要有深刻
的知识。只有当教师的知识视野比学校教学大纲宽广得无可
比拟的时候，教师才能成为教育过程的真正的能手、艺术家
和诗人。”数学是一门逻辑性很强、专业性突出的学科，作
为数学教师需要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知识背景。只
有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数学教师才能在数学领域带领学生
进行深入浅出、触类旁通的学习；只有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
才能缜密地运用数字、符号、图形等解决数学问题；只有具
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才能带领学生创造性地开展探究性学习，
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合格人才。教师只有
拥有了深刻的知识，讲课才能深入孩子们的心灵；反之，就
谈不上教育素养。就像我们经常说的”给学生一杯水，教师
就要有长流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这种教育素养呢？苏霍姆林斯基给我们
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那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我们教
给学生的那点基础知识，只是沧海一粟，教师要想提高自己
的教育水平，在教学时游刃有余，这就需要持之以恒地读书，
不断地补充自己的知识的储备，使自己的知识海洋变得越来
越宽广。只有读书，才能从知识的海洋里汲取营养，才能充
实我们的头脑，提升我们的思想，才能让我们摆脱“坐吃山
空”、“无物可教”的尴尬境地！

书中还提到教师的教育素养还包括要懂得各种研究儿童的方
法。每一门学科都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性，在教学过程中，
都会呈现出自身的学与教的特征和规律。丰富而多变的小学
数学教学实践也需要心理学的支撑。要懂得研究各种儿童方
法，那就要求教师要多观察，善于思考，潜心的研究心理学。
只有深入学生，了解学生，才能发现问题，解决矛盾，影响
和教育学生。没有扎实的心理学基础，就谈不上教育素养。
认识到这一点我开始认真学习小学数学教学心理学并与实际



教学相联系，希望会对我的教学有所帮助。

还有一点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要求教师还要有高度的语言修
养。“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
的脑力劳动的效率。我们深信，高度的语言修养是合理的利
用时间的重要条件。”可见，教师的语言对孩子们的发展有
多么的重要。听课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因此，要求
教师在叙述数学概念或进行逻辑推理的时候，能清晰、准确、
通俗、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思维，从而使学生能够顺利掌握这
些知识。所以，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吸引学生的魅力所
在。试想,哪个学生会喜欢上课时罗嗦、思路不清晰的老师
呢?语言表达不过关，“一肚子墨水到不出来”，教学效果当
然就不理想,学生听了半天也不知道老师说的是什么,纯粹是
浪费了学生的宝贵时间。在这点上我还需要锤炼。

通过学习我也发现自身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足，与苏霍姆林斯
基谈到的教育素养差距很大。我会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多
拿出时间来细细领悟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并以其精髓提高自
己的教育素养，指导自己的实际教学。

教师国际素养读后感篇三

由张行涛、郭东岐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世
纪教师素养》从师德篇、教学篇、发展篇这三方面来阐述教
师的素养。

首先，教师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用自己高尚的人格和行
为去感染、影响学生，一切师德要求都基于教师的人格，教
师的人格魅力体现在对人真诚善良，对事诚实勇敢。教师要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潜移默化地影响
学生。在教育中，教师要用自己的行为去感染学生，用自己
的语言去打动学生，使教师高尚的人格和行为成为学生学习
的榜样，以致影响其一生。对于小学生而言，要让他们学会
关爱，关爱身边的人，关爱身边的一草一木，努力营造平等



亲密的师生关系。

常言道，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书育人，教书者必先学为
人师，育人者必先行为世范。师德是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是
教师之灵魂。

但是，光讲师德，而不注重教学素养，也是不能成为一名合
格教师的。

教师要具备扎实的文化素质。教师作为受人尊重的职业，不
但要求教师具备丰富的科学文化素质，而且具备爱岗敬业、
献身教育的奉献精神。我们正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这就要
求教师自身要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
水，教师需要有一桶水”，可见渊博的知识对教师多么重要。
一名优秀的教师除了必须熟练掌握专业学科知识和教材、教
法外，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学修养、听说读写水平、
观察思考判断能力，努力提高自身的学历层次和教育教学基
本功。

教育是长期投资的事业，教师的工作需要扎扎实实的态度，
任何热闹的包装、宣传、炒作，都不能替代实实在在的一天
天的熏陶，一本本的作业，一句句的话语。教师需要的是静
气，就是要静下心来备每一堂课，静下心来批每一本作业，
静下心来与每个孩子对话；静气就是静下心来研究学问，，
静下心来读几本书，静下心来总结规律，静下心来反思自己
的言行和方式，以便更好的超越自己；静气就是要静得下来
细细地品味与学生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品尝其中的乐趣，品
味其中的意义。静气才能平心，心一平，生活会是另外一番
景致，工作也会是另外一番景致。静下心来，受益的是学生，
受益的是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而最终受益的是教师自己。

当然，教师不断注重自己的个人发展，这也是必不可缺的。

教师这份职业需要更多更新鲜的知识，需要更高的才干，教



师工作由于它的比较稳定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亲睐，教
师工作越来越抢手。现在人才市场上高学历人才、优秀人才
要做教师的不少，非师范类的大学毕业生又争着要做教师，
教师工作肯定比以前更抢手。所以老师更要多学习。

教师所面向的学生，见识比我们当学生时的多，观念比我们
超前，视野也远比我们开阔，而且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比
我们敏锐。更需要我们这些当教师的随时随地自觉主动地接
受新鲜事物，去粗存精，不断的加深自身功底。

看电视时、看报纸时、看书时、网上浏览时，和他人的交往
中，和学生的教学中和平日的交往中，我们都要像海绵一样
不停的吸水，汲取对自己当前或将来有用的知识。

总之，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不仅在于传授知识，还在于激
励、唤醒和鼓舞，我深知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必须具备高尚
的师德，要有良好的教学能力，并要不断完善充实自我，努
力做一名合格的、受学生爱戴的老师。

教师国际素养读后感篇四

一名优秀的、成功的教师的专业素质应包括专业知识、专业
技能和专业情意三个方面。

1、宽广深厚的教师专业知识——广博的普通文化知识。

教师的工作像蜜蜂采蜜，需要博采众长，不仅要有渊博的普
通文化知识，还要饱学有识，将其内化为个人的文化素养。

——足够的所教学科知识。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在一定的
限度内，教学的有效性是与教师所掌握的本体性知识呈递增
关系，因此丰富的学科知识是一个好老师的必要条件。

——扎实的教育学科知识。教育学科知识涉及老师对“如何



教”问题的理解。教学过程，应该是教师使用教育学和心理
学规律来思考学科知识，对具体的学科知识作出符合教育学
和心理学的解释，从而将自己具有的学科知识转化为学生可
以理解的知识。教育学科知识不仅包括普通教育学、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知识，还应包括学科教育学和教材教法知识。

——知识的沟通与融合。以上三个方面的知识不能是孤立存
在的，教师应将这三种知识相互沟通与融合，形成具有个性
特点的专业知识结构。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需要结合教
学对象的特征对学科知识作出符合教育科学和心理科学原则
的整合，以便教学对象能够很好地接受和理解。因此，可以
说教师的教育学知识对学科知识的传授起到理论性支撑作用，
普通文化知识使教师具有了一定的人文素养，能够在教学活
动中具有应对复杂教学情景并能够有“远见卓识”。不仅如
此，教师在完善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中，应注意有意识地沟
通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

2、纯熟的专业技能——熟练的教学技巧。

教学技巧是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控制课堂气有的专业情意。

——专业理想。教师的专业理想是教师成为一个成熟的教育
教学专业工作者的向往和追求，它为教师提供奋斗目标，是
推动教师专业发氛和学生的注意力，使教学活动顺利完成的
教师行为方式。包括导入技巧、讲解技巧、提问技巧、变化
技巧等等。

——良好的教学能力。优秀教师必须具有良好的教学能力，
包括教学设计的能力、教学实施的能力和学生学业检查评价
的能力。

3、特展，并献身于教育工作的根本动力。

教师的专业理想，包括事业心、责任感和积极性，也就是我



们所说的师德，其核心是对学生的爱。

——专业情操。教师的专业情操是构成教师价值观的基础，
是构成优秀教师个性的重要因素，也是教师专业情意发展成
熟的标志，它包括：理智的情操（对教育功能和作用的深刻
认识而产生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和道德的情操（对教师职业
道德规范的认同而产生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专业性向。教师的专业性向是教师成功人事教学工作所
应具备的人格特征，或者说适合教学工作的个性倾向。优秀
的、创造力强的教师的人格特征应该包括：有见识、有献身
精神、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有独立性，在人际关系
上，耿直、坦率、不拘小节，诙谐、幽默。

——专业自我。好的教师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具有独特人
格的人，是一个知道运用“自我”作为有效的工具进行教学
的人。因此，新世纪的教师，要倾向于以积极的方式看待自
己，能够准确地、现实地领悟他们自己和所处的环境，对别
人有深切的认同感，具有自我满足感、自我信赖感和自我价
值感。

教师国际素养读后感篇五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专门论述：“语言是一种什么也代替
不了的影响学生心灵的`工具，教育的艺术首先包括说话的艺
术，同人心交流的艺术。”强调教师要有高度的语言素养。
语言素养包括：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和过硬的语言基本功。
教师要有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和过硬的语言基本功，这是教
好功课的先决条件之一。良好的语言素养是建立在良好的思
想素质和文化素养，以及较强的专业水平基础上的，而语言
表达的规范化更是提高语言素养的重要条件。“言教不如身
教”，教师语言的规范化，是最好的规范化语言教学。

实施素质教育，必须全面提高教师素养。只有高素养的教师，



才能培养高素养的学生。语言素养，则是教师素养的重要内
涵。教师良好的语言素养，就像一缕春风，可以唤醒学生的
求知欲，引领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教育心理学的研究
表明，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程度与教师语言表达的清晰程度是
显著相关的。因此，教师语言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学质
量。对教师语言素养的要求有：

1、口头语言要规范、生动。

2、书面语言要工整、严谨。

3、体态语要自然、得体。

教师无论教授何种学科，都必须具备娴熟的专业语言、丰富
的态势语言和情感语言。在传道、授业、解惑中要做到“文
以载道”“文道统一”，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激情和课堂教
学效率。这是教育本身的要求，也是教师职业的要求，更是
时代对教育的要求。教师语言素质的培养不是可以刻意学习
的。它需要一个大的语言环境，它贯穿于教师的整个教学过
程。

为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学校应大力推广普通话，
营造一个文明用语的大环境。普通话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是教师的职业语言。无论课堂教学还是日常生活，
师生之间、同事之间都要尽力用普通话交流。营造良好的语
言学习环境，对教师教学大有裨益。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是滋润学生心灵的甘霖，是教师教学魅力的外化，更是教师
形象的象征。其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要精心备课，精心
设计教学环节和教学语言。

一节课是否成功，关键看课堂的起、承、转、合设计是否合
理。譬如，怎样导入新课，怎样设置问题，怎样评价学生回
答问题，怎样结束教学等等。每个细节教师都要了然于心，
精心设计，必要时要在教案中反映出来。这样教师讲课时才



能思路清晰，语言流畅，才不会出现语言贫乏或语言啰嗦，
甚至语无伦次的现象。在备好知识的同时。

教师还要认真备学生，揣测学生的认知水平，学生上课时的
心理状况，以及课堂上可能出现的意外。这样有备无患，教
师上课对来自学生的质疑、争辩以及出现的意外情况都能够
沉着应对，才不会因此惊慌失措。备好课，备好学生，教师
讲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课堂教学效果不言而喻。再次，
要加强教学教研活动，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这一点在我们
学校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辛安二小的日常教学中，教师之间
相互听评课，加强了教师之间的学习交流，有助于教师之间
取长补短，自我完善，自我提高。最后，教师要深入学生中，
与学生畅谈交流，征询教学改进建议。

作为一名刚刚踏入工作岗位的小学语文教师，更应该对教师
的语言素养进行深刻的认识与了解。教师在具备扎实的专业
知识的同时还要有较高的听、说、读、写能力和跨文化交际
的能力，以适应教学的要求。面对语言模仿能力极强的儿童，
教师必须语音、语调纯正，形式活泼、优美；语言要准确、
鲜明、简练。

小学教师的语言技能尤为重要。因此，小学教师首先要过好
语言关。应该把“拥有一口标准地道的普通话”当成自己的
首要追求。当然，教师的语言素养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养成
的，而是长期在教学实践中磨练出来的。如果一个教师的语
言素养好，那么他上起课来会非常轻松，学生听的也非常明
白，课堂效率就会很高。

由于我刚刚踏入工作岗位，还要给自己多充电，多读书，多
学习，多请教，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素养。语言是教师进行
教育教学的最重要的工具。对于像我们刚入行的新手，必须
保证教师语言的正确、准确，这是最起码的要求。经过自己
的不断积累，磨砺形成精湛的语言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