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读后感指导教师评语(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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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
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生读后感指导教师评语篇一

近日非常荣幸能读到《做一个优秀的小学数学教师》一书。
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我很惭愧。因为平日阅读专业教学
的书籍少之又少。读这本书使我能有效的反思自己的日常教
学工作，也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成长的太慢与自己缺少思考、
缺少钻研有很大关系，应当适时的让自己“充充电”。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十六位著名特级教师的专业成长案例。在
不断了解他们的成长历程时，“崇拜”“仰望”或许都难以
表达我的敬意。他们人人都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课堂，
苦练基本功，课前深入备课。为了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学
习，享受数学思考的过程，他们精心设计问题、游戏，活动，
反复修改教学设计，甚至试讲好几遍直到满意为止。除了日
常教学他们还购买订阅大量的专著资料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
养。

仔细品味每一位教育家的成长故事，无不都透露着一个美丽
的字“爱”。书中的名师们都爱学生，爱自己的教育事业。
因为热爱，才会对教育事业一腔热血，埋头苦干，努力探索；
因为热爱，才会把工作当作一种愉快的带薪学习；因为热爱，
才会把讲台当作自己解不开的情怀。钱守旺老师说：朋友，
不管是事业选择了你，还是你选择了自己的事业，我们都应
当无怨无悔。当我们用爱心呵护自己的事业时，你会发现平
凡的工作中蕴藏着无穷的乐趣！当我们用辛勤的汗水浇灌自
己的事业时，你会看到生命之树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解读名师，反思自己，只觉渺小。大师们就像一面镜子，让
我对自己的教学问题看得更清，面对自己的教学，只能说是
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根本谈不上什么是“精彩”，更无从谈
得上“魅力”。我需要正视自己，不断学习，精心设计每一
堂课，把数学与生活联系起来，让学生在轻松快乐中尝试数
学中无穷的乐趣，领略到数学的内在魅力。

小学生读后感指导教师评语篇二

20xx年6月29日收到了教师成长学院寄的《吴正宪给小学数学
教师的建议》这本书。假期里我带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拜读
了这本书，感触颇多。吴正宪老师从16岁走上三尺讲台，在
教育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了40余年，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
付出、奉献与收获中，用心体验着教师职业带的幸福和快乐，
在数学堂上绽放独特的色彩。吴老师用自己亲身经历的过程
诠释了教育的真谛。

吴老师说："做教师，要爱教育，爱孩子；做数学教师，要爱
数学，爱数学教育。只有热数学的人，才能被数学的魅力深
深吸引；只有热爱数学的人，才能被数学的神奇深深打动。"
是啊，爱工作，才能感受到工作给自己带无比的快乐；爱学
生，才能体会到教育中的幸福。作为教师，我们只有真心地
爱事业、爱身边的每个孩子，才能使自己的内心永远充满激
情，才能使工作的每一天都阳光灿烂。

读吴老师的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老师的堂是和谐的
堂，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是轻松和谐的氛围，是充满激情
的对话，是心灵和心灵的沟通。吴老师重视创造既好吃又有
营养的数学，本枯燥无味的数学知识，通过吴老师的讲授变
得妙趣横生，简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这些都是从读懂学生
开始的，而要做到读懂学生，就必须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老
师，才能被学生喜欢，做学生的朋友。

读完这本书，我不禁反思数学教育的价值是什么？孩子需要



什么样的数学学习？我们能为数学学习做点什么……而吴老
师的字里行间都在告诉我们"教书育人"是数学教育的使命和
责任。数学教学不仅仅只是教学生会计算、会解题、会考试，
而是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掌握、智慧的启迪、潜能的激发、人
格的培养。使数学教学由单纯的数学学科走向丰富的数学教
育，达到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每一位优秀教师的成长都是在读懂儿童的基础上。这个"读
懂",不是作者的意图，而是孩子的感悟。设计一节不在于出
奇，更多的是孩子的理解。作为一线教师要学会观察学生思
维的过程，学会和全班孩子共享，把重要的时间放在重要的
岗位上。

回想自己的堂，常常出现这样的场面：老师喋喋不休地讲解，
知识越越难、越越深。殊不知特堂上还有一些"听天书"的学
生，或许眼睛直直的盯着老师，脑子却是一片空白；或许思
想开小差，早已游离堂。堂上，我们要学会交流。要充分关
注学生的差异，满足孩子个性化的学习需求。鼓励学生敢讲
话、敢追问，善于对话与交流，鼓励他们用自己原生态的、
甚至有些粗糙的语言诠释对数学学习的理解。让学生的语言、
思维、动作在交流分享中得到更丰富的体验。使"板着脸"的
严肃数学变得有趣而鲜活；使"抽象乏味"的学习变得"好吃又
营养";使"一堂言"的数学变得师生互动交流的"群言堂"

吴老师的这本书向我展示了小学数学的魅力，小学数学的学
习是一种通识的学习，数学教育重在培养学生基本的数学素
养，为学生提供基本的数学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学会用数学
的眼光观察客观世界，以数学的思维方式分析解决问题，为
科学态度打下重要的基础。作为一线教师，我要学会赞赏每
一位学生，学会挖掘学生身上的的闪光点，用心对待每一位
孩子，从读懂孩子做起，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师素养，提升自
己的教学水平。向吴老师学习，满怀激情和憧憬追逐教育梦
想，在教育路上幸福地行走！



小学生读后感指导教师评语篇三

有一种善良叫“理解”有一种善良叫“尊重”有一种善良
叫“博爱”，在我们实践的教育经验中会发现学生善良的心
很容易被老师，成人的感染，但伤害也许发生在不经意间，
可能一句话，可能一个举动，也可能一个眼神。因此教学中
我们要学会尊重学生让一句话，一个举动，一个眼神感动学
生、影响学生的前程与发展。让我们在学生失败的时候送上
一个温暖的眼神并给予真诚的帮助，在他们成功的时候送上
一句温馨的祝福，在他们痛苦的时候送上一个关怀的拥抱，
在他们有困难思维时候伸出一双温暖的手……。这些都是小
事，但为人师者应“不以善小而不为”。愿我们都能为善良
的使者，为孩子送去知识的同时播撒下善良的种子，总有一
天这颗种子发芽、开花！

热爱数学是教育的智慧源泉

做教师，要爱教育，爱孩子；做数学教师，要爱数学，爱数
学教育。只有热爱数学的人，才能被数学的魅力深深吸引；
只有热爱数学的人，才能被数学的神奇深深打动。

数学的抽象性和严谨性，决定了学习数学和研究数学必然需
要智慧，需要思考。而数学教育的任务正是教育者要将抽象
的、枯燥的数学，演绎成学生感兴趣的、可以接受的，又不
失数学本质和数学价值的形式，并展示给学生，数学教师应
当用有效的方式启发与引导学生探索数学的奥秘，并使他们
在探索和学习的过程中对数学产生兴趣，学到有用的东西。

儿童学习数学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感受不到数学学习
的快乐。我们常常以成人的眼光审视严谨、系统的数学，并
以自己多年来的习惯了的方式将数学“成人化”地呈现在孩
子们的面前，对孩子的奇思妙想并不在意，忽视了儿童的心
理特点和已有的数学活动经验。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创设
儿童学习的生态环境，激发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



经验表明，高质量的数学教育就是引导孩子在学习中充满好
奇与求知欲，有滋有味地学数学、做数学，让他们拥有对数
学学习的良好感受和丰富难忘的数学活动体验，经历难忘的
数学学习过程，从中获得数学知识和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
并应用逐步养成的数学思维来认识和解决学习与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

小学生读后感指导教师评语篇四

今年工作室主持人隆中名师杨兴芳老师向大家推荐了吴正宪
书系，其中一本就是《吴正宪给小学数学教师的建议》，与
其说这本书是吴正宪老师给年轻教师的建议，倒不如说是吴
老师用自己从教四十余年积累的智慧与经验，以文字为载体，
以爱为名，传递给我们所有走在教育之路上的“追梦人”。
吴正宪老师用自己亲身经历的过程诠释了教育的真谛。概括
起来吴老师给青年教师三个字：“爱勤、创”。这三个简短
的字让我忽然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一种向上的活力，因而
忍不住心中萌动的情感，稍作整理与大家共勉。

第一字就是“爱”一一爱就是做好教育工作的核心。做教师，
要爱教育事业，要爱每个孩子：做数学教师，要爱数学，爱
数学教育。爱工作，才能感受到工作给自己带来无比的快乐：
爱学生，才能体会到教育中的幸福。作为教师，我们只有真
心地爱事业、爱身边的每个学生，才能使自己的内心永远充
满激情，才能使工作的每一天阳光灿烂。我们的工作核心
是“一切为了孩子”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是我们工作的归
宿。只有内心充满爱的教育才是“心心相印的真教育”，只
有充满爱的教学才能与学生在课堂上碰撞智慧，交汇心灵，
感悟灵魂。在许多人限里，数学是抽象的，学习数学是枯燥
的，正式因为这样我们数学教师应不断地探寻数学教学的方法
“为孩子提供好吃又有营养的数学教育”的新理念，使孩子
们慢慢地喜欢学数学、爱学数学、乐学数学、能学数学的兴
趣。



第二字就是“勤”一一勤就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基础。吴老师
告诉我们要做到三个“勤”：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笔耕。
教育者应该是一个终身学习者，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不
断成长，不断反思。同时，面对动态变化的教材、学生、课
堂，教育者又应该是一个思考者，让自己保持着一种动态的
变化，在变化中积累成长智慧。最后，教育者还应该善于记
录下自己在教学上的所思所想，点滴的体会都是智慧的积累。
只有善于耕耘，教育之路上才能铺砌成功的砖块。

第三字“创”一一创就是做好教育的工作目标。吴老师用自
己的课堂实践着什么是创造。她说过“课堂是师生情感共鸣、
思维共振、智慧共生的舞台，做“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完
善人格’三位一体的立体教师，创造孩子们喜欢的课堂，做
孩子们喜欢的老师，是我一直的追求”我们也应该向吴老师
学习用智慧启迪智慧、用创造唤起创造、用心灵感染心灵，
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在体验中思考，在思考创造。

合上书本，我仍然细细回味，吴老师充分信任学生，不放弃
每个学生是她教学最大的特色。她的课堂不以胜败论美雄，
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扮演“失败的角色”。她允许每个孩子按
照自己的学习方式去掌握和吸收知识。

回归实际，我想脚踏实地做教学研究，用心对待每一位孩子，
从读懂孩子做起，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师素养，提升自己的教
学水平，满怀激情的去追逐自己的教育梦想。

小学生读后感指导教师评语篇五

本学期初，校领导赠与每位新教师人手一册苏霍姆林斯基的
《给教师的建议》，并把这本书做为今年新教师培训的主要
内容之一。拿到这本书后，我经常认真阅读，通过阅读以及
和同事之间的相互探讨，对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有了一
定的认识和感悟，借此机会将我的心得体会和各位进行交流。



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一书是“20世纪苏联教育
经典译丛”之一，是一本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认真拜读的
教育名着。苏霍姆林斯基是前苏联着名教育学家，是一位具
有30多年教育实践经验的教育理论家。他有很多鲜明的教育
观点，比如：“教育者的使命就是让孩子各方面和-谐发展，
这种和-谐发展的前提是对每一个学生个性的尊重”，“一个
人不可能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等。

书中共有100条，每一条谈一个问题，既有生动的实际事例，
也有精辟的理论分析，很多都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教学中的
实例。苏霍姆林斯基从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出发，针对教师在
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不解，把教育好孩子的建议向我们
娓娓道来。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书籍，对我们工作在教
育岗位第一线的老师来说，受益匪浅。尽管今天的教育形势
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的闪光的教育思想、精
练的语言，对今天的教师而言，丝毫不显过时。看过之后，
带给我的是极大的启发和深深的感触，为我指点迷津。我从
中吸取了很多经验，也将许多方法和经验用来指导自己的教
育教学工作。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22条建议，下面，结
合我的教学实践谈谈对这一条的感受。

书中第22条讲到“争取学生热爱你的学科”。在苏霍姆林斯
基看来，只有学生喜欢上了某一学科，这些学生的天赋素质
才会得到发展，他们的爱好、禀赋、能力、志向才能自愿地
建立起来。作为老师，最希望的就是学生热爱你的学科，只
有这样，学生才有兴趣学，才可能学好!苏霍姆林斯基指
出：“每个教师都在尽量唤起学生对自己所教学科的兴趣，
使他们入迷地酷爱这门学科”。但如何让学生喜欢你的学科
呢?这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教师要具备高尚的
人格去感化学生，用积极的智慧去启发学生，而且还要有高
超的教育艺术吸引学生。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人不可能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
在这里，他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他说：“我希望你去



争取自己学生的思想和心灵”。我们常常希望学生有高昂的
学习热情和端正的学习态度，常常把课堂效果不好的原因归
结到学生身上。读了这本书后，我真正意识到，其实解决问
题的根源应在教师自身，苏霍姆林斯基就说：“如果学校里
没有一种各科教师都来争取学生的思想和心灵的气氛，那么
学许多学生的兴趣就永远得不到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