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师精彩读书心得 给教师的建议
读后感精彩(大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教师精彩读书心得篇一

晚上坐下来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提的第十一和第十二条
建议。

第十一条建议是说“思考教材是上课的一个阶段”，苏氏在
这篇文章开头所提出的问题恐怕是每位教师都遇到过的，就
是在前一天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当时都懂的情况下，到了第二
天又忘记了，或者是作业会出错。这其中的原因何在？难道
仅仅归结为学生不用功，没有到家复习，或者是粗心马虎？
看看苏氏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教学实践，绝不是这么简单。学
生当时明白了并不等于记住了，记住了并不等于理解了。也
就是说，面对新的知识，也许当时学生懂了，可他们却没有
一个消化或者“反刍”的过程，对知识的理解停留在表层上，
所以第二天会造成印象模糊或者忘掉。

所以教师在每一节课上，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对所学
的知识进行回味一下，会用自己的思考将知识的获得过程在
脑子里放一遍“电影”，这样，学生就会看出哪些地方出现
了断挡，他们就会自觉地重新看书或者请教老师，将自己薄
弱的环节给补上。这样获得的知识是经过自己加工的，是一
个再创造的过程，知识留在他们头脑中的印象就会是深刻而
持久的，也就不会出现上面说的情况。

如何保证学生对知识有一个回味的过程呢，关键是教师要给



予学生足够的思考时间，使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而不是老
师的讲解）去理解所学的内容。不要怕耽误时间，苏霍姆林
斯基在文中说：请你毫不犹豫地在每一节课上心意留出时间
让学生掌握新教材吧！这些时间会得到百倍的补偿。思考知
识时的脑力劳动越有效，学生完成家庭作业所需要的时间就
越少，下一节课上检查功课所花的时间就越少，因而可用来
讲解新教材的时间就越多，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说到检查作业，也是老师头痛的问题，因为老师上课时的时
间是有限的，不可能对班上的每一位学生都检查到，而在检
查其中的几位时，有些学生还不听。（这里所说的检查主要
是针对前一天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的口头检查。现在很多老师
已经省略掉了这一环节）如何进行检查呢？苏霍姆林斯基在
他的第十二条建议（怎样使检查家庭课业成为学生有效的脑
力劳动）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就是运用草稿
本的方法。

草稿本是每个学生所必准备的，就是每到上课的时候，教师
有针对性地对前一天所学的知识出一些题目，这些题目不是
简单的知识的再现，而是经过教师的加工和思考，将知识点
融入到一些题目当中，这些题目学生答出来必然对知识深入
了解，重新思考，并会实际运用。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把检
查知识变成了知识的积极动用；二教师可能密切注视学习困
难的学生的工作情况，考虑到他们的个人能力和特点。

那么，这些作业教师如何进行评判呢，是每本都看，还是看
一部分呢，或者是让学生之间互相检查呢？苏氏在文中没有
写出来，还有待我们老师们去不断摸索。

也许在后面的建议中会找到答案的。

教师精彩读书心得篇二

苏联当代着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位具有30多年教育实



践经验的教育理论家，为了解决中小学的教育实际问题，切
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他专为中小学教师写了一本《给教
师的建议》一书。书中给教师提出了一百条建议，每一条建
议谈一个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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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娓娓道来，有益
于教师开阔眼界，提高水平。阅读完《给教师的建议》之后，
感触颇深，启发非浅。

书中谈到这样一个问题：教师的时间从哪里来？一昼夜只
有24小时啊！是啊，我们经常听到老师们这样谈论“我忙，
没有时间啊。”平时我也经常这样地抱怨。试想：每天都要
备课、课前准备、上课、批改作业、课后辅导，现在还要抽
出时间来搞课题研究。教师和所有的人一样，要做家务，也
要教育自己的子女，这些都需要时间。那么教师的时间到底
从那里来呢？苏霍姆林斯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解决了这个
时间问题，答案是：读书，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
终生的友谊。潺潺小溪，每日不断，注入思想的大河。读书
不是为了应付明天的课，而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和对知识的渴
求。如果你想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不至于把备课变成单调乏
味的死抠教科书，那你就要多读书。确实，我们在自己所教
的那门学科里，学校所发的那本教科书里包含的那点基础知
识，只不过是入门的常识，在知识的海洋里，我们所教给学
生的教科书里的那点基础知识，应当只是沧海之一粟。原来，
教师的时间问题是与教育过程的一系列因素和方面密切相关
的。教师进行劳动和创造的时间好比一条大河，要靠许多小
的溪流来滋养它。怎样使这些小溪永远保持活力，有潺潺不
断的流水，这是我们安排时间时应该首先考虑清楚的。

因此，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想对自己及老师们说一句：读书，
能使你的知识变得更丰富，若干年以后，“教科书在你眼里
看来就浅易得像识字课本一样了”。所以，读书吧，老师们！



教师精彩读书心得篇三

读完李镇西的《做最好的老师》后，我感慨颇深。这本书是
李老师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里面包含了他漫长25年的教学
生涯中的点点滴滴，虽然其中有些令他耿耿于怀的痛苦经历，
但更多的则是他与学生之间那种纯粹的友谊之情。我认为，
李镇西老师是一位非常幸福的人，而他的幸福则来源于他对
学生无私的爱。他说：“生活在学生中，就是幸福，就
是‘最好’！”看来，要做最好的老师，最最重要也是最最
根本的一点就是老师对学生的爱。

有这样一则寓言：一把坚实的大锁挂在大门上，一根铁棒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无法将它撬开。钥匙来了，瘦小的身
子钻进锁孔，只轻轻一转，大锁就“啪”的一声打开了。铁
棒奇怪地问：“为什么我费了那么大力气也打不开，而你轻
而易举地就把它打开了呢？”钥匙说：“因为我了解它的心。
”是啊，“爱”就是打开心灵的钥匙，爱得有多深，工作就
有多细，效果就有多好。李老师对“优生”的培养和对“后
进生”的思想改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让“优
生”更优和引导“后进生”发现自己身上的善良之处、高尚
之处，以帮助他们树立“我是有缺点的一个好人”的道德自
信的做法，让我深深折服。正是这种无私的爱，才会无悔的
付出。我们也是教育者，当我们面对着我们眼中的差生，我
们是怎样对待的。对他们，我们轻则嗤之以鼻，重则讽刺挖
苦。

还记得书中列举的那个经常迟到的女孩的事例。李老师当时
的做法也许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做法，李老师当时对后进生的
态度也许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依然存在的态度。想想我们对
待自己的孩子，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不管孩子怎样，我们都
会发自内心的去关心他，爱他。而我们的后进生，他们的父
母也会像我们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着这些孩子——我们
眼中的这些后进生。当我们对这些后进生大发脾气甚至把他
们说的一文不值的时候，请想一想孩子的父母，请想一想我



们自己的孩子也许有一天也会被别人说的一无是处的时候，
我们内心的感受。鲁迅先生有句话说的好：“教育是植根于
爱的。”爱是教育的源泉，教师有了爱，才会用伯乐的眼光
去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对自己的教育对象充满信心和爱心，
才会有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成长的过
程，读书就是在读人生。这次读李老师的书，仿佛进行了一
次精神洗礼。我也愿“做最好的老师”！从现在开始，努力
做好每一件小事，争取今天比昨天做得更好，明天比今天做
得更好！

教师精彩读书心得篇四

疫情仍然没有结束，在家里不断的给自己充电，让自己能够
学到更多的知识。我从中吸取了很多经验，也将多方法和经
验用来指导自我的教育教学工作。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第22条推荐，下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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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志向才能自愿地建立
起来。作为老师，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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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教学科的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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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要求教师要具备高尚的人格。

苏霍姆林斯基推荐我们要读书，每一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
籍结下终生的友谊。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对
于我们教师而言，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而我们明白的东西
又太少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有人说，教给
学生一杯水，教师就应有一桶水。这话固然有道理，但一桶
水如不添加，也有用尽的时候。苏霍姆林斯基深知这一道理，
所以在他的书中一向在要求教育同行们学习，学习，学习。



他要求我们读书，每一天不间断的读书，不是为了应付明天
的课，而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和对知识的渴求，他鼓励刚参加
工作的年轻教师在热烈而紧张的劳动中抽出时间来逐渐地，
一步步的积累精神财富，智力财富和教育的明智。

每一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谊。潺潺小溪，
每日不断，注入思想的大河。读书不是为了应付明天的课，
而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和对知识的渴求。多读书，可以让你变
聪明，变得有智慧去战胜对手。多读书，也能使你的心情便
得快乐。所以我们要不断地读书，还要引导孩子们爱上读书。

教师精彩读书心得篇五

这段时间拜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发现这
真是是一本非常好的教育名著，其中的内容对我们一线教师
很有借鉴作用。书中既有生动的实际事例，又有精辟的理论
分析，对于我们教育一线的教师来说非常容易借鉴和操作。
下面就里面的16—17章节结合自己的学科特点简单地谈谈自
己的一些肤浅的体会：

在16章中，提到了积极活动的重要性，任何课堂的组成需要
有积极的活动，吸引学生的活动，学生只有全身心的投入了
活动中，才能有所得。苏霍姆林斯基说“积极活动好比是一
座把语言和思维连接起来的桥梁”，是的，在我的科学课堂
上尤其是，学生只有投入到了科学活动中，观察、思考、讨
论、发现，才能发展他们的科学素养，发展他们的智力，我
们的教育才能取得成效。那么怎样的活动才是积极的。呢？
我认为，首先要是有趣的，这样学生才能被吸引，才能投入；
其次是具有一定难度的，有难度才能吸引人，不然再有趣的
简单活动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吸引力也不大，而且有难度
才能引发思考，进而引发讨论，有了思维的碰撞，我们的学
生才能有发展；再者，我们的活动应该是适合学生发展的，
能被学生研究出一定成果的，只有让学生尝到了胜利果实的
甜美才能引发他们进入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这就对我们



老师如何设计课堂活动提出了要求，我们教师应该站在学生
的角度设计活动。

在17章中，苏霍姆林斯基提出了教给学生观察，观察是智慧
的最重要的能源。在日常的教学中，我发现很多学生不会观
察，或者说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观察，而观察对于我们科学
课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注重学
生观察能力的培养，首先要让学生养成记录的习惯，现在我
们学生都在用科学记录本，这很好，这种记录手段有助于帮
助学生养成科学观察的习惯。观察不仅仅是在课堂上的，也
应该多带孩子走出课堂，对周围的事物进行观察、记录，我
相信这样培养出来的观察习惯将有助于学生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