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学教师读书心得(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学教师读书心得篇一

读过《教师人文读本》这本书，感受最深的是爱，对教育，
对学生贯穿始终的是爱，最多的爱。

有句话说：“活在当下”。其实，每个人的命运还是掌握在
自己的手里。虽然从出生到长大，基本是家长在为自己做主。
但今后还有漫长的几十年，仍然有自己选取的机会，是选取
努力踏实地度过还是空虚而归，全在自己。在学校所学的专
业直到此刻也拾不起来。工作上的杂事与生活中的事情搅得
没有时间，没情绪（其实我明白这些都是找借口）。既然经
常思考，我想这件事很快会提上我的生活日程的。

每看到书上的某一个片段，总在不停地在反思自己，自己在
对待学生的态度，对待家人的态度。我慨叹自己太平凡了，
平凡得没有一双慧眼，去发现学生的长处与潜力。平凡得没
有一双巧手，把学生引领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

工作几年，能够得到学校领导和家长的肯定，心里自然很高
兴，但又觉得自己做得实在是太少了，有点愧对家长的信任，
领导的表扬。

“公平公正”“爱心”“教师的发展”“教师的专业”等等，
新教育为教师提出了那么多的努力方向。所谓坚持，所谓勤
奋，所谓的所谓……教师自身的前进动力，外在的推动力。



不论怎样，都去做一个问心无愧的教师，努力的教师。

在《教师人文读本》中，还收录了古今中外很多名家的各种
类型的文章，每一篇都让我有所获益。《学习的革命》一文
告诉我：“做教师首先要相信你所有的学生都是天才，你才
会认真地教每一个人。”我领悟到，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
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教育不是要改变一个人，
而是要帮忙一个人。

教育的本体性是育人。如何在教育的过程中让一个人具备品
德的高尚我想：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不论他为金钱去奋斗还
是为理想奋斗，只要是正常的奋斗，正当的争取。在奋斗的
过程中不忘父母，不忘时时去帮忙别人，他都能够说是品德
高尚的人。

《教师人文读本》同时也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教学观。这就是
教师不仅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学生的潜力，提高学生
的品德，更主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潜力。注重
在教学中创设使人思考、激励探索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自
己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获得知识信息
的过程真正成为学生心智发展的过程。与此同时，作为“传
道、授业、解惑”的教育者也应成为实践“终身学习”理念
的楷模。重视和加强继续教育，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总之，终身学习是我们教师能走在时代前列必不可少的前提。
《教师人文读本》给了我很多新的启示，我将在自己平凡的
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向上。最后，让我用徐匡迪先生的一
句话来结束此文吧！——教育是事业，事业的好处在于献身；
教育是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艺术的生
命在于创新。

中学教师读书心得篇二

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给教师的建议》，我受到了深深
感触。的确,这些建议使作为教师的我们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它就象一盏指路明灯一样。

《给教师的建议》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那就是
读书，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谊。我们总
在抱怨着时间的流逝如水似箭，可老天总是最公平的，它给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天24小时，问题还是出在疲于应付上，整
天是事情在后面追着自己而没有主动去做是事。

苏霍姆林斯基用他30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向我们阐述了许多
伟大的真理，虽然他来自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度，但他
闪光的思想对我们这一代来说，丝毫不显过时。我想教育的
问题是共性的，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或消失。

中学教师读书心得篇三

教育者是否拥有一颗童心，对教育至关重要。乐于保持一颗
童心，善于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变成一个儿童，这不但是教
师最基本的素质之一，而且是教师对学生产生真诚情感的心
理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把童心视为师爱之
源。我们应努力使自己与学生的思想感情保持和谐一致，学
会用儿童的眼睛去观察，用儿童的耳朵去倾听，用儿童的兴
趣去探寻，用儿童的情感去热爱!

教师的童心意味着怀有儿童般的情感。能够自然的与学
生“一同哭泣，一同欢笑”的教师无疑会被学生视为知心朋
友。有些在成人看来不可理解的感情，在儿童看来却是非常
自然的。而变“不可理解”为“非常自然”，正是不少优秀
教师赢得学生心灵的可贵之处。

教师的童心意味着拥有儿童般的兴趣。教师当然不可能在任
何方面都与学生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但教师的职业却要求
我们应该保持一点儿童的兴趣。“只要人们没有做到以童年
的欢乐吸引住孩子，只要在孩子的眼睛里尚未流露出真正的



欢欣的激情，只要他没有沉醉于孩子气的顽皮活动之中，我
们就没有权利谈论什么对孩子的教育影响。”多一种与学生
共同的兴趣爱好，你便多了一条通往学生心灵深处的途径。
当学生发现老师带她们去郊游并不仅仅是为了学生们的愿望，
而更多的是出于老师自己的兴趣时，他们会不知不觉地把老
师当做朋友。在与学生嬉戏游戏时，老师越是忘掉自己
的“尊严”，学生越会对老师油然而生亲切之情——而这正
是教育成功的`起点。

教师的童心意味着具有儿童般的思维。孩子们总是怀着善良
的美好的动机去做事，渴望得到周围人的赞扬、寻求心理满
足。但是，他们生理心理发育还不成熟，考虑事情欠周到，
常常把好事做成了坏事，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们把孩子
们做的动机好效果坏的蠢事，称之为“可爱的缺点”。只有
童心才能理解童心;只有学会“儿童思维”，教师才能够发现
学生缺点中的可爱之处，甚至是智慧之处。

教师的童心意味着有儿童般的纯真。童心，表现为纯朴、真
诚、自然、率直，而这些正是中小学教师应具备的品质。对
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假恶丑的毫不妥协，火热的激情，正
直的情怀，永远是教育者的人格力量!作为社会人，教师也许
会有几幅面孔，但面对学生，教育者只能有唯一的面孔，诚
实!须知真诚只能用真诚来唤起，正直只能以正直来铸造!

中学教师读书心得篇四

爱岗敬业，加强师德修养。由于教师的职业，是育人、塑造
心灵的事业，因此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甚至一
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的影响。因此，教
师要时刻注意自身道德情操的修养，通过言传身教，在传授
知识的同时渗透为人的道理，帮助学生塑造健康人格，为他
们今后美满人生铸造坚实的基石。

用心育人，建立平等关系。教师的工作对象是人，人是有情



感的，需要教师的关爱和关心。教师要在生活上、思想上和
情感上要给予关怀。因此，教师要学会缩短与学生的情感距
离，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心理变化，要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
体谅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难处与烦恼;要建立起新型的平等的师
生关系，才能拉近与学生的心灵距离，沟通情感，才能真正
做到教书育人。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要无怨无悔!
对教学过程负责。为了使自己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要坚持
经常学习时事政治、专业理论等;要多听课，虚心请教，学习
别人的长处，领悟教学艺术;每上一节课，都要根据教材的特
点及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教案，做好充分的准备，认真完成
每一个教学环节。对学生未来负责。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又是
环环相扣的过程，一个环节出现缺陷就会影响其它环节，从
而影响学生的正常成长。因此，教师要立足当今，放眼未来，
以苦为乐，甘于寂寞，充当人梯，为家长负责，为学生负责，
为社会负责，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千秋大业负责。对学困生负
责。帮助学困生是教学工作的重任，因为一个班级里面总存
在学困生。对于学困生，教师在教学上、情感上应给予特殊
的关顾，如课堂上多提问、多巡视、多辅导，对他们取得的
点滴成绩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让他们树立信心，激发学习
兴趣。教师要勇于摈弃旧事物、接受新事物，要敏锐地了解
新思想，认真地研究新理论，主动地、迫切地学习新知识，
开拓进取，更新观念，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才能"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中学教师读书心得篇五

周国平先生曾说过:“严格地说，只有素质教育才配称作教育。
若不是着眼于素质，仅仅传授一些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就
只可叫作培训，不可妄称教育。若挂着教育之名而实际上对
素质起了压制、扭曲、摧残的作用，那只能说是伪教育和反
教育了。”我们也可以用这段话，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和解
读帕克·帕尔默的观点--教师自己千万不能失去心灵，也千
万不能失去对学生美好心灵的引导。“经师”传授知识技能，
“人师”引领心灵成长，这就是“经师”和“人师”的区别。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这本书直面教师的内心世界，
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共同体的无限魅力。在这个共同体中，
谁是主体呢?既非教师和学生，也非学科或关于它们的课本、
解释它们的理论，而是求知者永远聚集其周围的“伟大事
物”。那么，怎么来解释这个伟大事物呢?作者做了如下的例
举:

“我所指的是生物学的基因和生态系统、哲学和神学的隐喻
和参照系、文学素材中背叛与宽恕以及爱与失的原型。我所
指的是人类学的人为现象和族裔，工程学的原料的限制和潜
能，管理学的系统逻辑，音乐和艺术的形状和颜色，历史学
的奇特和模式，以及法学领域里难以捉摸的正义观等。”

这个“伟大事物”也许难以定义，但通过这么多的例举我们
应该都能理解。当我们都关注于这个“伟大事物”，为这
个“伟大事物”深深吸引和着迷时，教育的共同体就会处于
最佳、最优的状态。比如，围绕“伟大事物”而产生多元的
观点;对一些现象采用多重含义的解释;欢迎有创见性的争论，
没有愤怒和偏见;彼此间真诚相待;体验谦卑，心存敬畏，等
等。

就我的理解，教育共同体中的“伟大事物”，其实也造就了
所有卷入者的共同愿景和目标，大家专注于“伟大事物”这
一主体，彼此尊重，坦诚相对，教师既不是绝对的权威，学
生也不会永远不犯错误。为了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共同体，
作者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优秀的教师与一群五岁
的小孩围坐在地板上，一齐读一个关于大象的故事。透过那
些孩子的眼睛，几乎可以看见圆圈的中央真的有一只大象!而
且以那件伟大事物作为媒介工具，其他的伟大事物也进入房
间，例如语言和传达意义的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