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做最好的老师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
(模板11篇)

军训心得是我们对军训期间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整理和总
结的过程。以下是一些学习心得的写作范例，欢迎大家阅读
和分享自己的看法。

做最好的老师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篇一

李镇西的大名，如雷贯耳。他的著作《爱心与教育》很早就
听说过，假期中有幸拜读此著作，让我明白了“爱是教育的
主题，爱是教育的源泉。”其中反映李镇西老师心声的《做
最好的老师》一文，更使我对师爱有了更深更透彻的理解。

一、开放学生的时空，使之充满活力

开放学生的时空，使之充满活力，教师必须摘下“师道尊
严”的面具，让自己的主导地位不至于变成“主宰”地位，
建立起民主、平等、亲切、融洽的师生关系，使学生向教师
敞开心灵的大门，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想，敢于在教师
面前真实地表现自己，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并自我挖掘出
创造性的潜能。要做到这样，教师必须做到不拖堂，不让作
业和考试填满他们的课余时间;不要滔滔不绝地“满堂灌”，
还学生自主权，还学生发言权，还学生活动权。否则就等于
堵塞了他们学习发展的渠道，久而久之，学生将被动地接受
信息，变成“录音机”，变成“容器”。

二、关爱学生，使其“亲其师，而信其道”

《学记》中云：“亲其师，而信其道。”人非草木，孰能无
情?老师关爱学生必然赢得学生的爱戴，学生也必然会将爱师
的感情转化到这位老师所教的学科中去。反之亦然，如果我
们对每个学生不做到力戒“忘事忌语”，即使您一切为了学



生，而学生却受到您的言行的影响，或疏远您，或与您产生
对立情绪，渐渐地变成被动学习，甚至厌恶学习。

三、教师要有良好的素养

老师工作有着枯燥重复的特点，每天要面对大量繁杂、琐碎
的学生问题，若不能以平常心态对待周围变化的事物，久而
久之脾气会变坏。如果急噪不能克制自己，变得激动，训斥
学生，凭主观臆断妄下结论，会挫伤学生自尊，使学生产生
逆反心理而失控，导致心理失衡现象。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
任务是去帮助每一个学生成功，对其不规范行为，只有引导，
认真去做思想工作。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向李镇西老
师学习，做到边教边学，随时反省自己的言行，要有敢于认
错纠错的勇气，这对自己发展很有利，同时我们只有宽容学
生的错误，给他们爱，用自己的美好心灵去医治其心灵创伤，
用精神甘霖去洗涤他们思想上的污渍，他们今后才会宽容别
人的错误。要知道：我们对孩子的方式，也是孩子对待我们
和别人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抛开一切“面子”的事，具有良
好的素养，从学生角度去思考，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及时将
一触即发的矛盾缓冲过来，增进师生情感。

做最好的老师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篇二

说到师生之间的感情，开学三周以来，让我深有感受。它对
于教学工作的开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开学之初，学校决
定每天早上学生不能自行进入教室，须由班主任带领进班。
记得第一次出去带他们，学生看到我就想看到陌生人一样，
无动于衷，直到我说：一一班同学站队!才有孩子开始向我走
来。第二天仍然没有多大改善，这让我有一些受挫，怎么从
他们的眼睛里看不到亲近感终于，在两天之后，学生们在见
到我，能够自觉站队，而且站队前，还能看到他们在互相提
醒，到了第三周，我已经能够在门口看到他们自觉站成队，
并且在看到我之后漏出兴奋的表情，他们这时的表现也让我
从感情上感受到了我是他们的老师，他们是我的学生。学生



之间也变得熟悉起来，不再是最初的冷漠相望。而在日常的
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配合也变得默契了很多，
我想这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师生之间建立起来的感情所产生
的效果。

李镇西老师的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可以非常自豪地
说：‘从教25年来，风华正茂也罢，人到中年也罢，默默无
闻也罢，暴得大名也罢，普通教师也罢，教育专家也罢……
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我的生活状态，那就是——我一直在一线，
一直都在讲台，一直都和学生零距离!

做最好的老师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篇三

暑假中有幸读了李镇西所著的《做最好的老师》，读后深有
体会。书中最震撼我的是李镇西老师对教育的思考，他对教
育工作的热爱，对学生的热爱。

李老师对爱的执着也深深打动了我。他做的许多事情都很普
通，其实许多老师都曾做过。为什么李老师能成为名师？一
个真正的名师。而我们却在日常工作中变得越来越平庸，这
当然有本身素质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对教育的一份执着，
对爱的一种坚持。正如李老师所说“‘爱心与童心’是我教
育事业永不言败的最后一道防线。”他把教育事业当成自己
的事业，把带给学生一生的幸福当成一生的追求，而我们更
多的只是把教育当成自己谋生的工作。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
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

爱孩子才能培育孩子的爱心。爱孩子才能无微不至地关心、
注视他们成长中的每一个细节，才能为他们的每一点微小进
步而衷心喜悦，才能感知他们的苦恼和困惑，并且为解决这
些问题而费尽自己的心血。李镇西老师是学生的老师，更是
学生的朋友，而且是知心的朋友。正因为他知学生们的心，
他就赢得了教育引导的主动权，同时也赢得了学生对他的尊
重。



回首自己曾经的往事，不禁惭愧万分，今天读了李老师的书，
感觉受了一次精神洗礼。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小事
做起，争取让明天更好！

做最好的老师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篇四

读书的氛围已不知不觉围绕在我们每个人身边。闲暇之余，
我静静学习了李镇西老师的《做最好的老师》。在阅读中，
时时会被李镇西老师充满智慧和哲理的语言所打动。

阅读李镇西老师的《做最好的老师》一书，我的收获很多。
李老师是苏霍姆林斯基的追随者，他在书中极力强调"没有爱，
便没有教育"，"在教师素质的诸多因素中，对学生的奉献之
心，理解之心，平等之心，责任之心等教师非智力因素是第
一位的"。他说我们教育对象的心灵绝不是一块不毛之地，而
是一片已经生长着美好思想道德萌芽的肥沃的田地。因此，
教师的责任首先在于发现并扶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一株幼
芽，让它不断壮大，使缺点的杂草最后无立足之地。如果我
们用成人的冷漠去对待孩子的真诚，那么一切"语重心长"的
教育都无济于事。对于那些让人头疼的孩子李老师用"科研"
的眼光去看，把教育上遇到的每一个难题，如班集体建设
呀!"后进生"转化呀，早恋呀，作弊呀等等，都当作科研课题
来对待，把每一个"难教儿童"都当作研究对象，心态就平静
了，教育也从容了。当然，李老师也认为教育并不是有了爱
就有了一切，教育之爱绝不是迁就纵容学生，绝不是放弃严
格要求和严肃的纪律。教育中真正的爱，意味着对学生的成
长以至未来一生的负责。因此这种爱必然包含着对学生的严
格要求，乃至必要的合理惩罚。总之，"爱"，"理解"，"尊
重"，"平等"与"责任"在李老师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
教师的气度，教师的魅力。

最好的老师，他们的人格，学识，能力乃至天赋，我是永远
无法比的，但我可以和自己比，也就是用今天的工作与昨天
的工作相比，一日三省——我今天备课是不是比昨天更认真，



更贴近学生，更适合我的学生，我今天在课堂上的发挥是不
是比昨天更精彩，我今天处理突发事件是不是比昨天更机智，
今天我组织的活动是不是比昨天更有趣，我今天帮助"后进
生"是不是比昨天更细心，我今天驾驭课堂的智慧是不是比昨
天更灵活，我今天所进行的教育反思是不是比昨天更深刻，
今天我面对学生的教育教学建议或意见是不是比昨天更虚心，
我今天听到各种"不理解"后是不是比昨天更冷
静······每天都不是最好，甚至每天都有遗憾，但每
天都这样自己和自己比，坚持不懈，我就不断地向"最好的老
师"的境界靠近。

"不是槌的打击，乃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

《做最好的老师》读书心得体会600字

做最好的老师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篇五

今年三月份，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了著名教育家李镇西的
《做最好的老师》一书。这本书记载了xx从教25年的经验与
收获，书中从作者步入岗位初期写起，从青涩写起，到有一
定的经验，到经验丰富，满腹经纶，将自己的成长与成熟一
步步介绍给了我们。读后，我有以下几点感悟：

1、允许学生犯错，允许他去改正

回想自己的教学工作，对于自己的学生，其实更多的还是爱，
有时学生犯错了，我也会感到很气愤，但是，细想起来，孩
子毕竟是孩子啊，作为一个的个体，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
你能期望他和你一样吗？你期望他们会那么听话，把任何事
情都做得那么到位吗？其实，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李镇西老
师说，“童心是师爱的源泉”，我要说的是，想跟孩子们相
处，必须蹲下身，与孩子们对话。不要老拿着大人的思想来
衡量孩子，毕竟他们还小。他们的思维有时还很幼稚，还会
做很多错事。所以有人说，你要允许学生去犯错，犯了错允



许他去改正，这样学生才能在曲折中成长。

2、对后进生的教育

xx对后进生的教育是很富启发性的，在对后进生的教育方
面，xx的观念及一个个成功的案例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在班主任工作中，最令人头痛的莫过于对后进生的教育。为
什么我苦口婆心地、三番两次地教育他，他却不领情呢？学
习了《做最好的老师》之后，我明白了后进生犯错的频繁性，
以及进步过程中的反复性的特点，懂得了对后进生教育长期
性和艰难性，懂得了对他们的教育不能只用一种方法，而且
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理解之心和宽容之心，需要有足够
的智慧，而爱和尊重则是成功地对他们进行教育的。前提。

3、不断自我反思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和思考是分不开的。
教师的反思能力决定了工作中开展研究的能力。反思是立足
于自我之外的、批判的考察自己的行动及情境的能力。成功
及有效率的教师倾向于主动地、创造性地反思其工作中重要
的事情。我们在平时的教育工作中，一定要结合工作的现实
去思考、总结，这样，我们就会在读书与思考中逐渐成长起
来。

对照李镇西的教育方法，我发现：自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有着很多不当之处。例如：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由于急于
求成，常常忍不住对学生发火，缺乏教育的技巧；有时，对
完不成作业的学生，缺少耐心辅导，缺少个别引导，使学生
对我敬而远之，师生之间缺乏代沟。

“让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抬起头走路。”这是苏霍姆林斯基
心灵的召唤。在今后的人生中，无论做什么事情，让我们都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献出自己最大的爱心，做最好的老师，



做孩子最喜欢的老师，让自己无悔！最后，借著名教育家镇
西小语作为我的座右铭，“教育是心灵的艺术，爱心是教育
的灵魂”鞭策自己，激励自己，这就是我——一位教师在学
习中的心声。

做最好的老师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篇六

所有的语文课本中，最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最好的老师》
这篇文章了。

还记得这样的内容：“怀特森先生是我六年级的科学老师。
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教学方法独特，常常有出人预料的
举动。记得第一天上课，他给我们讲授的是一种名叫“猫猬
兽”的动物。他说这种动物一般自傲夜间行动，因为不能适
应自然条件的变化而绝种了。他一面侃侃而谈，一面让我们
传看一个颅骨。我们全部认真做了笔记，然后是随堂测
验。”

在这里老师手里拿了个已经灭绝的动物的颅骨，这让人可以
提出个质疑，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出现在一位科学老师的手
里有呢?这点可以质疑!

“当他把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我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在我写
下的每一个答案后面，竟然都被画上了一个刺眼的红叉叉。
我得的是零分!可这不公平，因为每一道题都是根据我的课堂
笔记回答的。而且，吃惊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我们班上的所
有同学都得了零分。”

在这里，关于在课堂上所讲授的猫猬兽都被否认了，这证明
刚才上面我所说的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出现在一位科学老师
的手里有呢的这句话。

“不用说，我们全部都气炸了。这算什么测验?怀特森算哪门
子老师?”



其实这里，我感到这些学生的反应对老师那种“恶劣”的行
为感到极为反感。比如上学期的李老师，由于她的教学方法
我们适应不了，再加上没怎么沟通导致全班对这位辛苦的李
老师造成误会与反感。

“怀特森先生似乎根本不想理会我们的心情。他说，每一个
人都应该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事物真伪的能力，同时也应该
具有怀疑能力。他告诉我们，当时怀特森让我们传看的只是
一个普普通通的猫的头盖骨，并且，就在那堂课上他还提醒
过我们：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动物的痕
迹――那么这个头盖骨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是一种终身受益的教训。怀特森先生让我还有我的同学
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不要迷信书本，也不要迷信权威”

这一句话使我最感动，不要迷信书本，也不要迷信权威。这
句话让我想到了伽利略与众多的科学家怀疑大科学家亚里士
多德的一些观点极为相似，譬如在比萨斜塔伽利略把两个不
同重量的铁球往地面上扔的实验，结果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
这个理论是错误有偏差的。在中世纪欧洲有罗马教皇他们的
论理是地心说但是哥白尼、布鲁诺那些反对权威的科学家用
实验观测证实了自己的观点――日心说，残忍教皇的迷信始
终都是坚持地心说，最后把两位科学家进行了刑法，其中布
鲁诺为了坚持自己的学说被教皇们在广场上活活的烧死。

通过《我最好的老师》这篇课文，我深知想要得到真理，并
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也绝对不是自己凭空想象出来
的，只有接触问题，我们才能解决问题。

做最好的老师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篇七

今年三月份，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了著名教育家李镇西的
《做最好的老师》一书。这本书记载了李老师从教25年的经
验与收获，书中从作者步入岗位初期写起，从青涩写起，到



有一定的经验，到经验丰富，满腹经纶，将自己的成长与成
熟一步步介绍给了我们。读后，我有以下几点感悟：

1、允许学生犯错，允许他去改正

回想自己的教学工作，对于自己的学生，其实更多的还是爱，
有时学生犯错了，我也会感到很气愤，但是，细想起来，孩
子毕竟是孩子啊，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着自己的思
想，你能期望他和你一样吗？你期望他们会那么听话，把任
何事情都做得那么到位吗？其实，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李镇
西老师说，“童心是师爱的源泉”，我要说的是，想跟孩子
们相处，必须蹲下身，与孩子们对话。不要老拿着大人的思
想来衡量孩子，毕竟他们还小。他们的思维有时还很幼稚，
还会做很多错事。所以有人说，你要允许学生去犯错，犯了
错允许他去改正，这样学生才能在曲折中成长。

2、对后进生的教育

李老师对后进生的教育是很富启发性的，在对后进生的教育
方面，李老师的观念及一个个成功的案例给了我们很大的启
发。

在班主任工作中，最令人头痛的莫过于对后进生的教育。为
什么我苦口婆心地、三番两次地教育他，他却不领情呢？学
习了《做最好的老师》之后，我明白了后进生犯错的频繁性，
以及进步过程中的反复性的特点，懂得了对后进生教育长期
性和艰难性，懂得了对他们的教育不能只用一种方法，而且
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理解之心和宽容之心，需要有足够
的智慧，而爱和尊重则是成功地对他们进行教育的.前提。

3、不断自我反思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和思考是分不开的。
教师的反思能力决定了工作中开展研究的能力。反思是立足



于自我之外的、批判的考察自己的行动及情境的能力。成功
及有效率的教师倾向于主动地、创造性地反思其工作中重要
的事情。我们在平时的教育工作中，一定要结合工作的现实
去思考、总结，这样，我们就会在读书与思考中逐渐成长起
来。

对照李镇西的教育方法，我发现：自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有着很多不当之处。例如：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由于急于
求成，常常忍不住对学生发火，缺乏教育的技巧；有时，对
完不成作业的学生，缺少耐心辅导，缺少个别引导，使学生
对我敬而远之，师生之间缺乏代沟。

“让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抬起头走路。”这是苏霍姆林斯基
心灵的召唤。在今后的人生中，无论做什么事情，让我们都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献出自己最大的爱心，做最好的老师，
做孩子最喜欢的老师，让自己无悔！最后，借著名教育家镇
西小语作为我的座右铭，“教育是心灵的艺术，爱心是教育
的灵魂”鞭策自己，激励自己，这就是我――一位人民教师
在学习中的心声。

做最好的老师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篇八

踏上工作岗位两年了，在这期间我有过悲伤，也有过快乐，
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学生时代，我是一个勤奋而努力的
学生，踏上工作岗位，我依然是雄心壮志，想着做一个让学
生喜欢的老师，想着做一个优秀的老师。可是由于缺少丰富
的工作管理经验，常常会有棘手的突发事件让我束手无策。
什么是最好的老师?一直在寻觅答案。

假期里读了教育名家李镇西写的《做最好的教师》，这本书
记载了李老师从教多年的经验与收获，书中从作者步入岗位
初期写起，从青涩写起，到有一定的经验，到经验丰富，满
腹经纶，将自己的成长与成熟一步步介绍给了我们，颇有感
触。



有这样一段话：“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格还是智
慧都不能充分的或自由的发展。爱是教育的基础，也是教书
育人的动力。李镇西老师在序言中说：“每个人都是一棵树。

你也许不是最美丽的，但你可以最可爱;你也许不是最聪明的，
但你可以最勤奋;你也许不会最富有，但你可以最充实;你也
许不会最顺利，但你可以最乐观……我所谓的‘做最好的自
己’，强调的是自己和自己比——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
比，不断超越自己。

爱是教育永恒的主题。爱表现为对教育事业的爱，对教育对
象的爱。教育中真正的“爱”，意味着要对学生的成长以及
未来一生负责，所以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只喜欢学习优秀的
孩子，而忽略了后进生，他们更需要关心。只有那些“不可
爱的德孩子”、“后进生”才最需要你的爱，他们就像迷途的
“羔羊”，需要温暖，需要阳光。对于“后进生”这样一个
与众不同的群体，教师必须给他们一个空间，给他们更多的
关怀，让这些饥渴的花朵，沐浴阳光，健康成长。

并且真正的教育之爱，并不是迁就学生，不是放弃“严格要
求和严肃的纪律”，而是要给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帮助和
服务，我们要给与学生的，是他们走出校园多年以后仍然保
留在身上的，深入骨髓的习惯和性格。这种带有养成良好文
明习惯的“养成教育”并然带有“强制性”，离开了严格要
求，便不是真正的爱。

老师也只是个普通人，也有自己普通的感情，教师要怎样拥有
“师爱”呢?李镇西老师用一句话告诉了我们：“童心是师爱
的源泉”。

做最好的老师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篇九

做最好的老师，就是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能量，让自
己全速运转，不浪费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不漏掉一丝丝潜



在的价值，个人梦想+社会理想=成功。xx的成长过程，再次让
我看到一个事实，一个成功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是把自己的
梦想与社会理想融合，与回馈社会紧密连接。xx正是具备了这
样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投入到工作中去的。人的潜能也
只有在大的理想前提下，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遇到困难和
挫折才不至于灰心失望放弃。最简单的最朴实的想法是做最
好的自己。带给学生快乐自己也快乐，给社会以好的奉献，
社会也认可了他的作为。这种小我融入大我的心态，成就了
伟大出自平凡的神话!

伤春怀远几时穷，小雨纤纤风细细

我知道自己是中国千千万中小学教师中的一员，我所做的能
改变什么?所以自己总是伤逝。xx的成就就是如他所说做最好
的教师!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也是一种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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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着，反思着自己教育教学感觉真的事
相差太悬殊了。那就像xx说的，不比，和自己比，今天的自
己和昨天的自己比，虽然每天都不是最好的，每天还会有让
自己让孩子让同事感到遗憾的地方有很多，但是每天都坚持
和自己比一比，坚持不懈(我就是没有这个韧劲吧)，我想我
也会不断向最好的教师靠近了。

同事们对我的评价大多。是啊，现在想想自己不是一直在伤
春怀远吗?没有对自己的教育行为和教育细节追问，审视，推
敲，质疑却恰恰在怀疑别人对自己是不赏识的，这样的自己
怎么可能是个好老师呢?时时刻刻为汲取名利而困扰的自己真
的太渺小了。做最好的老师，不是有好多大事和大业绩的，
我们总是在对学生进行个性全面发展的教育，身为教师的自
己更应该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应该如何个性全面的发展，那
样我们才有资格说自己在对学生说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
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孩子。教育过程是繁琐细碎的，每个细



节都不容忽视的，而我们做教师的就是要带着自己所有的感
情投入到这些细节之中，以研究的心态对待我们每个学生，
在工作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那样才会每一阶段都由
创新和超越。

暖时微波荡漾，炎时蒸腾九霄，寒时冰心守节。xx如水，性情
谦和，充满智慧。xx就是这样在任何时候就尽可能的在自己的
事业中达到自己能力所恩那个达到的最好的程度。而人常说
女人是水做的，我想我们每位教师如果都能如xx所说的做个
反思型的教师，不停地实践，不停地阅读，不停地写作，不
停地思考，这样坚持不懈地注意注重自己的教育细节，定会
无风仍脉脉，不雨亦潇潇。

今天再一次郑重的告诉自己，伤春怀远是没有道路的，像春
风细雨一样真正润物细无声，只有不停的前行，做个会阅读，
会实践，会思考，会写作的老师。

做最好的老师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篇十

读了著名教育家李镇西的《做最好的老师》一书。这本书记
载了李老师从教25年的经验与收获，书中从作者步入岗位初
期写起，从青涩写起，到有一定的经验，到经验丰富，满腹
经纶，将自己的成长与成熟一步步介绍给了我们。读后，使
我受益匪浅。

李镇西的教育思想和智慧，对教育观、学生观、班级管理、
学生思想工作、学生心理健康、语文教学的理念和实践，都
有其独到的见解。他的观点，他对班级的管理，使我感动，
折服。同时，使我这个颇有一定教龄的教师，从中找到了前
进的方向，更看到了未来和希望。

在这里，我可以找到教育的最新理念；在这里我可以学到宝
贵的经验总结。从李老师成长的印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
进步的影子；从他的成功教育案例中，我找到了一些适合我



们的方法。它让我明确了作为一名教师的目标，那就是成为
一位勇于自我批评、善于积累、善于反思、有爱心、勇于挑
战、有目标的老师！

有人说，爱是一盏灯，黑暗中照亮前行的你；爱是一首诗，
冰冷中温暖渴求的心房；爱是夏日的风，冬日的阳，春日的
雨，秋日的果。是啊，著名教育家李镇西的教育理念《爱是
永恒的教育理念》，正是证明了这一点。他把自己所有的爱，
全部倾注给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25年如一日，爱生如子，
用他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谱写着一幕幕爱的篇章。他把
自己融入到班级这个集体大家庭里，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里
面去，把自己当作学生的朋友，去感受学生的喜怒哀乐，去
赢得学生的信任与敬佩。

我发现：自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有着很多不当之处。例如：
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由于急于求成，常常忍不住对学生发
火，缺乏教育的技巧；有时，对完不成作业的学生，缺少耐
心辅导，缺少个别引导，使学生对我敬而远之，师生之间缺
乏代沟。

通过读李镇西的《做最好的老师》一书，我对比反思自己，
深感愧疚，觉得自己与一个好老师的差距太远了，这哪是爱
学生？反思后才认识到：教育上的爱，不是为了达到一个目
的而做出的一种姿态，它是一种思想，一种情感，一种氛围，
运用得恰当，它会把“爱”自然而然的贯穿于教育的某一个
环节，也会不声不响的体现在教育的每一个细节，更会潜移
默化的浸润着每一个学生的心灵。

所以，我深深感悟到：因为爱，冰雪会消融；因为爱，枯木
会逢春；因为爱，希望绽放华彩，因为爱，能拨云见日，未
来永值得期待；因为爱，所有的生命才收获了圆满。

教育是心灵的艺术，爱心是教育的灵魂。



做最好的老师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篇十一

《做最好的老师》是李老师教育智慧的结晶，从这本书中，
我们可以学到许多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和教育技巧，增长教
育智慧和教育才干，在此谈谈读书心得体会感想。下面是本
站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做最好的老师》读书心得体会感
想，欢迎大家阅读。

最近，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了著名教育家李镇西的《做最
好的老师》一书。这本书记载了李老师从教20xx年的经验与
收获。读后，使我受益匪浅。李镇西的教育思想和智慧，对
教育观、学生观、班级管理、学生思想工作、学生心理健康、
语文教学的理念和实践，都有其独到的见解。他的观点，他
对班级的管理，使我感动，折服。同时，使我这个颇有一定
教龄的教师，从中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更看到了未来和希望。
在这里，我可以找到教育的最新理念;在这里我可以学到宝贵
的经验总结。

有人说，爱是一盏灯，黑暗中照亮前行的你;爱是一首诗，冰
冷中温暖渴求的心房;爱是夏日的风，冬日的阳，春日的雨，
秋日的果。是啊，著名教育家李镇西的教育理念《爱是永恒
的教育理念》，正是证明了这一点。他把自己所有的爱，全
部倾注给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20xx年如一日，爱生如子，
用他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谱写着一幕幕爱的篇章。他把
自己融入到班级这个集体大家庭里，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里
面去，把自己当作学生的朋友，去感受学生的喜怒哀乐，去
赢得学生的信任与敬佩。 对照李镇西的教育方法，我发现：
自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有着很多不当之处。例如：在对待
学生的态度上，由于急于求成，常常忍不住对学生发火，缺
乏教育的技巧;有时，对完不成作业的学生，缺少耐心辅导，
缺少个别引导，使学生对我敬而远之，师生之间缺乏代沟。

通过读李镇西的《做最好的老师》我认识到：教育上的爱，



不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做出的一种姿态，它是一种思想，
一种情感，一种氛围，运用得恰当，它会把“爱”自然而然
的贯穿于教育的某一个环节，也会不声不响的体现在教育的
每一个细节，更会潜移默化的浸润着每一个学生的心灵。作
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决心以著名教育家李镇西为榜样，
以“爱”为己任，在今后的工作中，积极进取，甘为人梯，
爱生如子。

我以前只知道教育需要“爱”，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表
达这份爱。一直以来，我认为“严”才是真正的爱，因为有
句俗话说得好：“严是爱，松是害。”所以，在我的课堂中，
我决不允许学生有丝毫的怠慢，哪怕回一下头，摸一摸下
巴……我都认为这是违反课堂纪律的，必须予以“严惩”。
当然，这“严惩”指的是批评教育。在这样的“高压政策”
下，学生们出奇的“乖”，学习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为此，
我一度沾沾自喜，为自己的“高明”而“喝彩”。其实，在
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渴望能和孩子们一起玩、一起乐，但师道
尊严令我望而却步。看了李镇西老师的“童心是师爱的源
泉”，才唤醒了我心中尚未完全泯灭的童心。我才真正认识
到那是因为我缺少一份童心。

现在，我才明白把一个个天真活泼的小学生教成“小大人”
式的学生，是教育的悲哀。因为我们剥夺了他们一生中最美
好的时光——童话般的童年。作为教师，在面对学生时要保
持一颗童心，以自己的童心唤起学生的童心，以自己的爱心
唤起学生的爱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走进学生的心灵，才
能够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谈我们
的教育。我们要创设平等、民主、和谐的教育氛围，放下自
己的架子，用爱心营造积极健康、生动活泼、民主和谐的师
生关系，让爱心成为照耀学生心灵的阳光，培养学生健康的
人格，使学生的素质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一、开放学生的时空，使之充满活力



开放学生的时空，使之充满活力，教师必须摘下“师道尊
严”的面具，让自己的主导地位不至于变成“主宰”地位，
建立起民主、平等、亲切、融洽的师生关系，使学生向教师
敞开心灵的大门，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想，敢于在教师
面前真实地表现自己，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并自我挖掘出
创造性的潜能。要做到这样，教师必须做到不拖堂，不让作
业和考试填满他们的课余时间;不要滔滔不绝地“满堂灌”，
还学生自主权，还学生发言权，还学生活动权。否则就等于
堵塞了他们学习发展的渠道，久而久之，学生将被动地接受
信息，变成“录音机”，变成“容器”。

二、关爱学生，使其“亲其师，而信其道”

《学记》中云：“亲其师，而信其道。”人非草木，孰能无
情?老师关爱学生必然赢得学生的爱戴，学生也必然会将爱师
的感情转化到这位老师所教的学科中去。反之亦然，如果我
们对每个学生不做到力戒“忘事忌语”，即使您一切为了学
生，而学生却受到您的言行的影响，或疏远您，或与您产生
对立情绪，渐渐地变成被动学习，甚至厌恶学习。

三、教师要有良好的素养

老师工作有着枯燥重复的特点，每天要面对大量繁杂、琐碎
的学生问题，若不能以平常心态对待周围变化的事物，久而
久之脾气会变坏。如果急噪不能克制自己，变得激动，训斥
学生，凭主观臆断妄下结论，会挫伤学生自尊，使学生产生
逆反心理而失控，导致心理失衡现象。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
任务是去帮助每一个学生成功，对其不规范行为，只有引导，
认真去做思想工作。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向李镇西老
师学习，做到边教边学，随时反省自己的言行，要有敢于认
错纠错的勇气，这对自己发展很有利，同时我们只有宽容学
生的错误，给他们爱，用自己的美好心灵去医治其心灵创伤，
用精神甘霖去洗涤他们思想上的污渍，他们今后才会宽容别
人的错误。要知道：我们对孩子的方式，也是孩子对待我们



和别人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抛开一切“面子”的事，具有良
好的素养，从学生角度去思考，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及时将
一触即发的矛盾缓冲过来，增进师生情感。

本学期有机会学习李老师的著作《做最好的老师》。《做最
好的老师》是一本充满智慧之书，它在很多方面开启了老师
们的智慧，让老师们在阅读中受启发、增智慧、长才干。

从《做最好的老师》一书中，我学到了很多。其中最重要的
有以下几点：

一、教育者要拥有一颗童心。

李老师说，教育者是否拥有一颗童心，对教育至关重要。这
也是他后来能够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并且能够在教育上取
得成绩的重要原因。他说：“能够自然地与学生‘一同哭泣，
一同欢笑’的教师无疑会被学生视为知心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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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只要把握学生的情感，并注意环境、
场合，教师任何‘过分的孩子气’都不会是多余的。在与学
生嬉笑游戏时，教师越是忘掉自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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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以前，对于他说的这些话我可能会不理解，但是，在我亲身
体会了之后，也明白了教师拥有一颗童心的重要性。很多老
师认为，老师就应该与学生有一定的距离感，认为老师与学
生打成一片是不可想象的，认为学生与老师随便开玩笑是不
懂规矩的表现，但是李老师却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同行
们，老师融入孩子们当中不但是可以的，而且在教育中所起
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我受到李老师的启发，尝试与学生打
成一片，发现其中的魔力是巨大的。

二、对后进生的教育

李老师对后进生的教育是很富启发性的，在对后进生的教育



方面，李老师的观念及一个个成功的案例给了我们很大的启
发。

教师最令人头痛的莫过于对后进生的教育。在办公室时常听
到老师们诉苦：“为什么我苦口婆心地、三番两次地教育他，
他却不领情呢?”我也曾经是这样的老师，为这些事情苦恼着，
却不懂得去反思。可是，自从学习了《做最好的老师》之后，
我明白了后进生犯错的频繁性，以及进步过程中的反复性的
特点，懂得了对后进生教育长期性和艰难性，懂得了对他们
的教育不能只用一种方法，而且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理
解之心和宽容之心，需要有足够的智慧，而爱和尊重则是成
功地对他们进行教育的前提。

在关于后进生的教育方面，李老师的很多话非常很耐人寻味。
以下是我从《做最好的老师》中摘录的李老师关于后进生教
育的话语：

“ 后进学生”的“自我教育”很难一劳永逸，相反，这是一
个充满反复的长期教育过程。教育者期望通过一次谈心、家
访、班会或听英模报告，便使“后进学生”从此成为一名优
秀生，无疑是把教育想得太简单了。“犯错—认错—改错—
又犯错—又认错……”这是“后进学生”普遍存在的循环。
教师因此斥责学生“屡教不改”、 “光说不做”、“本性难
移”等等，是极不公正的。教育者应该容忍“后进学生”的
一次次“旧病复发”，与此同时，又继续充满热情和信心地
鼓励学生一次次战胜自己，并引导学生从自己“犯错周期”
的逐步延长或者错误程度的逐渐减轻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点
点滴滴的进步，体验进步的快乐，进而增强继续进步的信心。
我从来不对“后进学生”提“下不为例”之类他不可能做到
的要求。

如果仔细体会了这些话，我们教育后进生的时候就不会再意
气用事，不会再因为学生“屡教不改”而对他失望或任意体
罚。我们就会想方设法寻找规律和方法了。



总之，《做最好的老师》是李老师教育智慧的结晶，从这本
书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和教育技巧，
增长教育智慧和教育才干。这是一本开启教育智慧的书，非
常值得教师们学习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