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教师读书感悟(大全13篇)
励志是培养个人意志力和毅力的过程，它可以激发我们持续
努力，为梦想奋斗。5.与他人交流心得体会，借鉴别人的成
功经验。接下来，请大家浏览以下这些励志范文，相信它们
会给你带来无限的勇气和坚持追求自己梦想的信念。

英语教师读书感悟篇一

今天读于丹《庄子心得》。

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庄子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
于止水。意思是要对一个人作出判断，观其动不如视其静。
自古以来，心如止水、宠辱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等等说法，
都表现了对宁静心态的某种崇敬。 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
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
极其坚韧的。

庄子的成就令我们后世之人万分敬仰，他一生淡泊名利，主
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

当今世道能够保留一颗宁静之心的人实在不多。追名逐利，
心态浮躁为之普遍。

现在没钱没权就自然低人三分，经济能力已经无形将人划分
了等级，不信高档社区和城乡结合的出租屋形成的氛围就是
截然不同，各人的生活质量天壤之别。社会就是这样的势利，
保持一个平和的心又是多么得不易。

我想我们能在浮躁和宁静中找到一点平衡就是成功了。读书
的过程就是提醒的旅程，我们不要在浮躁中浸泡地太久，不
然将会找不到自己在哪了。



英语教师读书感悟篇二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一切都归功于读书，时间每过去一年，学校教科书这有
一滴水在教师的知识海洋里就边得越来……一个真正的人应
当在灵魂深处有一份精神宝藏，这就是他通宵达旦地读过一
二百本书。”（苏霍姆林斯基语）”

又一次捧起大师的经典，想起初读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刚
出学校的学生，怀着对大师的崇敬拜读了它。教了近十年的
书，当读书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知
道的是那样的少。

年少时总觉得教育是一件简单的事，教师是一份轻松的活，
教书的日子久了，越来越发觉做一名好老师不是那么容易。
就简单的读书而言，学生是一个装不满的水桶，自己永远是
被他们追赶的送水工。要想在课堂上成竹在胸，纵横驰骋，
不断读书是一条不错的捷径。社会的飞速发展，知识更迭的
速度，让人时刻感到知识的滞后。教科书的背景越发宽广，
学生的生活接触丰富多彩，社会信息交流的通畅。作为课堂
教学的行为主体，教师和学生应该有交流的基础，从而也可
以从学科知识的背景中取得相应的知识给予学生富有成效的
启发。

西汉的刘向有句名言：“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教
师虽然不言愚钝，但读书，可以让你充满内涵；可以让你变
得深刻。读书，使你聪慧；读书，使人明理；读书，使你站
得高看得远，使你的见解和视野更加开阔。面对学生扪心自
问我准备好了吗？感到不足，读书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英语教师读书感悟篇三

影响师生关系的重要原因其实是师生之间缺乏正确的相互理



解和尊重造成的。其实教师都是本着教书育人的态度来要求
学生的，他们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子女来看待，基于恨铁不成
钢的想法，教师希望每一位学生提高自身的能力，发展和完
善自身的素质，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教师严格要求学生
是为每一个学生着想，教师本身并不能得到任何的回报。学
生应该正确地理解教师的行为，不要产生厌学和反感教师的
情绪。绝大部分学生还是很尊重自己的教师的，但也有少部
分学生对教师不是很尊重。不尊重教师是一种极不文明的行
为，比如学生见了教师不说话，上课时间吃东西，不服从教
师的管教等，这些行为应当坚决的制止。如果说没有爱就没
有教育的话，那么离开了理解和尊重同样也谈不上教育。因
为每一位学生都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和尊重，尤其是教师的
理解和尊重。老师对学生的批评，恰当的，就是一种激励；
不恰当的，就会成为一种伤害，甚至还会导致逆反心理产生。
绝大部分学生不喜欢老师批评时挖苦、损伤学生，伤害学生
的自尊心。因此在日常生活的教育工作中，教师应把握批评的
“度”，变“忠言逆耳”为“忠言悦耳”。

从事教育工作，针对教育问题而言，通常也是值得思考的问
题，到底哪些是"要"或者是"不要"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

（一）教师要教育不要训斥：教育是引导而不是灌输，视学
生为「有」而不是「无」。训斥则不容许学生说「不」，教
育则潜移默化。

（二）了解学生，认识学生，适时的赞美和接纳，鼓励与协
助，培养学生挫折和容忍的价值判断能力等等，让学生快乐
成长，茁壮，更会利用各种机会和家长取得联系，适时的提
供教养子女的咨询与方法，共同为学生的未来而努力。

（三）教师要理解人性：要了解学生的感受，学生的反应，
学生的心声也该仔细的聆听看看。

（四）教师要多怜爱和鼓励



（五）教师要专业，专业的精神表现在对国家，社会，学校，
学生，教师与家长之认知

（一）教师不要认为这行业是铁饭碗！打不破，要珍惜羽毛。

（二）教师不要训斥与灌输，不强迫学生学习。

（三）教师不要妄想"教育万能"，不是万能丹也不是特效药，
有其极限。

（四）教师不要过分执着"立竿见影"，潜移默化的过程导向，
注重人格的培养，身心健康的引导。

（五）教师不要悲观，要乐观以对，充满希望与理想。启发：

（一）多关心我们的学生，有爱的教育，才有美好的回忆。

（二）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尽一己之力。

（三）学习型组织的体会：

1，系统思考

2，自我增进

3，改善心智模式

4，团队学习。

（四）知识经济的时代，教师要上进好学，多求取新经验，
落实教学工作。

（五）教师专业成长靠进德修养，教师专业自主工作理念的
实践，必须落实在教育工作上，表现在各科教学工作上，表
现在日常生活教育当中，以收到身教言教的效果。以上就是



我对这本书的一点体会。

英语教师读书感悟篇四

教师不说话，上课时间吃东西，不服从教师的管教等，这些
行为应当坚决的制止。 如果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话，那么
离开了理解和尊重同样也谈不上教育。因为每一位学生都渴
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和尊重，尤其是教师的理解和尊重。老师
对学生的批评，恰当的，就是一种激励；不恰当的，就会成
为一种伤害，甚至还会导致逆反心理产生。绝大部分学生不
喜欢老师批评时挖苦、损伤学生，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因此
在日常生活的教育工作中，教师应把握批评的“度”，
变“忠言逆耳”为“忠言悦耳”。

从事教育工作，针对教育问题而言，通常也是值得思考的问
题，到底哪些是"

要"或者是"不要"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

一，教师的"要"：

（一）教师要教育不要训斥：教育是引导而不是灌输，视学
生为「有」而不是「无」。训斥则不容许学生说「不」，教
育则潜移默化。

（二）了解学生，认识学生，适时的赞美和接纳，鼓励与协
助，培养学生挫折和容忍的价值判断能力等等，让学生快乐
成长，茁壮，更会利用各种机会和家长取得联系，适时的提
供教养子女的咨询与方法，共同为学生的未来而努力。

（三）教师要理解人性：要了解学生的感受，学生的反应，
学生的心声也该仔细的聆听看看。

（四）教师要多怜爱和鼓励



（五）教师要专业，专业的精神表现在对国家，社会，学校，
学生，教师与家长之认知

二，教师的"不要"：

（一）教师不要认为这行业是铁饭碗！打不破，要珍惜羽毛。

（二）教师不要训斥与灌输，不强迫学生学习。

（三）教师不要妄想"教育万能"，不是万能丹也不是特效药，
有其极限。

（四）教师不要过分执着"立竿见影"，潜移默化的过程导向，
注重人格的培养，身心健康的引导。

（五）教师不要悲观，要乐观以对，充满希望与理想。

启发：

（一）多关心我们的学生，有爱的教育，才有美好的回忆。

（二）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尽一己之力。

（三）学习型组织的体会：1，系统思考2，自我增进3，改善
心智模式4，团队学习。

（四）知识经济的时代，教师要上进好学，多求取新经验，
落实教学工作。

（五）教师专业成长靠进德修养，教师专业自主工作理念的
实践，必须落实在教育工作上，表现在各科教学工作上，表
现在日常生活教育当中，以收到身教言教的效果。 以上就是
我对这本书的一点体会。



英语教师读书感悟篇五

教师应该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主动经常与学生沟通交
流，愿意与学生成为朋友，建立起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遇
事冷静，不随便发怒，不以威压人，处事公平合理，不抱偏
见，对自己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树立较高的威信。

教师要重视教育法规的学习，具有依法执教意识，以及对违
法违规行为的辨识力，要尊重学生，不得变相体罚。

教师应重视自身的道德形象，追求人格完美，重视教师职业
的特质修养和个性魅力，有更高的人文目标。如教师的形象，
既要德才兼备、严格负责，又要幽默风趣、热情活泼对教师
素质，要注意培养学生喜欢的幽默、热情、机智等特质;对自
身形象的追求，既要自然、文明，又要有举止优雅、谈吐高
雅等较高素质修养层次的追求。

影响师生关系的重要原因其实是师生之间缺乏正确的相互理
解和尊重造成的。其实教师都是本着教书育人的态度来要求
学生的，他们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子女来看待，基于恨铁不成
钢的想法，教师希望每一位学生提高自身的能力，发展和完
善自身的素质，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教师严格要求学生
是为每一个学生着想，教师本身并不能得到任何的回报。学
生应该正确地理解教师的行为，不要产生厌学和反感教师的
情绪。绝大部分学生还是很尊重自己的教师的，但也有少部
分学生对教师不是很尊重。不尊重教师是一种极不文明的行
为，比如学生见了教师不说话，上课时间吃东西，不服从教
师的管教等，这些行为应当坚决的制止。

如果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话，那么离开了理解和尊重同样
也谈不上教育。因为每一位学生都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和尊
重，尤其是教师的理解和尊重。老师对学生的批评，恰当的，
就是一种激励;不恰当的，就会成为一种伤害，甚至还会导致
逆反心理产生。绝大部分学生不喜欢老师批评时挖苦、损伤



学生，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因此在日常生活的教育工作中，
教师应把握批评的度，变忠言逆耳为忠言悦耳。

参加了多次的教研活动，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无论是哪个年级
的学生，都希望自己能碰到好的老师。作为学生，都愿意与
有道德的人接近和交往，当然也愿意接近有道德的教师。作
为教师，也都愿意与有道德的人接近和交往，当然也愿意接
近有道德的学生。所以，要做一个让教师和同学都愿意接近
的学生，或者要做一个让教师和学生都愿意接近的教师，你
本身就应当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教师必须树立平等对待观：

作为教师深感责任重大，对学生严格要求固然是必要的，但
不能认为师生间就是一种教育与被教育的简单关系，因为这
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会阻碍师生间的平等交流，观点具有权
威性，久之则会压抑学生的潜能，不利创新人才的培养。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之言。好的师德师
风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师生之间保持一种人格上的平等。
相互学习、相互尊重。既然做父亲，就要关心爱护学生，对
学生负责。

英语教师读书感悟篇六

教委为每位教师准备了《致青年教师》，让我们利用暑期好
好阅读。书中写了很多教育教学的常识，把自己遇到过的很
多有意思的问题和大家分享，让这些问题引发我们对教育的
关注和研究。感触很深，我想把它与我们老师共勉。

在书的自序中看到“对教师职业生命负责”的话时，有点惊
喜。虽只读了短短几十页吴先生的书我自己心里就有许多感
触：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们可以想的更多。只有团结、正
气、奋进的集体，才能鞭策我们的进步;只有积极、向上、阳



光的形象，才能让我们有更多发展的机遇。我们青年，是真
正要自觉起来维护这个集体，推动这个集体，实现集体凝聚
的力量。然而，优秀集体的全面塑造，良好集体形象的建立，
绝非旦夕之间、轻描淡写即可成就。它需要我们青年教师每
个人每时每刻的关注和努力，需要我们关注细节，关注小事，
从我做起，从一言一行做起。

如在《做个有胸襟的教师》和《为什么你的学生缺乏气度》
中，吴老师启发我们为了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心胸开阔起
来。因为教育者的胸襟，是学生的天地，教育者的胸襟有多
宽，学生的精神天地就有多大。教师胸怀博大，他的学生才
能面朝大海，才能仰望星空。的确，处在青少年期的学生最
易受外界的影响和同化的，老师的一言一行都势必影响学生
的一生。现今社会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教会学生学会坦荡，
心胸博大是最好的抵抗压力、调整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方法。

社会上一些极端事件的发生正是一些心胸狭隘、封闭的人所
为，可见，让我们都做一个有胸襟的大气老师影响我们的学
生，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着重要影响的!

英语教师读书感悟篇七

今天读于丹《《庄子心得》。

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庄子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
于止水。意思是要对一个人作出判断，观其动不如视其静。
自古以来，心如止水、宠辱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等等说法，
都表现了对宁静心态的某种崇敬。 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
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
极其坚韧的。

庄子的成就令我们后世之人万分敬仰，他一生淡泊名利，主
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



当今世道能够保留一颗宁静之心的人实在不多。追名逐利，
心态浮躁为之普遍。

现在没钱没权就自然低人三分，经济能力已经无形将人划分
了等级，不信高档社区和城乡结合的出租屋形成的氛围就是
截然不同，各人的生活质量天壤之别。社会就是这样的势利，
保持一个平和的心又是多么得不易。

我想我们能在浮躁和宁静中找到一点平衡就是成功了。读书
的过程就是提醒的旅程，我们不要在浮躁中浸泡地太久，不
然将会找不到自己在哪了。

英语教师读书感悟篇八

这次幼儿园读书活动的展开对我来说着实令人收获了不少知
识，无论讲故事过程中的领悟还是对孩子的组织都是锻炼自
身能力的良好方式，每次读书都能够让我对学前教育产生更
多的反思，毕竟想要在教学工作中取得进展还需要不断的学
习才能够让家长和园领导感到满意，期间的成长也是经过了
无数的努力才能够达到现在的程度，所以这次读书活动对我
来说着实令人收获了不少的体会。

在读书活动中能够明显感受到孩子们对童话书籍更感兴趣，
既要书中蕴含哲理又要满足篇幅短的需求才更适合孩子们阅
读，对此我在挑选书籍的时候也结合了平时上课时用到的儿
童读物，这样的话才能够在读书的过程中起到寓教于乐的良
好效果，可以说这种效果的获得才是组织这次读书活动的主
要原因吧，我在进行阅读的时候更加注重的还是与不同老师
间的交流，针对孩子教育的话题进行探讨则能够更好地理解
书本中蕴含的哲理，毕竟在挑选读物的时候我也准备了不少
适合幼儿园老师进行阅读的书籍。

通过对书籍的阅读能够明显感受到自己在教育方式方面还存
在着可以改进的空间，在以往开展教学工作的时候我便对如



何激发孩子学习兴趣的问题感到苦恼，只不过当时陷入了思
维误区的缘故导致只能够在教学过程中见招拆招，殊不知无
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上网查询资料都能够让自己了解这部分内
容，所以当我参与到读书活动之中并学到这方面知识的时候
还是心生感慨的，毕竟在我看来这次读书活动更多的还是帮
助孩子增长见识，殊不知长时间没有阅读的自己也需要读书
并从中获得知识。

可能是在教学工作中更加偏重于思考的缘故导致我很少主动
去进行学习，这也导致自己的思维模式固定以后很难突破原
有的限制，殊不知当自己静下心来进行学习的时候往往能够
从中得到不小的收获，正如这次读书活动的展开让我从中获
益并加深了对幼儿教育问题的思考，但在思考的同时我也在
为以往教学工作中的不足感到惭愧，明明只需要利用工作之
余的时间进行阅读便能够弥补自身的不足，可是我却浪费了
大量的时间在无意义的事情之中从而导致自己毫无进步。

这次读书与其说是收获了道理不如说是反思了自身的不足，
也让我明白自己在教学工作中缺少了对学习的探索之心，因
此当我感到迷惘的时候不妨手捧书籍进行阅读从而调整好自
身的状态。

英语教师读书感悟篇九

我感觉《如何说，孩子才肯学》是一本有趣而有意义的书。
它既适合家长同样也适合教师。中间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在我
的教育教学中也时常出现。当发现自己的处理方式与之相同
时，心中一阵欣喜。当发现自己的解决方法完全错误时，在
反思的同时更庆幸自己找到了科学的解决办法。我突然发现
孩子与大人的世界是那样的不同，主观的将自己的想法强加
与孩子显得是那样愚蠢与低效。我读书的心得体会如下:

第一章，接纳孩子的情绪在全书中最为重要，是后续沟通的



基础。它提出了几个观点：1.不要否定学生的情绪(当情绪被
否定的时候，学生容易失去勇气)2.不要随意批评和忠告(老
师出于好意，但学生在批评的环境中很难去考虑问题并承担
责任)3.不要概括和解释(当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你的解释
他很难听进去，也就很难奏效)4.不要忽视学生的情绪，即便
制止不能接受的行为时，也要先接纳学生的情绪、愿望并作
出反应。第二章，合作更详细说明了吸引孩子合作的七个技
巧。

书中体现出的:“无论孩子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或者不对，甚至
有侵犯性的行为，他的行为我们可以制止，但他的情绪，或
者说感情需要被接纳。但我们接纳的只是他的情绪，并非他
的行为。”这一观点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在我自己教育孩子
的过程中我常常不顾及他们的感受，劈头盖脸的就是批评。
虽然短时间内出现的不良现象减少。但这是一个指标不治本
的做法。孩子毕竟是孩子，单方面的批评很难引导孩子自我
反省。只有孩子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问题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我们要设身处地的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一想，去听一
听，去安抚他们的情绪，这样孩子才能真正感受到你对他的
关心而不仅仅只是冰冷的命令。

文中出现的很多案例都在我的日常教学中出现过，但我的做
法往往是不科学的那种。读着读着我不禁冒出一身冷汗。在
我认为很好的处理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伤害了这
些孩子的感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很容易习惯性地去否
定孩子的情绪。其实，孩子有情绪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
们要正视这个事实，首先认同他有这个感受，孩子才可能接
纳我们后续的建议。所以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一定要多从孩
子的角度接纳他们的情感，这样才能引发孩子的共鸣。获得
更加有效的教育效果。

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我会时刻关注自己的教育行为及其有效
性。多思考自己有没有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其实孩子有时候
只是为了宣泄情绪，简单粗暴的压制只能换来日后更大的问



题。唯有让自己成为孩子的倾诉表达的对象，才能真正走到
孩子的心里，才能给孩子积极的反馈，告诉孩子老师了解你
的感受，知道你的困难，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这样尽量引导
孩子自己去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不是被动的接受一些强制的命
令。比如有同学讲话时，我们可以不用厉声喝道：xx，闭嘴。
尝试着说：“有些同学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要告诉大家，等会
下课我们来分享一下。”结果可能会好的多.改变不能一蹴而
就，但我相信只要我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留心观察，多想，
多研究，努力实践，必然会找到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法!

英语教师读书感悟篇十

歌德这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对话。”

最近，我认真阅读了安奈特．l．布鲁肖的《给教师的101条推
荐》捧读此书，给我很多收获，带给我教学上许多推荐，在
原先教学中的许多疑虑一下烟消云散，里面收入了101个教育
小故事，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有教师教育孩子的心得，有
课堂上意外发生后的随想，有转变观念的体会，有关爱孩子
的收获。

读着书中的故事，我不由联想到了自己，如果我遇到了类似
的状况，我会如故事中老师一样对待如此的学生吗？当意外
发生时，当学生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底线，我会如何呢？我会
和故事中的老师一样一笑了之，灵活的对付，还是会大发雷
霆，以自己的威严压载学生个性的闪现？我不得而知，但是
我已经在慢慢转变我自己，慢慢融入到孩子们中间，成为他
们最为可亲的朋友。

读过此书，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章节：不要放下任何一个
孩子。

其中讲到“优秀的老师，让差生变好，让好生更优秀。学生
失败的同时，我们也失败了。”反省自己，我所教的班里差



生较多，每次上课他们都会思想开小差，跟不上进度，久而
久之，他们就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轻者无视他们的存
在，重者惩罚他们，此刻想来感到很惭愧，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一技之长，都有自己的分工，自己的生存方式，何必强求
十指一样长呢？我们作为教师，不是只培养参天大树，而是
让每朵小花都开得灿烂。他爱音乐，就让他成为一名音乐家；
他爱美术，就让他成为一名小画家。那样，我们才真正做到
因材施教，为了一切学生。

英语教师读书感悟篇十一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都会举办与
阅读有关的活动。

老师，你经常读书吗?你上次读书是在什么时候?

曾看过这样一项调查数据：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最多的是犹
太人，每人64本。其次是俄罗斯，每人55本。美国每人21本，
日本每人17本。而中国13多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
不到1本。在俄罗斯，每20人就拥有一套《普希金全集》。在
犹太民族，小孩稍稍懂事，母亲便会在《圣经》上滴一些蜂
蜜，叫孩子去吻，让孩子在心灵上知道这书是甜蜜的。

也早就有人写过文章介绍，在那些发达国家的地铁里，火车
上以及一些其它交通工具上，很多人都在静静地读书。而在
中国这些场合，人们要么在高谈阔论，要么是在打瞌睡，要
么是低头族—玩手机，鲜有看书的人。

不要责怪我们的孩子们不爱读书，我们成年人呢?一年下来读
了几本书呢?很多人都会以工作忙，压力大，没时间等借口抹
去了读书的机会。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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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拥有更多的空闲



时间，不至于把备课变成单调乏味的死抠教科书，那你就要
读学术著作。"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和时代相通的先进教
学理念，创新教育的改革思想，民主平等的师生观念从哪里
来?我觉得组织教师读书是最好的方法。阅读教育专著和文化
专著是一线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最便捷的方式，是帮助教师
提高的有效途径，也是学校名师培养工作的基础工程。

其实，对于教师而言，读书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意义是拯救自
己，因为不读书的教师最终会沦为简单的劳动力，而一个简
单的劳动力想要得到人们的尊重则是很难的。孔子是名教师，
是教育家，思想家，他既是"经师"又为"人师".他的那种高山
景行的大家风范，千载流传，令人叹服。当代教师在人民心
目中的地位为什么会如此呢?我想一大部分原因是能够"为人
师表"太少了。只有"经师"和"人师"二者兼备的教师才是真正
的教师。把学校办成一个学习的团体，让每一位教师都能自
觉地意识到，只有阅读才能拯救自己，从而把阅读作为自己
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一般的信仰，这应该是"文化关怀"神圣诺
言最美好的兑现。

用阅读拯救我们自己，让阅读给孩子们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教师读书体会

英语教师读书感悟篇十二

影响师生关系的.重要原因其实是师生之间缺乏正确的相互理
解和尊重造成的。其实教师都是本着教书育人的态度来要求
学生的，他们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子女来看待，基于恨铁不成
钢的想法，教师希望每一位学生提高自身的能力，发展和完
善自身的素质，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教师严格要求学生
是为每一个学生着想，教师本身并不能得到任何的回报。学



生应该正确地理解教师的行为，不要产生厌学和反感教师的
情绪。绝大部分学生还是很尊重自己的教师的，但也有少部
分学生对教师不是很尊重。不尊重教师是一种极不文明的行
为，比如学生见了教师不说话，上课时间吃东西，不服从教
师的管教等，这些行为应当坚决的制止。如果说没有爱就没
有教育的话，那么离开了理解和尊重同样也谈不上教育。因
为每一位学生都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和尊重，尤其是教师的
理解和尊重。老师对学生的批评，恰当的，就是一种激励；
不恰当的，就会成为一种伤害，甚至还会导致逆反心理产生。
绝大部分学生不喜欢老师批评时挖苦、损伤学生，伤害学生
的自尊心。因此在日常生活的教育工作中，教师应把握批评的
“度”，变“忠言逆耳”为“忠言悦耳”。

从事教育工作，针对教育问题而言，通常也是值得思考的问
题，到底哪些是"要"或者是"不要"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

（一）教师要教育不要训斥：教育是引导而不是灌输，视学
生为「有」而不是「无」。训斥则不容许学生说「不」，教
育则潜移默化。

（二）了解学生，认识学生，适时的赞美和接纳，鼓励与协
助，培养学生挫折和容忍的价值判断能力等等，让学生快乐
成长，茁壮，更会利用各种机会和家长取得联系，适时的提
供教养子女的咨询与方法，共同为学生的未来而努力。

（三）教师要理解人性：要了解学生的感受，学生的反应，
学生的心声也该仔细的聆听看看。

（四）教师要多怜爱和鼓励

（五）教师要专业，专业的精神表现在对国家，社会，学校，
学生，教师与家长之认知

（一）教师不要认为这行业是铁饭碗！打不破，要珍惜羽毛。



（二）教师不要训斥与灌输，不强迫学生学习。

（三）教师不要妄想"教育万能"，不是万能丹也不是特效药，
有其极限。

（四）教师不要过分执着"立竿见影"，潜移默化的过程导向，
注重人格的培养，身心健康的引导。

（五）教师不要悲观，要乐观以对，充满希望与理想。启发：

（一）多关心我们的学生，有爱的教育，才有美好的回忆。

（二）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尽一己之力。

（三）学习型组织的体会：

1，系统思考

2，自我增进

3，改善心智模式

4，团队学习。

（四）知识经济的时代，教师要上进好学，多求取新经验，
落实教学工作。

（五）教师专业成长靠进德修养，教师专业自主工作理念的
实践，必须落实在教育工作上，表现在各科教学工作上，表
现在日常生活教育当中，以收到身教言教的效果。以上就是
我对这本书的一点体会。

英语教师读书感悟篇十三

教育的真谛在于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将文化积淀为人格，一个



教师能走多远，她的学生就能走多远，教师因读书铸就备课
灵魂，便成为了教育的永恒爱心、理想信念、社会良知以及
社会责任心，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教师不可或缺的精神底子。

《做一名有专业尊严的教师》是著名教育家窦桂梅的最新力
作，也是她的教育教学思想和智慧的精华集萃，全方位阐述
了窦桂梅的教育教学观、学生观，特别是关于语文教学的理
念和实践，本书有独到的见解，其中有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
超越教材、超越课堂、超越教师,教师的尊严来自于专业功底、
人文素养和教育理念，关于主题教学，关于阅读，等等，点
燃了很多青年教师投身新课改的热情。书中的课堂教学实录
是她魅力课堂的具体表现。

其中专业自我这部分内容让我有了深深地感触，尽管我不是
完全的语文教师，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就要有独立的
思想和人格。具有高超的素养，对自己的课堂，是能够作明
智的判断与抉择的。对于所担负的事物，通常都能全权处理，
避免外人的参与甚至干预。读了窦桂梅老师的这段话，我思
考起了自己的平日工作，由于我对自己的既有知识很少进行
独立思考，所以在教学中，我往往采取与大家一样的共同立
场，主旋律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教学方面流行什么我就紧
跟什么，读了窦老师的书后，我才明白这已严重影响了我的
专业自我决断的权利。为什么我会跟着风跑?为什么我会不知
所措?为什么我会为他独尊?为什么我会找不着北?其实这些都
需要我从自己身上反观，改变自己就要有独特的思想和独立
的人格。为此我们才会变得平和、平静欣然一笑，坦然面对，
依然向前。只有从内心深处实现高自我的教师，才会以积极
的方式看待自己，能够准确的、现实的领悟自己的水平和境
界。对从事的专业具有自我满足感、自我信赖感、自我价值
感，从而表现出对专业当仁不让的意识和信心而这些无疑会
给孩子带来更为积极有益的，甚至是浸润一生的影响。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独特的存在。但共同的是，无论如何要
让自己站立起来这是教师专业的真正灵魂!没有专业自我，很



难有教师的专业生长。人必须让自己自省着，因为这样的人
才可以获得明白，才有可能获得精彩。这是认清自己的基础，
也是不断超越自我的基石，有自醒为依托的自省，才使有理
智的自尊。有专业尊严的教师是美丽的。

尽管窦老师的字里行间透露着语文的浓浓气息，但是从她的
书里感受到了教育的真谛，其实很多事情是彼此相通的，做
一个老师就应该有专业自信，专业特色，与众不同的才是你
最精彩的地方，才是令人钦佩的地方。所以努力着，学着让
自己更充实一些，更精彩一些，做一个个性化受大家尊重的
老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