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师读书收获心得体会(优质5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那
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接下来我就给大
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教师读书收获心得体会篇一

物理课程教育的核心是要学生获取物理知识和实际能力，达
到相应的国家对公民素质的基本要求。学习是学生自己获取
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物理科学的学习就是这
样一个能动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描述事物、提
出问题、阐明解释，验证这些解释并与其他同学交流这些观
点，由此学生们构建起过硬的科学知识体系，用知识解决新
的问题，学习怎样清晰的交流并建立起批判的、逻辑的思维
技能。

要使学生的物理课程学习达到这一目标即实现课程教学的价
值，物理课程评价的过程就显得极为重要。

1、目的：

让学生成为一个主动的探索者和学习者，一个训练有素的思
考者。

2、功能：

(1)诊断性功能

物理课程评价的诊断性功能对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具有
强烈的指导性作用。



(2)调节性功能

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物理课程评价，其反馈信息不断的对施教
者起到一个参考系的作用。通过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进行物理
课程评价，施教者可以在物理课程中对已有的教学方案设计
和实施过程不断作出调整，使自己的教学活动更接近学生的
实际情况。同时评价的反馈信息对于学生充分利用课程学习
以获取知识和能力具有独特的指导作用。

(3)激励和反思功能

(4)鉴定和选拔功能

选拔不同特长的学生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向发展，正体现了教
育的平等。社会发展需要多规格、多层次的人才，公平合理
的选拔的选拔人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课程改革要求我们面对每一个学生，使每一个学生在原有的
基础上都得到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学生间客观
存在的差异，不同的学习基础、不同的学习能力，不同的学
习成效是客观存在的。既然学生的学习存在如此多的差异，
那么对每个学生的物理学习给予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判是
完全必要的，这将帮助学生总结学习活动的成绩，找到差距，
为继续发展确定努力的方向。

因此，现代物理课程评价目标就是要突破重接受轻发展、重
积累轻创造的评价倾向，使物理教学和学习按照课程改革的
要求健康发展。

教师读书收获心得体会篇二

style="color:#125b86">优秀教师读书收获心得体会1

读了《世上最划算的教育》一书，深深感到：这个世界上有



一种职业，是全天侯的，从干上的那一天起，就永远没有退
休的可能;并且不准请假，不得偷懒，不能够休息，白天黑夜
都得上班，并且没有薪水——薪水在其他地方挣，然后往这
儿花;这种职业，叫做父母。

教育好自我的子女，就要从培养好子女各方面的良好习惯开
始，有人说，培养好习惯就像往银行里存钱，随时都能够取
出来用。有了一个好习惯，就好像在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有
了两个好习惯，就存了两笔钱好的习惯很多，就等于在银行
里存了很多钱，一辈子都能够取之不尽。《世上最划算的教
育》一书，“童年需要培养的38种好习惯”，每一种好习惯
都从故事引入，让我们思考学到了什么让人能够从中学到知
识，再运用到实践中。

例如：书中在培养孩子“遵守诺言的习惯”里，引用了《宋
庆玲的故事》，故事里的小庆玲为了她之前答应教小珍叠花
的事，而放弃了全家到一个很趣味的伯伯家做客，而不知怎
样，她等了一个午时，小珍也没有来，爸爸遗憾地说“早明
白就一齐出去，庆龄一个人在家多寂寞啊”。懂事的小庆龄
却说，我们约好的，我本来就应当遵守自我的诺言，要不然
我就是跟你们出去玩了，也不会高兴啊!从这个故事里，我们
学到了什么呢?小庆龄是自我决定留下来的，这一点很重要。
她必须也是想去那个伯伯家做客的，可是最终放弃了，是因
为在她心目中留下了等小珍更重要。我们从故事里不难猜到，
信诺言，不仅仅让守诺的庆龄欢乐、有尊严、也让小珍有了
安全感和信赖。

如今，作为父母的我们能够怎样做呢?

(1)、凡向孩子许诺言，就要尽量兑现;

(2)事前提醒孩子诺前三思，事后提醒孩子兑现诺言;

(3)发现孩子守信用，要及时表扬;



(4)不“逼”孩子许不可能兑现的诺言。孩子在成长中，需要
培养的习惯实在是很多，如果你的孩子有了许多良好的习惯
的话，作为家长的你，是不是很划算呀!

教师读书收获心得体会篇三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带来了新课程、新标准、新的教育
教学理论，这必然会引发教师在教学行为方面的一系列的新
变革。新课改为对教师行为要求的变革是深刻的，它要求教
师必须从传统的角色中走出来，重新审视自我，尽快转变自
身行为，从以便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发展变化。

学习型社会要求社会成员都是专业人员，教师是人类文明的
传播者、精神文明建设的先遣队，应率先实现专业化。因此，
新课改要求教师应具有与时代精神相通的教育理念、多层复
合的知识结构、新的工作能力、高度的教育智慧。就是自己由
“知识垄断者”转变为“终身学习者”由“被动学习者”转
变为“主动学习者”。就是应自主的、能动的学会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在校学生生活中积极地阅读学习拓展
的教育眼界，实现反思自我提高，向同事、向学生合作学习
共同成长，行动研究积累教育教学质智慧。况且，要引导学
生学会学习;首先，教师应掌握学习方法，学会学习。

新课改要求教师提高素质，更新观念，重新进行角色定位，
必然有教师的教学行为发生相应的变化。

1、在对待师生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

“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是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为了实现
这一理念，就是必须尊重每一位学生做人的尊严和价值。要
骑要尊重那些后进的学生。山中学生同时意味着不伤害学生
的自尊心。而且教师还要学会赞赏每一位学生，在上他们的
独特性、善意、质疑和超越，哪怕是微小的成绩。



2、在对待教学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帮助引导、促进、体现出
学生的主体性。

重点在于帮助：帮助学生确立目标、寻找利用学习资源、涉
及学习活动和形成有效的学习方式;帮助学生反思自我，发现
自己的潜能和性格，进行自我评价。帮助的本质在于引导：
引导是一种激励。目的在于促进。通过多种形式发展评价促
进学生学习、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提倡科学和人文素质。

3、在对待自我上，新课程强调反思。

通过学生、同事、家长、“超自我”等视角，在教学前、教
学中、教学后自觉、及时地反思，是教学高质高效进行的保
障，是教学经验理论化的途径。

教师读书收获心得体会篇四

作为一名教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自己的教育教学质量有
所提高。

一、教师，珍惜儿童对你的信任。

孩子们对老师非常信任。 “教师面对的是儿童极易受到伤害
的，极其脆弱的心灵，学习不是毫无热情地把知识从一个头
脑里装进另一个头脑里，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
心灵的接触。”其实，师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融洽
的，教师应该学会蹲下来看学生，使他们感觉到你对他是公
平的，信任的。每个孩子都有他的可贵之处，在教师的眼里
学生没有好坏之分。在学生做好事时候，我们应该给他们更
多的鼓励;在学生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们更要关心和指导他们
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使他们在认识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不要
加以指责，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很脆弱的地方，孩子也
是一样。其实他们也很痛苦，作为教师就是要时刻给他们启



发和鼓舞，使他们看到自己的进步，使他们有自豪感和尊严
感。

二、教学相长，取长补短

“如果你发现绝大多数儿童练习本的字迹端正秀丽，错别字
很少，那么这就是个明显的征兆：在这个班级里学生可以学
到许多东西”

在今后的学习中能更省力更有效。

要对同事们的经验加以研究和观察，并进行自我观察，自我
分析，自我进修和自我教育。“学习优秀经验，并不是把个
别的方法和方式机械的搬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而是要移植
其中的思想。向优秀教师学习应当取得某种信念.”俗话说:：
“活到老，学到老''虽然我是一位语文教师，但对数学教学
也从不放弃，我坚信只要自己肯努力，学生就会给我回报，
我做了，我也得到了。

以好带差，以小组牵动班级整体，发挥小老师的作用，以习
惯培养为重点，以学科知识为基础，以拓展思维、能力为目
标，不断提高学生的能力是我教学工作的宗旨，也许正是自
己在平日的工作中做细点点滴滴，所以期末考试，学生的书
面书写干净整洁，能够仔细的答题，班级的各项成绩好。

低年级的小科课较少，大量的时间都是我们自己支配的，加
强学生的学习习惯培养，搞好辅导也成了我们平日的重头戏，
及时调整教学状况查漏补缺，让学生不仅在课堂教学中有收
获，在辅导中也能拓展思维。

本着上课多叫几次，批改多圈几次的原则，把更多的机会送
给他们，只要他们肯努力，我愿意这样去做，不厌其烦。

我读了《施舍的树》这篇文章后，我被文中的大树无私奉献



的精神感动了。这棵大树为小男孩做了许多事：让小男孩在
树荫里休息，让小男孩在它的树干上荡秋千，让小男孩把它
的树枝砍下来做间屋，让小男孩把它的树干锯下来做船，让
小男孩坐在它的树墩上休息。读着读着我想到了我的妈妈，
妈妈很关心我，爱护我，天天烧饭给我吃，忙里忙外，不让
我受一点伤害和委屈。

怕挂水，妈妈对我说：“宝贝，放心吧，没事，针扎一下像
蚊子咬一样。”我听后点了点头，心宽了许多。挂了两个多
小时，我的病情明显好转，妈妈心中的一块石头才渐渐放下。
啊，妈妈，你就像那文中的大树!为我无私的奉献!

其实，天下的父母亲哪一个不是像大树这样爱自己的孩子，
他们为我们付出了许许多多，我们要用优异的成绩来报答他
们，用一颗孝心回报他们，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已经长大了，
已经懂事了!愿天下的父母都幸福快乐。

教师读书收获心得体会篇五

我读了《做卓越的教师》一书，颇有感触。文章内容丰富，
文笔清晰，构思精巧。该书给我们年轻的教师指明了一条成
长之路，如何做一名卓越的教师。

书中彭老师引用了一个个短小精悍、富有哲理的故事，告诉
我们要进行专业发展的六项修炼，如开发潜能，爱岗敬业，
勇于实践、善于反思、博览群书、加强研究等。在这本书中，
作者以鲜活的事例、警醒的语言、充满文采的诗句将研究性
教师的成长之路诠释的淋漓尽致，舒展洒脱的叙述了：专业
发展、心理健康、班级管理、课堂教学、论文写作、家庭教
育、教师培训、组织教研这八项专题。内容全面，叙述详尽，
简直可以说是一部教师宝典。现将几点感想分享如下：

一、“教育是打造卓越灵魂的事业!”



这是开篇第一句话，也是全书的核心所在。我们的教育就是
用卓越的教师培养卓越的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都渴求事业
的成功、渴求人生的卓越、渴求生命的辉煌，这才是我们教
育所终极追求的目标，这才是把我们国家和民族引向腾飞和
强盛的教育”。是的，教师的高度和层次直接影响着学生的
未来，作为一名教师不仅仅要教会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将孩
子们举过肩头，为他们在将来的岁月里，成就伟大的梦想和
人生的卓越助上一臂之力。

二、善于反思登新高

书中写道：“对一名教师来说，推动其教育事业发展应该有
两个轮子，一个叫做情感，一个叫做思考。教育情感使他热
爱孩子，忘我地工作，并从中体验到奉献的自豪教育思考使
他明确自己的教育方向，科学而理性地设计、实施自己的教
育，同时不断地总结、提炼、升华自己的教育实践。”叶澜
教授曾经说过：“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不一定成为名师，
如果一个教师写三年反思则可能成为名师。”这些话让我
对“教育反思”这一活动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当一个教师
缺少反思时，他的行动往往是盲目的;只有不断检验、鉴别和
完善自己的思想时，教师才能走向自觉，在行为上表现为从
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发展，从自在的人走向自为的人。因此我
们要做到“为实践而反思，对实践的反思，在反思中实践。

三、做会上课的老师

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要求我们创建以学生为本的课堂，
凸显学生的学习过程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之中，成为探索
和发现的主人。这就要求我们先确立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书中写道“如果把新课程教学比作磨豆子，其中“知识和技
能”就是“豆子”，是基础性内容，没有了“豆子”就会推
空心磨;“过程与方法”就是推磨的技巧，没有这个技巧也推



不出豆浆;“情感、态度、价值观”就是愿不愿推的动力问题，
缺少了动力，也不会取得成功。”这里通过打比方，将新课
程标准下的教学目标做了浅显易懂的解释，虽然自己在教学
中，每节课的设计都是围绕教学目标进行，却从来没有像现
在这样深刻的认识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
度、价值观这三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是
一个有机的整体。

四、做打开孩子心灵的那把钥匙

“每个孩子的心，都像上了锁的大门，任你再粗的铁棒也撬
不开。唯有家长变成一只细腻的钥匙，才能走进孩子的心灵
深处。”我想，这句话不仅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子女，对于我
们的学生同样适用。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不了解孩子，不了解他的智力发展，
他的思维、兴趣、爱好、才能、禀赋，就谈不上教育。”孩
子有问题，是不是他的老师和作为家长的我们不够了解他，
没有充分的认识他，没有找到真正适合他的教育方法，所以
才表现出这样那样的问题。鲁迅曾说过“孩子的世界，与成
人不同，倘若不先行理解，一味蛮教，必有大碍孩子的发展。
”因此，只有我们真正做到尊重、信任，理解，孩子的精神
需求才能得到满足，心灵才会处于舒展状态，我们也才能走
进孩子的心灵，从而走向教育的成功。

我结合个人的认真研读和理解，认为：教师应该是一个心理
健康的人，是一个培育学生的人，是一个会上课的人，是一
个会写作的人，是一个会当家长的人……只有符合了这样的
素质，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教师，也才能幸福地做一个
教师!教师应该做到用情施教、用心思考，这样才能真正成为
一名卓越的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