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教室读后感(精选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幸福教室读后感篇一

近段时间，读了荆志强老师的读《幸福地做老师》一书，颇
有收获。特别是荆志强在谈到“开展生本教育的具体做法”
一节讲道：老师是前置学习的精心设计者，要最大限度地把
教转化为学，问题设计首先要浅入浅出激发学习兴趣要让学
生能学。根本就是重点问题化，要形成问题串，知识辨析，
问题导学。结合我校开展的《教学内容问题化》课题研究，
谈一点浅显的看法：

一、问题设计要有启发性， 举一反三有灵动

《论语—述而》中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
三隅反，则不复也。”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在教学中能揭示矛
盾，唤起联想，引起思考，使学生学会利用科学的学习方式
进行学习。而一些简单的“是不是”、“对不对”、 ……这
种问题看上去学生能简单回答，实际上却不利于启发学生思
维。因而教师应抓住教学内容的内在矛盾及其变化发展，精
心设计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来引导、启迪学生的思维，引发学
生独立思考，使之应启而发。

二、问题设计要有针对性，贴近目标有实效

好的前置性问题设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能引导学生一步步
逼近核心问题，使学生在问题的引导下，有目的地进行学习，
在潜移默化中达成教学目标，收获既定的知识、技能和情感



要求。

例如在设计word《复制粘贴》一课的前置性问题时，可以这
样设计：1。回忆学习《画图》软件时复制粘贴中学习过哪些
方法？请写下来至少一种方法。2。在进行复制粘贴前必须要
做的一个步骤是什么？3。复制与移动有什么区别？这样的问
题设计层层深入，有针对性，使通过复习《画图》软件中的
复制粘贴方法一步步接近word中的同类方法，做到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掌握知识点，
真正把课堂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前置性问题中就予以体现。
到真正的课堂教学时学生就学得轻松，学得简单，学得到位。

当然一个教师要精心设计好前置性学习的问题，首先必须自
己要对教材有深刻的分析，把握好知识点和教学的重难点，
使问题导学有明确的学法指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激活
学生的思维，真正做到以学定教，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

幸福教室读后感篇二

新学期开始，中心校领导为我们每位老师都准备了一份宝贵
的礼物——一本书，荆志强老师所写的《幸福地做老师》。
当时拿到手里的时候，单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
我就迫不及待的读了起来，因为内容太符合我的工作实际了，
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所以读了一遍又一遍。每次读过，都有
不一样的收获和感悟。下面简单的谈一下自己的一点心得体
会。

在生活中，不乏大多数老师都认为，在考试评比中获得第一
名就很骄傲，觉得自己能力很强，可能就以此为幸福。所以，
在教学中就加大课堂讲解量，怕学生学不会，说了一遍又一
遍，擦了一黑板又写一黑板，课堂上老师讲的满头大汗，学
生听的溜溜烦。会的学生埋怨老师啰嗦，不会的学生埋怨老
师事多。



为了要成绩，拿第一，课下又给学生布置海量练习，美其名
曰为学生好，听不会练会，一定要学会。课前老师大量查找
资料，为这节课做充分准备，生怕错过一个考点，一种简单
的方法。课下又大量的批改作业，边改边记录学生所犯的错
误，下节课继续讲，学生继续练。就这样，师生身心疲惫，
未老先衰。即使取得了第一，老师和学生能高兴的起来吗？
不能，因为第一的取得太不容易了，太辛苦了。所以，幸福
对于老师和学生来说就是奢侈品。

然而，荆老师是幸福的，这种幸福从哪里来？他因什么而幸
福呢？他因自己能够给学生带来幸福而幸福。为什么荆老师
就能名利双收、师生幸福、其乐融融呢？我觉得郭思乐教授
在这本书的序中，对荆老师的评价特别贴切。荆老师的强项
就在于：你们教书，他教人；你们教人，他把教人转变为帮
人；你们帮人，他给人最大的信任，他把学生组织起来，理
清头绪，进入自主和自为。

我们是从成绩入手，一味的追求成绩，忽视了学生的成长，
忽略了学生内心的需求。我们给学生的知识就好比把学生举
到一棵树上，让他去摘果子。结果，这棵树上的果子摘完了，
下棵树爬不上了。而荆老师则是教给学生爬树的方法。在爬
树的过程中，你可以选择这样爬，也可以选择那样爬，还可
以共同商量着爬。

实在爬不上去，荆老师会给你个的"梯子"。 无论哪棵树上有
果子，学生就能自己爬上去摘。 荆老师在边上守护着，绝对
不让任何一个学生掉下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都积
极参与，交换方法，碰撞智慧。学生经过自己的努力，每位
学生都有果子吃，而且还是自己亲手采摘的。这样，每个人
都享受着爬树的过程，尝到了摘果子的乐趣，也都尝到了知
识的甘甜。所以，荆老师是幸福的。

荆志强老师的初衷不是成绩，而是学生的成长。他真正从学
生的角度出发，想学生之所想，给学生之所要，急学生之所



需。学生喜欢爬树，喜欢老师，爱戴老师。老师热爱学生，
享受着被学生爱的幸福。反思我们的教育，却是过于急功近
利，以至于适得其反。荆老师的经验值得我们细细琢磨， "
以生为本"一定要先摸清学生的心理，明白他们想要什么，这
一点也是体现了生本的内核。

作为教师我们都知道，教育是一个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变
得更完善的职业，而且，只有当教育者自觉地完善自己时，
才能更有利于学生的完善和发展。换句话说，没有教师的幸
福感觉，就很难有学生的幸福感受。

所以教育需要幸福的教师！有这么一则小故事，草原上有对
狮子母子，小狮子问母狮子："妈，幸福在哪里？"母狮子说：
"幸福就在你的尾巴上。"于是小狮子不断追着尾巴跑，但始
终咬不到。母狮子笑道："傻瓜！幸福不是这样得到的！只要
你昂首向前走，幸福就会一直跟随着你！"这则故事给我的启
示：不用刻意去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只要通过日常的教学
活动，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快乐，能给学生创造最大的价
值，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享受着职业的幸福感。

作为一个基层的教育者， 我们不难发现，在教育过程中，许
多时候，一个小小的红钩、一个肯定的微笑、一阵响亮的掌
声，一朵鲜红的小花，都足以让孩子们欢欣鼓舞。曾经有一
个腼腆的小男孩，总是怯生生地坐在教室的椅子上发愣，好
象所有的一切都与他无关，谁见了都觉得可怜。我对这个小
家伙报以真诚的微笑，接着若无其事走开了。后来，我常常
有意无意地在他的作业本上批上几句话：你比以前有很大的
进步，加油哟，好样的，你一定行。

上课时，我慢慢地给他表现的机会多了起来。我惊奇地发现，
教室里偶尔也出现了孩子久违的笑声。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容易满足。看到孩子脸上洋溢的幸福的
微笑，我也幸福的醉了。试问，我们为什么不慷慨一些，多
给孩子们一些自信、一些支持、一些鼓励呢？偶尔放下干枯



的粉笔、严肃的教鞭，摸一摸学生的头，一个无声的动作，
阳光会洒进学生的心里。洒在学生心里的温情阳光，往往比
没有感情的粉笔、教鞭、课本和教具，更有教育效果。

所以我想说：我亲爱的同仁们，难道你们不祈盼着幸福每一
天吗？ 行动起来吧，赏识你的学生吧，用爱温暖他们的心灵，
就能创造无数个奇迹。让我们做个幸福的老师，让我们的孩
子们在幸福中成长，让我们与荆志强老师一起创造幸福的教
育吧，这样，我们的祖国才会繁荣昌盛，祖国的人民才会幸
福安康！

幸福教室读后感篇三

《做幸福的教师》这本书分为三板块，一是《读书与教师生
命成长》，二是《写作的“道”与“术”》，三是《打点幸
福人生》。

《读书与教师生命成长》主要谈的“取法乎上”诵读经典，
这是浓缩了精华，可以让教师从书中汲取养分。读书可以明
智，可以医愚。读一本好书，就像在和一个高尚的人谈话。
学无止境，读书不仅是学生时代的事，更是我们一辈子要做
的事。每一个教师的成长都离不开书籍的陪伴，这也是时代
赋予教师的责任与使命。做幸福老师，就要懂得去享受读书
的乐趣，懂得用知识去武装自己的头脑，丰盈自己，让自己
做一个知识广博的人。陶老师给我们列举了许多名人静心读
书的事例，陶老师提到：“每一个教师只有一次生命，读书
的质量的高下优劣，往往决定这其走向是幸福还是悲苦。希
望教师在经典诵读的过程中，实现文化升值，不但让教育教
学水平不断攀升，而且也让整个生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作为老师，首先应该是个文化人，所谓文化就是以
文“化”人。也就是说教师既要接受文化之“化”，又要以文
“化”人。教师为人师表，首先自己得有内涵，有修养，做
好学生的表率。而要想拥有文化，就必须读书，经典文化一
旦内化到教师的心里，外化出来的就是一道绚丽的风景。因



为经典文化不仅流淌着智慧的光华，而且还摇曳着思想的要
义。

《写作的“道”与“术”》主要讲的是教师“立言”的必要
性，以及“道”“术”并进的理性思考与重要路径。陶老师
提到：“目前不少教师不愿写作，甚至害怕写作，有的当了
一辈子教师，真正用文字留下教育感悟与生命印迹者寥寥无
几。”这个章节中陶老师通过采访勤于笔耕的教师，以及自
己的写作经历与感悟，让我们教师明白一个道理：写作非但
不是难事与苦事，反而有可能成为一种审美之旅。教师写作
越多越好，教育教学水平也便越高，并可以由此照亮自己精
神生命的前程。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我也喜欢写一些教育
随笔，把课堂及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用笔记录下来，这
也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笔精神财富。

《打点幸福人生》幸福是一种感觉，它传递的是一种积极乐
观的生活态度。幸福地工作，幸福地生活，也是我们毕生的
追求。作为教师，更是注重打造自己的职业幸福感。我们要
学会在繁杂的工作中丰盈自己的精神与心灵世界，学会换位
思考，学会宽容，学会微笑着面对生活，用一颗仁爱之心看
待周围的一切。它会让我们从职业倦怠抑或其他痛苦的泥潭
里挣脱出来，去主动地追求久违了的人生幸福，并享受“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之美。你若爱，生活哪
里都可爱。只要心中有爱，无论人生的路多艰难，相信都能
走过去。于是，生命在持续发展中变得更加美好，快乐地走
进幸福的殿堂，这就是幸福的人生。

对于什么是幸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
的诠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是教师的职业幸福。
幸福，并不遥远，就存于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以书为友，
沉淀自己，完善自我，怀着一颗仁爱之心、宽容之心，教书
育人，做一个新时代的幸福教师。



幸福教室读后感篇四

读了荆志强老师的《幸福地做老师_我的生本教育实践之路》，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荆老师对教育教学的那份执着和对学生的
那份爱。他说：人生有两大快事，第一最自己喜欢的事情；
第二，快乐有大家分享。人的意义在于活的有价值，有价值
并不在于拥有多少金钱和荣誉，而是要让别人生活得更有价
值！我是一名普通的额老师，在做自己喜欢的事_幸福地做老
师，和学生一起开心地学，愉快地工作，成就了学生，发展
了自己。我每天都有好心情，每天都有新发现。原来书可以
这样教，生活可以如此美好！幸福地做老师读书笔记从荆老
师的话中我深刻体会到：教育的“幸福”并不是那么难以得
到，只要自己明确教育的价值，用真心、真情对待工作，对
待学生，那么我们也可以“幸福地做老师”。

教师天然地就是做奉献，把自己之所学，奉献给学生。而荆
老师的奉献，是智者的奉献，他最大限度地理解学生。真诚，
知人善任，高度尊重学生和全面依靠学生，是生本教育的宗
旨，是对于生命最伟大的爱，这就是荆老师的奉献特质，也
就是他的成功之道。

幸福教室读后感篇五

作为今年刚刚参加工作的新教师，我对教师这个职业充满了
好奇，也同时产生了神秘感。我现在工作在农村小学，但是
我整个人充满了活力和期望，对于工作和生活都充满了热情。
这主要得益于我阅读了《做幸福的老师》这一本书，通过对
这本书的专研，使我对教师这一职业的神秘感消失了，所带
来的是我对教师的`责任感和幸福感增强了。感谢学校组织的
这次学习，感谢这本书的作者，感谢这本书给我这位初出茅
庐的小伙子带来的精神和灵魂的洗礼。下面我就这本书，说
一说我的感想。

读完了这本书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教师要有颗平常、宽容



和感恩的心。要有一颗平常之心。平常心是一种冷静、客观、
理智、忘我的心态。如果教师缺少平常心，就会对学生提出
过高过严的要求，就可能失去耐心、细心、冷静和理智。刚
走上讲台不久的我，总是以高标准严要求来对待我的学生，
总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优秀一些再优秀一些，最好人人都能
品学兼优。所以，当越来越多的脱离实际的过高期望和过严
要求，遭遇到越来越个性张扬的新时代学生的时候，矛盾便
一触即发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这些为人师者，年岁长于学生，
知识多于学生，阅历丰于学生，涵养胜于学生，即使这样，
我们也不是完美的，那为什么一定要强求学生完美呢？学生
之所以是学生，就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容易犯错误。正因为学
生会犯错误，所以才需要教师的存在。如果我也能够怀着一
颗宽容之心多发现他们身上的一些闪光点，而不是一味盯着
他们所犯的错误不放，我也就会少些烦恼多些快乐，少些狭
隘多些豁达，幸福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吗？快乐是自找的，幸
福是自己争取的。只要你带着一颗善良、美丽的平常心，就
会发现世界到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

1、纯真无暇的孩子，让我幸福

在社会上拼搏的人们常常会感到人累，心更累。但是教师却
不是，教师每天面对的是一群天真烂漫，纯洁无暇，还没有
被社会这个大染缸染上任何颜色，你不必担心尔虞我诈，也
不必处处算好机关，更不必担心自己被算计，这种心境你是
快乐的，轻松的，所以每天面对这么一群纯真的孩子时，感
觉到自己的心灵也会受到洗礼后的洁净。你给每位孩子的一
点好，他们就会报答你的十倍好。

2、对孩子多份宽容，我就幸福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应该在平时多关心学生的思想品德，上
课时注意学生听课的情绪，启发、激励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积极性，学生迟到要过问，谈话要耐心，不能只顾一个人在
讲台上自言自语，消磨时间。发现学生的闪光之处，给予表
扬及鼓励。所以我们要放正心态，学会“有教无类”地接纳
身边的每一个学生，学会以每一个学生为基准，对孩子多一
份宽容，让学生学会做自己人生舞台上的主角，从它的幸福
成长中获得幸福！当你发现给了学生一份宽容，自己却得到
了更多的尊重、快乐和幸福！

3、播种后的辛苦，收获后的幸福；

读完这本书以后，我才真正的理解，什么叫做“教师的幸
福”，教师的幸福在于耕耘后的幸福。俗话说：“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这是说上好的一棵树木要成材，至少得需十年
左右的时间，但是要培养一个合格的、优秀的人才，那可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树木培养不好，还可以让其自生自灭，无
伤大碍。但是人教育不好将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将是不可估
量的。所以教书育人是个苦差事，它的播种是辛苦而劳累的，
它的收获却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时半会，甚至一月
两月也看不出任何变化，所以教师的播种是辛苦而漫长的，
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但是播种后的收获却是幸福的。

书中有很多观点值得我们学习。在读完这本书以后，我总是
不断对自己说：早晨起来，外面依然阳光明媚，我们不能改
变过去，但仍然可以规划下一下未来。放眼向前，期待下一
次绽放。不要虚度自己的生命，让生命多点充实。认真对待
过程，淡然面对结果。这样我的教师生活才是幸福的。

虽然教师的职业是清贫而寂寞，是艰辛而坎坷，但我们要学
会自我调节，自我释放，自我定位。最后我还是那句话：快
乐是自找的，幸福是争取的！愿我们的每位老师都能找到自
己的幸福！



再次感谢县教育局和学校给了我这次学习的机会，我会努力
在岗位上耕耘，做一个合格且幸福的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