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教师(通用6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
帮助!

读后感教师篇一

我在家里认真读了《有效教师》这本书，《有效教师》关注
的是学校教师的素质和能力，注重过程，我感受到书中字里
行间流露着教师对教育事业的热情、对学生的挚爱，散发着
教师的智慧的光芒。这本书主要是写教师的对教育事业的热
情、对学生的挚爱，散发着教师的智慧的光芒。细细品味它，
我更加明确了自己前进的方向，收获良多。

在这本书中，写了诸多名师成长的经历，这些经历告诉我们：
教师的成长，首先取决于对教育事业的态度。有什么样的精
神态读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生活来源于精神，一切的一切
都是精神态度的创造与给予。教书时间长了，有的教师教学
硕果累累，但有的教师却停滞不前，似乎对工作失去了热情。
是什么造成了这巨大的差别？就在于他们持的态度不同。平
庸者经常埋怨出身低微，埋怨领导偏见，而很少静下心来想
想自己。魏书生说过：“埋怨环境不好，常常是我们不好，
埋怨别人太狭隘，常常我们自己不豁达，埋怨学生不好教，
常常是我们方法太少。”众多的成功者一再告诉我们，不管
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只要你有奋斗不息、追求不止的精神，
你就会自觉地去改变自己把外在的压力转化成巨大的动力，
不断地学习，引千道清泉、集百家之长提升自己、充实自己。
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爱因斯坦
说过：“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它往往胜过责任。”成功源于
热爱，让爱伴我们走向教育的高点。《有效教师》这本书从
有效教师的内涵与发展目标、发展环境、有效教师的核心素



质、发展策略和发展性评价等方面为学习者提供基本理念和
实践报告指导。

《现代汉语词典》对“效”的解释是“效果，功效”，其词
条包括效果、效能、效率和效益。综合起来就是各种力量、
做法或因素产生的结果和作用。

有效就是高效能。“效能”主要指办事的效率和工作的能力，
效能是衡量工作结果的尺度，效率、效果、效益是衡量效能
的依据。高效能就是效果、效率、效益的综合体现。可以说：
注重效果、提高效率、改进效能、追求效益是我们每一个教
育工作者日夜探寻、反复实践的课题。

大教育家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作为教师也要善于反思。
教师反思能力培养的基础是让教师体会到反思意识的重要价
值和反思能力对专业成长的作用，教师反思能力培养的重点
是让教师掌握一定的反思策略。教师的反思是指教师在教育
教学中，批判的考察自我的主体行为依据，通过回顾、诊断、
自我监控等方式，或给予肯定的支持与强化，或给予否定的
思索与修正，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能的过程。即教师以自己
的教育实践活动为思考对象，对自己的行为及结果进行审视
和分析。其本质是一种理解与实践之间的对话，是反省、思
考、探索和解决教育教学过程中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具体而言，教师要善与在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三个阶段
进行反思，也要善于通过阅读思考反思比较自己的实践效果，
从其中发现差距。

《有效教师》不像平日里的理论书籍那样枯燥无味，整本书
中都自自然然的书写着教师对教育的热爱，字字散发出来的
是执着的人才有的努力与付出；句句相连的是倾心于教育的
人才有的思考与奉献；篇篇倾谈的是充满热忱的人才有的智
慧与希望。



正如文中的提问“什么是有效教师？我怎样成为一名有效教
师？这需要多长时间？”这么简单的几句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不正是我内心的疑问吗？多少个日日夜夜我行走在教育的
路上，欣赏了两边的风景，却看不到前方的路标，低头前行
的那份茫然让我的内心格外苦闷。顺着淡淡的墨香我整本通
读下去，一切都让我豁然开朗。

读后感教师篇二

教育是一门艺术，每个教师都是一个艺术家，学生就是我们
教师的精心雕刻的艺术品，这是我读了《教育的艺术》之后
的想法。

读了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100个教育案例，感触颇深。
这100个浸透着苏霍姆林斯基辛勤汗水，闪耀着其智慧光芒的
教育案例，不仅让我们能从中发现苏霍姆林斯基独到的教育
理念，而且使我们能和苏霍姆林斯基一起去思考如何培养孩
子，如何爱他们而又严格要求他们，如何在他们当中寻求优
秀的、独到的东西并展示他们的才能。

如何处理好和家长的关系，也是一门艺术。书中特别提到了
如何和家长处理好关系令我受益非浅。教育工作中经常有这
样的情形：老师因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把家长请到学校
进行“道德训斥”，父母回家就用强硬的手段吓唬甚至打骂
孩子，最终的结果是孩子和家庭都对学校产生了不愉快情绪，
不但家庭教育成为空谈，学校教育力量也大大削弱。苏霍姆
林斯基认为学校在巩固家庭的稳定上有重要的使命，学校大
多都忽视了让学生把愉快幸福带给家庭，这种美丽的联系是
最细微和牢固的纽带。我从这些语言中顿悟出日常家校联系
缺少的就是对学生、家长人性的尊重。于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和家长进行沟通，首先把孩子在某方面喜讯告诉家长，和
家长分享孩子进步的喜悦，同时与家长交流孩子的心理动向，
以便关注孩子成长状况。一段时间后成效显著：家长和孩子
共同语言多起来，孩子的抵触情绪渐渐消逝，家长的教育水



平也在提高。收到如此令人惊喜的家校合作效果，我由衷感
激大师的涓涓叮咛。

我对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案例，深为感动。非常佩服他的生
动性、深刻性。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不能生搬硬套，但值得
借鉴，从中吸取经验和营养，更好的服务于教学，要想书上
说的把自己整个心灵献给学生，我认为这是教师的最高境界。
你爱学生，孩子们就会爱你。爱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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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教师篇三

苗素锋这两天看到《小学青年教师》中“应用题教学研究”
这篇报告感触良多。一方面，在小学教学应用题时采用目前
流行的“分类型、给解题模式”的`教法所产生的弊端和给学
生造成的损害。这种损害在小学阶段虽然不十分明显，但是
已经看到一些，到了中学就更清楚地显示出来。因而问题也
就更为严重。这说明采用目前流行的教法，在小学教学中没
有真正给中学学习打好基础，相反地给进一步学习数学造成
了一定的障碍。学生没有掌握数学基础知识，靠死记硬套公
式，是无法进一步学好数学的。



这一点很值得我深思，并加以改进。另一方面，紧密联系等
式的性质，加强用方程解应用题，不仅有利于掌握应用题的
解题方法，提高解题能力，而且有利于中小学的衔接。从而
也进一步说明，按照现行教材中对应用题教学的处理方法进
行教学，基本上是可行的，不需要另外补充什么结语和解题
公式。关键在于紧密联系分数乘法的意义，加强应用题之间
的联系，指导学生具体分析题里的等量关系，根据已知未知
的不同确定解法。实际上有不少老师是按教材的精神教的，
收到较好的效果。回想自己在教学列方程解应用题时，有的
环节还处理的不够恰当，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最后，值
得我深思的是，在肯定近几年来小学数学教学质量有很大提
高的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确实还存在教法不够灵活的问题，
值得思考的是，我们如何培养出大量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
型人才。要提高民族素质，除了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外，
还要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而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不仅能使
学生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还使学生的能力得到发展，
使其具有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总之，作
为一线工作者在实际教学中，我还应不断反思自己在教学中
的不足，多读些书以补充自己工作中的需求。

读后感教师篇四

最近读了一本书《钢琴教师》，在此与各位家长及老师分享
一点心得。

《钢琴教师》是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的作品，2004年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书中描写了如同共生体一样不正常的母女关
系。有着典型小市民心理的母亲把女儿当成实现进入上流社
会的愿望的工具。女主角埃里卡从小生活在母亲的卵翼下，
生活中只有钢琴，虽年龄已经进入而立之年，仍然时刻处于
母亲的监视之下，不能越雷池一步。小市民一心往上爬、挤
入上流社会的卑琐心理，与外界隔绝、令人窒息的狭小空间
严重摧残了人的个性成长与发展。埃里卡的人生悲剧无可避
免了。



作为一个母亲，读完这部文学作品，首先反省自己有没有有
意无意对孩子犯了这种错误。我相信大部分家长都不至于这
样迫逼孩子。但是要警惕的是，别让孩子来替你完成梦想。
别以爱之名伤害孩子。孩子首先是一个个体，我们作为家长
起的作用是引导、鼓励。任何人都不能侵占别人的人生，否
则就如埃里卡母女那样，都没有幸福的人生。作为家长，我
们的人生也是需要不断进步的，这样才能与孩子教学相长。

埃里卡时时处于监视的痛苦人生令我再次反省，自己应该在
孩子的童年起什么作用，起多大作用。最近看到一篇报道，
讲到要给孩子“留白”，让他有自主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很
多时候我们作为家长，都希望孩子表达出愉快正面的感情。
孩子写日记时，我常常教他写“我很开心”之类的句子。孩
子有时就会脱口而出：“我其实一点都不开心啊！”后来我
顿悟了，要尊重孩子的感情，让他从小学会表达真情实感，
而不是为了讨好老师或是家长写一些假大空的话。

只有拥有自己人生的人才配拥有幸福。这是《钢琴教师》这
部文学巨著给我的一点启迪。

读后感教师篇五

读了叶老的《如果我当老师》，让我感受颇深。看了他对教
师这个职业的诠释，对培养学生的看法，使我对教师这个职
业有了新的认识，同时，让我明白了如何去做一名合格的老
师，为我的教师之路指明了方向。我将从以下几方面谈一下
我的感想。

首先，小学教师怎么做？叶老认为应该真心认学生作朋友。
是的，真正的朋友是无话不说，肆无忌惮的。记得在幼儿园
的时候园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站着给孩子上课和蹲下来
给孩子上课效果是不一样的，蹲下来和跪着又是截然不同的。
”其实这句话就是在说拉近和孩子的距离，你的课堂会更精
彩。所以，老师和学生之间只有建立了朋友关系，才能更好



的沟通和交流。放下架子，蹲下身来，真正做到民主和尊重，
为与学生成为真正的朋友而努力！

二、培养学生的好习惯。好习惯的养成对一个人的一生有着
重要的影响，因此，平时我们要注重学生各方面习惯的培养，
从点滴小事做起。这与我们学校推行的“行为习惯养成”活
动恰好符合。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一定会取得意想不
到的成效，对孩子们以后的发展也会产生深远影响。还要特
别注意养成孩子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发展
他们的意识，培养他们的情绪。

三、把时间留给孩子。叶老说：“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
”课堂上与他们共同探讨，交给他们学习的方法，教他们处
于主动的地位，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孩子们，让他们自己去实
践，自己去学习，自己解决更多的'问题。

四、杜绝体罚。叶老说：“打了他们的身体，同时也打了他
们的自尊心。身体上的痛或红肿，固然不久就会消失，而自
尊心所受的损伤，却永远不会磨灭。”对于特殊的孩子，切
记不能冲动，找出原因对症下药，用心去和他们交流。在孩
子们的眼里，老师就是爱的化身，孩子们需要爱的阳光普照，
没有爱心就没有教育。

五、经常与家长沟通，待其如友。孩子们的时间几乎都是在
学校和家庭中度过，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
做好家长工作，及时沟通，做到教育上的一致，有助于孩子
们好习惯的养成。与他们做朋友，，就像叶老说的：从行为、
语言、态度上表现我要小朋友好，也就是要他们的子女弟妹
好，谁不爱自己的子女弟妹？还肯故意与我不一致。

叶老所处的时代逐渐远去，但他的教育思想永远新潮，永远
适用，作为一名新教师，我还要虚心学习，不骄不躁，做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向着合格教师的方向前行！



读后感教师篇六

创新是一种意识。教师由于过于依赖传统的教学方式，习惯
了熟悉的教学理念、教学环境、教学内容和教学管理等，已
经形成了习惯性思维定式和行为取向。学校首先要帮助教师
了解自己的思维定势，克服习惯性防卫即权威和从众。从众
就是个体盲目地有理无理地顺应了群体，顺应了先验。转个
身容易，转个立场难，思维定势根深蒂固于心中的假设、成
见，甚至图像、印象，在教育工作中，它影响着教师如何对
待外界客观世界，如何采取行动，决定自己什么可以做或不
可以做，什么时候做，到底怎样做。其次，要善于反思，觉
察自己思维偏见，不要轻易给别人下断言，每一片落叶都有
自己的理由。你亲眼看到的、亲耳闻到的、亲手摸过的未必
就是事实。教师要全方位地反省自我，严格地剖析自我，找
出自身的弱点，从而产生创新的欲望。只有审视自我，正确
评价自我，才能使创新成为一种内驱力，成为自身的一种需
要，成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自觉自愿地以创新为已任，满腔
热情地投身于创新实践。第三，教师要乐于舍弃旧习、抛弃
成见、敞开胸怀，建立与别人的协作交流。宽容是一个人成
长中不可缺少的氧气，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要宽容一点，以
诚恳的态度听取别人的意见，以开放的心灵容纳别人的想法。
教师是在集体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背靠背，竞争的结果是
两败俱伤；面对面，沟通的竞争才能取得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