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心理学类书籍的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
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心理学类书籍的读后感篇一

凡是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有效地实现预期的教学结果的
教学活动都可称之为有效教学。结合自我的工作实践，我思
考着，教学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没有预设就没有教学，
仅有生成没有预设的课堂教学实质上就是放弃教学的职责，
那么，课堂教学的有效提问是实现有效教学的重要方法。但
加个问号不等于提出一个问题，这样提出的问题对学生的本
事培养没有什么价值。

的确，提问是一个很微妙的教学技艺。在新课程理念下，课
堂教学实践活动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以往的“教师主导，学
生主体”发展为今日的“师生交往互动、共同发展”，更多
地强调师生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而课堂
提问实际上是实现师生交往互动、沟通交流、理解与对话的
重要手段，也是启迪学生思维，激发学生学习功能，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合作交流本事的重要途径。正如书中所
说：“有效提问，意味着教师所提出的问题，能够引起学生
的回应或回答，且这种回应或回答能让学生更进取地参与到
学习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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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类书籍的读后感篇二

要想做一名理想的教师，首位要做的便是要有丰富的学识吧，
这是古往今来不变的真理。以前崇尚教师有一桶水，现在随
着各种新的课程标准的推行，恐怕一缸水、一池水都是不行
的了，而应该是一条河流而且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惟其
如此，才能让孩子更有所学、有所获！否则，拿什么来教给
孩子呢？这就要求：一要勤于读书，充实自我，使自己的知
识海洋不断得到充盈，不会枯竭，才能源源不断地使自己充
满活力。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师获得教育素养的主要途径
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

作为一名教师，我想能从这本书学习点经验，所以比较关心
书中对于理想教师的描述。朱教授在书中描述：理想的教师，
应该是一个胸怀理想，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教师；是一个自
信、自强、不断挑战自我的教师；是一个善于合作，具有人
格魅力的教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受学生尊敬的教师；是一
个追求卓越，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师；是一个勤于学习，不断
充实自我的教师；应该是一个关注人类命运，具有社会责任
感的教师；应该是一个坚韧、刚强、不向挫折弯腰的教师。

总之，我读了教育类这书籍，感受很深，引起的我的思考，
以前我是非常喜欢看教育类的书籍，但在这几年没怎么看过，
是因为没有，可现有了，我就看看，不管是那么忙，我在休
息时都会看看，从中学到一些经验，有些随机带到教学活动
中去。了解当前教育的须要，特别是这位教授写的《我的教
育理想》，我读的几次，感受很深，受益非浅。



心理学类书籍的读后感篇三

我妈妈为我买了一本好书——《爱的教育》，于是，我拿起
书，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爱的教育》中描述了一些平凡生活着却真实感人的小人物。
它以最朴实的语言，讲述着一百个与孩子有关的故事，歌颂
了儿童的纯真感情。同时书中也表露了从家庭、学校到整个
社会，都在努力营造一种良好的环境，培养和塑造儿童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感情。

这本书还附有一本《续爱的教育》，写了小学生安利柯体弱
休学后，到舅父白契的家里跟随舅父过乡村生活的故事。舅
父是一位退休船长。他把安利柯带到大自然中去。告诉他要
从大自然中学习知识，胸怀要和大海一样宽阔，和大山、海
洋做朋友，要想顽强的拉普兰特的大麦那样珍惜生命，迅速
成长。

《爱的教育》这本书，是一本日记体的`小说，读了它，我的
心境豁然开朗。因为这本书里，有的事以往在我身边发生过，
我在那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故事中克莱蒂的宽容大度；
卡隆的大胆狭义，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典范。

我尤其喜欢卡隆，因为他保护弱小，不让他们受霸道的人的
伤害。有一次，克洛西被人欺负了，他很生气，用墨水瓶打
那个人。可却打到了教师。卡隆勇敢地站出来，讲了事实的
真相，让教师原谅克洛西，并警告欺负克洛西的那些人。

我十分喜欢这本书，它处处渗透了爱，让我们用心看这本关
于爱的书吧。

经过学习《爱的教育》，我今后必须要做一个正直、勇敢的
人，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关心身边的
每一个人，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做一个勤奋的人，努力学



习文化知识，掌握更多的本领，将来长大了效劳于社会和人
民，为百姓造福。

心理学类书籍的读后感篇四

第一次听课后，梁校长给了我一份《小学数学教学研究》。
虽然我只读了一遍，但其中提到的一些说法和提供的实际案
例，确实让我有所感悟。

数学概念不是靠老师讲出来的，而是靠学生自己去学懂的。

新课标中明确指出：要让学生参与特定的数学活动，在亲身
体验中学习数学。在数学概念的教学中，同样需要学生亲历
和体验。老师讲出来的概念大多会成为学生的短暂记忆或学
生做题时硬记的方法，而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真正掌握，不
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只有学生亲身经历概念的形成，不断
积累、渐进，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才会转化为学生内部的
认识。同时，也需要学生在不断的运用中进行巩固，在巩固
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这样才可能灵活地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才能把已学知识进行迁移，达到知识的延伸。

有效地提高计算能力，必须遵循小学生的认知规律，采取合
适的教学策略，使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和计算能力
的形成同步发展。

很多知识在我们看来是简单的、容易的，但是如何把这些我
们一看就懂的知识、方法通过教学转变为学生的思想、思维
方法正是作为一名教师所要深入思考的。教导学生就需要老
师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就要我们遵循小学生的认知规律，了
解学生已有的知识，情感态度，心理特征等等。例如：小学
生的思维从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逐步向以抽象逻辑思
维为主要形式过渡，但低年级学生的思维仍然以具体形象思
维为主，因此在教学中就要通过演示、操作等方式直观地进
行教学，逐步培养抽象逻辑思维能力。



在计算的教学中，同样也需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
知规律。就像课件中提出的小学生计算错误的归因，也是我
们需要了解和总结的。小学生在计算中出现的错误跟小学生
所处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也是有很大关系的。知
道出错的原因，才能更好地安排教学环节、内容、重难点等
等。

现在，对数学教学还处以十分表面的理解，希望在以后的教
学中，通过不断的实践和经验的积累，对数学教学有越来越
深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