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的读书心得 师爱的智慧学习心得总
结(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爱的读书心得篇一

《师爱的智慧》深深地吸引我一口气把内容看我，并且边看
边做笔记40多岁的老师了，也是深受“蜡炬成灰泪始干”的
奉献精神影响过一代人，20xx年前是带着一颗爱心走上教育工
作岗位的，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感让我不敢倦怠。尤其是对
学困生付出的更多，常常是课上讲过课下讲，放学后还要单
独补，总觉得不让每个孩子掉队就是爱孩子，爱班级。虽然
成绩上去了，但是孩子们见了我绕着走，对我的付出一点都
不领情，似乎还充满了敌意。当时觉得孩子小，长大了走上
工作岗位，懂得知识的重要性了就会想起我这个小学教师的
好。一天天，一年年的这样的教育教学工作让我感觉学生一
批不如一批，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不好管，我因此感到了
倦怠。虽然也曾经反思过自己，但是总找不到倦怠的真正原
因，总是把原因放在学生和家长方面。直到学习了《师爱的
智慧》这门课，读到最后我才真正的明白了：我对学生的爱
是强制性的，没有考虑到学生身心需求，为了成绩，没有考
虑到学生的发展不均衡是必然存在的。我的爱没有使学生感
到快乐，反而是压力，他们每天在这种爱的压力下学习、生
活，进而把这种消极的爱的压力转移到家长那里，家长也会
对自己的孩子失去信心，影响到家庭的和谐与快乐。

教师付出的是快乐，收获的就是快乐;教师付出的积极的情感，
收获的就是积极的情感;教师能从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学
生就会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来换位思考问题。



“教师要善于把平凡的教学转化为精彩，把烦恼的事物转化
为快乐。这样教师在施爱的过程中，也会感到巨大的快乐与
满足”。师爱的智慧》像一根火柴，重新燃起了我内心尚未
泯灭的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我相信自己会用智慧施爱。

本人通过聆听专家《师爱的智慧》的讲座，课程中“师爱是
无私的爱，是智慧的爱”这一观点。深深的触动了我。

作为教师，我们无疑是深爱着自己的学生的。然而，很多的
时候，我们总是在抱怨，我们那样的辛苦那样的劳累那样的
甘于清贫那样的不计名利，而学生们面对我们的良苦用心却
似乎总是无动于衷。其实，这一切的尴尬都只因我们对学生
的爱过于武断、包办与专制。对学生，爱是立场，爱的智慧
则是境界。

大家都知道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经说过：捧着一颗心来，不
带半根草去。这是对教师最好的形容。既然做了教师就要热
爱这个行业，并愿意为教师这个职业奉献终身。我们只
有“想”做好，才“能”做好。没有对职业的爱，就更谈不
上对学生的爱。母爱般的引导，全力付出，不图回报，全心
全意，是每个孩子迫切的需要。在我们班里一些经常发生的
小事令人深思。放学了，孩子的家长种种原因迟到没来接孩
子，我每次都把孩子叫在身边，放下课堂上的严肃，悉心的
交谈，与他们一起等。

爱的读书心得篇二

爱，是每个人都存在着一种心理需要，每个人都想要得到别
人的爱，同时，也爱着别人。接下来就跟着本站小编的脚步
一起去看一下关于师爱的智慧学习心得总结吧。

《师爱的智慧》是本次培训中的必修课程，在培训过程中我
聆听了专家对《师爱的智慧》的讲座，讲座中“师爱是无私



的爱，是智慧的爱”这一观点，深深的触动了我，更给我以
颇多的启发。

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作为一名教师，既然选择了
这个职业就应该热爱这个行业。没有对职业的爱，就更谈不
上对学生的爱。我们只有“想”做好，才“能”做好。老师
的爱是无私的爱，母爱般的引导，全力付出，不图回报，全
心全意，是每个孩子迫切的需要。

教师智慧的爱需要鼓励，包容和拒绝。教师要学会宽容每一
位学生。当学生犯错或作业错误时，教师不是训斥，而是宽
容他们，允许他们有错，耐心地帮助他们分析错误的原因，
找出错误的根源，循循善诱，让他们树立自信心，及时改正
自己的缺点。

教师还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不因学生的成绩优
秀或家庭条件的优越而偏爱某一位学生，也不因学生的学习
成绩差或家庭条件差就冷落某一位学生，相反对于学习成绩
差、家庭条件差的学生，生活上教师应更加给予关爱，学习
上应多给予帮助，课堂上多提供表现的机会，课后多辅导，
不让每一位学生掉队。

师爱是一种没有血缘和亲情，没有私利与目的的爱，它凝结
着教师的心血，体现着教师的奉献，收获着学生的成长和自
己的幸福。智慧的师爱就像一缕春风，能在“润物细无声”
中教育人、打动人，从而收获一种“心灵的对话，情感的沟
通”的互动。让我们用慈爱呵护纯真;用智慧孕育成长;用真
诚开启心灵;用希冀放飞理想，我将用自己的双手和大家一道
默默耕耘，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

《师爱的智慧》深深地吸引我一口气把内容看我，并且边看
边做笔记40多岁的老师了，也是深受“蜡炬成灰泪始干”的
奉献精神影响过一代人，20xx年前是带着一颗爱心走上教育工
作岗位的，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感让我不敢倦怠。尤其是对



学困生付出的更多，常常是课上讲过课下讲，放学后还要单
独补，总觉得不让每个孩子掉队就是爱孩子，爱班级。虽然
成绩上去了，但是孩子们见了我绕着走，对我的付出一点都
不领情，似乎还充满了敌意。当时觉得孩子小，长大了走上
工作岗位，懂得知识的重要性了就会想起我这个小学教师的
好。一天天，一年年的这样的教育教学工作让我感觉学生一
批不如一批，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不好管，我因此感到了
倦怠。虽然也曾经反思过自己，但是总找不到倦怠的真正原
因，总是把原因放在学生和家长方面。直到学习了《师爱的
智慧》这门课，读到最后我才真正的明白了：我对学生的爱
是强制性的，没有考虑到学生身心需求，为了成绩，没有考
虑到学生的发展不均衡是必然存在的。我的爱没有使学生感
到快乐，反而是压力，他们每天在这种爱的压力下学习、生
活，进而把这种消极的爱的压力转移到家长那里，家长也会
对自己的孩子失去信心，影响到家庭的和谐与快乐。

教师付出的是快乐，收获的就是快乐;教师付出的积极的情感，
收获的就是积极的情感;教师能从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学
生就会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来换位思考问题。

“教师要善于把平凡的教学转化为精彩，把烦恼的事物转化
为快乐。这样教师在施爱的过程中，也会感到巨大的快乐与
满足”。师爱的智慧》像一根火柴，重新燃起了我内心尚未
泯灭的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我相信自己会用智慧施爱。

本人通过聆听专家《师爱的智慧》的讲座，课程中“师爱是
无私的爱，是智慧的爱”这一观点。深深的触动了我。

作为教师，我们无疑是深爱着自己的学生的。然而，很多的
时候，我们总是在抱怨，我们那样的辛苦那样的劳累那样的
甘于清贫那样的不计名利，而学生们面对我们的良苦用心却
似乎总是无动于衷。其实，这一切的尴尬都只因我们对学生
的爱过于武断、包办与专制。对学生，爱是立场，爱的智慧
则是境界。



大家都知道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经说过：捧着一颗心来，不
带半根草去。这是对教师最好的形容。既然做了教师就要热
爱这个行业，并愿意为教师这个职业奉献终身。我们只
有“想”做好，才“能”做好。没有对职业的爱，就更谈不
上对学生的爱。母爱般的引导，全力付出，不图回报，全心
全意，是每个孩子迫切的需要。在我们班里一些经常发生的
小事令人深思。放学了，孩子的家长种种原因迟到没来接孩
子，我每次都把孩子叫在身边，放下课堂上的严肃，悉心的
交谈，与他们一起等。

原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莲柯说过：“没有爱便没有教育”。
冰心老师也说过：“有了爱，便有了一切，有了爱，才有教
育的先机”。师爱是学生树立良好品质的奠基石。在读了
《师爱的智慧》之后，我被书中的精彩论述所折服，从而也
让我重新认识了师爱。

在平日的教学中，只是一味地认为师爱就是关心、爱护学生，
读了《师爱的智慧》中的走出师爱的误区，让我认识到在教
育中没有爱是不行的，但光有爱是不够的。不科学的“爱”
有时反而会给学生造成伤害。还记得我有一个学生叫周大志，
是一个单亲学生，父母离异后，他随母亲一起生活。家中很
是清苦，这些情况，是我在一次家长会中了解到的。大志在
班上的学习成绩属中上游。我从内心萌发一个念头，帮帮这
个孩子，于是平日里给他准备了学习用品，课间与他聊天，
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并经常鼓励他。大志也知道我在他身
上投入的爱。我十分希望我的关爱与呵护能使大志懂事，在
班上努力地学习和生活。所以有时发现他的一些缺点，我也
只是轻淡地说说而已，生怕伤了他的自尊心。于是，大志在
这样的“关爱”下，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越来越不听话，例如：
跟同学打架，跟老师顶撞，交一些坏朋友，成绩明显下降。

此时我也感到有可能是太过于关爱造成的结果，于是我想了
一个办法“冷淡他”，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不去找他，看见
他，故意视而不见，只是通过别的同学去了解他的情况。谁



知我对他的态度一“冷”，他反而“热”了起来，主动跑来
找我。我想：好，既然你来找我，就得听我说。经过几番攻
坚，大志终于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因为他是单亲家庭，所以，
总怕别人看不起他，所以他就故意表现强悍，结交不良朋友。
听了他的话，我告诉他：“一个人要被别人看得起，就得有
德行、能力，而不是哥们义气。看看你妈妈，你也应知道自
己该怎么做了。”听了我的话，大志流下了眼泪，望着我说：
“老师，我知道了。”之后，大志变了，在各方面都有了很
大的进步。

从这一次的事件中，我认识到教师在学生犯错的时候适当地
惩罚学生不是害学生，而是爱他们。学生需要成功，同时也
需要失败，没有失败哪能体验成功的快乐;学生需要自信，同
时也需要挫折，没有挫折哪能锻炼他们的自信。因此，适当
的惩罚是有必要的，我们的出发点是爱学生，让学生成为一
个有用之才。

激励学生要灵活，就像寒假中给每一个孩子一张奖状，在有
的人眼里或许会觉得这是泛滥，第一有必要给每一个孩子奖
状吗?第二每一个孩子是否都有拿奖状的资格呢?读了书中对
激励方式的阐述，我认识到当我们脑海中出现此类问题时，
已经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把学习成绩和一技之长看成是衡
量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忽视了哪些与成绩无关但也同样重
要或者更加重要的做人的品质，以致每一个班级中都有一些
众所周知的后进生，这部分学生对自己缺乏自信，他们背着
沉重的心理包袱，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或表现极端。我们教
育的对象是人，不能单纯以分数为唯一标准，像对待产品一
样，以正品、次品和废品给学生分类和定义，而应该相信每
一个学生都有优点，都能进步。要抛弃单一的衡量标准，全
方位、多角度评价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值得自豪的地方。

正如书的扉首语中所说：“教育中没有爱是不行的，但只有
爱是不够的，师爱还应该充满智慧。”我们只有关注他们成
长中的每一个细节，才会让师爱有科学的方向，避免进入误



区。

爱的读书心得篇三

“爱就是实事求是的看待一个人，认识到其独特的个性。”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作为
老师，我认为不同的人我们得不同的对待，当让不是“偏
爱”，对待优秀生“眉开眼笑”，对待中等生不声不响，对
待后进生“大吼大叫”或者忽略不计……这种做法显然有失
公平，我们得认识到其独特的个性，让其在自身发展中得到
提高。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我们必须
深入到学生内部，跟学生平等的交流，平等的对待，让后进
生觉得老师一直也很关注我，而不是让后进生以一种自卑的
心态对待学习，对待校园生活。同样，我们可以和学生做朋
友，让他们有什么话都愿意和自己说，让他们体会到班级这
个大家庭的温暖，陪他们在学习中玩，在玩中学习，真正意
义上减少与孩子的距离感……让孩子都充满梦想，并且为梦
想努力。孩子们的梦想是美丽的，为这梦想努力的孩子也是
最快乐的！同时，鼓励后进生和优秀生之间交朋友，让他们
互帮互助，同龄人之间更容易找到契合点，更能体会到一种
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因为我把孩子们当朋友，所以孩子们喜欢上我的课，面对我
课上提出的问题，他们争着抢着回答，都想表现一下。他们
对课堂不是恐惧的，而是像在和大姐姐一样一起学习，他们
都能大胆的表达自己的看法，每次我让同学们附属课文的时
候，我们班的后进生也都会积极的举手……爱要公平，公平
的对待每一个人，简单问题多提问后进生，复杂的问题留给
优等生中等生，让他们参与课堂，在课堂中体会到自身的价
值。这也就是我们尊重每个个体，认识到他们独特的'个性，
让每个孩子都得到成长，这也就是我心目中的师爱！

真正的师爱，不是为了成绩而忽视孩子未来的成长，所以我



们要尊重孩子的梦想，尊重孩子的成长……爱的力量是巨大
的，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始终与孩子们保持心与心的交流，
让师爱温暖着每一个孩子！

爱的读书心得篇四

我想我是爱每一个学生的，但是怎么去爱，其实我不懂，也
许这是因为缺乏经验。但是通过这次师德培训，结合暑假的
学习，我突然茅塞顿开，收获颇丰。所以我谈谈“怎么用
心”这方面的体会。

首先要用真诚去换取学生真心。福建徐敏副教授给了我们一
点提示：“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通过这
样的假设，可以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学生的需要，了解学生。
我想学生是喜欢学习的，因为人天性好奇，但是对事物学习
的能力和水平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们作为老师就要去创造出
他们喜欢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方式。这里的方法方式值得我们
去思索和研究。黄老师还讲到了一点：“要认真、执着、民
主地去爱，使他们充满自信地一步步走向成功。”我觉得很
有道理，但是说实话，我做得并不好，特别是在执着这点上。
比如，面对喜欢故意捣蛋的.学生，我批评教育一两次后，如
果效果不明显，连我自己都会丧失信心，觉得自己教育不好
他了。我想，在接下来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一定会更加执
着，更加耐心，去寻找合适的方法来关心帮助我的学生更好
的学习和成长。

其次要踏踏实实做个“教书匠”，要具有“匠心”。匠者，
总有一颗“匠心”。一段普通的木头，在木匠的手里变成一
把精美的椅子；一块普通是石头在石匠手里会雕刻成一件举
世无双的艺术品。为何在一般人看来和普通是东西，在匠人
的手里会变得异乎寻常？因为在匠人眼里，这段木头、这块
石块，已经幻化出他们心目中的那件艺术品了，这就是他
们“匠心”所在，即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作为教师，我
们从一般的教育现象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吗？一个不肯



做作业的学生，家长无可奈何，而你却能作一番研究：是不
会做？是作业太多？是讨厌老师？-------当你最终破解者这
教育之谜，让学生回到学习正轨上的时候，你也发现了教育
的秘密。我们常常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现实告诉我
们“只有爱也没有教育”，而匠者启发我们“你要看得到每
个孩子未来可能的那个样子”，于是，我们就有了“爱的智
慧”，也就有了匠者那样的“匠心”。

再次要为学生的一生发展尽心。莫言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却
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成功对我们语文老师有责着很大
的启示意义。这让我们更加深信，小学教育，不仅仅是师教
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捍卫童年，保护好学生的成长空间，
为学生的一生成长奠基。做到这点，不论学生将来从事何种
行业，都会有积极意义。所以，好的语文老师就是要为学生
将来的发展提供一切可能，而不是拔苗助长。在我们的语文
教学中一定要在孩子心里种下“好多书、读好书、读书好”
的种子，让学生远离那些机械的练习，我们语文老师应当给
自己每位学生找到吸引学生成长的那份“水饺”，应根据学
生不同的爱好、兴趣、潜质等，给学生的成长提出科学的建
议和策划，指导他们正确成长。

“师德”两个字很好写也很好说，喊出口号很响亮，可是现
实教育中却是虚的。所以，师德教育之后我们所有教书匠们
都应沉下心来想想，我们该怎样去“爱”学生。

爱的读书心得篇五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吃的是草，挤出来的
是奶”，是呀，教师的爱不仅独特，而且有魔力般的神奇。
有人说“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也有人说
“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这些
人要告诉我们的是：一、爱别人的孩子是不容易的;二、爱别
人的孩子如同爱自己的孩子更不容易;三、爱别人的孩子超过
爱自己的孩子是最不容易的了。不是说教师是神，而是教师



要以其独特的方式爱学生。

还记得今年中央电视台的《开学第一课》吗?那个山区的小伙
子——那个在新年给孩子送去短信问候和祝福的大孩子、在
开学第一天用摩托车载着小女孩去上学的热血青年、带领孩
子们一起跳迈克尔·杰克逊“太空舞步”的舞者，那么年轻，
那么腼腆，但是他对学生的这份爱，以及把这份爱付诸于点
点滴滴的行动中，足以让我坚信：有爱，更有智慧!

这样的老师，是孩子们心中最伟大的老师。当孩子们含泪说
着：这是千年难遇的好老师的时候，我流泪了。因为在现实
生活中，这样时时流淌着爱的老师，真的太少了。更多的是
老师们沉浸在忙碌中，忽视了学生成长的情感需求，他们往
往高高地凌驾在孩子之上，所谓的平等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更多的教师眼中只有严厉;更多的教师口中只有训导;太多的
教师疲于杂乱的工作而忽略了面前活生生的生命……所以，
这个腼腆的老师这样说：我只是让每个孩子充满梦想，并为
着梦想不断努力，在努力的过程中每天都品尝到幸福。多么
朴实的愿景，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孩子的梦想最美丽，
为着梦想成长的孩子一定最幸福!帮助孩子实现梦想的老师一
定最幸福!

教师要有爱，有爱的老师只有充盈着教育智慧，才会拥有幸
福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