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道这本书的读后感(汇总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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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道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一

今年暑假，我利用闲暇时间，仔细研读了马朝宏老师所着的
《师道：为师亦有道》这本书，受益匪浅，给了我很多启迪
和思考。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要始终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学生首先
是人，其次才是学生，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
教育就是开启智慧、健全人格，要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
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成为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
人。简言之，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像人一样生活，像
人一样活得美好。媒体不断爆料老师怎样体罚学生，形式五
花八门，别出心裁。这类老师把学生当成他的私有财产，没
有让学生像人一样生活。我觉得这些老师不配当老师，没有
师德。教室是学生学习的地方，不是你施暴的地方。做人有
人德，为师有师德。做一个有思想、有追求、有道德的教师，
为学生指明生命的方向，赋予学生生命以意义和价值，就是
最高尚师德的具体体现！这是为师之道，更是为师之德！

从这本书中，我还知道了，活泼、欢快、高能量的顽童，或
许每天都会惹人烦恼、生气，甚至是愤怒。常常看到他们贪
玩、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喜欢做小动作等，也常常听到家长、
老师的抱怨和失望的语气。因而，在很多人看来，顽童爱玩、
不听话似乎是不务正业，甚至觉得后果堪忧。其实，顽童之
与顽童，正像工作之与成人，是一生中必需的生活方式，可
以说玩是孩子的第一份工作，是孩子的另一种学习。我们成



人要做的，不是漫骂、殴打，而是正确的引导，并给予无私
的关爱。

教育家陶行知告诫我们：“在你的嘲笑里有爱迪生，在你的
责骂声中有爱因斯坦，在你的教鞭下有牛顿。”凭借这强制
和惩罚，或许我们可以造就奴才，但不能成就英才。孩子的
调皮是天生的，如何顺其自然，保护他的天性，并把它转化
为科学探究的`动力，是我们每一位教师和家长必须深思的问
题。

为了每一个顽童的健康成长，作为人民教师的我们，必须端
正自己的教育态度，及时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善待顽童，
给他们创造的空间，发展他们独特的个性，让社会多一些人
才，让他们都像金子一样焕发耀眼的光芒--这是我从这本书
中获得的最大收获。

师道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二

在读完《师道》这本书后，其中的精神让我诧异，更多的是
感慨与激励。

十五位大师的事迹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的教师之路，回顾
通篇，每一位大师的“道”都让我受益匪浅。让我印象深刻，
犹如指路明灯，点起我未来的教学之路。

“爱满天下”是陶行知毕生奋斗的动力与总纲，缓缓读读来
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亲切。“爱心”是教育成功的首要
条件。始终以我的一片爱心去教育学生，凝聚学生，感化学
生，收到了显著成效。

爱是开启学生心灵之门的金钥匙多年的教育工作，让我深切
地体会到，只要抓住了学生的心，就能顺顺当当地“管”好
学生，让班级全体成员紧密团结在你的周围，在工作中一呼
百应，事半功倍。热爱学生，要从思想上勤沟通，生活上多



照顾，学习上严要求，与学生平等相处，荣辱与共。只有完
成了与学生心灵上的沟通，才能开展对学生的思想教育。

而大师陈鹤琴的儿童教育观，以正确认识儿童，准确把握其
特点为前提，以游戏活动为主要方式来进行教育。

我们作为小学教师，更应该如此，教育我们的学生在大自然、
大社会的课堂里，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性，通过“做中学”
获得丰富的直接经验，促进他们的个性和创新精神及实践能
力的发展，以实现“做现代中国人”的根本宗旨。这一教育
观是符合小学教育发展规律的正确的教育观念，它对于当前
我国实施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的跨世纪人才，具有重要的
启迪作用。

我不禁反思，书中十五位大师无一不在提醒我们教学之路任
重而道远。现如今教学的主体已由教师转变为学生，相应的
研究的主题也应该是将“以生为本”思想放在教学的首要位
置。现代教学，以人的发展为旨归，关注人的发展，人的个
体与群体的发展是现代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使学校实现
跨越式超常发展的生命力，是激发我们教师工作者潜在创造
力的原动力。

在我们自己提高自身的教师水平的同时，学生通过自己的实
践来体验体育锻炼给自身带来的乐趣以及体育实践技能，促
进学生的身心协调发展。

“师道，师道”，以老师引路，学生走道两者结合才是关键，
光靠教师一定是片面的。我幸之，因我读了《师道》，我憾
之，这些大师未能见我们如今的教学宏图。

师道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是一本教育教师读物，其主旨正如书的封皮上所
写：“审视教育本真，倾听教师忧思，分享成长策略，明晰



教师立场，重塑教师信仰。”

这本书共五章：立场，信念，冷眼，策略，忧思。标题简洁
而概括。这本书都是收录一线教师的教育评论和随笔，正如
前言所说：“让教师说话，为教师说话，说教师的话”远比
对教师说话更重要，也能更有效的促进教师的发展。何为教
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没有多少新的话题，教育
更不需要多少‘创新’，只需要教师始终明白一件事情，那
就是--学生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学生，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
一个生命的影响。教育就是开启智慧，健全人格，要学生学
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成为一个心灵
博大，精神坚强的人。简言之，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像人
一样生活，像人一样活的美好。”这本书中的文章给了我很
多启迪和思考，也使我感受到智慧的快乐，也从另一个角度
审视，思考如何有效指引学生的正确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

在《师道》中有一个章节讲的是功夫在“分数”之外。我们
现在的教育太注重孩子的分数了，总是想尽办法，用尽手段
让学生提高分数。可我们使尽浑身解数后会发现孩子的成绩
没有丝毫的提高。老师督促其多做作业，家长督促其上补习
班，我们都尽到自己的职责了，为什么结果是这样呀！

我的班级中有一个小男孩名叫蒲永军，学习成绩不是很好，
我经常找他聊天，问他你这样聪明为什么学习不好呀？督促
他努力学习，可是半年了，一直没有什么改变。但在交谈中
我知道了一些他的家庭情况。他的爸爸不在身边，忙于工作，
他的妈妈过世不久，他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了，孤独无
助。他说他是多么的不幸呀！

是呀！蒲永军真得不幸呀！这样不幸的孩子学习不好也是正
常的，他自己这样认为，大家都这样认为。可是我给他讲，
也许换个角度就不一样了。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幸，如果比不
幸，你比得过霍金吗？如果比不幸，你比得过断腿的奥运会



选手吗？人生需要找个方向，人生需要现在认真学习找个工
作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经常与这个孩子做思想工作，
蒲永军慢慢地明白了人生，从此他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去，
最后在毕业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

从这个事例中我看到，学生的能力都是十分强，只要他们想
学就一定能够学好。分数不在分数里，分数是在分数外--学
生的思想工作，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才能让他们成就自己的
人生理想。

师道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四

认真拜读《师道:为师亦有道》一书后，我豁然明白，师道蕴
含着说、路径、方法的意思。为师有道，道在何方？在——
教师的成长，在——审视教育本真，在——分享教师成长策
略，在——明晰教师立场，在——重塑教师信仰。做一个有
思想、有追求、有道德的教师，为学生指明生命的方向，赋
予学生生命以意义和价值，就是最高尚师德的具体体现！这
是为师之道，更是为师之德！

教师始终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学生首先是人，其次才
是学生，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教育就是开
启智慧、健全人格，要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进而
达到独立行动，成为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简言之，
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像人一样生活，像人一样活得美
好。

教育的希望在于每位教师的成长，离开了教师，任何制度、
观念、政策都只能停留在空中。作为教师，即使是临近退休，
还是应该为适应飞速发展的时代，而不断的学习储备各种知
识，时时提高自身的素质。因为学生可以原谅一个吹毛求疵
的老师，但不能原谅一个无知无能的老师。所以，由一桶水
到一条源远流长的河的演变，是我们作为教师的知识追求的
觉醒。只要还在教学岗位上，就要不断的追求。



很多时候，我们的老师从中划出符合自己课程性质所需要使
用的回答，用平淡而近乎赞赏的语气抹去了其他的答案。我
们几乎从来没有随着学生的思考车轮去探索生活，很少想到
学生走向独自学习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其实更多的时
候，我们缺少跟学生进行开放性、探究性问答的技巧与自信，
因为思考的车轮没有方向，我们尚且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
帮助他们如何探索生活而培养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早已
经习惯了火车导轨式的教育。

教师不是站在学生和世界之间，而是和学生一同面对世界！

师道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五

我仔细研读了马朝宏老师所着的《师道：为师亦有道》这本
书，为师有道，道在何方?明晰教师立场，重塑教师信仰。做
人有人德，为师有师德。做一个有思想、有追求、有道德的
教师，为学生指明生命的方向，赋予学生生命以意义和价值，
就是最高尚师德的具体体现!

教育的希望在于每位教师的成长，离开了教师，任何制度、
观念、政策都只能停留在空中。教育真没有多少新的话题，
教育更不需要多少“创新”，只需要教师始终明白一件事情，
那就是—学生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学生，教育是一个生命对
另一个生命的影响。教育就是开启智慧、健全人格，要学生
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成为一个心
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

简言之，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像人一样生活，像人一
样活得美好。教师的真正本领，不在于他是否会讲述知识，
而在于是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
让他们兴趣盎然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很多时候，我们的
老师从中划出符合自己课程性质所需要使用的回答，用平淡
而近乎赞赏的语气抹去了其他的答案。我们几乎从来没有随
着学生的思考车轮去探索生活，很少想到学生走向独自学习



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缺少跟学
生进行开放性、探究性问答的技巧与自信，因为思考的车轮
没有方向，我们尚且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帮助他们如何探
索生活而培养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火车导
轨式的教育。我们教师用来工作的工具是：知识、能力、道
德、态度。

所以，作为教师，还应该为适应飞速发展的时代，而不断的
学习储备各种知识，时时提高自身的素质。我们首先得使我
们的知识不老化，所以得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能满足
已有的那点滴学问。因为学生可以原谅一个吹毛求疵的老师，
但不能原谅一个无知无能的老师。所以，由一桶水到一条源
远流长的河的演变，是我们作为教师的知识追求的觉醒。读
书，才会有思考;有思考，才会有思想;有思想，才会有追求。
因此，教师要学会“教书”，首先应该学会读书，学会思考，
学会思想。教师读书是关系教育成败的大事。读书的人是天
上的星星，明亮中多了一份深邃。要想做一个有主见有内涵
的现代人，读书仍然是必由之路。只有读书，才能丰厚自己
的文化底蕴、渊博自己的学识水平、陶冶自己的心性修养、
升华自己的教育追求、积淀自己的教育智慧，才能修炼成为
值得学生终身阅读的“圣贤之书”。

我们往往将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欠缺归咎于教育制度和专
业培养模式，然而大多空闲的时候，我们思考的车轮依然伏
在惯性的导轨上。更多的时候，在想着今天学生该交给我什
么书面作业，字迹是否工整认真。我们几乎没有想到我们该
教给学生什么，和学生一起做什么。是带领他们到阅览室，
还是去游泳池?体育场或许更好?我们很少揣摩学生的心思，
他们今天是想学习高雅的舞蹈、悠扬的二胡，还是自由运动
场……我们应该放手让他们在每一个机会面前尝试与思考。
只有放手，你才会知道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只有放手，你才
会发现什么是他们的专长。

作为一名教师是无尚光荣的，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教师对人才的培养和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要做好教师工作，首先是热爱教育事业，忠诚教育事业。其
次是自己要爱读书，爱学习才行。在不断追求中探索教育的
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