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室里的火读后感(精选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教室里的火读后感篇一

“奖励”、“惩罚”这两种管教方法在我们以往的教学工作
中出现频繁，《教室中的正面管教》一书让我了解到一种不
同的方式――正面管教，它是通过建立情感联结让学生感受
到被关爱，倡导用和善、尊重的态度，以鼓励的模式帮助学
生真正解决问题。

“正面管教的目的是让学生们参与专注地解决问题而不是成
为惩罚和奖励的被动接受者。”这个观点让我不禁回想起自
己小时候也曾因为违反纪律，被罚抄学生守则，我当时会因
为害怕再被惩罚而答应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还有初中时候
被罚把政治试卷的错题抄三遍，密密麻麻的字以及写到手软
的感觉也让我变得害怕写字。反观奖励，我现在也用加分的
方式激励学生参与学习活动，不难发现如果某一节课老师不
重视加分评价，学生就会不感兴趣。测验考试的时候甚至也
会有学生问我“考到100分有什么奖励吗？”这让我不得深思：
如果有一天这个奖励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了呢？这就是奖励的
负面影响，孩子容易把注意力转移到奖励而不再专注于学习
本身。

而正面管教恰恰在帮我我解决上面的问题。正面管教认为，
孩子要好好学习并且减少纪律问题除非教给孩子们社会和情
感；而正面管教的愿景是孩子们在学校里遭遇失败是永远不
会被羞辱,而是通过有机会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从自己的错误
中学习感觉到自己被赋予了力量。



“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是一个丧失信心的孩子。”如果我
们能正确认识到孩子的行为是以目的为导向，并意识到孩子
行为背后的目的首先是寻求归属感和价值感，我们对待孩子
不良行为的态度就会不同了，同时也该反省自己的言行，是
否忽略了孩子的感受，或者伤害了孩子的感情，才招致孩子
缺乏归属感和价值感的。当学生犯了行为错误的时候，我们
应该找到问题的根源，针对问题采取有效的的方法进行化解、
沟通，才是教育孩子的关键所在。我们要从惩罚或者一味批
评孩子的方式中扭转，从正面引导孩子理解他的错误行为所
造成的后果，并且让他承担他的错误，最后改正。而在这过
程中，没有老师和同学会嘲笑他，因为大家会一起帮助他认
识错误，探索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的方式，而不是受到惩罚。
这样的孩子一定也会有班级归属感。犯错误是学习的好时机。
我们自己要学会、而且也要教孩子学会把错误看做一个让人
兴奋的学习机会，当我们把错误看作一个学习机会而不是什
么坏事时，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就变得容易多了。

当学生对学校有一种归属感并感觉自己是学校的一份子；喜
欢学校；意识到老师们是支持和关爱自己的；在学校里有好
朋友；致力于自己现在和未来的学业进步；相信学校的纪律
是公平和有效的；参加课外活动。那学生们便会对自己学校
产生积极依恋，增强学生与学校的情感联结，会使学校的教
育更成功。所以作为教育者，我们一定要倾听并认真对待孩
子们，让学生感受到关爱的力量。

“孩子们需要鼓励，正如植物需要水。没有鼓励，他们就无
法生存。”《教室中正面管教》一书让我对自己以往的班级
管理行为有了很大的反思，书中还提到很多正面管教的具体
措施，相信这些方法能更好地帮助我解决在今后的教学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

教室里的火读后感篇二

20xx年寒假开始之前，学校给我们发放了一本教师共读书



目――由美国简・尼尔森等三人共同编著的《教室里的正面
管教》。作为一本写给教育工作者的“工具书”，里面谈及
了：正面管教作为一种鼓励的模式，在被教师运用到教室里
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涉及到教师的领导风格、学生的行为
目的、师生之间的联结和沟通、生生之间的关系处理等各种
各样的影响因素。为此这本书提供了多种有效而具有可操作
性的方法来解决涉及到这些因素的问题，间插多位教育工作
者运用正面管教理念解决问题的实例，给了我们对正面管教
更具体、更直观的认识和理解，也让读完此书的我受益匪浅。
下面谈谈我的几点感悟和收获：

一、鼓励是正面教育的核心。

正如书中摘录的鲁道夫・德雷克斯的话所说，“丧失信心是
所有不良行为的基础。”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也说，作为一
名教育工作者，“只有孩子们对未来满怀希望和欣喜，教育
才成为可能。”鼓励就像阳光雨露，给成长中的孩子带去力
量和希望。因此在我们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不妨谨记并用行
动让孩子们谨记以下三个帮助孩子们在学校和人生中成功的
三个信念：1、我能行；2、我的贡献有价值，大家确实需要
我；3、我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做出选择，对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和我的群体中的事情产生积极影响。

当孩子犯错时，鼓励他接受错误并承担责任；当孩子遇到困
难时，鼓励他看清目标、找准方法、勇往直前；当孩子达到
目的时，鼓励他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二、转变思维，从问题行为的根源找方法，更好地鼓励。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冰山理论，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就像浮
在水面的冰山，在水面之下的则是更为复杂的人的心理。因
此正面管教比一般管教方法更多的关注水面之下的部分，把
学生的各种不良行为归结于四种错误目的：寻求过度关注、
寻求权力、报复、自暴自弃，并挖掘出其目的反映的“密码



信息”，给教师或父母提出相应行为下对孩子作出回应的建
议和方法。在活动案例【冰山丛林】中，书中更根据四个错
误目的给出了相应的鼓励话语，为教师解决孩子的不良行为
提供一定的借鉴。用鼓励代替责罚，也能让学生更愿意去面
对错误，承担责任，从而改正并进步。

三、相互尊重即相互鼓励。

“当教室管理以相互尊重为基础时，学生们在学业和社会情
感技能方面都会学得最好。”除了一般的学生对教师的尊重，
在教室里的教育过程中，更应该有教师对学生的理解和尊重，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相尊重。由此鼓励者和被鼓励者这两个
角色也不应该只由两种人去扮演。《教室里的正面管教》告
诉我：尊重学生，教师应该学会在纠正学生之前先建立情感
联结，这时我们则需要像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所说的去
做：“用一个人的眼睛去看，用另一个人的耳朵去听，用另
一个人的心去感受。”学生之间的相互尊重也是如此。那应
该如何学会相互尊重和教会学生相互尊重呢？书中为此给我
们提供了4个赋予力量的相互尊重的沟通技巧：1、说到做到；
2、少即是多；3、头脑、内心和直觉；4、网球比赛。学会互
相尊重，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理解和肯定，本身便是对对方的
一种鼓励。

和善而坚定，和善即教师对学生的尊重和理解，坚定则是教
师能够始终用鼓励对待孩子的态度。这不仅是从《教室里的
正面管教》中体会的一些感悟，更多的需要我们加以思考的
同时、活学活用，把所学的方法落实到行动中去！

教室里的火读后感篇三

“老师，他打我。”“老师，他画我的书。”“老师，他插
队。”“你再这样，我就告老师了。”……班里每天都要上
演同样的戏码。一开始的我，肯定是很有耐心地听他们讲述
事情经过，帮助他们分清楚到底是谁的过错，谁应道歉。久



而久之，便不太耐烦了，我告诉孩子们：“你们先自己解决，
解决不了了再来找我”。大部分孩子没再来找我了，我便不
再过问，心里觉得这一招确实好用。

阅读了《教室里的正面管教》后，我开始深思：孩子们真的
会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吗？我想答案应该是不会，如果孩子会
正确解决这些问题，那班级里出现的纠纷应该会减少。

那如何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呢？书中提供了这样的步骤：
首先双方先得冷静下，再以尊重的方式把问题谈开，然后达
成一个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法，实在解决不了了再寻求帮助。
对于这个解决方案，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当双方产生矛盾时，
大家的情绪会比较激动，冷静下来了，确实可以更好地解决
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也是很重要。
比如在一件小小的画书事件中，当孩子提出：“我很爱护我
的书。可你却把我的书画成这样，这让我感到很伤心。”我
想画书的孩子听完，一定会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另外，书中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决问题的工具：选择
轮。孩子可以从自制的选择轮上选择愿意尝试的解决方法，
也可以给选择轮加一个旋转指针，通过转动指针来决定解决
方法。读后感・如果解决方法无效，他们可以挑选解决方法，
也可以继续旋转指针，直到指针停在一个他们喜欢的解决方
案上。

孩子可以从自制的选择轮上选择愿意尝试的解决方法，也可
以给选择轮加一个旋转指针，通过转动指针来决定解决方法。
如果解决方法无效，他们可以挑选解决方法，也可以继续旋
转指针，直到指针停在一个他们喜欢的解决方案上。授人以
鱼，不如授之以渔。帮学生解决问题，不如教学生解决问题
的方法。



教室里的火读后感篇四

暑假在家读了美国教育学博士、心理学家简尼尔森的"让数百
万孩子、家长和老师受益终身的经典之作”的《正面管教》
这本书，该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涉及孩子心
理、行为、认知、教育等方面的经典理论，使我受益匪浅。

正面管教是一种既不惩罚也不骄纵管教孩子的方法，孩子只
有在一种和善而坚定的气氛中，才能培养出自律、责任感、
合作以及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学会使他们受益终身的
社会技能和生活技能，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书中主要
介绍了如何运用正面管教方法使孩子获得这种能力。书中用
了非常多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如何有效地与孩子沟通。书中还
列举了很多阻碍沟通的语言，同时还告诉我们改善沟通的话。
让我明白了怎么样才能改善沟通。

首先，核实能改善沟通。我们要多去发现学生的真是想法和
感受。可以通过核实，问启发式问题来促进沟通。其次，探
询会促进沟通。我们可以用好奇心增进情感联结并改善沟通。
比如一种简单的探询方式就是要求“多告诉我一些”还可以
接着说：“然后呢？然后呢？”孩子们不需很多鼓励就会告
诉你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他们需要的是知道老师对他们的
观点真正感兴趣。只要我们不评判、打断或纠正他们，她们
就会告诉我们很多。再次，邀请会鼓励合作。邀请学生多参
与一些有助于他们变得能够自我指导的计划和解决问题的活
动，如果一味地指挥会招致被动会主动的抵制与反叛。然后，
肯定也是一种沟通方式。要寻找机会肯定孩子们的成就和独
特性，特别像美术这种学科，就更需要我们美术老师发现每
个孩子所特有的艺术感悟。不能要求他们的画面一定要达到
你所期望的那样。当我们要求过多并且急于求成时，他们就
会丧失信心。就像书中讲到一个叫杰森的五年级孩子，在课
堂上如何的捣蛋，杰森的老师在开始也试到这些惩罚，留下
抄几遍课文，请他站起，送校长办公室，而结果是杰森只会
做鬼脸。之后老师怎样运用鼓励，给与尊重和友善的态度，



在杰森每取得了一点小小的进步，哪怕是今天的课堂只是比
前两天的课堂少了几声乱叫，老师都会鼓励并回以微笑，终
于让这个孩子在课堂上与老师同学越来越愉快地相处。最后，
尊重是最重要的沟通方式。当我们尊重学生时，我们就会认
可我们和学生有不同的观点。尊重会创造一种接纳的氛围，
并鼓励成长和有效的沟通。不要因为别人不明白的事情评判
他们，而要鼓励学生寻求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

当老师把学生们作为值得尊重的人看待时，我们就会发现通
过核实、探询、邀请和鼓励、肯定以及尊重赋予学生力量会
更容易些。在良好的沟通中，会有大量的倾听、尊重、好奇
心和赋予力量。

周老师推荐的这本书，看了目录感觉是一本讲大道理的书，
这些道理平时我们都懂，所以要耐心的逐字逐句的看下来起
初是有些排斥的，但只要当你看完译者的话时，你会被书的
内容吸引住了，因为译者表现出来的观点结合了中国的国情，
深入人心。认真看完以后，我要说的是：要想改变孩子，你
得先改变自己。

经常和孩子聊天，她很多思维意识是我们在教育过程中是没
有灌输的，但我很想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但很多时候她无
法清晰的告诉你，我也会经常用我认为的可不可行而制止她，
有的时候也有些小暴力，心疼之余我又想，她有错吗？其实
她没有，她接受的就是现在不断在更新的社会，我却还在上
下交接点上慢慢匍匐前进，进步有些慢了。

看完《正面管教》，我只想和各位家长分享的是：没有完全
相同的孩子，没有规定的未来，对于孩子来说，人生路还没
有真正开始，那就让我们经历过风雨的家长让他们自己去感
受人生。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改变自己才能改变
孩子，让我们自己的心态和孩子的心态平静的行走在同一条
线上吧！



孩子从呱呱坠地时，每一件事都牵动着父母亲的神经，而对
孩子的教育更是父母亲一生必不可少的课程。

看了这本书后我就很注意对孩子的“坚持”。幼儿时期孩子
最不愿意吃饭，最喜欢的就是玩。当孩子不愿意吃饭时，我
会坐在他们身边，耐心又坚定地说，想身体好就一定要吃饭，
不吃饭所有的玩具和零食都会被没收掉，孩子们在我的“坚
持”下把饭吃完了。孩子眼馋也是很正常的现象，看见别人
有好吃的和好玩的就想吃想买。我对孩子说，你想吃什么就
直接跟妈妈说，不要说人家在吃什么我也要吃，别人有什么
好玩的东西并不代表这个东西一定适合我们。所以两个孩子
这么大，从来都不会看着别人的东西眼馋想要。因为小时候
眼馋是正常的现象，等到长大了眼馋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了。现在是网购的年代，我也很鼓励孩子自己去设置一个账
号，在网上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是有条件的，就是该买
的买，不该买的不能买。孩子每每在网购之前都会征求我的
意见，如果有些东西我坚持认为不能买时，他们都不会去买。
这不是我的“专制”，因为每一位父母亲都是爱孩子不会去
害孩子的，孩子毕竟未成年，有些时候会不知道怎么去分辨，
如果做父母亲的不帮助孩子去分辨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
事情是不该做的，那真的是害了孩子，甚至会影响孩子的一
生。

当孩子提出无理的要求时，父母亲要做到“坚持”；当孩子
因为他的无理要求无法达到而耍赖时，父母亲要做到“坚
持”；当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为孩子的“苦肉计”
而“挺身而出”时，父母亲更要做到“坚持”。让孩子
在“坚持”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且习惯这样的“习惯”，
对孩子今后的成长一定是有益无害的。

“坚持”是对孩子的一种爱护，是一种极其负责任的爱
护；“坚持”是一种不骄纵孩子的教育，更是一种对孩子的
正面的教育。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亲都能“坚持”我们的“坚
持”，也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亲和孩子都平安，健康，快乐 ！



其中“和善与坚定并行”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正如鲁道夫.德
雷克斯所说“和善”在于表达我们对孩子的尊重。“坚定”
则在于尊重我们自己，尊重情形的需要。专断的方式通常缺
少和善；骄纵的方式缺少坚定。和善而坚定是正面管教的根
本所在。更重要的是正面管教告诉我们要：废除惩罚；废除
骄纵；和善而坚定。给孩子培养“气象重要的感知力和技
能”的机会。惩罚带来长期负面的效果，放弃荒诞的观念---
“若想让孩子做得好就要先让他感觉糟”让孩子参与到设立
限制中来。问启发式的问题，使用和善而坚定的话语。

1、表达出对孩子感受的理解。一定要向孩子核实你的理解是
对的。

2、表达出对孩子的同情，但不能宽恕。同情并不表示你认同
或者宽恕孩子的行为，而只是一位让你理解孩子的感受。这
时，告诉孩子你也有过类似的行为或感受，效果会更好。

3、做这些要真诚、友善。

4、让孩子关注于解决问题。问孩子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或提
出建议，直到达到共识为止。

只有赢得了孩子的信任，才能真正打开孩子的心扉，真正的
沟通和交流。才能对孩子、对班级管理起到积极的作用。友
善、关心和尊重是实施这些的根本。

我想，从现在开始逐渐改变我们的管理观念，尝试实施正面
管教，这应该是一次重大的前进吧！谢谢周老师给我们推荐
这么好的一本书，我们会努力做到的！

教室里的火读后感篇五

这学期本人读了《教室里的正面管教》这本很实用的育人书，
同时参加了研究者们的培训。该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许多行



之有效的涉及孩子心理、行为、认知、教育等方面的经典理
论，使我受益匪浅。

《教室里的正面管教》是一种既不惩罚也不骄纵管教孩子的
方法，孩子只有在一种和善而坚定的气氛中，才能培养出自
律、责任感、合作以及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学会使他
们受益终身的社会技能和生活技能，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业成
绩，书中主要介绍了如何运用正面管教方法使孩子获得这种
能力。书中用了非常多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如何有效地与孩子
沟通。书中还列举了很多阻碍沟通的语言，同时还告诉我们
改善沟通的话。让我明白了怎么样才能改善沟通。

首先，核实能改善沟通。我们要多去发现学生的真是想法和
感受。可以通过核实，问启发式问题来促进沟通。其次，探
询会促进沟通。我们可以用好奇心增进情感联结并改善沟通。
比如一种简单的探询方式就是要求“多告诉我一些”还可以
接着说：“然后呢？然后呢？”孩子们不需很多鼓励就会告
诉你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他们需要的是知道老师对他们的
观点真正感兴趣。只要我们不评判、打断或纠正他们，她们
就会告诉我们很多。再次，邀请会鼓励合作。邀请学生多参
与一些有助于他们变得能够自我指导的计划和解决问题的活
动，如果一味地指挥会招致被动会主动的抵制与反叛。然后，
肯定也是一种沟通方式。要寻找机会肯定孩子们的成就和独
特性，特别像美术这种学科，就更需要我们美术老师发现每
个孩子所特有的艺术感悟。不能要求他们的画面一定要达到
你所期望的那样。当我们要求过多并且急于求成时，他们就
会丧失信心。就像书中讲到一个叫杰森的五年级孩子，在课
堂上如何的捣蛋，杰森的老师在开始也试到这些惩罚，留下
抄几遍课文，请他站起，送校长办公室，而结果是杰森只会
做鬼脸。之后老师怎样运用鼓励，给与尊重和友善的态度，
在杰森每取得了一点小小的进步，哪怕是今天的课堂只是比
前两天的课堂少了几声乱叫，老师都会鼓励并回以微笑，终
于让这个孩子在课堂上与老师同学越来越愉快地相处。最后，
尊重是最重要的沟通方式。当我们尊重学生时，我们就会认



可我们和学生有不同的观点。尊重会创造一种接纳的氛围，
并鼓励成长和有效的沟通。不要因为别人不明白的事情评判
他们，而要鼓励学生寻求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

当老师把学生们作为值得尊重的人看待时，我们就会发现通
过核实、探询、邀请和鼓励、肯定以及尊重赋予学生力量会
更容易些。在良好的沟通中，会有大量的倾听、尊重、好奇
心和赋予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