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精选5
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
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一

在学校组织的读书活动中，我有幸读了《做一个聪明的教师》
一书，并且深深爱上了它。该书通过点评一个个教育案例，
传达着王晓春老师的思想，传播着他的理念，我有机会读到
他的书的真是受益匪浅，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甚至能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我边读边思考，有很多
句子印象深刻。

要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这是我读后感触最深的一点！王晓春
老师的《做一个聪明的教师》给我们这些在教育一线苦苦摸
索的教师们送来了一剂沁人心脾的良药。这句话看似简单。
其实要做到不容易。有时候，我们老师常会好心办坏事，造
成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我们工作的不细致，想的不周全。鼓励
孩子的方法有很多种，尤其是对行为偏差生上的鼓励老师更
应该多想想办法，多从这些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带着一些宽
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不能用一把尺子去丈量所有的孩
子。不妨多动动脑筋，想一些既有效又能让孩子、家长都能
接受的好办法。

聪明的人其实就是善于思考的人，他们往往有良好的思维方
式，思维方式对于一个教师太重要了。由于教师面对的是学
生，是孩子。老师在孩子们面前有年龄优势、经验优势、知
识优势、权力优势，面对很多问题时省却了思考，所以，思
维定势的影响了教师的创造性思维。所以，我们应先改变自



己的思维，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改变积淀在头脑中的陈旧的
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努力使自己成为聪明的教师。

书中一个个案例解开了深藏在我心中的困惑。我曾因为学生
的问题而烦恼，我也曾因为学生的调皮而头疼，然而这一切
都是教育过程中必须面临的正常问题，不要让自己的`烦恼扩
大，让我们坦然去面对，因为学生的生命存在着差异，我们
不是要所有的孩子都长得一样高、一样强壮、一样美丽，而
是与学生的原有基础相比，让每个学生的生命有所发展，而
老师应该引领着我们的孩子体会自我的发展，教会学生懂得
生活，拥有健康的心理和体魄，拥有积极向上的心态，拥有
生活、求知的能力。王老师的话无疑为身处迷茫中的我找到
了方向，看到了希望和未来。就像王老师说的一样，踏踏实
实上好每一堂课，认认真真对待每一次谈心，开开心心组织
每一次活动，我们高兴，学生也快乐。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二

这本书买来已有一学期之久，奈何事物杂多，始终不曾翻阅。
近期，才着手翻阅，不能说对我有很深的受益，却也让我思
考良多。

王晓春老师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的退休老
师，致力于研究教师观念更新、语文教学改革、家庭教育等。
在这本书当中，王晓春老师主要针对教师在处理学生一些事
情的时候常有的思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与思考，他从思维方
式角度切入，通过一系列案例讨论问题，告诉我们每一位教
师应该学会“认识自我”。王晓春老师说：教育科学研究的
内容不外乎客观世界研究和主观世界研究两方面，客观世界
包括教育规律的认识、教育对象的`认识等。主观世界的研究
则主要是教师的认识自我。他提出教师对于主观世界的研究
尤其薄弱。教师普遍缺乏反思意识，很少有“解剖自己”的
认知冲动，这一点，作为一线教师，我不能否认，这的确是
一个值得让每一位教师深思的话题。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90个鲜活的来源于一线教师的
案例。这些案例生动形象，反映了教师教育教学过程当中所
面对的各类学生、各色问题，有小学生的案例，也有中学生
的案例，各位教师的见解也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爱的教育、
批评教育、启发教育等等。而王晓春老师就针对这些案例从
思维的角度做了深刻的讲解，有些也让我受益。他提出了一
系列思维问题，比如整体思维、简化思维、固化思维、叙事
思维、非逻辑思维等等，让一线教师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更有
目标与方向了。

这本书我翻阅的很快，但快并不代表我没有学习到东西。一
定程度上，这本书的确教会了我如何应对学生生活学习过程
中的疑难问题，提高了教师的专业水平。读罢此书，或许在
某些问题上，你会更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避免一些
不必要麻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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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三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这本书买来已有一学期之久，奈何事
物杂多，始终不曾翻阅。近期，才着手翻阅，不能说对我有
很深的受益，却也让我思考良多。

王晓春老师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的退休老
师，致力于研究教师观念更新、语文教学改革、家庭教育等。
在这本书当中，王晓春老师主要针对教师在处理学生一些事
情的时候常有的思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与思考，他从思维方
式角度切入，通过一系列案例讨论问题，告诉我们每一位教
师应该学会“认识自我”。王晓春老师说：教育科学研究的
内容不外乎客观世界研究和主观世界研究两方面，客观世界
包括教育规律的认识、教育对象的认识等。主观世界的研究
则主要是教师的认识自我。他提出教师对于主观世界的研究
尤其薄弱。教师普遍缺乏反思意识，很少有“解剖自己”的



认知冲动，这一点，作为一线教师，我不能否认，这的确是
一个值得让每一位教师深思的话题。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90个鲜活的来源于一线教师的
案例。这些案例生动形象，反映了教师教育教学过程当中所
面对的各类学生、各色问题，有小学生的案例，也有中学生
的案例，各位教师的见解也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爱的教育、
批评教育、启发教育等等。而王晓春老师就针对这些案例从
思维的'角度做了深刻的讲解，有些也让我受益。他提出了一
系列思维问题，比如整体思维、简化思维、固化思维、叙事
思维、非逻辑思维等等，让一线教师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更有
目标与方向了。

这本书我翻阅的很快，但快并不代表我没有学习到东西。一
定程度上，这本书的确教会了我如何应对学生生活学习过程
中的疑难问题，提高了教师的专业水平。读罢此书，或许在
某些问题上，你会更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避免一些
不必要麻烦的产生。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四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我想每个人都想做这样的一位老
师，但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要做到并不容易。在这次书籍
推荐中我看到了这一本书《做一个聪明的教师》，我的感触
颇深。

这本书中没有高深的理论，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教学
事例的剖析，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切入，向我们阐述着做为一
名老师应该如何来看待自己在教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改进
自己的教学行为。

“教师思考和叙述问题的时候，只喜欢朝一个方向
走……”“多数老师很不习惯在矛盾中思考，很不习惯在事
物的互相联系中思考，很不习惯刨根问底的思考，很不习惯



在思考中反驳自己。”“教师普遍缺乏反思意识，很少有解
剖自己的认知冲动，结果就是严重缺乏自知之明，不是盲目
自信，就是盲目自卑。”诸如此类的话语在书中多处可见。

学生，在遇到问题时首先自己要心平气和，了解清楚整个事
情的来龙去脉，在没有结果前不乱下定论，有的孩子的行为
是需要时间来改正的，在处理班级问题时需要多一份理智。

看了这本书后，当我在碰到违纪学生，我都会动一番脑筋再
作处理。有次，上体育活动课时，我要求学生分组活动，有
一个学生跑过来告状，说有同学在扯校园绿化树的树叶。我
跑过去一看，那几个学生还在用力的向上跳，再看地下，到
处都是被扯下的树叶，我大声训斥：“过来，看看你们在干
什么，损坏花草树木，到处乱扔垃圾！”要在平时，我一定
会把他们课后留下来批评一顿。可现在我想到王老师在书中
说到的一种思维误区便是“迷信师严”，我提醒自己要变
得“聪明些”，于是要他们每人去捡三十片垃圾为清洁校园
出点力。后来只要遇到犯事的学生，我就采取这样的方法。
校园自然清洁多了，效果也不错。

李镇西老师说过：“做最好的老师！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也
是一种激情的行动；是对某种欲望的放弃，也是对某种理想
的追求；是平凡的细节，也是辉煌的人生；是‘竹杖芒鞋轻
胜马’的闲适从容，也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荡气
回肠。”多意味深长的描述啊！的确是，《做一个聪明的教
师》，让我知道如何更好的面对问题，那就是多问几个为什
么。遇到问题，必须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选择适当的时机，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虽然我不能说自己
在这方面表现很出色，但起码我也在不断的努力，因为我明
白聪明的教师是特别受学生欢迎的。

教育是一种行动的艺术，而不是靠嘴巴吃饭的职业，我们要
做一个智慧型的、研究型的教师，要不断地读书学习，要时
常重新认识自己，在工作中思考，在思考中不断提升自己的



专业水平。

成为聪明女人要学习的说话技巧

形容聪明能干的歇后语大全

教师报读后感

给青年教师的建议读后感

如何做一个学习型的家长

形容聪明能干歇后语

如何做一个成功的市场营销人员

读后感作文教师评语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五

今年暑假，我阅读了王晓春老师的《做一个聪明的教师》，
回顾7年的教学生涯，感受很深。教师在对学生的教育、教学
管理中除了有爱心还要有智慧。在爱与学生成长间有一架桥
梁叫“智慧”，看了整本书后，有以下几点感想：

“热爱学生”是我们的师德要求之一，教育需要爱，但光仅
仅有爱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教育有爱，但是不等于爱，我们
不能过分的迷信“师爱”，不能要求师爱完成本不属于它的
任务，就好像我们不能要求医生光用爱就能把病人治好一样。
例如，书中提到的一位老师对学生不写作业，每天叫过来写，
不批评，学生写得较好，但还就是慢。像这样的例子，这个
孩子看来属于“蜗牛族”。如果这位老师具备关于蜗牛族的
教育专业知识（蜗牛族的多种成因及治疗方法），他就不会
迷信关心和爱了。医生治不好病人，一般不会检讨自己对病



人爱得不够，他一定会反思和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这正是
教师应该着重学习的科学态度。

要善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要改变思维方式，聪明人就是
善于思考的人，就是有良好的思维方式的人。对任何事情，
都采取分析的态度。比如，有人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
粥”，借以说明问题学生可能破坏班风；而王老师马上想到
另一个俗语，“火大无湿柴”，提醒自己好的班风也可以转
变问题生。

王老师没有大道理，王老师没有灵丹妙药，有的是对教育教
学规律孜孜以求的责任心和科学精神。《做一个聪明的教师》
特别从思维方式角度入手，教我们如何改变“表面的，孤立
的，静止的，片面的，单向的，线性的，独断的，非讨论
性”的思维方式，而学会在矛盾中思考，在事物的相互联系
中思考，养成刨根问底、假设多种可能性的思考习惯，
并“在思考中反驳自己”。

一个真正优秀的教师，他会把主要精力放在设计教育情境上
面，而不是主要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上。综观自
己的教育不足，最典型的毛病是“说教”，迷信“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王老师认为“嘴利用率过高了”，头脑就会严
重开工不足。的'确，从教年份越多，越容易形成思维定势，
想想以前的学生，一番有理有据的说辞，可以使之感动莫名，
一些发自肺腑的关怀，会让我们铭刻于心。然而“世易时移，
变法宜矣”，现在的学生越来越缺少感动能力，越来越缺少
对世道艰辛的体验，对老师的说教，他们甚至会有天然的免
疫力和抵抗性。

以达到的最好程度，同时也就为教育事业做了自己最大的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