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了解的事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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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了解的事读后感篇一

看《了解你的学生：选择理论下的师生双赢》，初看的时候，
觉得这本书写的太罗嗦，但是看到书最后几章，觉得自己悟
到了什么，于是我恍然大悟，是我自己没看明白。我字字句
句咀嚼，越读越觉得字字珠玑，受益匪浅。

《了解你的学生》这本书是国际知名心理学家威廉。格拉瑟
博士的著作。作者威廉？格拉瑟博士是国际知名的心理学家，
“现实治疗”理论的倡导者，“选择理论”的创始人，现任
洛杉矶“威廉？格拉瑟协会”总裁。他倾注了半生的心血，
通过务实验证和对理论基础的再三思考，提出了“选择”理
论，更精炼地传达出其所倡导的生活化的心理学概念，希望
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行为的主人，人们能选择自己的行为，
而不是被动地受到外在刺激的控制。虽然这是一本教育专著，
但是我觉得它的意思绝非于此，这更是一本人生指导丛书。

这本书剖析了传统教学的缺失及其对治之道，协助我们了解
选择理论的原理，提供实例说明如何将选择理论以学习团队
模式激发学生的潜力，让学生在课堂上充满激情。作者主张
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行为是一种自我选择，所有的行为都在
于满足内在的心理需求或心理图像。他认为，教育最该关心
的是那群不愿好好用功读书的贫困生。如何运用选择理论的
概念，来帮助那些有着错误“学习图像”的孩子，更新其学
习图像，便是教师的责任。严格催逼一个无心学习的学生，
并不可能让学生变得用功。教师必须要让学生相信，用心学



习会带给他们需求的满足，他们才有向上的动力，这便是学
习图像的转换。这本书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满足孩子的心
理需求。而且，这本书也强调了教师在工作中要获得满足，
如果无法满足，那么教师将无法以自己所期望的方式持续教
学工作。

这本书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而且，
这本书也强调了教师在工作中要获得满足，如果无法满足，
那么教师将无法以自己所期望的方式持续教学工作。本书的
第七章，阐释了“身为现代经理人的教师”的角色：

“他必须继续阐释他的教学目标，并引导学生思索他们所学，
以便协助老师找出促进学习的最有效方式。他期待学生学期
考试取到最好的成绩，但是他也知道这些考试绝非他努力的
主要目标。“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以及学生会怎么做。
基本上，他负责教学架构的建立，而学生则在这个架构下学
习。他会持续改善教学架构，并相信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
程，而不是外求于“专家”设计出一套永远不可能达成
的“最佳”课程。相反的'，他会转向在这个架构下学习的学
生，要求他们的回馈，因为他知道没有任何人比这些学生更
了解如何改善他们的学习。所以他会建立一套方法来听取学
生的意见，并且经由意见的采纳，让学生知道他们的建议非
常有价值。这种互动比他所能做的任何事情，给予学生更多
的权利感，而且丝毫不会矮化他的教师身份。

“教师和学生将持续不断从事教学方式调整与学习时间分配
的探讨。教师须努力排除先入为主的偏见，并积极求取学生
的协助来改善教学过程。从一开始，教师就会发现大部分教
学问题的起因，来自课堂结构而非学生本身。因为他不把学
生看作问题，所以他会鼓励学生，说出问题所在。而在追求
每门课最佳教学效果的过程中，威胁和处罚将会退位，取而
代之的是师生的协同合作。教师将会明白他们需要学生的协
助，课堂上不会有敌对的角力，这在制式的教室里是最富毁
灭性的。骗人的奖状和诸如“回归基地”或“教学卓越”之



类的激励口号也没有必要，因为学生本身就是教学历程的一
部分，他们自己就会持续不断地寻求改进之道。最重要的是，
当任何学习团队发现一个更新、更有效率的学习方法时，这
份知识就会分享给每个人，以便所有人都能学得更多。”

我认为这几段文字非常耐读，也值得我们每位教师仔细寻味。
生活里充满了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轻松向上的生活方式格拉
瑟博士的选择理论的确有着很强的的实用性，使人受益匪浅，
值得教师在以后的教学道路上好好探究。

了解的事读后感篇二

“我了解我的学生吗？”看到书名，我扪心自问。每日与学
生一起，哪怕不在眼前，都可以想到每个孩子在干什么，说
话的语气，打闹的深情，或洋洋自得，或自怨自艾。但我却
从未静心思考，孩子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表现。知其然，却不
知其所以然。

《了解你的学生》文笔优雅、说理清晰，书中随处可见立竿
见影的教学珠玑。格拉瑟用极其精深的专业素养和丰沛的实
务经验，给老师们提供了实用的启示性向导。高屋建瓴，给
行走在路上的教育者以深刻的启迪。

威廉·格拉瑟认为，如果学生不愿意读书，任何处罚都无法
逼他们就范。生命不像机器，可以由操纵者来掌控，所有的
生物都有自我意识，都会自我控制，只有当你想让学生做的
事情更能满足学生的内在需求的时候，学生才会按照你说的
去做。换句话说，体罚只能起到一时的作用，但是摸清学生
的心理活动，找准他们的内在需求，就可以让学习变得轻松
和快乐。

我们班有个叫彤的小女孩，私底下我戏谑的称其为“体操大
王”。小姑娘聪明、机灵，但就是管不自己。上课的时候脚
从来不会在桌子下面，要么在凳子上跪着，要么把腿伸到走



廊里，更有甚者翘到桌子上。提到她，任课老师无一不摇头。
家长会与其爸爸深聊，家长告诉我从幼儿园就这样，在家里
也这样，根本管不了。

一度，我是不想管她的，破罐子破摔却也只会最差。偶然，
她回答问题很出彩，我极力表扬，并让她荣升小组长，管理
小组其它成员的学习和作业情况，还通过校讯通跟家长表扬
了她。一天天，孩子的情况慢慢变好。与数学老师交流，亦
是点头称赞。

其实每个孩子心里都渴望被人承认，被人重视，也就是威
廉·格拉瑟提到的内在需求。欣赏孩子的每一次进步，哪怕
是写对了一个词语，认真完成了一次作业，坐端正了身子，
收拾干净了桌子……只要我们不吝啬自己赞美的语言，相信
孩子会不遗余力的争取表扬，哪怕是赞许的点头。对学生而
言，被人欣赏特别是被老师欣赏无疑是一种幸福，是一种被
点燃的信任。如果能在课堂上实现对学习的满足，获得成就
感，他就会用心去学习的。

正像威廉·格拉瑟在本书中提到的一样：一名成功的教师总
是带着欣赏的眼光和积极的心态投身于教学活动。教师真诚
的期待不仅能诱发学生积极向上的激情，而且深刻地影响着
学生智力和个性的发展。如果师生关系中没有真诚的欣赏，
任何学生都可能失去自信心。所以，适度的表扬和鼓励，能
让学生品尝到成功的喜悦，在被欣赏的愉悦体验中奋发、崛
起。不容怀疑，每一个学生都有闪光的东西可以挖掘，关键
是怎样挖掘，何时挖掘。

我们无法强迫任何学生用功读书，除非他相信这么做会令自
己感到满足。格拉瑟博士将他的“选择理论”转化成一套带
给学生满足和喜悦、充满活力的学习团队模式。通过学习小
组，学生享受到深入知识殿堂所带来的权利、友情、乐趣。
而老师把“逼迫”变为“爱的诱导”，不但让孩子爱上学习，
更令教师少了逼迫的无可奈何，转而沐浴爱的阳光，身心舒



畅，真正做到师生双赢。

了解的事读后感篇三

假期我认真阅读了威廉格拉瑟博士所著的《了解你的学生：
选择理论下的师生双赢》一书，感触良多：

威廉博士是著名的心理学家，“现实治疗”的倡导者当然也是
“选择理论”的创始人。在近半世纪的心理治疗的基础上，
他不断发展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于1998年出版了《选择理论：
个人自由的新心理学》，至此他的“选择理论”终告确立。
《了解你的学生：选择理论下的师生双赢》整书即以选择理
论为根基，主张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行为是一种自己的
选择，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内在的心理需求或个人内在
的心理图像。博士认为行为不是他律或外塑的，而是由基本
需求所驱策。如果学习行为能满足学生的权力需求、爱与归
属的需求、自由需求与乐趣需求，则学生必然会自动自发地
去学习。

正如其副标题所写“我们无法强迫任何学生用功读书，除非
他相信这么做会令自己感到满足”，书中提供了大量实例说
明如何利用选择理论以学习团队模式来激发学生潜力。威廉
格拉瑟博士说教育最应该关心的是那群不愿好好用功读书的
穷人家的孩子。如何运用选择理论的概念，来帮助那些有着
错误“学习图像”的孩子更新其学习图像，便是教师的责任。
教师必须让学生相信，用心学习会带给他们需求的满足，他
们才有向上的动力，这便是“学习图像”的转换。

1、“由于受到外在控制理论的误导，我们往往相信，只要我
们体罚的强度够，学生为了免除痛苦，我们就可以驱策他们
去做我想要他们做得事。”

2、“如果处罚方式纯属劳役而且严厉，外控驱力就好产生短
暂的效应。例如，集中营的俘虏为了活命，会经年累月地做



交办事项，但是他们只是被指派不需脑力的劳务工作，因为
集中营的管理者很清楚，苟延求生的俘虏只能强制劳役，不
能放任他们思考。学校领域，既无劳役可言，如果学生不愿
意念书，任何处罚都无法逼他们就范。”

博士还通过大量的心理治疗的方法对学生进行了调查，来指
出我们教师应该注意的问题。例如“我问他们：‘在学校里，
什么是你们最不喜欢的？’……在我进一步的追问下他们终
于开口：老师只顾自个儿的，而不听他们的。他们抱怨老师
教得太快、不回答他们的问题，而且对他们真正想要的缺乏
兴趣。”。当然还有很多关于更新学生的“学习图像”，利用
“团队学习”的方式来激发学生潜力的理论还需我们在平时
的工作中去尝试、对比和选择。

以上是我阅读《了解你的学生：选择理论下的师生双赢》的
一些感触。

了解的事读后感篇四

那天，办公桌上多了一本新书，浅粉色的封皮显得特别高贵
与典雅，漆黑的六个大字“了解你的学生”映如我的眼帘，
下面紧跟着一行红色的三号字“选择理论下的师生双赢”迅
速吸引了我的眼球，“师生双赢”这不正是我一直苦苦追求
的工作目标吗?定睛一看，还有一行特别小的黑体字：我们无
法强迫任何学生用功读书，除非他相信这么做会令自己感到
满足。说得太好了，这本书一定很有看头儿，随后我便怀着
好奇与学习的心态翻开了薪新的一页。沉津在本书的字里行
间，我在教学中的疑惑逐渐被解开了，新的理念在大脑中形
成印迹，我不尽感慨：如果早一天读到这本书就好了，但今
天也不算晚。读完这本书，我主要有以下收获：

一直以来，我都纳闷儿：学生小小年纪，头脑聪明灵活，任
何闲心不用操持，为啥不喜欢利用这段大好时光来好好读书



呢?详细阅读此书使我明白：学生之所以不愿意读书，是他们
认为读书无法满足他们内在的基本需求。我们常对学生说，
读书可以让你们不断成长，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这些需求
对学生来说，感觉很遥远，学生关注的是眼前最紧要的需求。
例如：众多学生知道文凭很重要，但他还是不愿意好好读书，
因为他感觉回馈实在太遥远了，以后他可能会痛苦地埋怨自
己所受的教育太少，但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讲，为时已晚。
作为成人，我们也时常会选择去做那些当下最能满足我们的
事情。而且在工作中，我们在学生满怀挫折时，还时常不断
地竭尽所能逼迫他们用功读书，读完本书我感觉这样的做法
应该立刻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用心去研究：怎样才能使我
的教学真正满足学生内在的需求。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起初都会以一幅令人满意的活动图像
存储在我们的脑海中，成为一种愉悦的记忆。为使这些愉悦
的活动图像成为真实，我们会不断为之努力，如果没有坚强
的毅力，这些愉悦的图象会因某些原因中途移出我们的脑海，
这仿佛信号中断，进入盲区，进程就失败了。一个刚入学的
孩子心中所怀抱的学习图象来自大人告诉他的：学校是美好
的，学校里所有美好的人和事物在他们大脑中形成活动图象，
使他们向往和那些美好的人一起参与美好的活动，因而他们
发自内心的积极投入到刚开始的学习过程。当一段时间之后
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差异，如果因为有差异而饱受老师的体罚
和胁迫，原来那些美好的学习图象便从大脑中渐渐消失，并
且很难再恢复到最初那般美丽。所在，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
我们要帮助学生建立心目中的学习图象，使他们有强大的内
驱力，驱使自己不断迈出前进的步子!

新课程倡导我们开展合作学习、小组探究学习，而学习团队
模式正好与之吻合。通过四个或六个学生的协力共学，学生
可以获得归属感，学习团队要涵盖低、中、高不同学习水平
的成员。高水平的可以帮助低水平的学生来获得成就感;而低
水平的成员可以通过努力逐步达到自我满足，尽而使团队整
体水平上升。在学习团队模式下，教师应该扮演学习团队管



理者的角色，努力使自己当一个现代的经理人。什么是现代
的经理人呢?首先他必须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以及学生会怎么
做;其次他负责教学架构的建立，而学生则在这个架构下学
习;再是他会持续改善教学架构，并相信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
历程;另外他会建立一套方法来听取学生的意见，并且经常采
纳学生意见，让学生知道他们的建议非常有价值。通俗一点
说：在学习团队模式里，每个团队就是一个车间，整个班级
就是一个大型工厂，教师就是厂长，即现代经理人。

读完本书，我终于明白，教学最大的回馈就是：用功和用心
满足学生。

好书伴我成长，感谢学校为我们创设浓郁的读书氛围，今后
真的应该多读书，读好书，用心读，读出作者的用心之笔。

了解的事读后感篇五

那天，办公桌上多了一本新书，浅粉色的封皮显得特别高贵
与典雅，漆黑的六个大字“了解你的学生”映如我的眼帘，
下面紧跟着一行红色的三号字“选择理论下的师生双赢”迅
速吸引了我的眼球，“师生双赢”这不正是我一直苦苦追求
的工作目标吗？定睛一看，还有一行特别小的黑体字：我们
无法强迫任何学生用功读书，除非他相信这么做会令自己感
到满足。说得太好了，这本书一定很有看头儿，随后我便怀
着好奇与学习的心态翻开了薪新的一页。沉津在本书的字里
行间，我在教学中的疑惑逐渐被解开了，新的理念在大脑中
形成印迹，我不尽感慨：如果早一天读到这本书就好了，但
今天也不算晚。读完这本书，我主要有以下收获：

一直以来，我都纳闷儿：学生小小年纪，头脑聪明灵活，任
何闲心不用操持，为啥不喜欢利用这段大好时光来好好读书
呢？详细阅读此书使我明白：学生之所以不愿意读书，是他
们认为读书无法满足他们内在的基本需求。我们常对学生说，



读书可以让你们不断成长，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这些需求
对学生来说，感觉很遥远，学生关注的是眼前最紧要的需求。
例如：众多学生知道文凭很重要，但他还是不愿意好好读书，
因为他感觉回馈实在太遥远了，以后他可能会痛苦地埋怨自
己所受的教育太少，但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讲，为时已晚。
作为成人，我们也时常会选择去做那些当下最能满足我们的
事情。而且在工作中，我们在学生满怀挫折时，还时常不断
地竭尽所能逼迫他们用功读书，读完本书我感觉这样的做法
应该立刻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用心去研究：怎样才能使我
的教学真正满足学生内在的需求。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起初都会以一幅令人满意的活动图像
存储在我们的脑海中，成为一种愉悦的记忆。为使这些愉悦
的活动图像成为真实，我们会不断为之努力，如果没有坚强
的毅力，这些愉悦的图象会因某些原因中途移出我们的脑海，
这仿佛信号中断，进入盲区，进程就失败了。一个刚入学的
孩子心中所怀抱的学习图象来自大人告诉他的：学校是美好
的，学校里所有美好的人和事物在他们大脑中形成活动图象，
使他们向往和那些美好的人一起参与美好的活动，因而他们
发自内心的积极投入到刚开始的学习过程。当一段时间之后
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差异，如果因为有差异而饱受老师的体罚
和胁迫，原来那些美好的学习图象便从大脑中渐渐消失，并
且很难再恢复到最初那般美丽。所在，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
我们要帮助学生建立心目中的学习图象，使他们有强大的内
驱力，驱使自己不断迈出前进的步子！

新课程倡导我们开展合作学习、小组探究学习，而学习团队
模式正好与之吻合。通过四个或六个学生的协力共学，学生
可以获得归属感，学习团队要涵盖低、中、高不同学习水平
的成员。高水平的可以帮助低水平的学生来获得成就感；而
低水平的成员可以通过努力逐步达到自我满足，尽而使团队
整体水平上升。在学习团队模式下，教师应该扮演学习团队
管理者的角色，努力使自己当一个现代的经理人。什么是现
代的经理人呢？首先他必须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以及学生会



怎么做；其次他负责教学架构的建立，而学生则在这个架构
下学习；再是他会持续改善教学架构，并相信这是一个永无
止境的历程；另外他会建立一套方法来听取学生的意见，并
且经常采纳学生意见，让学生知道他们的建议非常有价值。
通俗一点说：在学习团队模式里，每个团队就是一个车间，
整个班级就是一个大型工厂，教师就是厂长，即现代经理人。

读完本书，我终于明白，教学最大的回馈就是：用功和用心
满足学生。好书伴我成长，感谢学校为我们创设浓郁的读书
氛围，今后真的'应该多读书，读好书，用心读，读出作者的
用心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