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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这时候
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希望的读后感篇一

在学校的这次读书活动中，我选的是台湾苏进明老师的《希
望教室》，一看到书名是“教室”并在前面加上“希望”就
让人有愉悦的感觉。回想我和大多数教师一样，成长的经历
是从一个教室走进另一个教室，改变我们的只是由坐着听课
的学生到站着讲课的小学教师。记得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是
那么崇拜我的.老师，上课时用心老师听讲课，看老师写字，
听老师读课文，课下还观察生活中的老师是怎样。很多很多
的细节都不记得，但那一切都润物无声的印在我的生活中了。
如今我是老师我想我的学生也会像我当年那样吗?因此;在上
课时我总是面带微笑耐心的上课，下课的时间我并不急着回
办公室，而是和他们说一说他们这个年龄段看的书，比如一
二年级学生喜欢的动画片，童话故事，美羊羊。三四年级学
生喜欢的《淘气包马小跳》《笑猫日记》，我和他们一起谈
论马小跳，顾曼曼，杜贞子。到五六年级学生我会叫他们看
《读者》，《意林》读《红楼梦》并和他们一起讨论周杰伦的
《菊花台》《双截棍》，还有奶茶刘若英的歌和她的书以及
她的电影。目的是和学生们在一起体会欢乐的时光外，还有
顾计到上课不爱发言的学生给他们与同学老师交流的机会。
那是因为我希望盐在汤中不知不觉的浸润味道。更很后悔没
有很好的整理自己的教育生活。



希望的读后感篇二

一名好的教师要有一颗爱心，要有渊博的知识，更要有教育
孩子的灵活技巧。

苏明进老师就是这样一位有着高超的教育技巧的教师。从他
的教育中能感受到他对待孩子的善良、真诚、用心良苦、永
不言弃。从孩子的学习进步，生活习惯的改变、人生态度的
点滴转变中，他也收获着为师的快乐。

这是一位伟大的的老师，用他全部的爱诠注了什么是教育。
他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说明了教育在教室里，在大自然中，
在对人的真心关怀里，在情感的渲泻中……在教育中孩子的
情感在升华。教育成为了爱，成为了希望。

这是一位数学老师，但真正如何教数学讲得很少。这么一位
充满爱心的老师对他的数学教育不会不精通。优秀的教师就
是把知识做载体，在传授知识中教给学生一些做人的道理。
而我们大多数老师把传授知识看作是教育的全部，所以出现
了许多高分低能的学生。

作为一位老师应该学习他在教育中对学生不露痕迹的思想教
育，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去感受做人的道理。知识的教育是有
形的，学生思想工作的教育是无形的，能这样做的老师首先
他自己是一位具有高尚品德的人，这样他才能无私地投入到
育人的教育工作中去。

在他的教育中涌动着他博大的教育爱心，蕴涵着他深邃的教
育思想，学生享受着他精湛的教学艺术所带来的学习的无限
乐趣。做老师的多去看看苏老师的书吧，哪怕学到点皮毛也
会让学生受益非浅。



希望的读后感篇三

没用多久就把这本书看完了，其实好多的教育理念自己和身
边的伙伴都在运用着，只不过我们都做了“不长心的人”，
没有很好的整理自己的教育生活。从整体写作思路上来看，
苏老师步步为营，在为学生设计着学习生活和校园生活，相
信在他的班级里学生永远都能享受到自主、平等、自由的快
乐。

每一个小故事前都有一个小小的序，简单、明了，能够一下
子就能看明白小故事所阐述的内容，接下来的故事都是很平
淡的、很平常的、同时很直白的进行叙述，让人感觉到就是
身边发生的事情，看了这么多的能力，以自己的教学经验来
看，我把这些能力归结为低年级可行组和高年级必修组。

自己身处低年级这些教学方法或者说是学生能力的培养，我
觉得其中的几种对自己来说还是颇有益处的。比如说体验怀
胎十月，这正合适宜的完成了我校的感恩月的主题，让学生
从小就能体会到父母的恩情，对德育教育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学校从小就培养学生读书的好习惯，看来许多的好习惯
都是需要训练的，连读书的习惯都要有计划有措施的进行训
练，同样礼貌也需要强化训练，见人主动打招呼，怎样文明
行礼、就餐、说话、走路都要慢慢、严格的进行训练，对刚
刚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也很重要同样也很必要。

给父母洗脚、学做几道菜、跟身边的人说好话对小学阶段的
低年级儿童来说也非常必要，读过此书后还是觉得有许多的
想法跟自己不谋而合，自己在平时教学中也很重视这些良好
习惯和能力的培养，比不上苏老师的就是能够点点滴滴都能
用照片来诠释，苏老师还真是教育路上的有心人呀。

学过了，不能光眼热吧，总告诉自己心潮澎湃之后得有点小
变化，在鼓励着自己，繁琐的'工作中让自己长点心海南呀！
你长点心吧！



希望的读后感篇四

这本薄薄的书里尽显了老苏平时在学校生活中的用心。如此
一个真诚、和善、幽默的老师能在学生心目中印刻下牢固的
痕迹，真可谓功夫到家了。

本书以36个应教会孩子的能力为主线，串起了一幅幅孩子们
在校园、家中、旅游地欢乐而感人的画面。这些欢笑声为何
就能在老苏的班级里一波接一波迎面而来呢?电影的总导演还
是老苏，他用心地给剧组的小演员们创造了一个个舞台，让
他们尽显自己潜在的能力。在这样不断交织的过程中，师生
之间的隔阂消除了，彼此间多了份默契，增长了一份情感。
小演员们喜欢由苏导带领着，和苏导一起走南闯北，听苏导
几番好意的碎碎念，看苏导时而尴尬的表情，完成苏导布置
的奇怪“作业”，参与苏导设想的放学游戏……小演员们乐
此不疲重复着、期待着每天的放学游戏，心中对第二天学校
生活的向往越来越浓，放学时还在回味着当时激动人心的场
面。

老苏不仅有奇思妙想并付诸行动，而且相机好似也时刻不离
手。在几乎每篇小短文中，老苏都展现出他作为摄影师的才
能。这些生动又感性的照片配上老苏发自内心的笔触，让人
羡慕老苏的“闲情逸致”。这一张张照片，让我感受到了孩
子由之前的羞涩、胆怯一步步成长为自信、懂得感恩的大孩
子。

慢慢进入尾声，边看边回味，作为老师，必须得有如老苏这
样强大的内心力量等待着孩子们的蜕变，并相信孩子们都能
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好。

希望的读后感篇五

传统的授业解惑，侧重的是知识方面的薪火传承;在各种考试
的指挥棒下，各个阶段的教育更不免偏重可量化的成绩，而



不同程度地忽视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

苏明进老师的《希望教室》，以博客形式记录了他在小学教
学经历中的点滴心得体验，与学生、家长平等对话、坦诚交
流、因才育人、有教无类，呵护学生精神世界的成长，不仅
广受欢迎，更成果显著，成为台湾教育界的“名博”，对于
同文同种的国人，更具研究借鉴价值。

首先，交流形式上，苏明进老师实现了“尽可能的平等”，
给予了学生最大限度的自主选择权和话语权。学生可以自由
的叫他“老苏”，这随意的称谓拉近了师生的距离。他自身
也充满了青春的朝气，言谈话语颇具时代特色，在精神状态
上和学生打成一片，朋友般的交流和对话成为可能。在旨在
培养学生自主生存能力的“自助旅行”活动中，学生自行规
划所预定的地点，自己坐公车、买票、坐火车，问路，而教
师的指导作用弱化，教师自己成为一个善意的隐形的监护人。
学生所得到的尊重是空前的，师生关系间的壁垒消逝于无形。

学生敞开心扉，视老师为挚友，这无疑有助于友善平等对话
的真正实现，有助于教师实现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

其次，在教育内容上，苏明进老师的教学已经远远超出了学
科的领域，而把“育人”、“培养健全的精神和人格”放在
首位。对于问题学生，他永不放弃，循序渐进，逐步“用爱
救回孩子，”对于正常的学生，他所提供的，既有生存能力、
自主思维的教育，也有常识、公德、真善美的教育。从书中，
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为人师者的拳拳之心，可以欣喜得看到
各具特色的孩子的个性化成长轨迹。我们可以说，在他这种
育人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真正得到了均衡的全面发展。

再次，在合作方式上，苏明进老师努力把学校教育、家庭教
育、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和未来的人生负
责。博客留言成为家长和老师交流的最新颖、最直接、最坦
诚的方式，交流的目的，更是跳出了成绩的范围，扩展到孩



子的成长的每一步。他所进行的教育，真正是负责任的，贯以
“爱”的教育。

希望的读后感篇六

最近读了台湾小学教师苏明进老师著的《希望教室》，在这
本书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读了这本书，我知道苏老师是一个幽默、智慧、风趣的老师。
他用了36个例子，向我们介绍了36中能力，既生动又直观地
向我们介绍了一个个平常的教育故事，这36种能力中，大部
分是直接教给孩子的。如为了让孩子们懂得感恩，他让孩子
们整天在胸前背一个重重的书包以体验妈妈怀胎十月的辛苦;
为了学习贴近父母的心，他设计了为父母洗脚活动用来触发
孩子对于孝顺本身的极大共鸣;为了让孩子们拥有同理心，他
设计了以“假如我没有双手”为主题的体验活动;为了让孩子
们学会自我解压，他设计了搞怪的作业“大笑三分钟”……
他的这些活动与作业天马行空，给孩子们生动的教诲、动人
的回忆。

读了这本书，我知道苏老师十分善于在细微处浸润孩子的心
灵，一个个的教育机会被他演绎的淋漓尽致。书中有这样一
个故事：阿芯同学在呕吐之后，同学们主动帮助了她，阿芯
在联络簿上写下了感谢话。苏老师没有就此打住，而是请阿
芯上台念出她的短文，并当场给那些帮助过阿芯的同学颁发
小卡片……用苏老师自己话来说：“当她念出来时，台下曾
经帮助她的人，会感到既开心又有点不好意思，而其他人也
会借文字的力量，感受到‘为善最乐’的真实意义。”此事
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是在既有的时间、空间和客观条件下，
实现教育价值的最大化的关键延伸。而苏老师就很巧妙地实
现了这一延伸，这表现出来的教育智慧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作为苏老师的学生是幸福的，我也应该向苏老师学习。应该
马上行动起来，仔细观察、细细体会学生的身心感受，悄悄



地走进他们的心里，慢慢地感染学生的情感，渐渐地让学生
形成良好的习惯，形成终身受用的学习能力，积极地创造属
于自己班级的希望教室。

希望的读后感篇七

《35公斤的希望》是一本法国女作家安娜·嘉瓦尔达的青少
年励志小说。读后对我思想上有很大启发，我愿和大家共享。

书名为什么叫“35公斤的希望”呢？原来这是书的主人翁多多
（格雷古瓦）——一个十三岁小男孩的“语言”。他说：我
讨厌学校，那里的气味让我肚子疼，我害怕上体育课，因为
老师和同学都嘲笑我；爸爸和妈妈因为我总是吵架，没人关
心我的兴趣和理想，只有爷爷是我唯一的支柱；我留级两次
了，没有学校愿意收留我。多多真的是一无是处、不可救药
的孩子么？幼儿园老师可是说他心灵手巧，有着不凡的手工
天赋啊！“有漏斗般的脑袋，仙女的手指，敏感的心灵。一
定可以教育成才。”多多在爷爷的鼓励下，面对成长路途的
艰难、坎坷、挣扎与辛酸，决心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他
鼓起勇气打了十二份草稿，给格朗尚中学校长写了一封申请
信，希望学校能录取他，信中他发出感人至深的呼唤：“我
不是很胖，有35公斤的希望。”多多终于被格朗尚中学录取，
从此走上了健康幸福的'成长道路。

读完这本书，我合上书本静静地思索：从三岁上幼儿园起至
今，我已经在老师和家长的亲切关怀和耐心教育下，走过了
八年的成长道路，和同龄的小伙伴们学习、生活在一起，我
所走过的成长道路虽然比较顺利，但也曾遇到不少困难和挫
折，我也曾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家长的责备惩罚，在感到
痛苦时，总是还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在鼓励我，催我力求上
进，要求我努力迎头赶上；我也会取得许多成绩和进步，也
会受到老师的表扬、家长的赞赏，在感到幸福时，总是还能
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在提醒我，要虚心，不要骄傲，你今后的
成长道路是漫长的，还会有更多新的困难和挫折需要你去战



胜呢！记得，我们在语文课上学过有关励志的诗词：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是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困难和挫折，还是取得
成绩和进步，我们都应该有“35公斤的希望”，有革命的励
志精神，我们要不断努力前进，前进！再前进！阎仲杨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