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偷懒的学问读后感 做一个会偷懒的
班主任读后感(优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偷懒的学问读后感篇一

从教第六年，也当了六年的班主任，深深觉得班主任这个工
作真的是一个身累、心更累的工作，尤其是当个小学班主任。

作为小学班主任的我，每天早上吃过早饭总要到教室去溜一
圈，看教室里来了多少孩子，他们都在干什么，看教室的窗
户是否都打开了，看教室的电脑是否都打开了。一切妥当，
然后紧接着早读，周一和周五是语文早读，作为语文老师的
我是需要盯班的，然后上课，备课，批改作业等等一系列琐
碎的工作，这其中还要组织上好晨会课，盯好一个大课间活
动，两个眼操，到点了要看着孩子们放学。这还不包括不上
班主任的课时偶有一两个不听话的孩子，被科任老师请到办
公室做思想工作的时间。

每一个上午和下午几乎都是如上度过，并且只要孩子们在学
校，心就不敢有丝毫放松，半点懈怠，惟恐孩子们再有点什
么问题，等什么时候，孩子们全部离开学校回家了，心才会
踏实下来。

"一个人成长的动力源于内心的需求和渴望，而不仅仅是教师
的指引和鼓励。"是的，我们的学生如果都具有了这种动力，
我们就可以做个"偷懒"的班主任了。教育的本质是影响，而
不是说教、批评和指责。教育的任务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
技能，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教会他们如何做人。



学会做人，终生受用。如果没有学会做人，即使学习成绩再
优秀，恐怕对人对己对社会都是没有益处的。郑老师告诉我
们，教育学生学会做人，让学会做人成为学生成长的内在需
求，我们做了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其他细枝末节上我们自然
就能偷偷懒了。

我们都认为，优秀班主任就应该是吃得了苦的，跟得了班的。
卫生、纪律、学习，就连孩子们在一起做游戏都不放过，全
都盯着。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一是我们不相信学生，再则是
我们低估了学生的能力，或者说，是我们没能发现学生的潜
能。没去想，我们这些越俎代庖劳累了自己的身心，禁锢了
学生的发展，除了换个心安，根本起不到教育的目的。在这
样的时候，我们不妨学学郑老师，放放手，感受"偷懒"带来
的美丽。

偷懒的学问读后感篇二

这本书是我在王老师的办公桌上发现的，其实是“偷懒”二
字吸引我打开这本书并让我痴迷的，书中处处洋溢着郑老师
的智慧，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如何做一个像郑老师那样会“偷
懒”的班主任。

班主任工作累，往往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包揽在自己
身上，事事担心，处处小心，总不放心学生怕学生做不好，
于是变成了真正的班爸班妈。不但自己累，学生也没一点自
理能力，不是有句话叫‘懒娘生个勤孩子吗？’所以放开你
的手，充分地相信学生，尊重学生，给他们动脑动手的空间，
并加以合理的引导，他们会创造出你想象不到的结果。

我们做老师的往往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职业病发挥的淋漓尽
致，例如：命令、唠叨、严肃。总觉得放松了自己，学生就
不好管了。其实，我们不妨学会改变，真正地走进学生的内
心，触摸学生心底的渴望和学生真正的交朋友，遇事多站在
学生的立场思考，那么我想即使你整天满面笑容学生也会尊



你、敬你、亲你、爱你，换言之，你的工作也将会轻松自在，
你自己也会为拥有他们而感到幸福。

所谓的鼓动其实就是赵本山惯用的忽悠，郑老师说一个优秀
的班主任就要学会忽悠。这一点都没错，特别是小学的孩子
自制能力差，你隔三差五地针对班里的典型事例鼓动一下，
孩子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当然相同的方法不能连续使用，
也可以给孩子讲自己的事例，李镇西老师不就是这样的吗？
也可以讲其他相关的故事，趁热打铁即兴发表演讲等等。总
之你把孩子们忽悠好了，你就轻松了。

偷懒的学问读后感篇三

工资不高还要交税，从早到晚比牛还累；

一日三餐时间不对，一时一刻不敢离位；

下班不休还要开会，迎接检查让人崩溃；

天天学习不懂社会，晋升职称回回被退；

抛家舍业愧对长辈，囊中羞涩见人惭愧；

百姓还说我们受贿，青春年华如此狼狈。

作为一位在教学一线奋战着的老师，这首打油诗真的引起了
我的共鸣，非常理解当今教师的辛苦。

苦苦寻觅着，不经意间从当当网新书目录中看到《做一个会"
偷懒"的教师》，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收藏，下单，订购，
货到，付款，终于，一本正式的图书握于手中，封面如此简
洁省事，上白下黄，中间书名，左上角两行小字：通俗使用
的全国中小学一线教师培训用书，生动智慧的教师案头必备
的实战指导手册。作者常作印是一位全国优秀语文教师，省



名师，“教改新势力的代表人物，本土教育变革的领跑
者。”的确是一位实力派！

苦干不如巧干，“偷懒”是个好习惯。《做一个会"偷懒"的
教师》的精髓在于使你变成一位“懒教师”。全书以宏大的
视角、新颖的观点、典型的案例，总结了一系列可供老师们
学习借鉴的“偷懒”通则和方法。这些智慧的“懒”方法，
可以使你的工作更加轻松自如、事半功倍。在仔细阅读和认
真实践中，你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优秀的“懒”教
师。这不仅是一本写给一线教师的书，对于任何需要充电学
习、提升工作效率、改善生活质量的人来说，它都大有裨益。

“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忙得忘记为我们身上的从容、优
雅、淡定的品质保鲜。虽然我们每天像驴拉磨一样忙忙碌碌，
却始终是在原地打转，每天“涛声依旧”的重复着“昨天的
故事”，这是当今许多教师的生活写照，也是有点近乎残酷
的社会现实。我们许多老师的确陷入一个不能自拔的怪圈。
因为忙碌导致付出太多，一旦领导不赏识自己，同事不同情
自己，学生不理解自己，有人便会产生怨恨心理，抱怨领导
有眼无珠，抱怨同事没有心肝，抱怨学生不知感恩……这样
的生活一天天重复，兢兢业业地苦干，最终却碌碌无为，等
到年华老去，才会感到自己一生过得并不精彩。

忙者，心亡也。太忙则心死。教师本来应当是人类中最具思
考力的群体之一，但现在教育的哀伤正在于，教育传播的主
体——教师，严重缺失思考的习惯和独立思索的精神。我们
常常太忙，在不停的忙碌中忘记了一天天忙碌的理由。其实，
工作做得好不好，是要看它的结果，而不是看你有多忙。

其实，区别优秀的教师和平庸的教师，不在于教师是否天天
忙碌，而在于你是否学会“偷懒”。把事儿做在点子上，把
精力用在刀刃上，而不是用在盲目的勤奋上。闷头做事，只
做不想，会使你迷失了方向，工作毫无头绪，生活杂乱无章，
结果是越忙越乱，越乱越忙，不知不觉浪费掉宝贵的生命。



事事躬亲，未必是一件好事，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一位
教授曾说：“名师”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会偷懒，会装
傻，会踢球。初看这些见解，有些疑惑，但细细一想，这种
说法又不无道理，特别是“会偷懒”，的确是我们老师应该
学会的一门教学艺术。

许多事实证明：天道有时未必酬勤。相反，一些看起来并不
勤奋的人，却比别人更成功。苦干不如巧干，做事要学
会“偷懒”。

想想自己的教学实况：所教班多，班里人多，作业批改就是
一个老大难。如果我每个班每本作业都要一一批改，恐怕我
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要埋头于改作业的机械劳动之中，换言之，
就没有时间去进行创新性地备课，潜心反思，用心撰写博文
等有价值的教学活动，但，作业又不能不布置，学生写了又
不能不批改？如此尖锐的矛盾该如何解决？学做个偷懒的老
师，其实是要用教育智慧来解决很现实的教学问题。利用所
教班级多的优势，可以进行“推磨批改”，一班的作业请二
班的学生每人一本批改，老师要讲解标准答案，讲明批改要
求，一方面，学生通过他人的作业看到了真实的作业情况，
从问题中，错误中引起本人的重视，另一方面，督促自己今
后的作业要书写工整，提高质量，便于他人的批改，更重要
的是大举减轻了批改作业的工作量，一举三得！

总之，只有从忙忙碌碌中解脱出来，你才会有时间去思考未
来，才有闲暇提高生活的品质，享受人生的快乐，活得才更
有意义。善于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不急躁，不匆忙，不
莽撞，从容不迫，乐在工作，轻松生活。

当然，懒不是傻懒，如果你想少干，就要想出懒的方法。要
懒出风格，懒出智慧，懒出境界。其实，“懒”从某种角度
来说，他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学做一个会“偷懒”的聪明
教师，并不是倡议我们做一个无责任心、凡事马虎、投机取
巧、弃学生不管的教师。聪明地“偷懒”是让我们信任学生



的自然学习能力与创造力，想尽办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潜能，给学生展示才华的空间与舞台，让学生在参与、投入
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获得更深刻的情感体验。教师一个人的力
量毕竟是有限的，然而一群人的力量是巨大的。

一个“懒”教师，会在课堂上抛出问题，等待学生的思考与
解答，这样教师不用讲得那样辛苦，学生体会却会更深刻；
一个“懒”教师，组织活动时会甘愿退居幕后，放手让学
生“折腾”，教师间或充当“军师”或“裁判”的角色，学
生的智慧、个性、创造力被激发……反之，如果一个教师事
事放不下，事事都要自己去操劳，结果不仅自己疲于奔命，
学生也会在长期“保姆式”的教育方法中学会了被动地接受
与等待。

优秀的人都是会偷懒的人。“偷懒”是一种高超的技能，是
一种至高的境界，是一种绝妙的艺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
家、文学家陆世仪说过：“善师者学逸而功倍，不善师者学
劳而功半。”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你不快乐，不是工作的错。
其实，“懒”，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
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种内在动力。

“新的学期即将开始，亲爱的老师们，准备好去做一个会偷
懒的老师了吗？

看看这本《做一个会“偷懒”的教师》吧，从中偷得“偷
懒”的技术和艺术，“偷懒”是个好习惯。养成这个习惯，
你将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偷懒”是科学，是艺术，是智
慧；“偷懒”是给学生施展才华机会的灵丹；“偷懒”是给
教师创造休闲、放松心灵、摆脱倦怠、提高生命与教育质量
的妙药。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本领，走向“偷懒”的至高境
界——“稳坐中军帐，笑看风云起”。

让我们都来做一个会“偷懒”的教师，享受生活，享受教育，
享受人生！



偷懒的学问读后感篇四

从教第六年，也当了六年的班主任，深深觉得班主任这个工
作真的是一个身累、心更累的工作，尤其是当个小学班主任。

作为小学班主任的我，每天早上吃过早饭总要到教室去溜一
圈，看教室里来了多少孩子，他们都在干什么，看教室的窗
户是否都打开了，看教室的电脑是否都打开了。一切妥当，
然后紧接着早读，周一和周五是语文早读，作为语文老师的
我是需要盯班的，然后上课，备课，批改作业等等一系列琐
碎的工作，这其中还要组织上好晨会课，盯好一个大课间活
动，两个眼操，到点了要看着孩子们放学。这还不包括不上
班主任的课时偶有一两个不听话的孩子，被科任老师请到办
公室做思想工作的时间。

每一个上午和下午几乎都是如上度过，并且只要孩子们在学
校，心就不敢有丝毫放松，半点懈怠，惟恐孩子们再有点什
么问题，等什么时候，孩子们全部离开学校回家了，心才会
踏实下来。

“一个人成长的动力源于内心的需求和渴望，而不仅仅是教
师的指引和鼓励。”是的，我们的学生如果都具有了这种动
力，我们就可以做个“偷懒”的班主任了。教育的本质是影
响，而不是说教、批评和指责。教育的任务并不仅仅是传授
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教会他们如
何做人。学会做人，终生受用。如果没有学会做人，即使学
习成绩再优秀，恐怕对人对己对社会都是没有益处的。郑老
师告诉我们，教育学生学会做人，让学会做人成为学生成长
的内在需求，我们做了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其他细枝末节上
我们自然就能偷偷懒了。

我们都认为，优秀班主任就应该是吃得了苦的，跟得了班的。
卫生、纪律、学习，就连孩子们在一起做游戏都不放过，全
都盯着。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一是我们不相信学生，再则



是我们低估了学生的能力，或者说，是我们没能发现学生的
潜能。没去想，我们这些越俎代庖劳累了自己的身心，禁锢
了学生的发展，除了换个心安，根本起不到教育的目的。在
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妨学学郑老师，放放手，感受“偷懒”
带来的'美丽。

偷懒的学问读后感篇五

《做一个会偷懒的教师》通过点评一个个教育案例，让我思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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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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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一个善于用心的老师。”——这是我读后感触最深的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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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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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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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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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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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方法可信，但那仅仅只适应于他们的
学生。很多事还得要我们摸索着去做，需要我们在工作中试
着探索更适合教育我们学生的方法。我也认为只要今天的我
比昨天有进步，长此以往，必然将越来越好，从而尽可能达



到自己所可以达到的最好程度，同时也就为教育事业做了自
己最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