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班主任与家长沟通的艺术读后感(汇
总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
来看看吧。

班主任与家长沟通的艺术读后感篇一

寒假期间读了《师生沟通的艺术》一书，收获颇多。通过阅
读使我认识到了，通往教育目的的最有效途径是师生沟通
的“心灵之桥”。这座“心灵之桥”，传递着教师的拳拳爱
心，让学生汲取着知识、技能、道德标准等各类养分。良好
的师生关系是教育成功的关键，教师只有懂得如何去与学生
沟通，和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教育
教学效果更好，才能事半功倍地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因
此如何去沟通，这恰恰是教师的教育能力的体现之一，而这
本书提供了很多的师生沟通的心理学原理和方法，能很好地
启发教师如何将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技巧和经验。

下面，我就从五个方面谈一谈我读后的感受。

老师与学生的深层交往，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是前提，否则，
将无法与学生沟通。给学生评价老师的机会，把握学生的心
理动态，甚至给老师打分，都是沟通师生交往的很好途径。

教育学中的皮格马利翁效应人所共知，如果没有皮格马利翁
对艺术的酷爱，没有他倾注全部心血和情感的期待，就不会
有他与少女的相聚，也就没有"皮格马力翁效应"。罗森塔尔
把它应用到对孩子的教育中更充分证明只要教师真正"爱"学
生，对他们给予希望，学生们都会有所进步的。与学生交往，
要通过自己特定的行为方式，将各种期待意识传达给学生，



学生便会在这种期待中努力超越自己，把教师的期待内化，
最终达到与教师的期待相一致的效果。

幽默是学生对教师普遍要求和赞赏的一种素质，也是教师与
学生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一种催化剂。它能给学生留下深刻
的印象，能够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冰释各种误解。可以说，
把幽默这种艺术上升为一种含笑的启示，会给学生以智慧的
启迪和情感的陶冶。

应该说，谈话是教师的基本功，是师生沟通的常见方式，即
便是"随便聊聊"，也可收到心理接近的效果，也可算作感情
投资吧。

教师是社会一员，他不仅仅充当"教师"这一社会角色，而且
还充当"长辈"、"学者"、"朋友"等角色。教师与学生交往，
既是角色交往，又是个性交往。当前学生大多对于体现非个
性的"角色交往"愈来愈感到厌倦，而更多的去寻找既充满友
谊，又增加生活情趣的"个性交往"活动，以达到心理和精神
上的平衡。个性交往往往能解决特定条件下的特殊问题。

通过阅读，我觉得教师不仅要掌握了一些实用的沟通技巧，
同时还应掌握一定的口语艺术：比如能使用幽默的语言，并
能用好委婉、含蓄、反语等口语技巧；掌握一定的体态艺术：
比如能读懂学生的体态语，了解他们是否说谎、是否有抵触
情绪、是否在认真思考、是否愿意合作等，而作为教师本身
的体态语的有效应用也很重要，比如眼神、手势语等也能传
递给学生严肃、关爱、赞扬等情感，有助于沟通。另外对学
生的批评及表扬都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不要将批评表达成了
责备，把握对事不对人、进退有度、因人而异等原则；表扬
也应是奖励内部动机为主、表扬重点是行为而不是人格、把
握好时机表扬，不能太廉价或过度、尽可能公平一致等原则，
通过以上许多技巧的训练与掌握，相信教师与学生的沟通能
力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班主任与家长沟通的艺术读后感篇二

作为一个演讲者首先要有信心，这样才会有站起来的勇气，
才能完善自己的演讲。再者要有计划，没有演讲稿、材料是
不会有好的演讲的。当然，也不需要你把所有的演讲内容逐
字逐句的准备好，你只需要把重点整理出来，排好序，再准
备一些相关材料就好了。沟通不是一种本能，是可以通过后
天学习的。

正式演讲前要先预演，也不是需要你找个人呆呆坐着听你很
正式的演讲，只需要在你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随性的讲出来
和他们分享就好了。你演讲的内容需要讲精讲细，而不能空
而广。所以你要反复的问自己一些细节，挖掘一些重点出来
详细讲解。

演讲最好以自身为切入点，多说说自己，把自己的经历、感
受分享给听众，让听众感同身受。当然，你也可以说说别人
的故事，但是要有明确的人事物，要是真实的，不能瞎编乱
造。我们要抓住每个练习的机会，认真完成每一次演讲，经
过总结归纳，组合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演讲方式。

演讲也要有一个目标，你想要听众学到什么？学到何种程度？
或是只是希望他们了解状况就好？你的演讲要始终向着自定
的目标前进。偏离了这个目标，你的演讲就没有意义了。

演讲者要相信自己的演讲内容并给以激昂的热情，只有自己
相信自己的演讲才能让听众共鸣。再者，演讲要有鲜明的主
题，不要一伙人在那里热情洋溢，但是，回家以后都不知道
今天学到什么。

你要用积极的心态思考问题，相信自己的一番努力是会成功
的。要对自己在众人面前的演讲成果保持一种轻松乐观的态
度，而非胆怯的面对大众，战战兢兢的说话。



班主任与家长沟通的艺术读后感篇三

寒假里，我有幸读了《沟通的艺术》这本书，从中受益匪浅，
它让我认识到了和谐的师生关系在教育效能产生中的重要作
用。作为教师只有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互相尊重、彼此接纳、
理解的关系，学生才会对我们的教学感兴趣。

想想自己在学生时代，也希望老师能理解我，关心我，希望
老师能做我的朋友。但今天我成为了教师，却忽略了学生的
感受。平时一味地看重学生的学习，为了成绩、分数，甚至
侮辱学生。为了让班级成为优秀班级体，为了所谓的常规，
我不允许孩子犯一点错误，有的孩子学习的积极性越来越低，
却一再的埋怨是家长管教不严，而我却忘了，孩子是天真、
烂漫、活泼、好动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想我们所不能
想，做我们所不能做的。我为什么要一再的约束他们呢？这
本书中提到了一个“同理心”，它让我知道了今后自己应该
怎样做。同理心是师生之间沟通的一个基本条件，它的意思
是说要我们站在学生的角度去理解学生，要懂得换位思考，
只有教师设身处地的为学生着想，并有效地把这些感受传递
给学生，让他们感受到理解和尊重，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
这样才能唤起师生之间的相互体谅和关心爱护的沟通氛围。

建立良好师生关系还要我们用一颗真诚的心来尊重接纳学生，
不会因为他们的缺点和不足就讨厌他们，教师必须承认学生
是一个有潜力，有价值的人，不管这种潜力与价值的体现需
要多长时间，教师都必须始终无条件地相信学生自己有着朝
向好的方向去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其实这是教师对学生爱的
表现。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对待后进生，对待班级上个性
突出，调皮捣蛋的学生，开始时充满激情，信誓旦旦要改变
他们，但在与他们对招的过程中，我的耐心磨尽，激情消退，
剩下的就只有冷漠和粗暴的话语，根本谈不上尊重。我想今
后应该以一颗宽大的心去接纳他们，把他们当成我的朋友，
尊重他们，学着去爱他们，给他们树立信心，多听听他们的
想法，多多沟通，要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即使有缺点和不足，



但是老师仍然喜欢我，仍然接纳我”。只有这样，我才可以
走进学生的心灵深处，才能创造一种良好的师生关系。

班主任与家长沟通的艺术读后感篇四

同理心是师生之间建立良好沟通的首要条件。它不等于了解，
不等于认同和赞同对方的行为和看法，不等于同情。我对同
理心的理解就是要懂得换位思考。只有教师设身处地的为学
生着想，并有效地把这些感受传递给学生，让他们感受到理
解和尊重，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这样才能唤起师生之间的
相互体谅和关心爱护的沟通氛围。

真诚与信任，真诚也是教育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也是
教师本身需要不断成长的生命品质。作为教师首先要做一个
真诚的人，对学生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只有真诚地与学
生交往，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才能给学生以信任感，
使学生放下心理包袱，敢于在教师的面前充分展示自己的个
性，形成安全的沟通氛围。

接纳与尊重学生。我们对接纳与尊重这两个词的理解，往往
停留在逻辑概念的层面上，而没有进入心灵沟通的层面。真
正做到接纳与尊重学生，教师必须承认学生是一个有潜力，
有价值的人，不管这种潜力与价值的体现需要多长时间，教
师都必须始终无条件地相信学生自己有着朝向好的方向去无
限发展的可能性。

总之，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育成功的关键，这就需要教师要
蹲下来看孩子，与学生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只有采
用了合理的沟通方法，教师才能去的学生的信任，打开他们
的心灵之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



班主任与家长沟通的艺术读后感篇五

沟通的艺术这本书被推荐为大学生接触人际关系课程的最佳
读本。阅读这本书可以有效的帮助读者理解人际关系和沟通
的原理，抓住沟通时的要点。这本书能够教会我们如何展现
给他人更好的个人形象，如何恰当的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准
确的理解他人的意图等等。总之，与沟通有关的问题，在这
本书中都会得到解决，对于我来说，它就是我在成长道路上
的良师益友。

下面我想分享一点在书中学到的：如何在沟通中进行印象管
理。

我们传递的很多信息是以创造我们想要的形象为目的的。而
自我的展现程度决定着我们给他人留下来的印象。事实上我
们有很多自我，有隐私的也有公开的，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差
异会很大。我们所觉知的自我是自我概念的一种反映。当你
感知到的自我是指你在真诚的自省过程中所相信的自己。这
种自我被认为是隐私的，因为你不可能把他对另一个人全部
展现出来。与其相对的是展现的自我。它是一个公开的形象，
就是我们想要别人如何看待我们。展现的自我，有时候被认
为是一个人的脸面。大多时候，我们想要展示的自我，是一
个得到社会认可的形象，社会规范常常在觉知的自我和展现
的自我之间创造出一条鸿沟。我们生活中所有人都会在别人
看不到的地方做一些我们在公开场合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古
人要求君子慎独，实际上要求的就是这方面，能克制这种行
为的人，才能够被称为君子。对于自己展现的自我形象的恰
当管理，是塑造个人形象的第一步。

印象管理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致力于构建多重身份、印象
管理是合作式的，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编剧，创建不同的角
色，也是一个演员，将我们的角色表演出来。只不过和其他
意义上的观众不同，我们的观众都是由其他试图创造自己角
色的表演者构成的。与印象管理相关的沟通，可以被视作和



别的演员合作的过程，每一幕剧都是即兴发挥相互协调的场
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虽然被称作自嘲或者是戏称。但是，
一定程度上还是很真实的反应人们在沟通时候的一些状态。
我们在进行一场对话的时候，要是双方都假设对方是个好人，
对话可能就会进行的十分流畅。印象管理可以运用到沟通中，
给人一个好的印象可以让谈话事半功倍，给人好的印象并非
指的是必须要赞同对方的观点，而是要相互给对方“铺设台
阶”，让对话得以进行下去。印象管理可以深思熟虑，也可
以不知不觉。在第一次的会面的时候，我们可能由于过于重
视这件事而表现得特别好，比如面试这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场
合，但是，在其他的情境中，我们的一些行动则会不知不觉
的在小众面前表现出来。通常情况下，我们会依靠经验运用
一定策略来保证谈话的顺利进行，但如果是面对小孩子的话，
这些方法就不太合适了。但一般的成年人，都在成长中逐渐
掌握了自身沟通的方法，在社会中进行符合自身角色的`形式
进行沟通。人们除了一些特定情况外，大部分人都在有意无
意的，以一种有助于建立在自己和他人眼中的理想身份的方
式进行沟通。

阅读这本书，让我品味了沟通的艺术，感受到了沟通的重要
性，在书中提到的一些观点，帮助我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
以及更好的把握在顶岗实习过程中与学生、同事、老师的交
流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