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师读书月活动总结(精选6篇)
当工作或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或告一段落时，需要回过头来
对所做的工作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
归纳出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以便进一步做好工
作，并把这些用文字表述出来，就叫做总结。相信许多人会
觉得总结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教师读书月活动总结篇一

1.学者有自立之志，当拔出流俗，不可泛泛与世浮
沉，——(清)唐斌

2.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

3.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4.书籍使人们成为宇宙的主人。——巴甫连柯

5.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6.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

7.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咀，终不知味
也。——朱熹

8.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

10.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
——《格言联璧》

16.学如才识，不日进，则日退。——(清)左宗棠



17.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

18.读书即未成名，究竟人高品雅，

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对联集锦》

20.用心念书，是为了避免成为不中用的人。——纪伯伦

22.读书是最好的学习。追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最富有趣味
的一门科学。——普希金

23.我们可以由读书搜集知识，但必须利用思考把糠和麦子分
开。——富斯德

25.我读书总是以少为贵，从不贪多。不怕读得少，只怕记不
牢。——徐特立

27.韬略终须建新国，奋发还得读良书。——郭沫若

28.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清)彭瑞淑

30.读书使人成为完善的人。——培根

31.奇文共欣赏，疑义相如析——陶渊明

32.读书是最好的学习，追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富有趣味的
事情啊。——普希金

34.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朱熹
(名人名言)

教师读书月活动总结篇二

最近读张主任推荐的书目——徐飞老师的著作《读书，教师



的第一修炼》，读后则让人体验到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思考与
启示让人产生顿悟之感。

我很喜欢徐飞老师对"气象"一词的解读，在他看来"一个气象
万千的读书人，不拘泥于个人习见，不执著于一己私念，而
是将生命打开，向一本本好书打开，向丰富多姿的生活打开，
善于吞吐吸纳，如此才有一种开阖的气度。"而我翻开这本书，
则如同走进一个气象万千的生命，领略生命深处的诗与思、
真与美。

徐飞老师将自己的读书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浪
漫——满足兴趣；第二阶段，现实——应对工作；第三阶段，
综合——成全自己。只有经历一、二阶段的浪漫与功利，才
能到达第三阶段中的成全——自我生命的不断完整。这里的"
成全自己"不局限于对现象的思考，而是抽象于自身的意识世
界，"反复咀嚼，将书中有价值的东西吸纳，内化为自己的结
构".当读书超越功利层面到达审美层面，读书本身就是读书
的目的。实际上，功利式阅读在短时间内或许见效，但这种
片段式、割裂式的阅读，会逐渐让读书成为一种负担，将思
维僵化于单独的场域内，难以使人获得整体智慧的提升。

这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阅读成全自己"，是从价值论的
角度揭示教师读书的意义；第二章"在读书中学会读书"，是
从方法论的角度介绍了教师读书的策略；第三章"专业阅读的
眼光"，体现出学科特点，介绍了语文学科的读书智慧；后三
章是徐老师的读书随笔，"来一次思想的远行"是哲学、教育
学经典著作的读书随笔，"心灵修行的艺术"是文学作品的读
书随笔，"且教且读"是教学方面的读书随笔。整本书既有读
书意义及方法的讲述，更有具体生动的读书示范，我们可以
从中汲取更多的读书智慧。

徐老师读书，既有欣赏、接纳，也有批判、否定，但最重要
的是要作用于生活。我很喜欢他的一个比喻——"读书如
蚕"."读过几本书，真不值得拿来说事，正如一只蚕吃掉几簸



箕桑叶，是不值得炫耀的，关键还看吐出的丝是否白而长。
评价读书人，不是看他读了多少本书，而是看他将书中的智
慧转化了多少变成他生命的智慧。"这段文字真是太精彩了！
徐老师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但他不是闭门读书；徐老师似
乎是实用主义的读书取向，但他不会功利世俗。

一位大学教授说："不读书的教师教不读书的学生，不写文章
的老师教不写文章的学生，是语文教学最大的问题。"就让我
们像徐飞老师那样读书吧，做气象万千的读书人！正如书的
封面所题"读书，可以让我们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教师读书月活动总结篇三

这段时间里，我读了《幼儿教师最需要什么》这本书，让我
有很大的感触。书中提到说幼儿教师需要有什么样的精神、
需要有什么样的专业素质、需要有什么样的教育智慧、需要
有什么样的教育艺术。让我了解了要做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
需要具备的有哪些。

我了解到，作为一名幼儿教师，需要的东西很有很多。比如
说，幼儿教师需要“幸福”。

幸福的定义很广，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迷。有的人认为自己拥
有财富就是幸福；有的人认为自己取得成功了就是幸福；作
为一名幼儿教师，我觉得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天早上听
着孩子们和你问早，晚上听着孩子们和你说再见是一种幸福；
看到孩子们在幼儿园里开开心心地生活、游戏是一种幸福；
看着孩子们一天天地长高长胖是一种幸福……幼儿教师需要
这样的幸福。

幸福固然重要，一个好的心态也十分地重要。它能成就一个
优秀的幼儿教师，幼儿教师也需要一个好的心态。我在书中
看到过这么一个故事：在一个刚刚退潮的沙滩上，一个小男
孩正俯身捡起一条被海潮涌来时带到岸边的小扔到了大海里。



身边的爸爸妈妈觉得很奇怪，问道：“这么多的小鱼都被带
到岸边，你什么时候能捡完呢？再说谁又在乎呢？”小男孩
头也没抬地继续捡起捡起一条小鱼又扔进了大海，并且自言
自语道：“这条小鱼会在乎的。”又捡起一条说：“这条小
鱼也在乎”。是呀，每条小鱼都会在乎，它们希望得到这个
小男孩的救助，因为他捡起一条，就意味着这条小鱼有生的
希望了。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们肯定也希望老师能够关
注自己、在乎自己、鼓励自己，让自己获得更大的成功。

所以，既然我们选择了幼儿教师这一职业，就应该将自己的
心态放平和一些，保持最初职业的热情，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公平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孩子。把孩子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
都当作一件大事情来做，让孩子能感受的到你对他的关心，
在乎。让他们觉得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以朋友的身份和他
们一起生活、学习、游戏。摆正了自己的心态，你的每一天
都会过的充实，快乐。

除了要有好的心态，还需要智慧。通过自身不断地努力，填
充知识面，将知识教给孩子们。用正确的方法来对待孩子们，
而不是孩子一做错什么事就骂他、责备他。孩子是要靠老师
去引导的。只有你用对了方法和孩子去沟通、接触，孩子才
会打心底崇拜你。

以上就是我看了《幼儿教师需要什么》这本书后的一些感触。

教师读书月活动总结篇四

语文一级教师，2006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现就职于昆明
市滇池中学，云南省周丽蓉名师工作室学员。曾在工作室、
校级课赛中获奖，撰写论文多次在省级、校级论文评选中获
奖，并刊登在省级核心刊物中。所指导的学生参加全国作文
比赛，多次获国家级、省级奖项。

拜读肖老师《我就想浅浅地教语文》不禁为肖老师的书名拍



案叫绝，多次聆听过肖老师的公开课，觉得他的课总是令人
赞叹不已，肖老师却用“浅浅”形容自己的课，不免过谦。
但读完整本书仔细品味肖老师的教学智慧，“浅浅”自有其
良苦用心的睿智蕴藏其中。

“浅浅”是一种空瓶心态，孜孜以求不断钻研。在每一个课
堂实录后的教学感言中都会出现一个关键词“读”，而这个
读多会被“反复”、“仔细”、“揣摩”等词语所修饰。从
肖老师的教学感言里映射的是他尊重语文形态的严谨、认真
的教学态度。这一看似简单、重复、机械地备课状态，却因
为肖老师全情投入地以文本为故里，与文本进行酣畅淋漓地
对话、进行深入地探究和思考，而使这一过程变得妙趣横生、
荆棘丛生。肖老师不仅读文本，也读专著，每堂实录里都有
肖老师对文本和知识点的相应的链接，而这些内容是教参或
网上涉及的浅显的资料所不能触及的。如在上余光中的《假
如我有九条命》时，许多老师都会横向延伸到他的《乡愁》，
但肖老师却在文本理解的基础上，延伸到余光中的行文风
格“感性与知性，幽默与庄重，头脑与心胸交织在一起，构
成了他独特的散文路径。他渊博的学识，总是掩饰不了天真
性情的流露。他雄健的笔触，发现的常常是生命和智慧的秘
密。他崇尚散文的自然随意……”使学生对余光中其人、其
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样的辐射、挖掘随处可见。肖老师
的浅是一种空瓶心态，不断的吸纳、汲取、采撷真知，将课
堂当作一次磨炼、挑战，将备课当作自我的突破和成长。

“浅浅”是稳准的直击命脉，反复研读，不旁逸斜出。真理
的永恒在于神的震慑而不是形的绚目。肖老师的课没有“商
人”的夺人眼球的投机取巧，而是一个“匠人”的坚守和提
升。拨开虚幻的面纱，经住时光的流洗。肖老师的课才是真
语文，他对每篇文章的解读极具文本意识，注重词句的揣摩，
同时又不忘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学情和反馈。如《一双手》
现在读来文学价值并不高，又被放在了苏教版的九年级，许
多老师往往弃之不用。而肖老师却独具慧眼的发现了它的文
体价值和时代价值。“文章很短，典型的20世纪那个火热年



代里的报告文学气质。那时的手、有信仰、有激情、有干劲、
有力量，不畏艰辛、乐于奉献。”从报告文学入手，品
味“平中深藏的奇和小中潜藏的大”。让学生对报告文学这
一文体有了更形象直观的认识，并通过反复的研读教学中被
我们所忽视的文本的人物对话，对人物的性格特点、人格魅
力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用对文字的体验来感染学生，而不是
透过我们老师简单的话语来传达人物的朴实和伟大。肖老师
的浅是一种睿智，真正在寻找语文的核心和本质。

“浅浅”是务实、求精，追求学生能力的提升。语文学习存
在大量技巧和知识点的传授，而不仅仅是感性的体验。但我
们往往在脱离实际阅读体验的情况下，机械、死板的将知识
点灌输给学生。例如教授《沙之书》时，肖老师提到其对单
元重点“虚构”这一知识点的教学理解，“看过许多教学设
计，不外乎’沙之书’的特性与象征意义，小说中虚构与真
实的关系探究这几个环节。这一课，语文老师的教学内容几
近相同。我所能做的，就是整合与优化，让课堂更干净，让
线条更明朗。”一样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却因为不同的
教学理念和对教学方法的把握，使效果天差地别。细究肖老
师的教学，方法似乎极易模仿，但对文本的理解，对文本的
切入似乎又是不那么可以复制和模仿的。也许我们可以学会
他这堂课的教法，下堂课可能就捉襟见肘了。全因为自己对
文本，对如何让学生有效的掌握知识点的思考、钻研还不够。
肖老师的浅浅是实效，是教学中的高效与严谨。

语文不浅，语文教学需要我们全力以赴，不断提升，方能让
学生、让自己获取更多的收获。

文档为doc格式

教师读书月活动总结篇五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学科课堂的主人。学生是班级的主人，
他们也应该是班级管理的主人。班主任管理班级时，他们在



班级管理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就像学科教学一样，班
主任不应该成为管理的主力，而应该是班级管理的引导者，
监督者。从班级管理的实践来看，一个几十人的小学班级，
仅靠一个或几个教师管理是不行的，关键是要教育和指导学
生学会自我管理，使每个学生做到既是被管理的对象，又是
实施管理的主体，达到“管是为了不管”的目的。

这学期，我就是把班级的工作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
能力方面。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首先就是从培养学生
管自己能力开始的。《班主任大全》一书中就指出：现在的
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对成人的依赖性很强。由于家
长的溺爱，这些“小太阳”们在家庭中失去了培养独立性的
机会，他们更多的依赖成人的帮助和照料。对于学生自我管
理能力的培养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方面，利用晨会、
班会、队会等，向学生正面宣传“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
让学生从认识上加深对独立性的理解。第二方面，在班级中
安排“人人岗位责任制”，使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岗位，对
自己的岗位负责。第三方面，联系学生的家长，取得家长的
配合，培养学生在家的自我管理。

其次就是培养一支班干部队伍。利用管理班级的机会培养学
生的自我管理能力，班级小干部是班主任的左右手。要认真
选拔小干部，同时要精心培养小干部。第一，帮助小干部树
立威信。对于学生自己选出来的班干部，要尊重他们的权利。
每天的值日先由卫生委员负责评比，然后，由我发表自己的
意见和建议供他们参考。第二，鼓励小干部大胆工作，指点
他们工作方法。第三，严格要求小干部在知识、能力上取得
更大进步，在纪律以身作则，力求从各方面给全班起到模范
带头作用，亦即“以点带面”。第四，培养干部团结协作的
精神，要能够通过干部这个小集体建立正确、健全的舆论，
带动整个班级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集体的组织性、
纪律性和进取心，以即“以面带面”。同时也要注意及时召
开班干部会议，针对他们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教给他们工
作方法，使他们明确自己的职责，指出他们的优缺点和今后



努力工作的方向。同时，还要求他们注意班干部成员之间的
合作，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尽力在同学之间树立他们的
威信，创造机会，锻炼和培养他们的能力。

这样培养的方法，所有采取的措施，其目的不在于人人都能
管人，而在于人人都能管自己，培养学生对自己、班级、家
庭的责任意识。

确实，《班主任大全》一书，在班级管理这个方面给了我很
大的启发，让我对班级管理有了新的认识!

教师读书心得读后感5

教师读书月活动总结篇六

初次看到《给幼儿教师的建议》这一书名时，第一感觉内容
可能是条条框框枯燥无味，读后才知该书的引人入胜之处。
该书的作者们以与幼儿教师对话的视角来编写书中的内容。
本书中所搜集的文章都是由幼儿园一线教师撰写的，有的是
日常工作的经验提升，有的是与孩子之间发生的点点滴滴，
有的是关于教学的体会和反思，有的是对家长，对班主任的，
甚至是对自己工作的反思……觉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并且在
书中也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在书中，我最喜欢的是第一辑“向孩子张开你的怀抱”中
的———做一名美丽的幼儿教师。契诃夫说过：“人的一切
应该是美丽的：面貌、衣裳、心灵、思想。”幼儿教师的一
切也应该是美丽的。如何做一名美丽的幼儿教师，是教师的
形象塑造问题。教师的形象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教师的
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无不具有教育性：在与幼儿接触的过
程中，对其产生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影响。幼儿也通过与
教师的接触，从细节中学到很多东西，正所谓“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幼儿教师不仅要仪表美，还要语言美、行为美、
心灵美。当你睁大双眼寻求美的时候，请相信那些简单做事，
认真做人，并享受着充实而美丽的日子的幼儿教师是最美丽
的一道风景。

其实，任何工作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有困难和矛盾出现，会
有烦恼和不快产生。只有自己去寻找工作的乐趣，形成幼儿
教师职业的幸福感，才能在工作中成一个快乐的人，就象有
人说的一样，如果你把孩子看成是令自己心烦的人，那么你
就会感到心烦;如果你把孩子看成是可爱的天使，那么你就会
变成快乐得天使。如何才能从孩子身上获得辛福感呢?我认为
在工作中，以欣赏、审美的眼光看待每一位幼儿，不要把幼
儿看成是自己的教育对象。我们应该以欣赏的、审美的眼光
看幼儿身上的闪光点，在工作中以平等、真诚的态度与幼儿
交往，而不是建立在工作关系上的，这种交往是不平等的、
没有感情的，长此以往，幼儿就会对老师产生几分畏惧，对
老师敬而远之，并封闭自己的心灵，不敢言说自己的所思所
想这样缺少与幼儿心与心的交流，幼儿教师也没有什么幸福
可言了。因此，在与幼儿的交往中，教师只有放下自己的角
色面具，以真实的自我与幼儿交往，和孩子打成一片，才会
发现幸福和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和孩子平等、真诚的交往，
还会令老师体验到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幸福。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如果我们在工作中都能够挤出一点时间
去阅读、去反思、去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学会关爱、学
会对话、学会合作，那么，我们将会收获无穷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