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夸奖读后感写的好(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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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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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奖读后感写的好篇一

生活中，想要表扬一个人，却适得其反，可见送“高帽”，
不简单，往深处说，也算是一种高深的“学问”,现在，管建
管老师把这门学问发扬广大。

书上说：“表扬，幸福的不只是学生，也幸福我们自己。”
这个我是非常赞成的。里面苏轼和佛印和尚的对话中得出的
结论是：“看到什么，源于你心里想什么。总看到孩子的缺
点，本质上，我们心里装了太多的缺点，太多的不宽容、不
欣赏。总看到孩子的优点，错事里也能看出好的一面，本质
上，我们心里装满了师者的宽容和欣赏。心里装满正能量的
人，看到什么都是正能量；心里装满负能量的人，看到什么
都是负能量。每个人都有缺点，让学生改掉缺点的最好办法，
不是用火去烧，不是有铲子去铲，而是发扬学生的优点，用
优点占领他们的心灵，缺点也就会一点点地消失。我最欣赏
书中的”逆袭型表扬”，明明要批评的地方，我偏不，就夸
你，夸“死”你。老师的嘴巴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激励学生，
鼓舞学生，夸学生。宁表扬错了，也不要批评错了。表扬错
了，不会出事儿；批评错了，有可能会出大事的。还有里面
的提醒短信也是值得我学习的，我以前发的提醒短信太过生
硬，所以效果不是很明显，而管老师的提醒短信就软的多，
学生和家长就比较能接受，所以他的效果就会好得多。

表扬的效果这么好，回想我的工作中，我也会常常表扬学生，



虽然我的表扬学问没有管老师那样形式多样，但也有成功的
例子。比如针对一年级的孩子，我就奖励孩子小红花，不论
孩子还是家长，得了小红花滚水泡米花――开心极了！在今
后的教育教学中，我会一如既往的运用表扬学。

夸奖读后感写的好篇二

故事发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小火车哨战，那时正值德国纳粹时
期，小小的火车站俨然成了一个军事要地，在这里就职的准
尉却意外的迎来一排女兵。在一个静悄悄的黎明，他们在森
林中意外看到了德国兵，5个女兵和1个男准尉就这样开始了
一段艰辛的战斗旅程。一路的沼泽，敌人，危险，让这些美
丽的姑娘们受尽磨难，但她们仍然顽强的端起枪，向敌人挺
进……但，他们终因与敌人力量悬殊，倒在了血泊之中。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为这些年轻美貌的姑娘不惜生命，勇敢
抗敌的精神感到疑惑，为什么她们舍得那美好的年华就这样
结束；为什么愿意抛弃那炙热的爱情；为什么她们狠心丢下
自己的亲人，加入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这些问题始终
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直到所问题书写出了两个大大的黑体
字：爱国。这使她们有了深深的责任感，为保卫祖国而奋不
顾身！

中国在这个急速发展的时代，不正却少这种团结的爱使我们
能够更早晋级发展国家吗？当我们的祖国被这种爱所包围时，
我们将让世界看到一个更顽强、自信、团结的新中国！

夸奖读后感写的好篇三

读完管建刚老师的《一线表扬学》一书，总的感受可以用他
书中的这句话来概括――“时刻想着，怎样去表扬学生，而
不是批评学生；期待明天的表扬，而不是呵斥，师生的生活
就会开心不少。”



《一线表扬学》一书中列举了十八种表扬类型，每种表扬都
有实例，读来相当亲切，仿佛这些就像自己曾经所经历过一
样。其实，又何尝不是这样？管老师所带的学生平时所发生
的这些事情都是所有小学生所经历过的成长中的共同故事，
只是在管老师的处理与引导下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书中管
老师每日都想方设法的去表扬学生，挖空心思去发现学生的
进步点和闪光点，并且用不同的方法去表扬和激励学生，这
让我无法不去佩服他！这本书带给我一种与众不同的教育艺
术：赞美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既能发扬自己的优点，又能正
视自己的缺点。但如何赞美学生的优点，要有一个尺度。如
果老师的赞美太随意，没有原则，就会显得很虚伪，如何使
赞美真正夸在点子上，使激励取得理想的效果？读完管老师
的书，我从中归纳出如下几点：

一、赞美要因人而异。

切合学生的差异性对后进生多采用直言赞美；比如管健刚老
师在班级中大大的表扬了阿涛和阿明在学习当中取的进步，
以前这两个同学从来没有取得过优秀，但是这次他们挺了过
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优秀的学生多采用含蓄的赞美；
对性格多疑的多疑的学生多采用间接的赞美；对有特殊潜质
的学生多采用目标赞美，比如管老师多次在书中提到的小仪
这个人物，这位学生在管理能力上非常有一手。是老师的语
文小助手，经常帮老师查作业。管老师就对她有这种特殊的
能力大力表扬。对外向型的学生可多用热情且具有鼓励性的
赞美。对内向型的学生，可以投以赞许的目光，或送一个友
好的微笑，比如管老师轻轻地靠近内向型的小英身上，对她
说；恩，读得不错。正是老师这一种赞美，使小英增强了对
语文学习的信心。

二、赞美的方法要多样化，切合学生的个性化。

一个老师总是以你很好，你很棒，等激励语来赞美学生，刚
开始，学生可能刚开始觉得美滋滋，可时间长了，如果对每



一个人的评价，都用“你最棒”等老套词语大而化之的肯定，
使学生们弄不清自己的真实情况，渐渐在老师的赞美中麻木
了。如管老师特意设置了管老师专项奖，对学生的各个学习
各个层面进行了评价，比如说对学生的学习情感，学习态度
和学习习惯的评价，包括学生与同学的合作能力的赞美。在
手记一中管老师想出了一条对付不做作业学生的绝招，把同
学们的作业分组，分为a,b,c,三组，进行比赛，看哪一组的学
生的作业做的最快，最好，最准时。然后对好的一组进行表
扬，发奖。很多差生受不了组员的压力。非常认真的做作业。
组员与组员之间起了一个监督的作用。使差生为了得到老师
的赞美更加努力。多样化的赞美方式使的教学魅力大大增加。

三、赞美要详细具体，切合学生的实际。

老师的赞美用语越详细具体，说明老师对学生越了解，对她
的长处和成绩越看重。比如“某某同学的表现最近很不错”
这种缺乏具体内容的赞美，很难有鼓励性和影响力，不妨改成
“某某同学在写作方面取得很大进步”这样就会让学生感到
老师的真挚，亲切和可信。我们有时会看到，有些老师对学
生的回答不做具体分析，动辄就用你很棒之类的表扬。好在
什么地方，根本不知道。久而久之，学生会变的麻木，模糊。
其他学生根本不知道被表扬的学生哪些值得学习。如管老师
班的`季力雨的书写有进步，管老师把他的“每日素材”本做
成ppt放给学生看，从以前的潦草变成现在的工整，学生看了
一目了然，真实可信，这种看得见的进步，学生心悦诚服，
受表扬的学生也能感到老师背后细心的关注。

管老师在他的书中介绍了十八种表扬，每一种表扬都具体、
细致、落到实处，而且有证有据，不浮夸，不虚设，学生得
到的表扬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与期待。正如书中所说“你经
常批评学生，学生得到的影响，就是批评，你经常耐心、包
容学生，夸奖学生，这已经是一种优秀的教育了。”为此，
我将朝着这种优秀的教育努力前行！



夸奖读后感写的好篇四

最近，我利用空闲时间读完了管建刚老师的《一线表扬学》，
这是一本关于一线教师如何表扬学生的书。读这本书的时候，
就像和自己的日常工作对话，书中所举的一件件事例都仿佛
发生在我们身边。在茅塞顿开中，在心心相通中，在略有所
惑中，我收获满满。

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非洲的巴姆巴族中，至今依然保存
着一种古老的生活仪式，当族里某个人行为有失检点而犯了
错误的时候，族长便会让犯了错误的人站在村落的中央，公
开亮相以示惩戒。每当这时，整个部落的人都会放下手中的
工作，将这个犯错误的人团团围住，用赞美“教训”他。围
上来的人们，会自动分出长幼，然后从最年长的人开始发言，
告诉这个犯错误的人，他今生曾经为这个整个部落做过哪些
好事。每个族人必须将犯错误人的优点和善行，用真诚的语
言叙述一遍。这个故事对我的启发太大了，我们是不是应该
更多的用“赞美”来代替愤怒的“批评”呢？巴姆巴族人非
常的有智慧，他们对待犯错人的态度是：尽管你犯了错，有
了缺点，我们依然爱护你，接纳你，既然你曾经为整个部落
做过那么多的好事、善事，有着那么多的优点。那么，请你
认真的反思，然后心悦诚服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整个部落的.
人都坚信：你一定具备改过向善的信心与能力。

读完此书，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方式。以
往，我在管理班级时，总是盯着学生的缺点，进行严厉地批
评和斥责，现在我会多关注他们的优点，放大他们的优点，
用优点去占领他们的心灵，缺点也就会一点点消失。以往，
我习惯于用“吃的”来奖励学生，现在我会奖励给学生“特
权”，如做一次“小老师”；奖励学生“用的”，如“免写
作业卡”；奖励学生“听的”，如“听老师讲一个故事”。
以往我总是以“你真棒，你很好”等激励语来赞美学生，现
在我会赞美得更具体更真诚，如“某某同学在书写方面取得
很大的进步”。以往我的表扬形式很单一，现在我又学会



了“书面型表扬”“物证型表扬”“批评型表扬”。但同时
我也深切的体会到，具有“表扬意识”是很不容易的，有很
多次我又变回了过去那个疾言厉色、盯着缺点、批评斥责的
自己。

你经常批评学生，学生得到的影响就是“批评”，你经常耐
心地包容学生，夸赞学生，其实，这已经是一种最优秀的教
育了。愿我们都能对学生的优点保持高度的敏感，常为学生
的微小进步而感动、而自豪！

夸奖读后感写的好篇五

期中考试复习课留给大部分学生自己背知识点，在看自习的
过程中，无意看到学生带的《读者》杂志。就随手翻看了一
下，突然一篇文章的题目落入了眼帘。《表扬也需要静悄
悄》。看后，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原来表扬也要注意技巧
和艺术。

以前看到被表扬的同事，都是心生羡慕，但是内心也总有点
不是滋味的滋味。总以为受表扬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可是文
中说，研究证明，表扬也会出现负效果，如果不得当，那么
就会给受表扬者造成压力，甚至受到其他同学的孤立与报复。
心中顿时一股冷汗出来了。唉，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让
表扬发挥出正能量。文章说，表扬会出现一种效应，特别是
当众表扬时，会让受表扬的'人顿时高大起来，其他的人低矮，
于是被表扬的人就会被嫉妒，甚至受到攻击。

因此表扬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让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我
们受到的传统教育是表扬有利于激发孩子的积极性，因此，
我们作为老师，可能会在教室里当众表扬这个同学，那个同
学，来激发其他同学的积极性。可是文中引用实验研究证明，
这样做，简直是在挑拨离间，制造不满，招致怨恨。

“荷兰心理学家尼尔斯・范德温认为，嫉妒有两种：良性嫉



妒，它激励你努力超过你嫉妒的人；恶性嫉妒，它让你想要
排挤你嫉妒的人，并偷偷给他们下绊子。”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在想，如何才能让表扬产生良性的嫉
妒。形成一种比赶帮超的局面。我经常在一个班表扬另外一
个班的学生，让他们认识到别的班同学的优秀，以至于努力
去追赶，我还经常在一个同学面前表扬另外一个同学，当然
这个同学是他最佩服的同学，这样才会让表扬者更有压力感。

“在埃莱娜・尚和贾伊迪普・森古普塔的研究中，当学生们
认为恭维是发自内心时，他们就会产生良性嫉妒”

“公开表扬引发的嫉妒大多是恶性的。即使某人确实值得表
扬，这种表扬也只有在得到其他同事认同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良性效果。但通常情况下，对一名员工的表扬不会得到其他
同事的认同，这就是人性。”看来表扬需要私下里偷偷的举
行，这样才能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动力。

我也要静悄悄的开始我的表扬之旅了。我决定，先找班里的
前15名同学谈话，分析这次考试失误的原因，其次再找中等
学生，再次找后进生，给予他们肯定和表扬，重新树立他们
学习的信心这样也许就能够让孩子们激发更好的内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