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做幸福好教师读书心得 做幸福的教
师读书心得体会(通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做幸福好教师读书心得篇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多，要求教师要终身
学习，适应时代的潮流；要能把学生教育好，培养国之栋梁；
要求教师有高尚的师德，一旦有违背师德的教师出现，就把
整个教师群体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受社会舆论的谴责。在
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我们真的能做一个幸福的教师吗？
心中不免有些疑惑，带着这些疑惑我拜读了王南老师给大家
推荐的陶继新老师的《做幸福的教师》这本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读书的深入，我才深深的理解，更为陶老
师的理论而折服。这本书一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读书与
教师生命成长；第二部分是打点幸福人生；第三部分是孔子
的精神境界。这其中第一部分另我感受颇深，收获很大，我
就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本次的读书心得。
一、教师的职业幸福是一种心态和状态
教师的职业劳心劳力，社会地位，劳动报酬确实很难轻言幸
福，也感觉不到幸福，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了教师的职业
幸福感。幸福是一种心态，当你桃李满天下的时候，那种幸
福感溢于言表，这时候很难用金钱，社会地位去衡量我们所
创造的价值。因为我们培养的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人才需要很长的时间，是个长久之
计，十分不容易。我们深知其中的不易，当学生成功时，成
就感就油然而生，那我们自然会感到幸福，当我们青丝变为
白发时，一届届的学生返回母校看望恩师时，你就会觉得所
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幸福也是一种状态，只有感到幸福的
人，人生才是快乐和阳光的。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自身感到幸



福了，才能给学生带来阳光。试想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老师
给学生上课，能让学生幸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为了影
响学生，我们要懂得享受我们平常的工作，高高兴兴是一天，
愁眉苦脸也是一天，干嘛不让自己高高兴兴去工作呢？所以
我们要享受我们所上的每一节课；享受我们所教的每一个有
特征的学生，享受和同事们为研究某个热点问题而争论的热
火朝天；享受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只有心态和状态都对了，
我们才能感觉幸福。
二、让读书成为生活的必需
陶老师说，“在我的记忆里，就一直没有和书疏离过”这句
话让我很惭愧。如果没有工作室的要求或许我很少会拿起书
去看，但是读到这本书以后让我明白要想做一个幸福的教师，
来源于长期的的修身养性，来源于精神上的不断超越，超越
自我，逐渐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不断打造幸福人生，陶老
师将这种高尚的追求化为一种行动就是不断地读书，读古今
中外人圣贤书，读经典的文本，在古今中外经典的思想里遨
游，体会其中之精髓。
当代教师，要想把学生教好，你得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才行，
而这活水只能从书中来。所以我们教师怎能离开读书呢？想
一想我们熟悉的那些教育专家，哪一个不是博览群书，学富
五车？又有哪个是死抠教科书而终有所成？所以对于我们来
说即使成不了大家，单纯的从我们的职业需求来说，我们也
离不开读书，那么就让读书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吧！（李歌）

做幸福好教师读书心得篇二

陶老师在《做一个幸福的教师》中提到的宗旨就是要读书、
多读书、读好书。看了以后，我的感受很大，我对读书有了
新的认识—态度决定一切。经常阅读，经常思考。

虽然也经常看一些书，但都是散碎的，看到什么就读什么，
很杂，不成系统的。读书能修身养性，但是要做到陶先生所



提及的“读书与教师生命成长”是不容易的；进入‘教学如
有神’的境界更是不容易的。

其实，教师的职业幸福是一种心态和状态，也是信念与追求
的体现。教师是精神的“传道士”，必须拥有好的心态面对
工作和社会，心态决定状态，有了好心态就有了好心情，心
情是可以传递的，教师是爱的事业，有了好心情，就能笑对
生活，就能爱每一个学生，同他们“打成一片”，非常专一
的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就能通过言传身教让学生陶醉，接
受情感的洗礼、引导和激励。况且，有了好心态，就会少些
烦恼多些快乐，少些狭隘多些豁达，就会视教师为一种艺术，
在忙碌之中、创造之中收获更多的幸福，乐此不疲虽苦犹甜。
我认为，当我们教师的劳动被他人、社会认可时，必然会带
来无比的快乐，会被幸福紧紧“包裹”。

教师的职业幸福就是来源于平凡、忙碌而又充实的每一天。
这也许正是所谓天长地久的幸福吧！那么，我也会说我爱教
师这个职业，我也会为教师这个光荣的职业贡献毕生的精力。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你对它哭，它
就对你哭。”让我们怀着一颗平常之心，宽容之心，感恩之
心，背起幸福的行囊上路，去享受课堂、享受学生、享受生
活，使我们的人生充满幸福，做一个幸福的人民教师。

从教短短的几年，深感做一名老师肩负的重任和压力，这份
压力来自于家长和社会对老师的期望值，所以很多老师和我
一样，工作着、累着、沉重着，缺乏幸福感。做为一名教师，
幸福感在哪里？带着这样的困惑，我拜读了陶老师的《做一
个幸福的教师》，读完这本书，我觉得值得一读，它给了我
很多启示，向我阐释了做个幸福的教师并不难。下面是我的
几点体会：

做个幸福的教师，一定要学会真诚做人，善待亲朋同事。



做一个幸福的教师，首先要学会编织一张洒满阳光的人际网。
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梦想，有多高的能力，如果没有一个支
持性的环境，他的绩效与感受必然会受影响。因此，我们无
论朴素地教书，还是勇敢地教改，都须赢得、同事的理解、
家长的支持和学生的肯定。做教育、做研究先做人，在合群
中成就你自己，发展壮大你自己。做一个热情的人、真诚的
人、善良的人、宽容的人，一个受人欢迎的教师，应该成为
我每天的努力与一生的追求。善待同事，与同事和睦相处，
只有同事间，情感交融，关系和谐，才能保证在愉悦的心情
状态下去生活，去工作！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寻几位导师。
导师不只在教育经验上多于自己，更重要的是人生阅历长于
自己，与导师保持联系，聆听他们的教诲，让教育的火炬在
自己的手中传递，无疑是温情而温暖的。

做个幸福的教师，一定要培养自身良好的心态。

正如教育专家袁卫星老师所说：“对于幸福的教师来说，教
育不是牺牲，而是享受；教育不是重复，而是创造；教育不
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本身。教师的一生不一定要干成
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它应当如百合，展开是一朵花，凝聚成
一枚果；它应当如星辰，远望像一盏灯，近看是一团
火……”

做个幸福的教师，一定要学会享受学生

对于教师来说，是否能时时处处感到幸福是很重要的，因为
只有教师幸福，学生才会感到幸福。在教学中通常我们最头
痛这两种学生：一种是调皮捣蛋，行为有偏差的学生，一种
是怎么教也教不会的学生，面对这两种学生一定要学会宽容
和耐心，原本我一直对学生很严厉，对他们所犯错误有时会
忍不住重罚，自从我儿子降生之后，我发现我的儿子和所有
调皮捣蛋的孩子一样，我对他说不的事他偏偏去做，我要求
他去做的事，他偏不听，儿子让我学会耐心和慢教育，所以
现在我面对学生时，就会始终想着两句话，那就是“假如我



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这样的情感使我对孩子少
了一份埋怨，多了一份宽容；少了一份苛求，多了一份理解；
少了一份指责，多了一份尊重。俗话说：教师的活儿是良心
活儿，家长把天真烂漫、聪明伶俐的孩子交给我培养，这是
对我的极大信任。我又怎么能不全身心地去爱他们呢？孩子
的心是未经雕琢的璞玉，美丽而又稚嫩。当我们肯俯下身来，
走进他们的世界，就会发现，原来许多成人眼中的错误缘于
我们对孩子的误解。教育是技术，更是艺术，只有师生心灵
相通，才能共同奏响教育的和弦之音。

做个幸福的教师，一定要学会享受课堂

课堂是教师生命最重要的舞台，一个懂得享受上课的人，课
堂便自然会成为其享受幸福的重要舞台，营造一个充满生命
活力的课堂，和学生一起痛苦、一起欢乐，你就会少了许多
教学的焦虑和烦恼。

做个幸福的教师，一定要学会学会自我调节。

教师工作性质决定了每天的忙忙碌碌，很多时候在办公室忙
不完，还得回家接着继续忙，比如很多老师回家还得写教案、
批改作业等，有时遇到班上出了点事连睡觉也不安宁，做梦
都在想着怎样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或者怎样开展班上的活动。
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使得很多老师都心力交瘁、未老先衰，和
同龄人比起来显得那么的憔悴和苍老。老师也是人，也得吃
饭、睡觉、享受生活，老师更应该好好地活着、幸福的活着，
让自己每天都精力充沛、活力十足，这样的老师才能教出活
蹦乱跳、天真可爱的学生。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因过度的操
劳导致自己经常生病，上班时经常都面带土色，说话也有气
无力的，这样的老师怎能教出乐观向上、健康美丽的学生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我调节，让自己时刻都是健康的、快
乐的、幸福的，因为我们的幸福快乐，我们的学生也一定会
幸福快乐的。



总之,读了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在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幸福是
教育追求的终极价值。只有幸福的教师，才能有幸福的教育；
只有幸福的教育，才能有幸福的学生。那就让我们所有从事
教育的老师们，用智慧的双眼去发现身边的幸福，用美好的
心灵去感悟身边的幸福，用无私的爱与奉献创造教育的幸福，
坚守教育的崇高理想，享受教育的职业幸福，使学校成为学
生幸福学习的乐园，成为老师幸福工作的精神乐园！

做幸福好教师读书心得篇三

回想自己工作伊始，面对新的学生，面对新的环境，都不知
道如何把事情处理的有条理。结果班级混乱，毫无规矩。工
作中什么事情处理的都不顺，而且烦心事情一个接一个的来，
我每天奔波于教室内外，身心很是疲惫不堪，而且变得也急
躁不安，不知道向谁求助，也不知道如何改变现状，苦恼不
已。那段时间实在是不安和痛苦。自问儿时老师高大的身影
在自己这里怎么变了味？哪来的幸福感和优越感呢？当时真
的质疑过。再看如今的班级和学生，有时会不自然的产生一
种莫名的感觉，心里有所欣喜。想来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幸福
感吧！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要做知识的富人和精神的贵族，修
养的形成，要从好读书、读好书开场。读书是老师生命成长
的必需。陶继新老师在文中阐述了大量的经典诵读是老师人
生的一种储蓄，储藏的是一种文化，蓄养的是一种境界，而
文化一旦在心灵里安排，于已于学生而言，都将会成为一笔
幸福的存款。读书有三个层次。一是坚持，提升自身修养，
就必须从经典诵读开场，且一定要坚持下去。二是养成习惯，
让读书成为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养成读书的习惯，
温故知新，日有所获。三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就在审美层面，要有求知的欲
望和坚持，陶继新老师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书
在丰盈着他的精神世界。老师读书不仅是寻请教育思想的营
养，老师智慧的源头，也是情感与意志的冲击与交流，塑造



人生理想与人格力量。读书会让我们更加擅长考虑，更加远
离急躁，让我们更加有教育的智慧，让教育更加美丽。

读书使人心静，也是摆脱急躁的一剂良药。正如陶继新老师
书中所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其实很小，但这种很小的差异
却造成了宏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是指心态，宏大差异指的
是人生结果。只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用快乐填充自己平
凡的工作，你就会感到生活着真好。〞当今社会功利之心蔓
延，急躁之心盛行。而这种功利和急躁之气，也悄然走进了
校园，这就亟需一种平和的`心态，平和的心态是一种人生修
养，一种人生境界。因此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工作和生活，
凡事都会自己想得开，不会再计较生活中的得失。淡泊平和，
就会拥有一份好的心情，一份好的心境。平和的心态会让我
们心情轻松，不会因为面前的不顺心而影响了心情，影响了
做事的冷静和理性。宽阔的心胸，平和的心态，可以让我们
学会知足常乐，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拥有了平和心态，你就
拥有了充满活力的心情，平和心态，会让人快乐，让人英勇，
那时幸福便会不期而至。

做幸福的老师其实是自我修炼的过程，学生们良好的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孩子们最终形成良好的品质，需要
我们老师们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更要以内在高尚的
情操、高尚的人格、高尚的品要我们老师们在传道、授业、
解惑的同时，更要以内在高尚的情操、高尚的人格、高尚的
品德、高尚的灵魂去关心保护他们、去影响帮助他们，使我
们自身的高尚道德人格在他们身上生根发芽，从而塑造孩子
们美妙的心灵。“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我们老师成为
学生争相模拟的对象的时候，幸福便会悄然降临！

做幸福好教师读书心得篇四

读了陶继新老师写的《做一个幸福的教师》，让我的心为之
一振，教师也可以幸福吗？一个个疑问在心头盘旋。教育，
应该属于幸福，教师要甘于做绿叶，也要敢于争红花，教师



要以培育人才为荣，也要发展自己，让自己的生命灿烂起来，
精彩起来！怎样做一个幸福的教师，陶老师的观点让我颇有
同感：

一、唤醒心灵，润泽生命

“渴望快乐，追求幸福”是人的本能。但是，在物质条件相
当优越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不到幸福；在教师行业，
职业倦怠情绪袭卷了几乎“半壁江山”。老师们对上，既要
应对国家由上而下的新课程改革；对下，又要面对当前学
生“独生子女症”的各种新问题；在重重的压力下，不少教
师的精神空间越来越逼仄，常感身心疲惫心力憔悴，上下求
索却又不知“幸福”在何方。

在陶老师的报告中，他没有给老师们提供这个“技巧”那
个“方法”。他告诉老师们：“教师完全可以在精神境界为
自己找寻一座辉煌的殿堂。”一语惊醒梦中人！物质再丰富，
人的所需只是那么一点点而已，所有住着洋楼开着小车天天
出入高级酒楼的人未必是最幸福的；但是如果在精神世界里
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华堂，心灵在那儿诗意地栖息，一定是个
幸福者！人们迟钝的触须开始苏醒起来，慢慢地伸向身体的
各个角落，逐渐地进入思考：“我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教
育生活？”

陶老师说：“文化一旦在心灵安顿之后，就成为了一生幸福
的储蓄。”他高屋建瓴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教师要想发展
起来，就要给自己的心灵留下一个阅读经典的空间，从而使
自己的教学登上‘会当凌绝顶’的境地。”他告诉人们通
过“文化存款”才能获得持久的幸福。而他所指的“文化存
款”就是阅读经典！他深入揭示读书与教师生命成长的关系，
他的报告处处流淌着人文关怀，充满对教师日常生命状态的
关注，直接接通教师通往幸福的大道坦途。这种为教师终生
幸福打算，直接进入终极关怀的话语是前所未有的，它慢慢
地指向人活一世的终极目标：幸福地活着。于是，随着心灵



的苏醒，人们慢慢地走出狭小的空间，走出逼仄的环境，目
光变得高远，眼界变得开阔！

其实，“幸福”一直就潜藏在人的心灵深处，只是在许许多
多外物的包裹下，它变得坚硬而迟钝，而陶老师用他的“大
文化观”引导人们的思考指向人生一世的终极目标——幸福
地活着，而不是计较眼前一时一事的得失。

二、涉猎广泛，以例说理

陶老师在报告中常说：“读书破万卷，教学如有神。”作为
教育记者的陶老师，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用自己的所见之
事所闻之人告诉听众：教师的生命成长靠读书，教师的终生
幸福靠读书。他在报告里讲了全国各地的老师们的故事，取
例之广，让每一个听众都能产生共鸣：无论你是大学教授还
是小学老师，无论你身处繁华闹市还是偏僻乡村，无论你是
语文老师还是数理化老师，你都能从这些人物身上找到自己
的榜样，让每一个听众产生“心向往之”的怦然心动：“如
果我也能象他们一样读书写作，是否也能体验到‘教学如有
神’的快乐？”是的，陶老师说，任何一个老师，只要你愿
意摒弃浮躁之气，静心读书，你就能触摸到“幸福”，
与“幸福”亲密接触。

三、坦诚交流，平等讨论

陶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坦言自己非“生而知之者”，自己之所
以达到一定的高度，全在于阅读经典，积极写作。在《打点
人生幸福》的报告中，他讲“孝心”一节内容时，他谈起两
个女儿，话里话外承载的是浓浓的父爱，眼神里漾着的深情
厚意打动每一个听众，大家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家的幸福的味
道。他谈为人要“宽容大度”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
们：“对冲撞自己的人谅解，对批评自己的人感恩，对嫉妒
自己的人宽恕。”于是，我明白了，要人生幸福，就要“内
在和谐”“宽容大度”。有了平和的心态，有了优化情绪的



能力，即使人生的风雪袭来也能从容应对，处变不惊。

四、气质儒雅，以文“化”人

陶老师在报告中一再谈经典诵读的作用：“首先，经典诵读
可以使人趋真向善。其次，经典诵读可以使人宁静致远。再
次，经典诵读还可使人气质高雅。”他告诉我们：“这种持
久的快乐，就是一种最好的美容佳品。大家想想，经典诵读
之后，男士更有风度，女士更加美丽，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只见其人，不闻其声，陶老师身边就形成了一
个“场”。陶老师一出现在会场就有一种吸引力，而他儒雅
的气质就有足够的魅力。不管去哪儿讲课，陶老师传达给大
家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智慧，更多的是人格力量。

做幸福好教师读书心得篇五

拿到《做一个幸福的教师》这本书，我先翻看了一下出版信
息，看看有没有“，翻版必究。”的字样。因为这是一本教
育性质的书籍，如果作者心量太小，怎么会对教育有深刻的
领悟，更不可能写出好文章来。古圣先贤心量大，绝不会
有“，翻版必究。”的想法，倒是希望每一个子孙后代受益
无穷，所以留下来的教诲能够成为经典，能够突破时空。在
这本书中我没有找到版权的特别声明，这才打开来细心阅读。

读过《自序》，我更加深刻地感到经典所含藏的深广智慧，
即使仅窥其一斑，就已颇有所得，开启超乎常人的智慧，可
见如果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圣贤教学的学习，那一定能够开启
智慧的大光明，正如弟子规中所说：圣与贤可驯至。

一、取法乎上“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
取法乎下，毫无所得。”，因此我们要向经典学习，学什么
经典，当然是古圣先贤的教诲，为什么?因为古圣先贤对于宇
宙人生的真相明了了，而孔子的箸述正是古圣先贤的教诲，



所以我们的学习，要多多向孔夫子请教，这个一定要有信心，
你看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宣言》中都说了，要解决世纪的
问题，就应当汲取孔夫子的智慧，难道我们还能超过这位诺
贝尔奖得主的头脑吗?当然我们更应当学一学佛法，被誉为20
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说，：“挽救世纪的社会
问题唯有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曾经出现在历史上的释
迦牟尼佛，是最伟大的、最有成就的教育家，所以更是我们
教师应当了解和学习的。你要是问我读什么书，我就告诉你
我只读圣人的经典，其他的专家学者的一概不读，为什么?很
简单，取法乎上;你要是问我学什么人，我就告诉你我只学圣
人，其他的专家学者一概不学，为什么?很简单，取法乎上。

二、广学还是专精。书中提到要广博多览古今中外的经典，
但我想这不是对我说的，因为我得清楚，要学到什么程度才
可以广学多闻，如果没有一定基础，上来就广学多闻，心一
下子就乱了，学多了反而是干扰，你看在佛门中常念的四宏
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
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看这个学习方法是有次递的，
先发愿，然后自己断烦恼，得清静心，之后才能“法门无量
誓愿学”，《三字经》中也说“学之道，贵以专。”，像我
这样常常拿东忘西，丢三落四，烦恼重重的人，广学多闻就
是不自量力，反而会增加自己的负担，就会愈学愈烦恼。这
就像大家在一起喝酒，看到人家能喝两斤，就以为自己也能
喝两斤，那就错了。所以还是中国古老的教学最是高明，他
讲求的是开启我们的根本智慧，根本智慧开启之后才可以广
学多闻，初学还是要专攻专精，先专学一部经典，通达之后
就达到一经通，一切经通。就拿儒家的教学来说，如果能够把
《弟子规》真正落实和做到，再拿起其他的经典，很容易就
能够体会其中的深义。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读诵的方法，
比如读《弟子规》，我们每天早晚各大读诵一遍，读的时候
不要思考里面的意思，用清净心读，这样读诵，长期坚持，
就能够大开智慧。

三、相信经典，相信圣贤。圣贤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能够



了悟的人，比如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就能够观察到事物的
细微变化，在经典中告诉我们：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
有九百生灭。那是他亲证的境界，而三千年后的近代科学才
逐步发现和证实。所以经典所述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是古圣
先贤亲证的境界，没有一丝毫自己的意思，你看释迦牟尼佛
在涅盘前说自己什么法也没有说，孔夫子也说：一生述而不
作。可见经典所述乃是本来如此的.实相而已，绝非一家之言，
所以对于圣贤的经典，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从圣贤的德行上
来说，孔夫子被称为“大乘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请
问历史上能获得如此殊荣，被赞誉至如此高地位的有几个人?
可见夫子的德行一定是举世之典范。再如释迦牟尼佛，曾贵
为太子，我们一般人所追求的他都拥有了，可他却放弃富贵
安逸的生活，过着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生活，
一生从事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每天教学八小时，没有休息，
教学四十九年，没听说过释迦牟尼佛度过假，完全是义务。
这样的好人，这样无私的人，我们要不能相信，我们还能相
信谁!

再从智慧能力上看。过去没有接触经典的时候，我常常有怀
疑和批评，近来对经典的学习有了一些悟处之后，我才明白，
一个一道题也不会做的学生，有没有可能从一大篇数学家的
推理论证中看出问题，当然不可能。我三十几岁，没有能力
说出一部经典，即便一句，也说不出来，而圣贤留下的经典
历经几千年的历史鉴证，我却能挑出毛病来，这怎么可能?领
悟到这一点，对于经典我就没有一丝毫的怀疑了。

四、圣贤的经典是幸福美满的教育，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苦苦
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请问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历经几十年
的追求，我们现在幸福快乐吗?在学习经典之前，我不幸福也
不快乐，甚至于曾经身心都几乎崩溃，所以我也在寻求解决
之道，后来学习经典之后，我终于找到原因，我原来一直依
靠自己的想法和理解去行事，总以为自己是对的，但如果自
己是对的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增长，一年比一年幸福，一年比
一年更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也一定是身心健康，可是我却一



年比一年烦恼更多，不平更多，疾病更多，学习经典之后才
清醒认识到自己太自以为是了，自己想错了，看错了，说错
了，也做错了。随着学习的深入，确实我是越来越快乐，越
来越幸福，智慧也有了一些增长，身体健康有了很大提高，
今年的体检中，我的检验结果中各项指标都处于中间值，我
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一个真正学习圣贤经典的人，把经典当作自己的生活，努力
去落实，一定是幸福和快乐的，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乎。”。看过蔡礼旭老师《幸福人生讲座》的老师一定深有
体会，蔡老师美满幸福的心境，常常使用听者内心深处受到
触动，而许许多多专家学者学了一辈子，由于只把经典当作
知识学习，自己在生活中用不上，还是烦恼重重，所谓“不
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而读过陶继新老师的
著作，我们也不难体会到，陶老师的涵养、胸怀、智慧，超
过一般人，幸福的感觉也超过一般人，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经
典中的一些道理，他能够落实，能够用得上。今天你要是向
释迦牟尼佛、向孔夫子请教，向古今中外的圣贤请教：你生
活的快不快乐?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过着最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的生活充满了智慧。所以我们要想过最幸福美满的生活，
一定要向经典请教，向圣贤请教。

今天我的读书心得就谈到这里，愿我们每一位老师中都能够
从经典中得到幸福美满。

做幸福好教师读书心得篇六

寒假之余，我读了由张万祥编著的《这样做，教师更幸福》，
我受益匪浅，感想很多，作为一名教师，我觉得首先我们要
做一名有爱心的老师。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一种信任，爱是一种尊重，
爱是一种鞭策，爱是一种激情，爱更是一种能触及灵魂、动
人心魄的教育过程。如果一种教育未能触动人的灵魂，无法



引起人的共鸣，不足以震撼人的情感，那就不是成功的教育。
常常有人问“当一个好老师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应该
不假思索地这样回答“拥有一颗爱学生的心!”如果说教师的
人格力量是一种无穷的榜样力量，那么教师的爱心就是成功
教育的原动力。作为一个教师，不但要担负起传道、授业、
解惑的重任，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思想健康、全面发展的优秀
人才。所有的学生都渴望得到老师的爱，老师的爱是照亮学
生心灵的一缕阳光，是打开学生感情大门的钥匙，当学生知
道你是真诚地热爱他们时，他们的感情大门、智慧大门才会
向你敞开。

“有爱才为教育，用自己的爱心浇灌学生的成长”。学生是
人，是一个多样化的人，他们的.生活、学习、情感是多样的，
这就要求教师用真心去发现学生的需求，用爱心去化解学生
的矛盾与痛苦，让他们体会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去爱他们。
当老师拾起学生掉在地上的橡皮，耐心回答学生的提问，常
与学生个别谈心，甚至只是走道里的一声问候，这些都是能
让学生摸得着的关注，都会化为无穷的动力。

老师对学生的爱不需要轰轰烈烈，老师的爱都表现在教师的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这不仅体现了自己的形象，同时润
入学生的心田。很难想象一个对教育工作毫无兴趣的人，一
个见到学生就心烦的人，他不会努力完成好教育教学工作，
更不会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所以对学生的爱是
成为优秀教师的前提条件，只有有爱心的老师才有可能成为
一名优秀的教师。

总之，老师以欣赏的眼光看待班上的每一个学生，真正相信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潜力可挖，并不断地勉励他们，使他们不
断努力，不断进步，让他们为自己的付出感到骄傲，为自己
的进步喝彩。那样，学生就会变得生气勃勃、自信、自强。
你的教育才是最成功的。祝每一个教师都成为幸福的老师！



做幸福好教师读书心得篇七

多读书，勤读书。谁都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但我们
往往工作中读书却少了些!在读过陶继新老师的《做一个幸福
的教师》后。真的得到了启发和马上去读书充电增加知识储
备的热情。本书中深克并很自然的表达出读书给予我们的，
和不读书我们得不到的。特别是读书的走向取法乎上一讲，
让我有着有舍有得的看法和品味。

是的，读一天书容易，读一本经典名著也不难，每天坚持读
就艰难了。或许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感受。也许有时我们会为
自己找各种借口说：我备课批改作业要花很多的时间，几乎
没有时间看书，下班回去要做家务辅导孩子等，这不是你不
读书的理由。课备不好，课也就教不好，如此下去的结果，
将是一种恶性循环!越是读书少，备课所需的时间越多，而且
课也就越教不好。因为没有文化积淀!相反，你看的'有益书
越多，你积累的知识也就越多，备起课来就会得心应手，创
造性的教学设计会如汩汩的泉水，上课时你会妙语如珠，旁
征博引，进入“教学如有神”的境界，正如陶继新老师所
说“读书破万卷，教学如有神”，此时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