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赏识你的学生心得体会(优秀5
篇)

心得体会是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考、
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
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读赏识你的学生心得体会篇一

暑假，我认真阅读了孟繁华教授的《赏识你的学生》一书，
这本书从家长、学生、教师等角度，选择了一个个典型的案
例，来诠释成功教育的微妙所在，每个故事的后面还附有家
长留言，专家评析，生动而又引人入胜，故事情节又往往出
人意料，处处闪耀着智慧的火花。故事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些
被人们认为智力低下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教育者的启发、
赞赏、鼓励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走上成功之路。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是人与人心灵的最微妙的相
互接触。作为教师，也许你不经意地对学生轻描淡写的一句
鼓励，简单的一个爱抚，随意的一个暗示，都会给学生留下
难忘的印记，也会让你因此而走进孩子的心灵，因为这就是
心灵对话的魅力。在"素质教育"的大旗上，有一个大写
的“人”字。要让孩子摆脱"伤害"，真正的理解孩子，必须
与孩子进展平等的对话，善待每一个生命，用真诚的对话与
心灵的交流，用欣赏的眼光去看，用赏识的语言去说，消除
学生心理上的障碍，使他们充满自信，安康、活泼、愉快地
成长。因此教师必须具备爱心、耐心、育心、细心，这是我
从事教育工作所信奉的宗旨。

俗话说：十个手指有长短，更何况是一个班里的每个孩子，
优生与后进生的存在是必然的，关键是老师如何对待。“爱
心”我个人理解是“责任心”。我们教师要对学生终生负责



任。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送到我的班中，我就要象对自己
的孩子一样去关心他、保护他、教育他。让学生自己感受到
老师的爱心，感受到老师象他的亲人一样，让他感受到老师
时刻在关心着他、关心着他的每一步的进步和成长。

让他感受到自己的`每一个进步时，老师为他发自内心的快乐，
让他感受到当他犯下错误时老师为他伤心、伤神、为他难过、
为他生气，真正做到与学生共荣辱、同甘苦，让学生在校有
一个精神上的支柱---这就是老师。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我
努力这样做着，而我们班的大局部学生也都体验到老师的这
份关心与爱心。我班上有一位学生王丽，由于父母重组家庭，
她对父母非常敌视，父母给钱她不要，而常常拿其他同学的
钱物。

我老师知道后并没有恶语批评，而是语重心长帮助教育她，
我还给她买学习用具，买生活必需品，买衣、物等，时间长
了，王丽同学被感到了，她找到我主动交待了所拿钱物并退
还。从此以后，她和我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经常有书信
来往。我不仅关心所带班的学生，还关心其他班级的学生;不
仅关心学习生活有困难的学生，还关心身患残疾的学生。

我坚信“给学生多一点关爱，多一份宽容，就有多一份收
获”，只要有爱，学生安康成长的梦想就可成真。

读赏识你的学生心得体会篇二

最近读了《赏识你的学生》一书，读后感受颇多。全书用许
多生动的案例诠释了“期待效应”试验、“需要层次”理论、
“多元智能理论”等教育理论知识，阐释了实施“赏识”教
育的重要性、可行性，通过一个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教育故事，
喊出了教师要善待每一个生命的教育理念。

一、让人人都享受一份关爱



心理学家威廉·杰姆士说：人性最深层的需要就是渴望得到
别人的欣赏和赞美。因此，当教师能够以“赏识”的言行对
待学生，就会激励起学生无穷的勇气，唤醒他深埋的潜能，
鼓舞他向着成功之路大踏步前进。而要让教师拥有“赏识”
这一法宝，根本就是要激发起教师的爱，让教师出于爱来工
作，而不仅仅把教育当成一个职业或是一种谋生的手
段。“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中倾注了爱，教师就会用欣赏的眼
光看待孩子，欣赏孩子每一个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教育中倾
注了爱，教师就会以宽容之心对待孩子，理解孩子身上存在
的不足。教育中倾注了爱，教师就会理解、接受、运用“赏
识”这一有效的教育手段，在教育的花园中耕耘。

二、让人人都享有一次机会

“以人为本”，“一切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是新的课程
理念。每一个学生的潜力是巨大的，而发展潜能的金钥匙就
是自信心。学生在形成良好的品行过程中，尤其是后进生特
别需要教师的鼓励和表扬。鼓励和表扬的力量大于批评和处
分的力量。学生在校接受教师的表扬和赞扬中，他会自觉地
放大自己的优点，对自己表现出强烈的自信，极力使自己变
得优秀，一些不良的品行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消除。针对学生
的特点进行赏识。

“赏识”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认识到
别人的才能或作品的价值而予以重视或赞扬。这就告诉我们
每一个教育者都必须首先认识到学生的才能，然后再予以重
视和赞扬，要有针对性。也就是说并非“拉到篮里就是菜”，
胡乱指着学生的某一言或某一行大加赞扬、夸奖之能事，而
是针对学生的特点进行赏识。赏识是一门艺术、一门学问，
是教师的一门必修课。教师要通过不断的钻研、深入的学习，
掌握赏识这一有效手段，并在适当的时机、合适的场合发挥
其最大的作用。



三、赏识不是万能的，但可以接近万能。

《赏识你的学生》中无数的成功者的经历都告诉我们：外因
并不是决定因素，内因才决定了事物的最终走向。学生的成
长应该是学生自己的事，只有调动和依靠学生自身积极因素
才能真正做到。美国作家巴德·舒尔伯格七八岁时写了第一
首诗，母亲对他的评价是“精彩极了”，父亲的评价恰恰相
反：糟糕透了。

从母亲的“赏识”声中，他得到了爱的力量，那成了他今后
灵感和创作的源泉；从父亲的批评声中，他得到了警告的力
量，于是不时提醒自己“小心、注意、总结、提高”。在这
两种力量的鼓励下，他终于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透过这个
事例，我们可以认识到，赏识是很多促进学生成长的催化剂
中的极为有效的一种，它能够激励、唤醒、鼓舞学生内在的
积极因素，从而使很多的不可能成为可能。

读赏识你的学生心得体会篇三

最近读了《赏识你的学生》一书，读后感受颇多。全书用许
多生动的案例诠释了“期盼效应”试验、“需要层次”理论、
“多元智能理论”等教育理论知识，阐释了实施“赏识”教
育的重要性、可行性，透过一个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教育故事，
喊出了教师要善待每一个生命的教育理念。

心理学家威廉·杰姆士说：人性最深层的需要就是渴望得到
别人的欣赏和赞美。因此，当教师能够以“赏识”的言行对
待学生，就会鼓励起学生无穷的勇气，唤醒他深埋的潜能，
鼓舞他向着成功之路大踏步前进。而要让教师拥有“赏识”
这一法宝，根本就是要激发起教师的爱，让教师出于爱来工
作，而不仅仅仅把教育当成一个职业或是一种谋生的手
段。“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没
有爱就没有教育。



“以人为本”，“一切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开展”是新的课程
理念。每一个学生的潜力是宏大的，而开展潜能的金钥匙就
是自信心。学生在构成良好的品行过程中，尤其是后进生个
性需要教师的鼓励和表扬。鼓励和表扬的力量大于批评和处
分的力量。

学生在校理解教师的表扬和赞扬中，他会自觉地放大自己的
优点，对自己表现出强烈的自信，竭力使自己变得优秀，一
些不良的品行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消除。针对学生的特点进展
赏识。“赏识”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
认识到别人的才能或作品的价值而予以重视或赞扬。

这就告诉我们每一个教育者都务必首先认识到学生的才能，
然后再予以重视和赞扬，要有针对性。也就是说并非“拉到
篮里就是菜”，胡乱指着学生的某一言或某一行大加赞扬、
夸奖之能事，而是针对学生的特点进展赏识。赏识是一门艺
术、一门学问，是教师的一门必修课。教师要透过不断的钻
研、深入的学习，掌握赏识这一有效手段，并在适当的时机、
适宜的场合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赏识你的学生》中无数的成功者的经历都告诉我们：外因
并不是决定因素，内因才决定了事物的最终走向。学生的成
长就应是学生自己的事，只有调动和依靠学生自身用心因素
才能真正做到。美国作家巴德·舒尔伯格七八岁时写了第一
首诗，母亲对他的评价是“精彩极了”，父亲的评价恰恰相
反：糟糕透了。从母亲的“赏识”声中，他得到了爱的力量，
那成了他今后灵感和创作的源泉;从父亲的批评声中，他得到
了警告的力量，于是不时提醒自己“留意、注意、总结、提
高”。

在这两种力量的鼓励下，他最后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透过
这个事例，我们能够认识到，赏识是很多促进学生成长的催
化剂中的极为有效的一种，它能够鼓励、唤醒、鼓舞学生内
在的用心因素，从而使很多的不可能成为可能。



很多时候，我们怨天尤人，埋怨学生不够聪明，埋怨好心得
不到好报，静下心来，想想平日里那些毫不起眼的孩子，那
些尽惹我生气的宝贝，原先也都有可爱的一面。猛然醒悟：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只是有时匆忙的步履，
泥泞的情绪遮掩了我们的双眼;繁琐的工作，忙乱的头绪，钝
化了我们的敏锐;成绩的镣铐，升学的压力扰乱了我们的心智，
所以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学生的缺点，而忽略了那一双双
天真的眼睛，那一颗颗纯洁的心灵。他们需要老师的关心和
认可，需要老师的呵护和鼓励，即使因为无心犯了错误，也
需要我们的'老师温和地指出，他们需要的是引导而不是指责，
是真诚而不是伪善。

他们是成长中的孩子，需要尽情地沐浴阳光，吸吮雨露，需
要风雪的磨练，鲜花的簇拥。他们是最为敏感的一个群体，
能准确地识别老师对他们的帮助是出于关爱还是仅仅是功利
的表现。所以教育就应是牵手，是澄明，是温情，是质朴，
是师生间的彼此信任，相互尊重，互相理解。所以要学会赏
识你的学生，先学会从心底去爱他们。

赏识学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挖掘他们的闪光
点，理解学生、相信学生，不断地鼓励表扬他们，我想我们
也必须会得到皮格马利翁效应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
说过这样的话：“人性中最深切的本质就是被人赏识的渴望。
”无论年龄大小，地位上下，人们都期望得到别人的不同，
都不会回绝别人的赞扬，别人的赞扬或奖励，都会令被表扬
者产生愉悦的情绪体验，那么学生也必须会朝着你引导的方
向前进的。

每当手捧由孟繁华主编的《赏识你的学生》这本书，总会被
封面上那句“本书不仅会改变许许多多教师的教育理念，而
且会影响千千万万孩子的一生”所震撼。这本书折射出一个
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案例;折射出教师善待每一个生命的教育理
念。它像一轮又一轮的波浪不断冲击我的心灵，让我沉思，
让我审视我的教育方式，寻找我的可取与缺乏。读罢《赏识



你的学生》，强烈的感到有一些词语在我的头脑中反复呈现。
那就是“赏识、宽容、理解、信任、责任、奉献……”

读赏识你的学生心得体会篇四

暑假，我认真阅读了孟繁华教授的《赏识你的学生》一书，
这本书从家长、学生、教师等角度，选择了一个个典型的案
例，来诠释成功教育的奥妙所在，每个故事的后面还附有家
长留言，专家评析，生动而又引人入胜，故事情节又往往出
人意料，处处闪耀着智慧的火花。故事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些
被人们认为智力低下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教育者的启发、
赞赏、激励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走上成功之路。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是人与人心灵的最微妙的相
互接触。作为教师，也许你不经意地对学生轻描淡写的一句
鼓励，简单的一个爱抚，随意的一个暗示，都会给学生留下
难忘的印记，也会让你因此而走进孩子的心灵，因为这就是
心灵对话的魅力。在“素质教育”的大旗上，有一个大写
的“人”字。要让孩子摆脱“伤害”，真正的理解孩子，必
须与孩子进行平等的对话，善待每一个生命，用真诚的对话
与心灵的交流，用欣赏的眼光去看，用赏识的语言去说，消
除学生心理上的障碍，使他们充满自信，健康、活泼、愉快
地成长。因此教师必须具备爱心、耐心、育心、细心，这是
我从事教育工作所信奉的宗旨。

俗话说：十个手指有长短，更何况是一个班里的每个孩子，
优生与后进生的存在是必然的，关键是老师如何对待。“爱
心”我个人理解是“责任心”。我们教师要对学生终生负责
任。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送到我的班中，我就要象对自己
的孩子一样去关心他、爱护他、教育他。让学生自己感受到
老师的爱心，感受到老师象他的亲人一样，让他感受到老师
时刻在关怀着他、关心着他的每一步的进步和成长。

让他感受到自己的每一个进步时，老师为他发自内心的高兴，



让他感受到当他犯下错误时老师为他伤心、伤神、为他难过、
为他生气，真正做到与学生共荣辱、同甘苦，让学生在校有
一个精神上的支柱---这就是老师。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我
努力这样做着，而我们班的大部分学生也都体验到老师的这
份关怀与爱心。我班上有一位学生王丽，由于父母重组家庭，
她对父母非常敌视，父母给钱她不要，而常常拿其他同学的
钱物。

我老师知道后并没有恶语批评，而是语重心长帮助教育她，
我还给她买学习用具，买生活必需品，买衣、物等，时间长
了，王丽同学被感到了，她找到我主动交待了所拿钱物并退
还。从此以后，她和我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经常有书信
来往。我不仅关心所带班的学生，还关心其他班级的学生;不
仅关心学习生活有困难的学生，还关心身患残疾的学生。

我坚信“给学生多一点关爱，多一份宽容，就有多一份收
获”，只要有爱，学生健康成长的梦想就可成真。

读赏识你的学生心得体会篇五

生命如水，赏识人生；善待生命，学会赏识！

作为一位教师，说实话，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充满噪音，充满
疲惫的。为了教学质量，为了班风班纪，为了各项评比，为
了一份责任，为了一种良知我们的每一天都工作得尽心尽力。
但是在工作过程中，又容易烦心上火，于是批评学生、教育
学生就会在所难免。虽然我也知道表扬与批评结合的道理，
我也知道表扬比批评更有效的结论，但事实上，我还是经常
控制不住自己，批评学生，搞得学生、自己都没了好心情。

周弘老师的《教你如何赏识你的孩子》一书，不仅是一部让
家长深受启发的家庭教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让我们老师深
受启发的教育参考书。在这本书里，作者从一个父亲的角度
谈了他对自己聋哑女儿婷婷的教育历程，怎样把一个三岁半



时还一个字不会说，震耳雷声都听不见的女儿婷婷养成了中
国第一位聋人少年大学生，并用这种方法，在中国培养出了
一批又一批的早慧聋童。作者经过18年的生命体验，把追蝴
蝶的教育方法提升为赏识教育，这是一种神奇而又普通的教
育方法，也是一种新鲜而又古老的教育方法，让我再一次感
受到此书带给我的震撼。我也充分感悟到赏识教育的核心就
是尊重，我们应当给孩子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环境，赏识孩
子，尊重生命，让孩子得到真正的快乐，引导他们走向成才、
成功之路，这是生命成长的规律使然。同时，我也深深地领
悟到赏识教育并不只是简单的表扬加鼓励，赏识的概念里也
有批评，也有惩罚，古语“玉不琢不成器”，“无规矩不成
方圆”能很好地概括这层意思。

首先，我们要知道赏识是是一种爱，是尊重、理解、宽容前
提下的爱，是包含信任和等待的，是和谐而平等的爱，是鼓
励孩子追求成功的爱，更是陪伴孩子品尝失败的爱。

爱赏识教育的本源是爱，如果我们的老师、家长都能用爱的
眼睛去发现孩子的优点，用正确的方式指出和改正孩子的缺
点，那我们的孩子或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你能
行”，“你真棒”，在老师、家长的鼓励下，许许多多的孩
子在快乐中改变，在快乐中成长。在本书中有这样一段使我
感触颇深：记得女儿七岁刚接触应用题时，有一次，十道题
只做对了一道，周弘老师满怀深情的对女儿说：“简直不可
思议，这么小的年龄做这么难的题，第一次居然就作对了一
道。”女儿这时露出了喜悦的表情，她还想进一步证明自己。
就说：“爸爸，你小时侯会不会做？”爸爸说：“我肯定不
会做，像你这个年龄，这么难得应用题，爸爸连碰都不敢碰。
”女儿顿时信心倍增，仿佛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自由的翱翔
在数学知识的天空里，仅用三年时间学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
读到这里不由得使我想到，换了其他家长‘十道题只做对一
道时’可能两记耳光早就过去了。错一道应用题还情有可原，
错九道那就不可饶恕。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孩子哭大人叫，
乱作一团。什么也干不下去。更无从谈孩子会喜欢数学，成



绩优异。对数学不反感就已经不错了。

周弘老师的成功也提醒我们反思我们在教学中的做法，赏识
孩子是使我们教育成功的有力武器。我们何不拿起他运用于
我们的教学之中呢？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课堂上你的一
句表扬，一个肯定，会让不自信的孩子变得自信，会让他们
快乐一天，不断的鼓励会让他们爱上你，爱上你的课，这就
是赏识的魅力。

当然，赏识孩子是赏识孩子的优点、长处和进步，而不是忽
视孩子的缺点和弱点。该指出的问题应当及时指出，该批评
的问题应当及时批评，该制止的问题应当及时制止，这是不
能含糊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人把赏识仅仅理解为表
扬加鼓励，于是走进了误区——为赏识而赏识，结果是得不
偿失。那么赏识教育到底还能不能批评孩子呢？我认为应该
批评，最好的批评应该是没有痕迹的批评，不伤害孩子自尊
的批评，但这种批评是建立在“我们是朋友”的基础之上的。
周弘老师说他自己也曾打过孩子，不但打过，打的还是别人
的孩子。有一个孩子有明显攻击他人的行为，冲撞或动手打
别人。周弘老师为此对孩子提醒了三次。第一次是：打人是
不对的，你打别人，别人也会疼的；第二次是：老师反对打
人的行为，如果你再有这种行为，老师就打你手心一下；第
三次就轮到行动了，周弘温和地说，你又打人了，现在老师
要惩罚你了。孩子似乎并不相信温和的周老师真的会打他。
于是在孩子不太相信的眼神中，周弘提起孩子的手，在他手
心上重重地打了一下。孩子不相信这是真的，对老师反击了
一下，周弘又抓住他的手，狠狠的打了一下。孩子放声大哭。
在周弘老师的坚持与引导下，这个孩子最终改掉了打人的坏
毛病。

说实在话，我是非常赞赏周弘老师的做法的，并且，我也一
直认为真正的尊重，真正的赏识，是基于维护学生尊严之上的
“严格要求”，并不是像前段时间某所学校提出的“不能批
评学生和变相批评学生”“学生在上课时间可以自由喝水，



可以自由去上厕所”，“学生可以不站起来回答问题”等等
这些片面细化了的“要求”；更不是在“学生漫不经心地答
错了”，仍不给予指正，还一味的表扬“错了并不重要，你
是一个勇敢的好孩子！”这些表面上所谓的'“尊重”，并不
是真正的“尊重”。美国的学生上课很随便，也许有如像以
上学校要求的种种，但是他们的基础教育质量怎样？他们不
也在像我国的基础教育看齐吗？真是“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
圆”吗？我看未必吧！我们学习西方的教育本质（如注重创
新能力的培养），不是“断章取义”，更不是拿什么表面的
皮毛的东西来曲解，何况“拿来主义”更需要“因地制宜”。
当然，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首先要学会尊重每一个学生
的个性，使其得到最好的发展，但这不意味着“不要批评”、
不要赏罚分明的规章制度了。俗语说“良药苦口利于病”。
真正的尊重，完全的教育，是包括适宜的批评和相应的章制
的，只要是批评和惩罚基于关爱学生，那就是最好的尊重学
生，我认为。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说：“确定整个惩罚制度
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尽量多地尊重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多地
要求他。”这与古语“玉不琢不成器”不是同出一辙
吗？“温柔的提醒，坚定的惩罚。”这就是周弘老师所倡导
的赏识教育。

总之，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有爱心，充满自信，全面发展的
人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标。相信在我们爱的感召下，加
上“永不放弃，永不言败”的信念，将教育进行到底吧！用
周弘老师的一句话结尾吧：生命如水，赏识人生；善待生命，
学会赏识！

生命如水，赏识人生；善待生命，学会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