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心得体会(汇
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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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
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
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读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心得体会篇一

当捧起常生龙《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一书时心中不禁感
慨，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修行”二字把读书的境界提
高了，把读书的目标确定了。读书是必要的，是长期的，是
让人思考的。从目录上可以看出本书分为五个体系——“教
学即创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理论即支
点”“变革即未来”。阅读这本书可以让我们感受作者的厚
重，领略阅读的魅力，汲取教育的智慧。

书中让我颇有感触的是第67—74页的两个板块：（阅读，是
为了活着），（名师成长之路）。书中提到：“成长无捷径，
读书很重要。”一个教师之所以称得上名师是因为他始终能
大量地、广泛地、坚持不懈地阅读并在阅读中不断地反思、
实践。作为一名刚任职的语文教师经常会觉得工作很忙，抽
不出时间来阅读。其实都不过是把读书当做是一种负担的由
头罢了。就连薛瑞萍老师都说过：“恋爱的人总有时间拥抱，
想读书的人永远都有时间。”在我的身上一直缺少的都是一
份难能可贵的坚持。这让我不禁反思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不
能仅仅依赖教材、教参等去“教”学生，而更应该抽出时
间“多读书”以积淀自己的文化功底，让读书如同吃饭一样
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是啊！读书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我经常会羡慕我的同事
如少晶姐、燕萍姐和乐梅姐的文采。她们的脑容量似乎很大，



无论你问到哪方面的知识她们都能张口就来，并且来有所依。
之所以“羡慕”的原因无非就是就算我提前打好草稿再说出
来也不及她们的一半好。这其实就是因为她们在平日养成了
良好的阅读习惯，对书本上的知识永远处于一种较“饥饿”
状态，时不时去汲取一些营养和精华更好的去沉淀自己。这
也正是她们在公开课上能游刃有余并且自信大方的原因吧。
由此可见，阅读的重要性怎样提及都不为过，单从部编版一
年级新增的“和大人一起读”亲子阅读栏目就可以看出阅读
的`重要了，从孩子都开始抓起了，更何况一位教书育人的教
师呢！

作为语文老师，按理说应该是读书人。但总是由于这样那样
的借口将阅读抛诸脑后。寒假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一看标
题，还以为是写读书对教师成长的重要性的书，读完才知道
完全不是的。这本书其实是作者的一些读后感。都说读一本
书容易，读一批书难，读万卷书更难。而在常生龙先生这里
已经把读书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读再多的书已经不是难事
而是乐事了。他将阅读当作一日三餐，天长日久，终会内化
在自己的精神样貌里，从而让自己心灵成长。

这本书有一个标题最让我铭记于心，就是第75—78页的《教
师要挺直腰板儿》。是啊，教师只有挺直腰板儿，做一个真
正的人，才能引领学生健康成长。可是能挺直腰板并非易事，
这需要我们有渊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日积月累去沉淀做好
终身学习的准备——阅读。其次需要的是“爱”，只有真正
的用心去爱学生的人，学生才会去爱你。发自内心做好良心
教育才能够让自己真正强大。最后就是要有一套自己的独特
教学风格，让自己的教学充满艺术型。让孩子不仅喜欢上课
更爱老师这个人。让自己在课堂上更是挺直腰板儿熠熠生辉，
也只有这样坚持做自己才能在这个人云亦云的复杂社会中脱
颖而出。

俗话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其实阅读的过程，就是要将
所思所感付诸文字，坚持不懈，让自己变成有思考力的读者。



作为一名刚步入教育行业的年轻人，更是要坚持阅读，并在
书中进行圈点勾画，及时将所思所悟表达出来，做一名上进
的好青年！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老师要多一点书卷气，少一点烟酒
味。多一点书香气，少一点胭脂气。”所以，书还是一定要
读的，并且要有计划的坚持不懈的读下去。只有这样，才会
不断成长，不断进步！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也应该是
教师成长的唯一路径和最好的路径！所以，好好阅读，坚持
阅读，享受阅读吧！新的学年，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

读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心得体会篇二

我于这本读书之书，最为动心处多在《名师成长之路》《阅
读，是为了活着》《教师要挺直腰板儿》以及《学校教育要
关注的三个方面》等篇什。仅为完成这篇读书笔记之目的计，
这三五篇文字大抵也足以用来作为引发议论的凭藉了――当
然若为更多的收益之目的计，则还是老老实实地逐篇阅读为
好。何况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其所开出的书单，为我们阅读的
进一步延伸省下了太多搜寻之苦和选择的彷徨，实在应该报
以最诚恳的谢意。

与作者相比，阅读的怠惰和偏狭令我汗颜――尤其对于一名
语文教师来说，怠惰和偏狭实在是致命得很。下面言归正题，
结合本书阅读体会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阅读生活，兼及读
书与语文教师成长的关系，读书于教育的意义等话题。

一、书到用时方恨少

这是句老掉牙的老话，其真理属性却偏偏为我们每时每刻的
工作和生活实践所不断证明。在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上，我有
过太多这样的尴尬时刻。

作者在《名师成长之路》中所谓“大量地、广泛地、坚持不



懈地阅读，是教师成长为名师的秘诀”，是一句为无数名师
的成长与成功证明了的大实话。他转述王崧舟老师的话
说，“教师专业成长的历程实际上是两个转化的过程，
即‘读书――底蕴――教学’，从读书到底蕴的转化，是积
淀的过程；从底蕴到教学的转化，是创生的过程”。从理论
的角度看，这样的认知本该为所有的教师所具备，但是从实
践的角度看，却未被所有的教师自觉践行。于是，教学中源
自读书少、底子薄的捉襟见肘成为了常态。我们不读书或少
读书，就只能依赖于教学参考书；我们过分依赖于教学参考
书，自然就受制于教学参考书，教学就缺乏自信和开放心态。
于是，束手束脚，亦步亦趋，功利化教学日益严重。阅读的
匮乏必然导致思考匮乏。

思考匮乏，从大处看，必然导致对教学本质的认知匮乏；从
小处看，必然导致对教材深入解读和分析能力的匮乏。在教
学实践中，阅读和思考的匮乏则必然导致教学的浮泛化、无
根化。因为教学常常处于无根状态，诸如浅尝辄止，语焉不
详，或王顾左右等种种教学的尴尬局面就层出不穷。自己所
读不多，所思不深，能够给予学生的自然就更少更浅了。长
此以往，教师的教学自信就会渐渐丧失，教师离职业倦怠甚
至职业恐惧也就不远了。

作者在自序中描述了自己成长历程中的两件小事，以说明工
作和生活中“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并且
已经被别人进行了总结，发表在各类著作、报刊或新媒体
中”；作为读者，我们完全可以“在前人的力挺下站得更高，
行得更远”。事实就是如此。任何无视“前人的力挺”而懒
于和前人对话，惰于向前人汲取营养的后来者，都必然地要
多走弯路，甚至无路可走。

二、功夫在诗外

像常老师这样专注于阅读教育教学书籍，借书籍之力开拓自
己的教育人生，应该是一条专业化成长的必由之路，某种意



义上还是一条捷径。循此捷径，努力实践，我想大部分教师
都能有所收获，其中胼手胝足、不遗余力者必有大收获。作
为语文教师，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觉的认识。

在教育的意义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的就是
教育准备的事；“功夫在诗外”，说的也是教育准备的事。
教育的准备，我认为“利其思想”比“利其器”更为重
要，“利其思维”比“利其器”更为重要。我们常说“厚积
薄发”，“厚积”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就是读书。当然读书之
要害，绝不是为了把自己弄成“两脚书柜”，而是为了培养
独立思考的能力。作为语文教师，我们不能满足于和学生形成
“知识落差”，应该追求和学生形成“思想落差”、“思维
落差”和“视野落差”。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满足于掌握比
学生更多的知识，而应该追求站在更高的思想和思维海拔，
拓展更广的人文视野。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教育的意义上
做一名教师，而不仅仅在职业的意义上。退一步，即使是做
一名职业意义上的教师，我们也还是需要与学生保持相当的
思想/思维/视野落差，才不会早早地陷入职业危机。

作者援引吴非老师的话强调，“一名教师能走多远，取决于
他能否独立思考”，只有具备了独立思考能力，才不会轻易
相信任何东西。而读书，正是为了培养教师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认为，“独立思考”实际上是在“道”的高度诠释了“功
夫在诗外”的意义，而在“术”的层面，读书当然也是实
践“功夫在诗外”的主要途径。读书在“术”“道”两个层
面对教学起到的巨大支撑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就我个人的成
长经历来说，我应该感谢长期的文学阅读，特别是诗歌阅读
（包括实践）。最起码，阅读让我不会轻易相信教学参考书，
更不会满足和受制于教学参考书，我更愿意尝试在教学中发
挥独立思考的优势。长期的诗歌阅读和写作（包括旧诗和书
评写作）本来是作为一项业外的爱好而占据了我生活中重要
的一部分，当它还在自发期的时候，并不显见其对职业的助
力，但是当它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并愈见成熟，其不计后果的
时间和精力投入就产生了意外的收益――至少，它让我的教



学因为更多的左右逢源而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开放，更加不
受一些人们津津乐道的教学规定性的制约。

但是话又说回来，正是因为我不计后果地把大量时间和精力
用在相对狭窄的文学阅读和写作上，忽略了与教学相关度更
高的专业阅读，我的教学也常常缺乏来自专业阅读的有益营
养，因而常常是感性的自由发挥有余，理性的规律寻找和整
合不足。现在看来，这是我亟需改进的地方。

当然就算如此，我仍然无意于过分强调读教育教学专著对于
教学的功利意义，事实上也不会因为多读了几本教育教学专
著就能立竿见影地改善教学。读书对教学的作用正如食物对
人的作用一样，是一个长期浸润、兼收并蓄和潜移默化的过
程，是一个从“积淀”到“创生”的转化过程。正像人们不
会过分迷信来自某一类“食物”的营养，我希望自己能够有
更加庞杂的、去功利心的阅读；我希望做一个阅读上的“杂
食”者，并收获阅读本来意义上的快乐。我希望自己的阅读
和教学建立起一种类似“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理想关系。

另外我想强调，教学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首先是离不开
教师的发展。教师作为教学发展的前提之一，其自身的发展
多么重要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但读书于教师，又不是充充
电那么简单，它应该是一个源源不断持续给力的自我完善和
自我升华的生命运行过程，这个过程依然是以自觉地兼收并
蓄为本质特征，而这个过程本身也具有教育的影响力――我
希望以身体力行去引领学生的阅读兴趣，去影响学生的阅读
行为。

三、读书即生活

作者引用高万祥老师的话认为，“人类最优美的姿态就是阅
读”，“人类生活中一切的丑陋都和这个姿态的缺失有关”，
“没有真正的阅读就没有教育”，可谓至理名言。



作一点简单的逻辑推理：教育是为了培养“优美”（完善）
的人，但是如果教育缺失了“真正的阅读”，这个“为了”
就难以实现；没有“真正的阅读”，人类生活中就会不可避
免地产生各种“丑陋”。由此可见，作为主要承担实现这
个“为了”的责任的教师，其阅读的意义有多大。教师以自
己的阅读影响学生的阅读，以自己的转化促进学生的转化，
从而完成教育培养“优美”（完善）的人的终极目标。这就
是阅读于教育的意义。愿以此与我的同仁共勉。

作者转述的高万祥老师关于阅读的另一个阐述是，真正对人
的精神成长有重要作用的阅读是经典阅读；而没有经典阅读
的语文教师，就没有真正的语文底气。他还强调，“不会写
作的语文教师，他的职业竞争力就减弱了一半”。

我非常认同这些阐述，也希望自己能够在经典阅读方面为学
生作出应有的示范，特别希望能够继续自觉地投身于文学写
作，并更多地重视学术写作，既为强化自己的职业竞争力，
更为真正成为能够引领学生阅读成长的导师。基于这样的自
我期许，我很乐于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读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心得体会篇三

《礼记・学记》有云：'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
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
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
长也。'新时期的教育行业对教师专业知识和行业知识都提出
了新的挑战'困'与'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愈发明显，且恐
有积而不散之势。怎么能'自反'、'自强'？怕不是纯粹主观
上的一次振作就能实现的，我们应该有一座与教育相接的桥
梁，那就是学习，向行业中的优秀者工作者学习。

我认为这本《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的一个难得之处，就
在于作者的阅读与感悟并非'散射式'的，而是经过精心汇集
的'阶梯式'的思考――从第一辑的'教学即创造'，到最后一



辑的'变革即未来'，呈现了一种着眼当下，又把目光推及至
未来的教育观。我想自己在为其中一篇篇微言大义的'读后
感'打动之余，更是被作者这种阅读的分类分层思索的做法所
吸引――与其说这本书的好处在于向我们绍介了一本本好书，
分享了作者一次次的感悟，不如说其重要价值体现在引导教
育同行们对阅读过的教育著作进行分类整理，也能形成一条
清晰的阅读脉络，以助今后在遇到相关问题时，可以较为方
便地找到对应书籍而再次得到指导。所以，我便寻着这种做
法，对自己之前读过的部分书籍进行了整理，分出'师德素
养'、'教学专业化'，这两个版块，虽显粗浅稚嫩，却也是对
照本书内容与做法而得的一点感悟――这可以说是我读完这
本书后的一些收获。

第一，应努力完善师德素养。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以为，恪守作为教师的一份本真
善良，心怀学生，是成就学生、成就教育的重要基础。这种
善良并不单指做一个好人，对于教师而言，这既要化为对自
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的丰沛热情与精进钻研的精神，努力把'
教师'从一种普通的职业定位上升到事业奉献的高度；又要化
为对于学生在做人上与学习上的关爱指导，使其真切地感受
到如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评价蔡元培校长时所说的那种'春风
化雨'的人格魅力――这一切说来是容易的，在日常工作中做
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甚至会有很多难题摆在我们面前，但
是，我们不能只是个应付者而应该是一个有正确理念的实践
者。相信作为教师的我们应努力提升了师德素养，使教育有
了'爱'，无论是教学还是平日生活，都会带给学生'润物细无
声'的感动与激励。

第二，应加强教学专业化的研究。

众所周知，除了教育教学的一些共性之外，事实上每一门学
科都有其特殊性，故而要进行专业化的研究，才能使教学有
鲜明特色，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比方说，数学物理，



由于教师授课的内容相对而言具有同一性和固定性，所以'教
什么'这个问题就不足为惧，重点即是研究'怎么教'了；而语
文学科则有其特殊性：即不具有教学具体内容上的同一性和
固定性，一切是相对宽泛和模糊的，所以首先必须要解决的
问题是'教什么'，如果无法确定适合且有用的教学内容，那
么即使在'怎么教'上如何如何地大做文章，结果也可能并不
乐观。王荣生博士在《语文教学内容重构》的序言《语文教
学的内容与目标的完成》一文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情
况的存在：'对着新标准，苦想教什么；捧着新教材，不知教
什么；举着新理念，还教老一套；搬些新方法，自己也搞不
懂在教什么。这些现象，在语文新课程的实施中，恐怕大家
都有耳闻或者目睹，对此我们应该老实地承认并严肃地面对。
'读到这番话语，作为语文教师的我心中有些'诚惶诚恐'，但
幸好从这本书中得来了一些专业化的指引，使我大抵能够有
针对性地确定教学内容，是一种宝贵收获。

以上两点就是我读完这本《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后的一
点感悟，也是我在教学之路上逐渐清晰的自我要求。在后记
中，常生龙写道：'就这样，十年下来，我阅读了500多本书，
为每一本书都写下了读后感，这些读书随想累积起来已超
过200万字。'与其相比，我真是'读之甚少'，也知之甚少，
不免愧怍。课时，我知道自己的教学之路还长，今后定会加
倍精进，像他一样用心去阅读，且有收获。诚如《给教师的
建议》一书中，苏霍姆林斯基在《谈谈教师的教育素养》一
文中所言，'读书，读书，再读书，――教师的教育素养的这
个方面正是取决于此。要把读书当做第一精神需要，当做饥
饿者的食物。要有读书的兴趣，要喜欢博览群书，要能在书
本面前坐下来，深入地思考'。我想，自己定会'捧书为生'，
而实现'自反'、'自强'――捧起书本，再当一回渴望求知的
学生；捧起书本，为了更好地指引我的学生们。

读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心得体会篇四

我也读过好多书，教育教学类的书略有珍藏。我怎么就没达



到常生龙老师所说的读书境界：“每当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
各种各样的困惑和难题时，总有一本书在那里等着我，给我
启迪，让我豁然开朗。”看完了常老师的《读书是教师最好
的修行》一书，我豁然开朗了，原来常老师读书是这样的。

一、善于找书

常老师的《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中50篇文章就是50本书，
在5个专辑后面还罗列了《本辑延伸阅读书目》共71本，纵观
其121本书，推测其看的其他更多的书，其涉及的面基本都与
课堂教学、与现代教育密切相关，书名新颖，基本上都是xx
年以后出版的书籍，许多都是xx、xx年出版，而且以国外新书
居多。可见他是紧跟时代步伐，追随世界教育发展脚步的时
尚达人。因为紧跟国际教育，用国际眼光看我国的教育、引
领我国的教育改革方向，因此他对教育、教学，已经达到
了“游于艺”的程度，游刃有余，自由游走于教育领域之中。
之所以达到这样的程度，这和他大量读与教育类相关的书是
分不开的。

二、善于联想

常老师在看了《读书成就名师――12位杰出教师的故事》后
写的《名师成长之路》中介绍了该如何去读书，他列举了李
镇西的，“读书的秘诀无非是联想与思考。联想是读出自己
的共鸣，与生活、经历、情怀、时代接通；思考是读出问题，
思考、质疑、不轻易相信。”常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善于联想
的达人。常老师的书评中，他在文中时常提及个人的生活、
学习经历。如在《电影的教育价值》一文中，先生讲述了自
己七八岁在村子里看电影的经历，这和我幼年生活环境相似，
我的童年也有夏天夜晚搬着小凳子和乡亲、伙伴们一起看电
影的经历，因而文中这一段描述，我与他产生了同感。常老
师能将看过后的深奥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时常能引起我
的共鸣，读来非常简单易懂，非常亲切。



三、善于思考

还是在《名师成长之路》中常老师列举了吴非老师的成长之
路之经验，“吴老师强调，一名教师能走多远，取决于他能
否独立思考。有了思考能力，就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东西。而
读书正是培养教师独立思考能力的重要途径。”我拜读了常
老师的《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一书后深深感受到常老师
的智慧，他对阅读得来的`知识的深刻思考，是常人无法做到
的，特别像我这样的按部就班的老师，缺乏自己独特的思维，
也就很难有阅读后更多的获得感。

常老师对于阅读而得来的知识，能够结合我国教育实践，提
出某些理论该怎样应用于我国教育实践的具体想法。如他说
到的大数据问题，这几年我也听到人们对大数据的讨论，但
自己从来没有读过类似《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
大变革》之类的书，而常老师就能及时拿来阅读，并在《教
育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一文中，他提出教育内容要
进行革新，教学方式要进行革新，学习路径会发生变化，还
要防止对数据的痴迷。在《慕课来了》一文中，他又提出中
国的慕课应该把职业教育当作主战场，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
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将翻转课堂作为抓手，推动教育的转
型发展等。可汗学院、翻转课堂等我们校长也都在教师大会
上或自己介绍，或请有关专家来做专题讲座，我都是听过了，
知道了，就好了。如果也能像常老师那样找一些书再去看看，
再结合自己的教学有所思，有所用的话，也许我的教学之路
也会达到“游于艺”的境界。

四、善于总结

常老师读的书中，有些我也曾经拜读过如佐藤学著的《静悄
悄的革命――课堂改变，学校就会改变》，《让学生都爱学
习――激发学习动机的策略》唐娜・沃克・泰尔斯顿著等。
特别是佐藤学著的《静悄悄的革命――课堂改变，学校就会
改变》一书，对于书中说的许多观点我非常赞同，因此本人



拜读过好多次，在教育杂志上每次介绍佐藤学的文章我都如
饥似渴研读，对于资料中介绍的一些方法我尝试在教学中加
以应用，自我感觉自己在课堂上也逐渐学会了倾听学生，也
更多关注学生的学情，和同学建立起了更和谐的师生关系。
拜读了常老师的《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中《课堂改变，
学生就会改变》让我明白，常老师之所以能成为名师，导师，
就是常老师看了书后能善于总结，能结合教育规律，总结出
一些观点如他看了《静悄悄的革命――课堂改变，学校就会
改变》一书后就总结道“支撑教师每天在教学领域发挥创意
和创造性的是以下三点：给每个孩子学习的尊严、专注教材
（学问）的发展性、我们自己的教育哲学”，而我一点都没
总结。

如果我也能善于去找教育类的适合自己的新书；善于联系生
活教育实际；结合自己的教学困惑善于思考；像常老师那样
每周一本书，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总结出来，写下来，估计未
来的我对教育教学会更加游刃有余，也能达到“游于艺”的
高度。

敢问自己以后成长的路在哪里？路在自己的脚下！！！

读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心得体会篇五

《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这本书早在去年学校就给我们发
下了。拿到书的那一刻，心情很是雀跃，学校如此重视教师
们的读书生活，而且还人手一本，真是让我由衷的为能在这
样一个集体内工作而感到幸福。

当捧起书一读题目就会感慨，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修
行”二字把读书的境界提高了，把读书的目标确定了。读书
是必要的，是长期的，是让人思考的。本书的作者常生龙先
生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多读书的人，为此作者根据多年的
阅读经验，精选了50余部教育类著作，阐述从中得到的诸多
收获，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教学即创造”“教育即生



活”“学校即社会”“理论即支点”“变革即未来”。这本
书带领读者领略阅读之美，汲取教育智慧。

当我读到那些名师为教育事业以身作则，不断创新的时候，
便会浮想联翩。例如：我很赞同于永正的《做一名学生喜欢
的教师――我的为师之道》。他告诉我们，要想学生喜欢我
们诀窍一：自己先变成孩子，在孩子面前不能太像老师。如
果太像老师，师生间必有距离。我也是这样做的，但太不像
老师，有时又不能确立老师的威严，为此我在想，我应该是
哪方面还没做到位吧！诀窍二：遵循教育的规律。小学生的
主要任务就是把字认好，写好，把词语掌握好，把课文读好。
是啊！遵循教育的规律，学生学得容易，自然会学得更有信
心。诀窍三：要时刻以身示范。于永正老师爱好广泛，并能
将音乐、美术、书法、戏剧等知识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去，让
学生敬佩和爱戴。这一点，又是多少老师能做到，并运用好
呢？所有，我们要多读书，多学艺，让自己更充实，更能干
才行。

翻动着一篇篇精彩的文章荟萃，喜欢的内容真的很多很多，
但我最想的说的是《第56号教室的文化场》，56号教室的教
师：雷夫・艾斯奎斯就是一个令人敬佩的教师。他让每个走
进这间教室的学生都能找到这间教室的“魂儿”，即“信
任”。能得到老师的信任并能坚持把每一件事都做好的学生
不多。但56号教室里的学生们做到了。是的，因为雷夫・艾
斯奎斯是个言行一致、善良、仁慈的老师。他创造了适合的
班级管理文化。让每个学生都懂得了礼仪和尊重，利用“虚
拟”的经济制度，让孩子们懂得了“奖惩规则”和“成功无
捷径”的道理。在雷夫・艾斯奎斯的教学活动中，有两项活
动特别值得推介。一是阅读，二是远足。阅读，我们能效仿
和学习。但远足，对于国内的老师来说，这是一种冒险，并
不能如愿以偿。

但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能走向大自然，走向我们向往的地
方去看看这个世界。



阅读这本书，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厚重，更可以感受到阅读的
魅力。常生龙先生将一本本书中的精髓提炼、升华，并融入
自己的思考与实践，让阅读与工作、与梦想有机结合。他擦
亮书中的珍宝，告诉我们读书是就是最好的修行――拥有阅
读的能力，才能做最好的自己。我们的工作很忙，但若能像
挤海绵那样挤一挤，看书的时间还是会有了。不要忘了，多
读书带给我们的诸多感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有一句名
言：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这是一代宗师苦读诗书至登
峰造极时的感悟，让天下读书人感慨良多。为此，我们还是
相信龙常生先生说的，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让我们多多
读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