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精选8
篇)

携手同行，共铸辉煌！团队标语应该如何彰显团队的特色和
价值观？以下是一些成功团队的标语，供参考。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一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我想每个人都想做这样的一位老
师，但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要做到并不容易。在这次书籍
推荐中我看到了这一本书《做一个聪明的教师》，我的感触
颇深。

这本书中没有高深的理论，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教学
事例的剖析，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切入，向我们阐述着做为一
名老师应该如何来看待自己在教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改进
自己的教学行为。

“教师思考和叙述问题的时候，只喜欢朝一个方向
走……”“多数老师很不习惯在矛盾中思考，很不习惯在事
物的互相联系中思考，很不习惯刨根问底的思考，很不习惯
在思考中反驳自己。”“教师普遍缺乏反思意识，很少有解
剖自己的认知冲动，结果就是严重缺乏自知之明，不是盲目
自信，就是盲目自卑。”诸如此类的话语在书中多处可见。

学生，在遇到问题时首先自己要心平气和，了解清楚整个事
情的来龙去脉，在没有结果前不乱下定论，有的孩子的行为
是需要时间来改正的，在处理班级问题时需要多一份理智。

看了这本书后，当我在碰到违纪学生，我都会动一番脑筋再
作处理。有次，上体育活动课时，我要求学生分组活动，有
一个学生跑过来告状，说有同学在扯校园绿化树的树叶。我
跑过去一看，那几个学生还在用力的向上跳，再看地下，到



处都是被扯下的树叶，我大声训斥：“过来，看看你们在干
什么，损坏花草树木，到处乱扔垃圾！”要在平时，我一定
会把他们课后留下来批评一顿。可现在我想到王老师在书中
说到的一种思维误区便是“迷信师严”，我提醒自己要变
得“聪明些”，于是要他们每人去捡三十片垃圾为清洁校园
出点力。后来只要遇到犯事的学生，我就采取这样的方法。
校园自然清洁多了，效果也不错。

李镇西老师说过：“做最好的老师！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也
是一种激情的行动；是对某种欲望的放弃，也是对某种理想
的追求；是平凡的细节，也是辉煌的人生；是‘竹杖芒鞋轻
胜马’的闲适从容，也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荡气
回肠。”多意味深长的描述啊！的确是，《做一个聪明的教
师》，让我知道如何更好的面对问题，那就是多问几个为什
么。遇到问题，必须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选择适当的时机，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虽然我不能说自己
在这方面表现很出色，但起码我也在不断的努力，因为我明
白聪明的教师是特别受学生欢迎的。

教育是一种行动的艺术，而不是靠嘴巴吃饭的职业，我们要
做一个智慧型的、研究型的教师，要不断地读书学习，要时
常重新认识自己，在工作中思考，在思考中不断提升自己的
专业水平。

成为聪明女人要学习的说话技巧

形容聪明能干的歇后语大全

教师报读后感

给青年教师的建议读后感

如何做一个学习型的家长



形容聪明能干歇后语

如何做一个成功的市场营销人员

读后感作文教师评语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二

为了提高各位教师的业务水平，提高我们的文学素养，形成
书香一片的校园环境，学校搞了这次读书活动，我读了三本
书，一本是《问题学生诊疗手册》，一本是《做一个聪明的
教师》，这两本都是王晓春老师写的，还有一本是《教师怎
样设计一堂好课》，这本我还没读完。《做一个聪明的教师》
这本书写的特别好，我读的也比较细，读完之后我真的觉得
豁然开朗，原来改变了思维方式，学会了教育方法，你就会
变得聪明，老师也就做得轻松了。

王晓春老师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基础教育研究所退休的
教师，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教师观念更新、语文教学改革、
家庭教育等。著作有《今天怎样做教师》、《教育智慧从哪
里来》、《家庭教育难题会诊》等等10余部，并应邀为学校、
家长、作报告百余场。

王晓春老师真的是很有教育智慧，他在《做一个聪明的教师》
这本书中，谈到了很多我们现阶段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观点
独到，很有现实指导意义。他说，教师要变得聪明，主要要
转变思维方式，不要“迷信。”我根据他的论述，作了如下
规纳：

王老师说“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管住学生，而是为了帮
助他学会自已管住自己。”那这里就涉及问题生的问题，昨
天孙建清老师也讲到这个问题，王老师说我们怎样正确看待
问题生的问题，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还是“火大无
湿柴”？我觉得说得特别形象，这就让我们想到问题生和班



风之间的问题，问题生和班风之间是互相影响的，这谁都知
道，其实问题生基本班班有，对于我们班主任来说，就更关
疼，那如何管住这些问题生呢？虽然我上班时间不长，但我
的感受是，大浪淘沙，这个走了，那个又来了，总有那调皮
捣蛋的，所以我们不能迷信管住，甚至认为管不住就是我们
工作能力的问题，那王老师就说了，“对于整个班级而言，
老师眼睛不要只盯着差生，先稳住大部分学生，大局不乱，
再慢慢做差生的工作，也是先拣容易的做，不要首先强攻最
难的学生，他们中的有些人，要真正成人，非要将来到社会
上去碰钉子不可。”你看说的多好，你要明白了这个，你是
不是就觉得轻松了，就不至于在于问题生的你来我往中把自
己弄得筋疲力尽，甚至气坏了身体。

1、心中一定要牢记：现在照顾，是为了以后不照顾，照顾是
暂时的。

2、照顾要逐渐减少。要求降下来之后，要逐渐提高，教师不
要等学生“得寸进尺”，你就先要“得寸进寸”。

3、向学生本人和全班同学说清楚，这是让步，不是常规，是
临时措施，不是特权。还有，每个同学遇到特殊情况，都有
权要求照顾，大家平等。

4、被照顾者犯了错误，也必须进行惩罚，可以先少罚几次，
罚轻一点，但是不可不罚，而且要通知本人，不是以后永远
这样照顾，请你珍惜机会。

5、对于优秀的学生，要偶尔艺术地冷落他们，事后渗透心理
健康教育，以提高他们抵抗挫折的能力。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三

在学校组织的读书活动中，我有幸读了《做一个聪明的教师》
一书，并且深深爱上了它。该书通过点评一个个教育案例，



传达着王晓春老师的思想，传播着他的理念，我有机会读到
他的书的真是受益匪浅，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甚至能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我边读边思考，有很多
句子印象深刻。

要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这是我读后感触最深的一点！王晓春
老师的《做一个聪明的教师》给我们这些在教育一线苦苦摸
索的教师们送来了一剂沁人心脾的良药。这句话看似简单。
其实要做到不容易。有时候，我们老师常会好心办坏事，造
成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我们工作的不细致，想的不周全。鼓励
孩子的方法有很多种，尤其是对行为偏差生上的鼓励老师更
应该多想想办法，多从这些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带着一些宽
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不能用一把尺子去丈量所有的孩
子。不妨多动动脑筋，想一些既有效又能让孩子、家长都能
接受的好办法。

聪明的人其实就是善于思考的人，他们往往有良好的思维方
式，思维方式对于一个教师太重要了。由于教师面对的是学
生，是孩子。老师在孩子们面前有年龄优势、经验优势、知
识优势、权力优势，面对很多问题时省却了思考，所以，思
维定势的影响了教师的创造性思维。所以，我们应先改变自
己的思维，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改变积淀在头脑中的陈旧的
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努力使自己成为聪明的教师。

书中一个个案例解开了深藏在我心中的困惑。我曾因为学生
的问题而烦恼，我也曾因为学生的调皮而头疼，然而这一切
都是教育过程中必须面临的正常问题，不要让自己的`烦恼扩
大，让我们坦然去面对，因为学生的生命存在着差异，我们
不是要所有的孩子都长得一样高、一样强壮、一样美丽，而
是与学生的原有基础相比，让每个学生的生命有所发展，而
老师应该引领着我们的孩子体会自我的发展，教会学生懂得
生活，拥有健康的心理和体魄，拥有积极向上的心态，拥有
生活、求知的能力。王老师的话无疑为身处迷茫中的我找到
了方向，看到了希望和未来。就像王老师说的一样，踏踏实



实上好每一堂课，认认真真对待每一次谈心，开开心心组织
每一次活动，我们高兴，学生也快乐。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四

今年暑假，我阅读了王晓春老师的《做一个聪明的教师》，
回顾7年的教学生涯，感受很深。教师在对学生的教育、教学
管理中除了有爱心还要有智慧。在爱与学生成长间有一架桥
梁叫“智慧”，看了整本书后，有以下几点感想：

“热爱学生”是我们的师德要求之一，教育需要爱，但光仅
仅有爱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教育有爱，但是不等于爱，我们
不能过分的迷信“师爱”，不能要求师爱完成本不属于它的
任务，就好像我们不能要求医生光用爱就能把病人治好一样。
例如，书中提到的一位老师对学生不写作业，每天叫过来写，
不批评，学生写得较好，但还就是慢。像这样的例子，这个
孩子看来属于“蜗牛族”。如果这位老师具备关于蜗牛族的
教育专业知识（蜗牛族的多种成因及治疗方法），他就不会
迷信关心和爱了。医生治不好病人，一般不会检讨自己对病
人爱得不够，他一定会反思和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这正是
教师应该着重学习的科学态度。

要善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要改变思维方式，聪明人就是
善于思考的人，就是有良好的思维方式的人。对任何事情，
都采取分析的态度。比如，有人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
粥”，借以说明问题学生可能破坏班风；而王老师马上想到
另一个俗语，“火大无湿柴”，提醒自己好的班风也可以转
变问题生。

王老师没有大道理，王老师没有灵丹妙药，有的是对教育教
学规律孜孜以求的责任心和科学精神。《做一个聪明的教师》
特别从思维方式角度入手，教我们如何改变“表面的，孤立
的，静止的，片面的，单向的，线性的，独断的，非讨论
性”的思维方式，而学会在矛盾中思考，在事物的相互联系



中思考，养成刨根问底、假设多种可能性的思考习惯，
并“在思考中反驳自己”。

一个真正优秀的教师，他会把主要精力放在设计教育情境上
面，而不是主要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上。综观自
己的教育不足，最典型的毛病是“说教”，迷信“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王老师认为“嘴利用率过高了”，头脑就会严
重开工不足。的'确，从教年份越多，越容易形成思维定势，
想想以前的学生，一番有理有据的说辞，可以使之感动莫名，
一些发自肺腑的关怀，会让我们铭刻于心。然而“世易时移，
变法宜矣”，现在的学生越来越缺少感动能力，越来越缺少
对世道艰辛的体验，对老师的说教，他们甚至会有天然的免
疫力和抵抗性。

以达到的最好程度，同时也就为教育事业做了自己最大的贡
献。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五

细细研读了《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这本书，读后真有一种相
见恨晚之感。这本书从教师的思维方式入手，通过90个案例
讨论教师思维方式对教育教学的影响，帮助教师"认识自我"。
这本书传达着王晓春老师的思想，传播着他的理念，那里面
许多发人深省的语句深深吸引着我，从许多的教学案例中我
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要做一个聪明的老师。"——这是我读后感触最深的一点！
王晓春老师的"做一个聪明的老师"如一缕春风让教师们呼吸
到春的气息，如丝丝细雨滋润着教师的心田，给迷茫中前行
的我们指明了方向。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要做到不容易。

"有时候，我们老师常会好心办坏事，造成这种情况其实还是
我们工作的不细致，想的不周全。"此时，我的眼前又出现了
这样一幕：有次排队做操时，我发现一位男生在交头接耳，



于是批评了他，男孩羞愧得低下了头，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
我心软了，问他："以后还讲废话了吗"男孩委屈极了，"老师，
我是提醒同学戴上红领巾，才讲了这句废话的。"我顿时为自
己的简单粗暴的做法后悔不已！如果早看到这句话，我也许
就不会好心办坏事了。

"鼓励孩子的方法有很多种，尤其是对行为偏差生上的鼓励老
师更应该多想想办法，多从这些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带着一
些宽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读到这，我想到了去年我班
转来的一名新同学。上课时，他总爱把手伸进抽屉里做小动
作。刚开始时，我看到时轻轻地叫一下他的名字后，他就坐
端正了。过了一会儿，老毛病又犯了。几天下来，总不见起
色。我想，是不是我方法上出了问题。后来，我说："这几天
我发现某某同学比以前上课用心听讲了，作业也做得很棒了。
希望他做个永远的乖孩子。"听了我的表扬，他很端正地坐好。
几天下来，尽管有时还要做一下小动作，但比以前少多了。
在以后的几次默写中，空格也少了很多。好多次早晨，他看
扫地的同学没来，都主动打扫着，看着他认真的背影，我的
心里一阵激动。是啊，我们不能用一把尺子去丈量所有的孩
子。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妨多动动脑筋，想一些既有效
又能让孩子、家长都能接受的好办法。

书中有这样一篇案例：集体批评——对任何事情都要采取分
析的态度。一个叫平的同学因为老和同学处理不好关系，被
老师"请"上讲台接受同学们的集体谈话，最后同学们原谅了
他，事态也就平息了。

在我们身边，也会有这样调动集体舆论批评、教育问题学生
的情况。我们有时会指着一个孩子对全班学生说："以后我们
都不要理他！"但是我们的教师显然对事情的原因不感兴趣，
教师不想走进孩子的心，老师只想管住他。于是调动集体舆
论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再这样做，我们不理你
了！"问题学生迫于集体舆论的压力，暂且"改邪归正"，一旦
离开集体他又会露出他的"真面目"，这就是所谓的"两面派现



象"，学校、家庭判若两人。

王老师说：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掩盖问
题的教育。所以我主张，对任何事情，都采取分析的态度。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教育，千万不要浮在"管理"的表层，不
要只抓现行问题。教育必需深入孩子的灵魂。

"教育科学是一门指导和启发的科学，是引发学生进行自我教
育的科学，是研究如何帮助学生的科学，是研究师生如何交
流的科学。"、"教育的本质不是管理，而是帮助和交流。"的
确，在现在的学校制度下，没有管理是不行的，问题在于，
我们需要什么类型的管理，管多少，管在什么地方，哪里应
该严，哪里应该宽，哪里必须管，哪里不必多管。书中谈到，
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者，最关注的应该是学生本身的发展，
而管理者则不然，管理者最关心的是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
教育者以人为本，管理者以任务为本，管理者只把人看成完
成任务的工具。但是，我们要知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
管住学生，而是帮助学生学会自己管住自己，而是帮助他学
会自己管住自己（培养主体性、自觉性），最可靠的办法不
是使学生立刻让我满意，而是让学生自己确实有所成长。教
育必须深入孩子的灵魂。

安全固然重要，但安全如果压倒了教育，学校就不再是学校，
变成保险公司了。学校的一切管理措施，都应该是为了学生
的发展，而不是只为了管理者管理的方便。"时下，安全问题
似乎成了一所学校的核心问题，大部分学校不准学生外出活
动、在校园内不准奔跑打闹，可是孩子活泼爱玩的天性却被
压抑了。怎样把握这个度呢安全问题也成了捆绑学校德育活
动开展、削弱德育教育职能、束缚学生身心发展的一块绊脚
石。作为班主任的我们应该多多思考，如何让安全与德育并
行并重。

王晓春老师反复强调，爱心是师德的灵魂，没有爱心就没有
教育。"爱与责任"是当代教师之灵魂，"师爱"是师德之必备。



但是，王老师同时指出，不能因此迷信"师爱"。他说，迷信"
师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好心的糊涂人，真的以为爱能点石
成金，爱是万应灵药，一旦他不能把学生"爱成"好学生，他
会怀疑自己爱得不够。我想到了自己，有时好同学犯了错误，
不是让他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以后该怎么做，而只是告诉
他："你是个乖孩子，以后不要这样，老师就依然喜欢你。"
这种缺乏帮助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其
实是把"爱"当成棍子用，他们的本事是把自己对学生施加的
一切压力都解释成"爱"，他们嘴里是"爱"，心里想的是"权"，
是对学生的"管、卡、压"。"只要下课铃一响，时间就不是我
的了。我要占人家的时间，只好和人家商量。这不是什么"
爱"，这是起码的尊重，这是教师的法制观念问题。我不能借
口"我是为你们好"来侵犯学生的休息权。"真是一语中的，令
人深思啊！反思我们的德育工作：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喊累
是管理体制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有问题也许我们都应
该改变一下我们固有的思维方式。老师们，让我们走出思维
方式的误区，做一个聪明的教师，做一个轻松、睿智的管理
者！王晓春老师对聪明人的界定太经典了：聪明人其实就是
善于思考的人，他们往往有良好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对
于我们教师太重要了。

最后，我引用书中的一句话来激励自己——"我是一个行者，
步履轻盈，在教育的路上，我的脸上带着笑容，我的心中充
满阳光，我的行囊中为教育准备了一切：澎湃的热情、宽容
的胸襟、迷人的书香、思考的大脑。"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
我更应严格要求自己。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六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这本书通过点评一个个教育案例，传
达着王晓春老师的思想，传播着他的理念，我有机会读到他
的书的真是受益匪浅，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甚至能在
很大程度上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我边读边思考，有很多句
子印象深刻。



“要做一个聪明的老师。”——这是我读后感触最深的一点！
王晓春老师的《做一个聪明的老师》给我们这些在教育一线
苦苦摸索的教师们送来了一剂沁人心脾的良药。这句话看似
简单。其实要做到不容易。有时候，我们老师常会好心办坏
事，造成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我们工作的不细致，想的不周全。
鼓励孩子的方法有很多种，尤其是对行为偏差生上的鼓励老
师更应该多想想办法，多从这些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带着一
些宽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不能用一把尺子去丈量所有
的孩子。不妨多动动脑筋，想一些既有效又能让孩子、家长
都能接受的`好办法。

聪明的人其实就是善于思考的人，他们往往有良好的思维方
式，思维方式对于一个教师太重要了。由于教师面对的是学
生，是孩子。老师在孩子们面前有年龄优势、经验优势、知
识优势、权力优势，面对很多问题时省却了思考，所以，思
维定势的影响了教师的创造性思维。所以，我们应先改变自
己的思维，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改变积淀在头脑中的陈旧的
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努力使自己成为聪明的教师。

书中一个个案例解开了深藏在我心中的困惑。我曾因为学生
的问题而烦恼，我也曾因为学生的调皮而头疼，然而这一切
都是教育过程中必须面临的正常问题，不要让自己的烦恼扩
大，让我们坦然去面对，因为学生的生命存在着差异，我们
不是要所有的孩子都长得一样高、一样强壮、一样美丽，而
是与学生的原有基础相比，让每个学生的生命有所发展，而
老师应该引领着我们的孩子体会自我的发展。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七

这本书买来已有一学期之久，奈何事物杂多，始终不曾翻阅。
近期，才着手翻阅，不能说对我有很深的受益，却也让我思
考良多。

王晓春老师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的退休老



师，致力于研究教师观念更新、语文教学改革、家庭教育等。
在这本书当中，王晓春老师主要针对教师在处理学生一些事
情的时候常有的思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与思考，他从思维方
式角度切入，通过一系列案例讨论问题，告诉我们每一位教
师应该学会“认识自我”。王晓春老师说：教育科学研究的
内容不外乎客观世界研究和主观世界研究两方面，客观世界
包括教育规律的认识、教育对象的`认识等。主观世界的研究
则主要是教师的认识自我。他提出教师对于主观世界的研究
尤其薄弱。教师普遍缺乏反思意识，很少有“解剖自己”的
认知冲动，这一点，作为一线教师，我不能否认，这的确是
一个值得让每一位教师深思的话题。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90个鲜活的来源于一线教师的
案例。这些案例生动形象，反映了教师教育教学过程当中所
面对的各类学生、各色问题，有小学生的案例，也有中学生
的案例，各位教师的见解也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爱的教育、
批评教育、启发教育等等。而王晓春老师就针对这些案例从
思维的角度做了深刻的讲解，有些也让我受益。他提出了一
系列思维问题，比如整体思维、简化思维、固化思维、叙事
思维、非逻辑思维等等，让一线教师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更有
目标与方向了。

这本书我翻阅的很快，但快并不代表我没有学习到东西。一
定程度上，这本书的确教会了我如何应对学生生活学习过程
中的疑难问题，提高了教师的专业水平。读罢此书，或许在
某些问题上，你会更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避免一些
不必要麻烦的产生。

文档为doc格式

做一个聪明的教师读后感篇八

如果将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教育理论联系我们的实际工作，教
学中往往将简单浅显的问题变得复杂，往往将现成的问题肢



解细化，细嚼慢咽的灌输给学生，往往有“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渠沟”的感慨，让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有点儿不知
所措。王晓春老师的《做一个聪明的老师》给像我这样的新
教师送来了一剂沁人心脾的良药。

王晓春老师认为“教育科学研究的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客
观世界的研究（教育规律的认识、教育对象的认识等）和主
观世界的研究（教师的自我认识）。”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
研究都很薄弱，而第二个方面尤其薄弱。教师普遍缺乏反思
意识，很少有“解剖自己”的认知冲动，结果就是严重缺乏
自知之明，不是盲目自信，就是盲目自卑。帕斯卡尔
说：“人是一根思想的芦苇。”笛卡尔说：“我思故我
在。”教师应该是个思考者。我们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要做
个有心人，去认真总结教育的得与失，要经常有解剖自己的
认知冲动，要善于思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认识自己比了
解学生更重要。

其实，只要我将“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为什么不按我的
要求做？”这样的话省去，换一种逻辑，换一种语气，事情
处理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比如，以前在教学结束的时候，学
生乱七八糟的就出机房了，有的椅子就这样散落在各个角落，
装鞋套的袋子也满天飞，学生在机房里就把鞋套脱掉了，还
有追逐打闹的，那个场面简直可以用混乱来形容。以前我总
是在那大叫大喊的，收到的效果是微乎其微，学生根本不听
我的，我的威信自然也降低了很多。

这学期开始，我要求学生听到我说“准备下课”的时候，就
把椅子和书归位，在身边寻找垃圾抓在手里准备带出机房，
然后那一小组表现好，就哪一小组先出门，在走廊上脱鞋套。
这样一来，混乱的场面没有了，我也用不着在那拼命的指挥
了。要求也深入学生心中，长此以往，我相信会成为一种习
惯的。

“我是一个行者，步履轻盈，在教育的路上，我的脸上带着



笑容，我的心中充满阳光，我的行囊中为教育准备了一切：
澎湃的热情、宽容的胸襟、迷人的书香、思考的大脑。”在
今后的教育教学中，我更应严格要求自己，学会反思和改变
自己，向做一个智慧的教师这个方向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