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楼梦读书心得(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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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一

又是一个岁末的到来，寒假，一个学期承前启后的时刻，在
假期休息之余，我认真拜读了宋运来先生的作品《什么是最
有效的教学》，特别是对于第二篇品课部分，我是颇多感触。

很长时间以来，对于听课我总认为是总结其他教师的经验和
教训而已，这样的心态造就了平时听课的随意性，课后不去
细细咀嚼，很难对自己教学路上的创新有所帮助。读了这篇
文章后，才真正明白，听课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一些
经验，而是需要我们互相去做深层次的学习、交流和思考。
看字识意，“品”就是要我们分三口食，方能得出个中真滋
味，“品课”亦如此。“品课”到底品什么？在此我谈谈对
于我的心得体会。

所谓品课，就是教师以品德角度去听别人的课、去观别人的
课、去评别人的课、去议别人的课，教师在听、观、评、议
课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能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品
课是初为人师的起点，品课让新教师虚心品味老教师的谆谆
教诲，做到评好每一节课、讲好每一节课，努力完善、充实
自己。品课是教师进步的基石，品课让教师在品味他人课堂
的同时，更关注自己的成长，并有更多的教学收获。品课是
教师成长的阶梯，品课让教师能联系自己的教学，看看自己
的教学有没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并及时改进，正是这一次次
的完善与改进，使自己的教学渐入佳境。



“品课”，是听课、观课、评课、议课的更高一层次的追求，
是一种境界，是“关爱他人，善待自己”的人生哲理。课堂
教学是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最重要的渠道。为了全面提高课
堂教学水平，我们注重教学研究，而教学研究最被注重的是
听课、评课、议课。我认为在此基础上就听课参与者来说，
应该还有一个意义上的深加工――品课，寻求在听完本课的
授课和评课、议课后的更高层次的收获：品味本堂课给学生
发展带来的欢乐和收获;品味本堂课给授课者本人的成长带来
的经验和启示;品味评课参与者在评完本课后的心得和体会;
品味“我”本人在此次活动中的积淀和超越。下面就是我读
书后对品课的一点感悟：

一、站在学生的角度来品味。

听听的课堂课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最受启示的是什
么？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学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不清楚？
这课知识与前后知识的联系怎样？本课中我的学科技能提高
了多少？本课中的教学过程脉络怎样？通过本课，可以
让“我”把握哪些学习方法？养成哪些学习习惯？本课
使“我”的思想道德情操、心理品质得到了哪些熏陶与提升。

二、站在上课者的角度来品味。

三、站在听课者的角度来品味。

作为欣赏者，“我”最赏识本堂课的哪些方面？作为评价者，
“我”给本堂课打上哪些评语？作为指导者，“我”为本堂
课提出哪些指导性意见？作为研究者，“我”给本堂课提出
哪些的探究方向？作为学习者，“我”从本堂课中能学到哪
些知识，增长哪些见识，借鉴哪些成功经验？吸取哪些不成
功教训？领悟哪些理念或动向？作为管理者“我”从本堂课
中能着到多少花钱多办事教师的专业成长情况？学生的个体
差异、区域特色，整体状态？课堂教学研究改革的进程怎样？
教师走进新课程的状态怎样？课堂中师生的表现与管理层面



提出的理念、方案、要求是否相适应？该做哪些调查呢？这
些都是需要我们去静静思考的。

1.教师假期读书心得体会

2.教师假期读书心得体会范文

3.教师个人读书心得体会

4.暑假教师读书心得体会

5.《致教师》读书心得体会

6.教师的读书心得体会内容

7.2017教师读书的心得体会

8.教师读书个人心得体会

9.小学教师读书心得体会

10.中学教师读书心得体会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二

近来，我学习了《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深有感触。明确了
很多道理。作为教师，从书本中获取知识就显得尤其重要。
人类创造的知识财富，如同浩瀚的海洋，博大精深。作为我
们教师需要加强各方面的修养来提高自己。所以我们理应多
读书，用书来净化心灵，用书中的知识充实自己。教师，作
为一种职业，承担着传播人类思想文化的重任，在人类社会
发展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实施，教
师“一言堂”已全盘否定，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生
学习过程中的引导者，教师要成为研究者、专家和名师。



读书让我更深刻得体会了教育的民主，在学生眼里，教师能
够与他们平起平坐，他们的心理也就获得了一种平衡，这样
的教师最能受到学生的敬重。学生乐意与我走近，常把心里
话告诉我，向我诉说烦恼，向我倾诉困难，我因此常和学生
交流，这不能不说是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首先，教育事业是一个崇高的事业。教师对美好的事物应保
持敏锐的态度。教师面对的孩子就是最美好的事物，他们有
纯真的心灵、诚实的态度、自然的感情、善良的愿望，如果
不能捕捉到那些美，你就辜负了造化的赐予。教师对美好事
物保持高度的敏锐，才会发自内心的爱孩子，并因为爱而满
心欢喜。教师要有“赤子之心”。做个很单纯、很简单、很
好奇、很幼稚，有时有点傻劲的人。教师应有独立思想，让
我经常思考教育问题，思考人的问题，思考我为什么而教，
怎样教，将教育活动与人生思索融为一体。其次，在新的教
育理念引导下，应不断改进教学方式和手段。学生作为人，
是需要灌输精神理想的，那么教师首先应该做的就是顺乎人
性。学生需值得去珍爱，在工作过程中要学会宽容学生，与
学生和谐相处；另一方面，教师在尊重学生时，也要学会合
理合法地惩戒学生，所谓“惩戒”，是指通过对不合规范的
行为施以否定性的制裁，从而避免其再次发生，以促进合范
行为的产生与巩固。但惩戒必须注意几点：一、教师惩戒学
生应具有教育性；二、尊重学生人格；三、惩戒应合理并公
正；四、惩戒要符合相关程序。

寒假期间学校布置了一份作业让每位教师看一本书，并写下
读书体会。对于我来说现在难得会捧起一本书来看，也许是
因为在这个现实的生活环境让人变的越来越浮躁，静下心来
看一本书往往变的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假期正好久别的女儿
回到了身边，于是想到了看一本对儿童教学的书，能吸取一
些教育经验的同时也能完成了任务。于是在网上搜索，看到
一本叫《卡尔威特的教育》推荐的人比较多，所以找来这本
书，以下就是一些读这本书的体会。



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23岁他发表了《但丁》一书，并成为
研究但丁的权威。他取得这番惊人的成就，并不是由于他的
天赋有多高，而是全赖于他父亲的教育方法，他的父亲把小
卡尔长到14岁以前的教育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中记载了卡
尔的成长过程，以及自己教学的心得和独辟蹊径的教育方法。
卡尔威特教育注重的是家庭教育，尤其是父母对孩子的影响，
这本书在问世了三个世纪后，依然值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和教
育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我自己也正尝试按照老卡尔的教育理念去教育我的女儿，虽
然现在还没有真正体会到书中教育的成果，但有些内容确实
讲得十分有理。

书中的第九章《什么样的教育才不会损害孩子》让我感触最
深，一直以来怎样教育孩子和教育学生，让我很困惑。我们
固然很爱我们的学生和孩子，但也不能因为爱就放纵他们，
也不能以严格为借口就过于苛刻的对待他们，这个度很难把
握。书中的这个章节写了老卡尔在如何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
的态度和尺度的把握。老卡尔的严格完全取决于道理。他说：
“纵容只会使一个很好的孩子变成一块不可雕琢的朽木。”
他将儿子在花园舞剑时不小心将一束花砍倒后如何处理这件
事，而他又是如何引导的过程在书中写得详详细细。老卡尔
的做法让每一位读者钦佩。如今，很多父母，老师把对孩子
的严格教育理解为专制，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变成暴君，把孩
子变成唯命是从的懦夫。他们以为孩子不听话就应该以粗暴
的方式对待他们，这种做法的后果不但不能让孩子正确的认
识自己，反而使孩子对父母、老师甚至对于所有人产生怨恨，
使性格与人格产生扭曲。边读这本书边对照自己教育学生的
过程和方法，感受颇深。夏曦尊说：教育不是没有感情，没
有爱的教育，就如同池塘里没有水一样，不称其为池塘，没
有情感，没有爱也就没有教育。我觉得教育学生，教育自己
的孩子就应给像老卡尔教育孩子那样，怀有一颗感恩的心给
孩子最博大的爱，用智慧和知识以及正确的教育方法把孩子
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第九章中描述的老卡尔并不是一味的



严厉，让我感受更多的是“严而不厉，爱而不溺”的教育方
法，而严与爱不同尺度的把握。在假期带女儿的这段时间里
自己就有这样的感受。

刚把女儿从丈母娘家接回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让我感到责
任很重大重，女儿跟自己已经快3年没有生活在一起了，很多
时候在想自己亏欠女儿的太多了。长辈的教育跟父母的教育
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担心女儿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了很多坏习
惯。因此在开始的几天自己都非常严格的按照自己的思维方
式去要求女儿的行为，几天以后我感觉到女儿都不敢正眼面
对自己，跟我讲话的时候都不敢用眼睛看我。而接下来正遇
上春节的几天我就妥协了，什么事情都放任着她，结果所有
的问题又开始暴露起来了，变的娇气任性一不开心就嚎啕大
哭，大人们都要围着她转由着她就开心了。在春节过后我开
始尝试自己独立跟女儿相处，跟老婆商量要渐渐的培养她自
己的独立性，她自己能完成的事都要她自己独立完成，该严
厉的时候就严厉，该表扬的时候表扬，渐渐的感觉在很多时
候她自己也愿意接受这一切，也变得更加懂事了。

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给教师的建议》，我受到了深深
感触。的确,这些建议使作为教师的我们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它就象一盏指路明灯一样。尽管今天
的教育形势比之苏霍姆林斯基所写书的年代有了很大的变化，
但他的闪光的思想、精练的语言，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来说，
丝毫不显过时，它仍像一场及时雨，滋润着一颗颗干渴的灵
魂。它像与教师面对面一样，针对着教师的苦恼与困惑娓娓
道来。

在读到“教师的时间从哪里来”一段时，确实让我产生了很
大的共鸣。作为一名年轻教师，的确发现时间总是不够用，
每天总是备课、制作教具、上课、写反思等，仰望时钟，一
天时间却又过去，可收获却不大。

《给教师的建议》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那就是



读书，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谊。他还在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一天，一位老教师上了一堂非常精彩的
公开课，她的风采吸引了在场的所有老师。当别人问
她：“你花了多少时间来准备这节课”时，这位老教师
说：“对这节课，我准备了一辈子，而且，对每一节课，我
都是用终生的时间来准备的！”感动之余，我也豁然开朗。
我们总在抱怨着时间的流逝如水似箭，可老天总是最公平的，
它给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天24小时，问题还是出在疲于应付上，
整天是事情在后面追着自己而没有主动去做是事。

苏霍姆林斯基用他30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向我们阐述了许多
伟大的真理，虽然他来自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度，但他
闪光的思想对我们这一代来说，丝毫不显过时。我想教育的
问题是共性的，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或消失。今天，
我浅谈了读《给教师的建议》后的一些感想，其实它里面的
很多经验都值得我去一一聆听和反思！这些都将成为我一生
将享用不尽的财富！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三

《红楼梦》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读过《红楼梦》的人无不赞
叹作者曹雪芹的文采，更感慨贾府人物的命运！

小说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感情故事为主线，写出了一个封建
社会贵族之家由胜而衰的命运。宝玉和黛玉的“木石前盟”，
是来自天上的感情，象征着感情的高尚与纯粹；宝玉与宝钗
之间的“金玉良缘”，则是贾府的权势与薛家财富的结合，
把可怕的现实原则，带到了感情之中。

《红楼梦》，刻画了多少鲜明的人物：宝玉的天真、叛逆和
软弱；黛玉的多愁善感，诗人气质；宝钗的深沉，世故与冷
静。在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大观园，青春的欢笑和烦恼都是那
么动人心弦的；然而，花样年华的“大观园”，却被残酷的
现实社会轻而易举地摧毁。《红楼梦》成为万千少女心中的



一曲哀歌。黛玉的《葬花吟》，唱出了小说中所有天真少年
的共同心音“花谢花飞飞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
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书中，有神话式的高远奇特的想象，让我们的心灵仰望无限
的天空；又有童话般美丽纯洁的感情，使我们的情感净化，
升华；更有诗歌一样抒情的境界，大观园的每一片风景，都
象征着一种人生！

读《红楼梦》我们被美惊醒！“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
诗书也枉然！”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四

寒假来临，老师帮我们向图书馆借了很多书，我的眼前一亮，
发现了我一直向往的一本书，那就是《昆虫记》，当我拿起
这本书的那一瞬间，我便被这本书的封面给震撼了！

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屎壳郎如何滚屎球，了解了婵的生活习惯
于性格，蟋蟀如何捕捉食物，松毛虫的家在哪里，蜘蛛都有
哪些家族等。这本书共介绍了几十种昆虫，无论是那一篇，
都是那么精彩诱人。例如婵，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它在夏天
的夜晚便会悄悄爬上树梢，轻轻地还上墨黑墨黑的行装，然
后便开始它的唱歌生涯。哎，但我没想到的是，它竟然是种
害虫。我还记得，我经常何父母、小伙伴们去捉蝉，做成美
味的食物吃，现在还真觉得恶心了！我有时会去研究蝉变身
的过程，以及蜕变后是如何发声的，并没有看到她张嘴，原
来，他们是通过腹部来发出声响的，好神奇呀！婵是一种非
常会享受的昆虫，每当他唱歌唱口渴，它便会钻进树皮，吸
取树枝里的汁液，一次喝个饱。

屎壳郎在我的印象中是一种非常肮脏、恶心的昆虫，但我有
时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很有趣的.小虫，为了更多方面的了解，



屎壳郎，我还多次实地考察呢！看到屎壳郎跌跌撞撞的滚屎
球的时候，我不尽感到自豪，这么幼小的小虫，它是多么的
顽强啊！

《昆虫记》，是法国的昆虫家文学家法布尔所创作的，他以
人性观照虫性，将昆虫世界化作人类获得知识，美感，和思
想的美文，昆虫同我共同存在一个家园-地球，我发现原来昆
虫是那么的神奇，那么的美妙，！原来阅读的感觉是这样好！

红楼梦读书心得篇五

曾看过这样一项调查数据：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最多的是犹
太人，每人64本。其次是俄罗斯，每人55本。美国每人21本，
日本每人17本。而中国13多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
不到1本。在俄罗斯，每20人就拥有一套《普希金全集》。在
犹太民族，小孩稍稍懂事，母亲便会在《圣经》上滴一些蜂
蜜，叫孩子去吻，让孩子在心灵上知道这书是甜蜜的。

也早就有人写过文章介绍，在那些发达国家的地铁里，火车
上以及一些其它交通工具上，很多人都在静静地读书。而在
中国这些场合，人们要么在高谈阔论，要么是在打瞌睡，要
么是低头族—玩手机，鲜有看书的人。

不要责怪我们的孩子们不爱读书，我们成年人呢?一年下来读
了几本书呢?很多人都会以工作忙，压力大，没时间等借口抹
去了读书的机会。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读书不是为了应付明天的课，而
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和对知识的渴求。如果你想拥有更多的空
闲时间，不至于把备课变成单调乏味的死抠教科书，那你就
要读学术著作。”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和时代相通的先
进教学理念，创新教育的改革思想，民主平等的师生观念从
哪里来?我觉得组织教师读书是最好的方法。阅读教育专著和
文化专著是一线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最便捷的方式，是帮助



教师提高的有效途径，也是学校名师培养工作的基础工程。

其实，对于教师而言，读书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意义是拯救自
己，因为不读书的教师最终会沦为简单的劳动力，而一个简
单的劳动力想要得到人们的尊重则是很难的。孔子是名教师，
是教育家，思想家，他既是“经师”又为“人师”.他的那种
高山景行的大家风范，千载流传，令人叹服。当代教师在人
民心目中的地位为什么会如此呢?我想一大部分原因是能
够“为人师表”太少了。只有“经师”和“人师”二者兼备
的教师才是真正的教师。把学校办成一个学习的团体，让每
一位教师都能自觉地意识到，只有阅读才能拯救自己，从而
把阅读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一般的信仰，这应该
是“文化关怀”神圣诺言最美好的兑现。

用阅读拯救我们自己，让阅读给孩子们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