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可以使老师淡泊心境，陶冶情操，在提升

专业化素质的同时，开阔眼界，启迪智慧。

我校基于此，搭建教师读书交流平台，<思享>

青年教师读书沙龙于本学期伊始得以建立！

沙龙聚会的目的是分享教育智慧，更新教育观

念，促进教育创新。



沙龙团队成员



《教育的智慧》简介

初为人师应当如何去爱学生？如何去了解学生？经验

丰富的教师应当如何去智慧地教育学生，如何去解决教育

实践中学生的种种困惑？《教育的智慧》对这些问题作出

了回答。编者在汇集基层教师点滴实践智慧的基础上，将

教育理论与实践案例完美结合，《教育的智慧》，希望能

助我们早日成长为一名智慧型教师。





孔令博主任 《教育的智慧》读书心得
教育需要智慧，因为只有教育充满智慧，才可能培养出有智慧的人。

我们从事同一个职业——教育学生

我们热爱同一个事业——塑造灵魂

我们拥有同一个心愿——当好人师

我一直记得那句刻在希腊圣城德尔雯神殿上的那句著名的“记得你自己”那句名言。
让我常常在叩问自己的灵魂。你是谁？你是教师，教师这个社会属性赋予你怎样的的责任
与义务。“认识你自己”便是这本书中很重要的一个着力点，教师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教
师的职业理想，教师的职业结构，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师的自我监控能力，教师的外部行
为表现！

我们常常说，教育需要智慧，何谓智慧？如果说教育的智慧之源来自于可教的信念，
那么，教师智慧的表现则主要靠自身的品格和才学去影响学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的智慧实际上教师教师的智慧，而如果做一个有智慧的教
师呢？首要的一定是要有爱，这毋庸置疑要有信任，但仅仅依靠这两点就能称得上是有智
慧了吗？

教育需要艺术，需要灵动和神韵，教育需要机智需要把握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基于，
教育需要能力需要毫不懈怠地追求与探索，教育需要特色需要不断创造出睿智与灼见，当
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对教育的情怀！一切缘于情怀。方可立在匠心。教育是一场自我修行的
路，同道中人当勤勉自励，方不枉教书育人这一金声玉铎的提醒与召唤。



孙莹老师 《教育的智慧》读书心得 选段

教育是一种智慧，需要教师用一切力量为学生提
供进步的机会和空间。在“有思享不孤读”的读书沙
龙活动中，我拜读了林崇德教授的《教育的智慧——
写给中小学教师》一书，通过阅读，我收获颇丰，明
白了作者对教育的执着与情感，以及他对基础教育的
理解与重视。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让大多数孩
子不厌倦学习，喜欢学习。孩子们天生渴望知识，对
世界充满好奇。教师的能力是遵循他们的本性并鼓励
他们。智慧教育就是润物细无声，教育过程中，如何
处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需要一种艺术，
而这种艺术的优秀在于智慧。因此，作为一名青年教
师，我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和专业知识的积淀，
并且要重视个性化教学的应用，从学生个性的角度考
虑学生的发展，认识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引导和促
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让每个孩子都得到自己的成长
空间!



孙艳老师 《教育的智慧》读书心得 选段
本学期有幸拜读林崇德前辈的《教育的智慧》一书，真的是感受颇深，本书是一部“智慧树”，是

林老先生从教20余载的所有的智慧的结晶，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努力，实属荣幸。本书囊括众多
教育细节，从细节出发，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从教师的角度出发，从教育的宏观出发。

作为一名新入职的年轻教师，头脑里有理论知识，但是实践起来总是有众多不足，许多教育环节的
细节问题有所忽视，首先是备课环节。初谈备课，思考之后我感觉就是阅读教材、搜集资料、旁征博引、
写好教案、背熟内容，平常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所以每每别人问我在干嘛，我总是说我在“背课”而
非“备课”，读了本书，我发现是我思维的深度不够，也可以说是懒于思考了，林前辈从细节方面为备
课过程提出17个字，即“三的”：课程标准的目的、各单元或章节的目的、课时的目的；“三点”：重

点、难点、疑点；“三实际”：从学生实际出发、从教材实际出发、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二基本”：
基础知识和概念、基本技能和技巧；“一灵活”“纵横联系”：纵即一门学科的年级之间的联系，横的
联系即各学科之间要互相照顾。

在教师的教育观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教师的效能感，身为一名教师，我们有理由相信，会好的！
会更好的！本书还有好多想法使本人受益匪浅，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阅读这本书，从而从根本上提升
教育品质。



王红老师 《教育的智慧》读书心得 选段
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加入学校教科研室的青年教师

读书沙龙，成为其中一员。“有思享，不孤读”成为
我们读书沙龙的口号，多么文艺且富有内涵的名字，
督促我在每天忙碌的空隙中，静下心来，潜心读书。
开学伊始，确立了第一本阅读书目为林崇德教授的
《教育的智慧——写给中小学教师》。第一次拿到这
本书，绿色的封面点缀着白色的标题，这种配色清新
淡雅，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

我还特别赞同书中提到的“我的学生一定能成才”
的教育观念。试想，如果如果连教师连这点自信都没
有，怎么能教育好学生？赏识教育家周弘就是我们的
榜样。赏识教育是生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是充满
人情味、富有生命力的教育。因此，在教育教学中，
要不断的鼓励学生，多一些激励与赞赏，少一些批评
与指责。教育的智慧，就是教师的智慧。读《教育的
智慧》，做智慧的教师。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该
无怨无悔，要为争取做一名优秀教师，智慧教师而不
懈努力！



李文雨老师 《教育的智慧》读书心得 选段
这本书首先从职业的价值开始谈起。作为一名教师，是教师认识自

身的价值，了解教育是干什么的。教育有着多方面的功能：其一，文化

是经过教育而去传播与创造的，这是教育的文化功能；其二，培养人为

社会发展服务，这是教育的社会功能；其三，完善人格，这是教育的个

体发展功能。从教育的这些功能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师职业的价值所在。

是教师的职业产生了教育的职能，形成了教育的功能。

教师的工作主要表现在教学上，尤其是课堂教学上，一个教师教学

效果的好坏，直接地决定于其教学行为的合理与否。教师是知识、观念、

工作积极性和教学监控能力等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都必须通过教师的

教学行为体现出来。学生也是通过观察教师的教学行为，来理解教师的

要求、掌握知识、发展自身能力、培养健康的个性品质的。因此，作为

教师要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行为和心态，使之有利于教学任务的完成，

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辛玥老师 《教育的智慧》读书心得
我们常常说，教育需要智慧。何谓智慧？如果说教育的智慧之源来自于可教的信念，那么，教师智慧的表现

则主要靠自身的品格和才学去影响学生。因此，我觉得教育的智慧实际上就是教师的智慧，而做一个有智慧的老

师，首先得拥有师德师魂，要敬业爱岗、热爱学生、严谨治学、为人师表。正如林崇德教授在书中所讲到，如果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失去了对学生的爱，教师也就失去了人生的乐趣。因此，做一名有智慧的教师，首先应该

把整个心灵给学生并坚持一视同仁，将神圣的师爱均匀地撒向每一个学生，以感染他们、改变他们、教育他们、

造就他们。

除了这种大爱，我也特别认同书中所提到的教师教育观——我的学生一定能成才。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有这

样的自信：“我一定能教好学生；我的学生一定会进步，会成才。”这也是教师正确的教育观念，只有有这样的

教育信念，才能支撑我们去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不懈地鼓励学生获取学习的信心，争取学习的成功。

在教育中，教师是教育的主导，学生是教育的主体，教师要充分运用自己各方面的知识以及教育的智慧，发

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获得发展。同时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心理特征以及心理意向，明白学生需要的是什么，

要怎样才能更容易使学生接受所学。在教育中，教师既要关注总体，又要关注个体，要保证学生在大方面的一致

性，同时关注个别学生，做到因材施教，是每个学生获得适合自己发展。关注学困生，了解其发展的困难及原因，

并积极促进其进步，使之能获得适当的发展。



赵可鑫老师 《教育的智慧》读书心得
这几天捧起《教育的智慧》这本书，从题目中看，就觉得

对自己的教学有帮助，因为曾经读过《教育的目的》，本书也

同样从教师的“专业”为出发点的，读后觉得受益匪浅。它告

诉我教学反思也是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催化剂。美国著名学

者波斯纳有一个教师成长公式：经验＋反思=成长。回过头来看

这节课达到了什么目的，用了什么教学策略？设置哪些教学情

况？用了哪些教学评价方法？那些成功，那些失败。这样的反

思有助于教师了解自身的缺失，从而有针对性的加强缺失方面

的学习与锻炼，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使自己从经验型教师逐

渐转变成为反思型教师，逐渐成为一名智慧型教师。

读这本书，如品一杯香茶，余香缭绕。点亮孩子的智慧人

生，点亮孩子希望的灯，让所有的梦，从此不在懵懂，我们更

需要书籍的力量，点亮我们智慧的人生，点亮每一位教师智慧

的灯，点亮幸福。



马铮老师 《教育的智慧》读书心得

教育是一种智慧，主要表现在靠自身的品格和才学去影响学生。如果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失去了对学生的爱，

教师也就失去了人生的乐趣。因此，做一名有智慧的教师，首先应该把整个心灵给学生并坚持一视同仁，将神圣的

师爱均匀地撒向每一个学生，以感染他们、改变他们、教育他们、造就他们。

在教育中，教师是教育的主导，学生是教育的主体，教师要充分运用自己各方面的知识以及教育的智慧，发挥

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获得发展。同时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心理特征以及心理意向，明白学生需要的是什么，要怎

样才能更容易使学生接受所学。真正的做到与学生们“共情”。

教育家陶行知曾有句名言：“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作为老师，

我们既要关心学生的学习，更要关注学生与赏识学生。美国着名的心理学家詹姆斯曾经说过：“人性中最深切的本

质就是被人赏识的渴望。”不是好孩子需要赏识，而是赏识使他们变得越来越好；不是坏孩子需要抱怨，而是抱怨

使他们变得越来越坏。

我们不是机械的教书匠，而是赋予智慧并运用教育智慧的灵魂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