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心得体会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是苏霍姆林斯基专为中小学教师而写的，再根据

我国的国情和需要，译者选择了《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的精华部分，另外从苏

霍姆林斯基的其他著作里，选择了有益于教师开阔眼界，提高水平的精彩条目作

为补充，全书有一百条，统称《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书中每一条谈一个问题,

有生动的实际事例,也有精辟的理论分析,很多都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教学中的实

例,娓娓道来. 书中众多理论对我影响深远。

第一个感受：爱学生

我曾经以为当人数只有二十多人的小型班级的班主任应该很容易，但面对

二十多个有着不同思想的孩子时，烦心的事就接踵而至。今儿小王和小李打架，

明儿小张不写作业，后天家长说某某学生打了他的孩子……日复一日，一年又一

年，没有一天消停过。渐渐地雄心壮志渐渐隐退，我甚至也怀疑自己是否能胜任

班主任这个职业。当我阅读了《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后有豁然开朗的感觉。霍

姆林斯基针对教师的困惑和不解，好象与教师面对面地交流一样，他的文章中使

我懂得了： 教师的职业就是要研究人，长期不断地深入人的精神世界。世界上

没有不可救药的学生。每一个决心献身于教育的人，应当容忍学生的弱点，缺点，

甚至不良的嗜好。如果对这些弱点仔细地观察和思索，不仅用脑子，而且心灵去

认识它们，那就会发现这些弱点是无关紧要的，是每个学生年龄阶段所表现出应

有的特征时，你会为自己生气、愤怒和加以惩罚的行为感到可笑。我们要理解学

生的行为，懂得学生是一个经常在变化着的人。教师的心胸要宽广，做到把自己

的心分给每一学生，在自己的心中应当有每个学生的欢乐和苦恼。参与学生的活

动，让学生感觉老师是他们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懂得这些对我有很大

的启发，我带着这种对孩子的热忱投入到工作中去，前途不再迷茫，师生关系会

比以前更融洽。

第二感受：尊重每位学生的特异性

在书中，苏霍姆林斯基高瞻远瞩，很明智地提出：教育者的使命就是让孩



子各方面得到和谐发展，这种和谐发展的前提又是对每一个学生个性的尊重。“和

谐的教育——这就是发现深藏在每一个学生内心的财富。教育的明智，就在于使

每一个人在他的天赋所及的一切领域中最充分地表现自己。”正如文中提到的语

文老师尼娜彼特罗芙娜的学生米哈伊尔一样。尽管米哈伊尔在平时上课中让尼娜

彼特罗芙娜气得脸色发白、双手颤抖，但当这个“两分生”——米哈伊尔很潇洒

地为她修理好电视机后，尼娜彼特罗芙娜感到非常的难受，甚至是久久地坐着，

哭着……尼娜彼特罗芙娜深深地感到自责：我们做教师的人，怎么会没有发觉，

在我们认为无可救药的懒汉和毫无希望的“两分生”身上，在他们的心灵和双手

里，还蕴藏着天才呢……

教育必须尊重学生的差异性，日常的教育活动中，应当尽可能地设计不同的

评价标准和方法 “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会多出一批好学生”，这应该成为所有

教育工作者的共识。

第三点：多读书

我经常对家人说，当老师的我很忙，没有时间干家务活。对朋友说，当老

师很累，没有意思。确实没有老师不抱怨自己的时间不够用的，天天是上课、改

作业、备课 辅导、谈话 开会 理论学习等等，连一分钟空闲的时间都没有。这

里面除了没有很好地安排自己的时间而觉得时间不够用外，整天被迫着去做这些

事，心累，恐怕问题还是出在疲于应付上，整天是事情在后面追着自己，简单的

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主动去做。教师的任务比较繁重，时间总会

在不知不觉中流淌，就看自己能不能把握得住了。

谈到如何解决时间这个问题，苏霍姆林斯基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一位有三十

年教龄的历史老师上了一届公开课，区培训班的学员和区教育局的指导员都来听

课。课上的非常出色，听课的老师和指导员本来打算记一些记录，可是他们听的

入了迷，竟然连记录都忘记了，就像自己也变成了学生一样。这是多么令人惊叹

啊！课后有一位教师问他：“你花了多少时间来备这节课？不止一个小时吧？”

这位历史老师说：“对这节课，我准备了一辈子。而且总的来说，对这个课题的



直接准备，或者说现场准备，我只用了大约 15 分钟。”一辈子都在备课，这是一

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教师的时间从哪里来?一昼夜只有 24 小时。确实，做教师

的每天必须备课、上课、改作业、课外辅导……现在还要抽出时间来读书搞科研.

带着这个问题,我阅读到书中所写:怎样进行呢，书中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

这就是读书,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谊.潺潺小溪,每日不断,注入

思想的大河.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些优秀教师的教育技巧的提高，正是由于他们持之以

恒地读书，不断地补充他们的知识的大海。我想：这也就是许许多多优秀教师之

所以优秀的根源。在今后的日子里加大阅读量，多读书，读好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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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们应当

在自己所教的那门学科里,使学校教科书里包含的那点科学基础知识,只不过是入

门的常识,在科学知识的大海里,我们所教给学生的教科书里那点基础知识,应当

只是沧海之一粟.读了这些,我茅塞顿开,教师的时间问题是与教育过程的一系列

因素和方面密切相关的.教师进行劳动和创造的时间好比一条大河,要靠许多小的

溪流来滋养它.怎样使这些小溪永远保持活力,有潺潺不断的流水,这是我们安排

时间时应该首先考虑清楚的!

这本书给我的感受很多,就是与现实的紧密联系,问题意识,忧患意识流淌于

字里行间,而一个个社会现实中实际生动的事例,则支撑起了这种问题意识,使全

书鲜活充实,激起你对现实的关注,激起你对现实的思考,并在这种关注思考中,令

你得以专注地读下去。同行们，读书吧，书中自有黄金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