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有感

熊文健

1977年，前苏联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苏霍姆林斯基写成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这本书里所传达的真知灼见，到今天仍

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部分都有许多的精华，给我很大的振动，在

这里，我想摘出几句来，让我们一起细细地品读。

一、教师要做自己的主人

教师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精神空间，他们

也要享受生活⋯ ⋯ 这样的观点就把教师从“圣人”的位置上拉了下

来。教师不可能人人成为“圣人”，也没有那个必要。要做一个成

功的教师，必须首先学会做一个成功的普通人。做自己的主人绝不

仅限于做自己肉身的主人，而是指以下一个完整的过程：一是认识

自己，对自己的专长和优缺点要心知肚明，那有做自己主人却不认

识自己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更应该明白自己的优缺点。

二是要自己选择，如果教师这个行当是你自己选择的，就要无怨无

悔的做下去，而且要尽自己的努力做得更好。三是按自己的方式教

书，本来就“教无定法”的，只要你守着教学的基本规范，剩下的

空间都是你的，在完成教学目标任务的前提下，你可以这样教也可

以那样教，教出你“自己”来。四是自己评价自己，自己教的好不

好自己要总结，只有善于总结才会去学习提高。

二、教师要继续学习

以前总是说要想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可按现在

的局面来看，一桶水是远远不够用的。一个教师如果不继续学习，

他将不能胜任教师这个工作。对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以前很少



有专业知识方面的学习，近来常有紧迫感，总觉得知识欠缺，“书

到用时方恨少”。近一年来，在学习这一块有了大进步，便觉得自

己充实了许多，自信也增强了许多。教育改革的发展指出了继续学

习的迫切性。学校的发展也体现了继续学习的迫切性。随家庭择校

就读也同样指出了继续学习的迫切性。现代教育提出了“终身学习”

的观念，教师要求学生具有“终身学习”的观念， 自己首先要以

身作则。所谓：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教

师必须要养成继续学习的好习惯，给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

三、爱惜自己的每一根羽毛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刚开始看到这句话觉得有些荒诞，不是

说事实胜于雄辩吗，而且现在基本招工单位不是一律看简历、荣誉

吗。但读完这一段话，静心细想，确实如此，一位教师是否优秀怎

么能凭几节作秀的公开课或论文的篇数来断定呢。如果你的上司、

你的同事、你的学生、你的学生的家长们都“口口相传”地赞美你、

敬重你，你有着很好的口碑，你的工作肯定也很出色。而要想做一

个“口碑”很好的教师，郑校长说的第一条真的很重要，如果没有

丰富的知识你终将被时代淘汰。我觉得今后的生活应该把学习摆在

第一位，“爱惜自己的每一根羽毛”，让自己活得美丽而开心。

四、“欣赏缺憾”

古人说得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生存在着

许多美好，也有许多的缺憾，就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去直面它，欣赏

它。作者认为 “欣赏缺憾的人生是追求幸福的人的一种能力，这

种能力来自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因为理解了生活而升腾起的对

生活的挚爱”。虽说我们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是一份崇高的职业，可

经历中仍难免有一些不令人愉悦的回忆，甚至是心底涌起的阵阵苦



痛，但这些不是生活的全部，只要我们足够热爱生活，投入生活越

多，就能去体验生命中的每一点感动，哪怕这感动并不是美好的。

可以这么说：有着缺憾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懂得欣赏缺憾的

人生，才是美丽的人生。

五、永不放弃

优秀学生是相似的，“差生”却各有各的“差法”。在这篇文

章中，作者告诉我们每个老师：“那些特别的孩子正是通过犯各种

各样的错误来学习正确的；我们永远都不要绝望，是因为只要我们

充满期待，他们或许很有希望。”“照亮学校的将永远不是升学率

或者其他名和利的东西，而是圣洁瑰丽的师道精神，是一种对孩子

的不染一丝尘埃的博大的爱，和对每个孩子作为无辜生命的深深的

悲悯。怀着爱与悲悯，我们不放弃，绝不放弃。让我们专著的神情

告诉所有人，我们没有放弃。” 从这些话中我深深地感受到用爱

心去开启学生心灵的窗户，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成为他们的良师

益友的重要性。而且在幼儿园不用成绩去评价孩子的优劣，所以每

个孩子都是祖国的希望。对于这些尚未开放的花朵，我们就应该倾

注更多的耐心，倾注更多的温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他们，百花齐

放才能迎来满园的春色！

六、“学会倾听不容易”

“倾听”与“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听是入耳，一种生理游

戏，但不一定入心，别人说话你听到了，仅仅是一种声波和信号，

是人的一种本能而已。而倾听呢，是一种身心两方面的活动，既入

耳又入心，需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学会倾听是非常重要的，倾听

不仅是一种交往艺术，更是一种美德。教师当然需要倾听，乌申斯

基说：“如果教育者希望从一切方面去教育人，那么就必须从一切



方面去了解人。”真正的教育必然是从心与心的对话开始的，而心

与心的对话又是从真诚的倾听开始的。教师善于倾听才能理解孩子，

才能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从而提高自己的水平。工作之余，善于

倾听又会让你交到知心朋友，拥有和谐融洽的家庭关系。因此，学

会倾听真的很重要，通过它会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也会让你得到

许多东西。

反思：以上是我读了本书后的点滴想法，读着著作中的每个建

议，就像登上了每一个台阶，我就感到了我们职业的光明，对自己

的职业有了更新的认识，我会因此更从容的走好自己的未来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