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观察记录的感悟和收获(通用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好的心得感悟对
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感悟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
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观察记录的感悟和收获篇一

孩子爱说大话如何纠正孩子说大话的毛病！很多幼儿都有过
说大话的经历，而且他们通常都说得理直气壮。当说大话变
成一种习惯，孩子的夸夸其谈、盲目自大就会成为不自觉的
行为，而孩子的虚荣心也会越来越强。

很多幼儿都有过说大话的经历，而且他们通常都说得理直气
壮。当说大话变成一种习惯，孩子的夸夸其谈、盲目自大就
会成为不自觉的行为，而孩子的虚荣心也会越来越强。本篇
文章将介绍幼儿说大话的心理和一些方法能帮助孩子少说大
话。

“上星期叔叔带我捉蚯蚓，在地上挖呀挖呀，挖出好多条，
我还把它们放在脚上、手心儿里，可好玩了……”4岁的冬冬
眉飞色舞地跟小伙伴讲他的“壮举”。站在一旁的妈妈禁不
住皱了皱眉头，因为冬冬的讲述的确夸大其词。其实，不少
幼儿都有过“吹牛”的经历，而且他们通常都说得理直气壮。

孩子为什么会有说大话的行为？

1、听话“断章取义”

三四岁孩子的专注时间有限，“听话”也有所侧重。其注意
力全在自己关注的事情上面，忽略了妈妈提的条件。同时，
要求孩子听一遍，就能把妈妈说过的话全部、清楚地记下来，



的确比较困难。由于这个记忆上的“失误”，孩子在回忆妈
妈说过的话时，便会用自己希望的样子代替记忆中不确切的
部分，说出来的话自然就难免有“吹牛”的成分了。随着年
龄的增长，他们“听话”的丢三落四状况会有所改变，理解
力也会提高。

2、谁都不如我

如果孩子听到的都是表扬和赞美的声音，久而久之他就确信
自己是最优秀的。为了表示自己的“强大”，往往以炫耀和
吹嘘使自己表面占上风，以获得心理平衡。也有的幼儿，自
尊心强，好胜心切，把话说得大大的，以压倒对方来维护自
尊。另外，当三四岁的孩子想引起他人注意，让别人了解他的
“壮举”时，也会夸大其词。

3、想象惹的“祸”

孩子富于幻想，天马行空。但由于年龄小、生活经验少，认
知能力不强，经常将现实、想象和愿望混淆起来，说出一
些“大话”，比如想象着自己在海洋馆里穿上潜水员的衣服，
和大鲨鱼比赛游泳。这与孩子的年龄、心理特点有一定的关
系。

听到孩子说大话怎么办？

当说大话变成一种习惯，孩子的夸夸其谈、盲目自大就会成
为不自觉的行为，而孩子的虚荣心也会越来越强。下面这些
方法能帮助孩子少说大话。

1、还孩子一个真相

一旦孩子的话与妈妈的“原版”相比走了样儿，妈妈一定要
还事情一个本来面目。否则，孩子很容易将自己曲解的内容
和想当然的成分信以为真。



2、强化自己的说法

妈妈讲话时母子一定要对视，语速要慢，确认孩子听明白了。
另外，不妨多说两遍，指望这么小的孩子听一遍就能记住是
不可能的。

3、争强好胜与实事求是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但夸奖要恰如其分，引导孩子学会正确
地评价自己。父母不妨对孩子的争强好胜给予肯定，但也要
策略地告诉他们：争强好胜不能夸大其词。使之明白：实事
求是不丢面子，言过其实才是不受欢迎的。同时，恰当引导
孩子的好胜心，多鼓励。

4、孩子也要换位思考

当听到孩子夸耀自己、贬低同伴时，父母应悄悄提醒
他：“如果小朋友这么对待你，你心里怎么想，是不是很不
舒服？”启发他将心比心、设想一下他人在遇到类似情况时
的感受。让他意识到，处处占上风的孩子，会受到同伴的嫌
弃，最后就没有朋友了。然后，再给他们一些建议，比如，
当他下一次想吹嘘自己有多棒时，就先来告诉爸爸和妈妈吧，
“我们愿意做你的听众。”这不但能抑制孩子吹牛，还能帮
他学会尊重别人、为他人着想。

5、利用“大话”激励孩子

孩子的“大话”，有助于父母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趁机引
导他们分清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自己想象和期望的。告诉
孩子，有愿望是好事，我们要从零开始，好好学本领，朝着
这个目标努力。比如，要想在海洋馆潜水，就得先学会游泳，
且要坚持不懈。学潜水是第二步。

6、多带孩子去“开眼”



经常带孩子实地学习，了解事物的本质特点。有了这个基础，
即便孩子的思维信马由缰，其想象也能远离不切实际的“吹
牛”。

[育儿经验：当孩子撒谎、说大话时该怎么办]

观察记录的感悟和收获篇二

一、观察实录

今天区域游戏，天天、晨晨和雯雯选择了包糖果。大家打开
糖果盒子，每人拿了一张“糖果纸”和一颗“糖果”开始包
起来。天天把糖果放在糖果纸上，卷了几次都没有卷好，他
抬头看了看旁边的小朋友，继续卷起了糖果纸。突然天天发
现糖果纸卷坏了一些，向老师问道：“老师我这里卷坏了一
些，怎么办呀？”老师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天天
说：“换一张。”然后把卷坏的糖果纸连着糖果放在了旁边。
卷了一会儿，晨晨发现糖果纸快没有了，就拿出了糖果纸的
材料和剪刀，开始裁剪糖果纸。这时天天又包坏了一张糖果
纸，放在了桌子上。看见晨晨在剪糖果纸，就和她一起剪了
起来。剪到一半，天天说：“我不剪了。”继续拿起盒子里
最后几张糖果纸开始包起来。这次包好了一颗糖果，天天把
糖果放进了糖果盒子里。没一会儿，糖果纸用完了，晨晨把
之前剪好的一张糖果纸给了雯雯，天天没有了。晨晨看了看，
拿起剪刀开始裁剪糖果纸。天天站起来对雯雯说：“没有糖
果纸了，我们要等一下。”说完便坐下来等晨晨剪糖果纸。

二、分析与思考

1、游戏材料：糖果纸所用的材料是彩色皱纹纸，颜色很鲜艳
容易定型，但是不牢固很容易撕破。所以幼儿在操作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卷坏糖果纸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操作的
持续性。



2、游戏环境：包糖果这个活动，可以投放在益智区，也可以
投放在美工区。本次投放在生活区，有针对性的锻炼幼
儿“卷”“包”的基本生活技能，发展小肌肉，提高手指的
灵活性。生活区提供了包糖果的材料，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求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

3、幼儿发展：

（1）小班幼儿由于小肌肉发展不够完善，动手操作能力较低。
所以小男孩“天天”卷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还出现了卷破
糖果纸的现象。拿剪刀也不是很熟练，以至于出现剪了一半
放弃不剪的现象。

（2）小班幼儿爱模仿，当天天看见晨晨剪纸的时候，就也跟
着一起剪纸。

（3）最后糖果纸用完了，天天选择等待其他同伴剪好的糖果
纸。遇到困难的时候，天天并没有积极开动脑筋寻找解决的
办法，而是依赖他人的成果。

三、策略

1、教师可以改进游戏材料，选择结实一点的纸作为糖果纸，
支持幼儿持续练习“卷”的技能。

2、由于幼儿动手操作能力较差，教师可以联系主题活动，设
计一些操作环节，有意识的锻炼幼儿。也可以在区域里提供
丰富的操作材料，吸引幼儿动手操作。

3、教师在区域游戏活动结束后，可以引导幼儿互相评价，共
同思考、讨论解决的办法，积累一定的游戏经验。

情景描述：



最近这段时间天气不好，经常从一早开始就飘着蒙蒙细雨。
为了避免让孩子们感冒，我们决定取消每一天的户外活动，
代之以在走廊散步一会儿。这天上午的活动结束了，快吃午
饭的自由活动时间里，有的小朋友在一齐交谈，有的在相互
嬉戏，只有谢子诺站在靠近走廊的窗户边，透过玻璃窗向外
凝神张望了好久，老师叫她也好像没听到。我顺着她的目光
看去，那边是操场的大型户外玩具――孩子们最喜欢爬上爬
下的城堡。

下午幼儿要离园了，送小朋友去坐车时，我发此刻谢子诺的
奶奶在操场上拖着谢子诺往前走，谢子诺一声不吭，一脸的
倔犟，最后拗但是奶奶，老大不情愿地走了。谢子诺的奶奶
看到我，无奈地笑着说：她硬要在那里玩要回去呢。

分析：谢子诺也属于我们班典型的留守儿童，和爷爷奶奶一
齐生活，老人家开了间小店，白天在店里忙生意，谢子诺经
常也只能和爷爷奶奶一齐在店里玩，较少到外面去玩。自然，
幼儿园的大型户外玩具是吸引她来上幼儿园的诱-惑。从孩子
的种种表现来看，她十分渴望和别的孩子一样有充分的自由
玩耍时间，而不是和老人家在一齐被约束天性。

措施：透过和谢子诺说悄悄话，我了解到她十分想玩幼儿园
户外的大型玩具。我和孩子们约法三章，定下了几条玩城堡的
“守则”，让孩子们明白有规则才能更快乐地玩。但是在实
际的操作中，思考到幼儿人数较多，最后分组由老师带领去
玩户外的大型玩具。和谢子诺的奶奶沟通，让她理解孩子的
想法，推荐她趁生意不太忙的周末带孩子来幼儿园玩户外玩
具。

反思：玩是儿童的天性，儿童在游戏中成长。没有游戏的童
年是残缺的。个性是小班的孩子，注意力容易涣散，空洞的
群众教学活动往往很难吸引孩子的眼光，个性是在操作材料
匮乏的状况下，儿童自然表现出的“不合作”尤甚。顺应自
然的天性，让幼儿在生命内在驱力的召唤下自由活动，充分



运动其肢体，激发其思维，能让幼儿更好地发展。

观察记录的感悟和收获篇三

在我们的教育中对于“撒谎”的态度有点刻板，如果“故意
让自己的话不符合事实”就是撒谎的话，那么，每一个大人
都是撒谎大户。问题不在于撒不撒谎，而在于什么情况
下“撒谎”以及如何“撒谎”，这是我们应该好好思考并教
会孩子的。

有一天，嫂子给言言讲故事，讲的是那个在她之前已经有千
千万万人给自己的孩子讲过的故事，故事说：从前，一个孩
子赶着羊群在山上放羊。他想开个玩笑，就爬上一块大石头，
对着山下大声喊：“狼来了！狼要吃羊了！”山下干活的人
们拿着锄头和扁担跑到山上，见羊儿在好好地吃草，根本没
有狼！

小孩看见大人们上了他的当，他笑弯了腰：“哈哈！根本就
没有狼，我是跟你们开玩笑的。”人们摇摇头，下山去了。
又过了几天，山下干活的人们又听见那孩子在叫狼来了！狼
要吃羊了！他们跑到山上发现又上当了。一天狼真的来了，
它冲进羊群，见羊就咬。小孩吓的大喊。山下的人们再也不
相信他的话了！他的羊全部都被狼咬死了。从此，小孩再也
不敢撒谎了，他变成了一个诚实的孩子。

嫂子讲完问言言：你还撒谎吗？言言诺诺的说：不撒谎了，
我要做诚实的好孩子。事后，我和嫂子谈了好久，我说，你
想要教育孩子，实际上却误导了她。

我觉得在我们的教育中对于“撒谎”的态度有点刻板，如
果“故意让自己的话不符合事实”就是撒谎的话，那么，每
一个大人都是撒谎大户，有人请我们吃饭我们不愿意去，我



们不会直接说“不愿意”，而会说“不巧没时间，下次下
次”，其实我们有时间，并不希望有下次。

我们有心事闷闷不乐，别人问我们怎么了，我们常说“没事
没事”，别人问我们是不是不高兴或者生气，我们会连忙
说“没有呀，挺好的呀”然后还会努力挤出点转瞬即逝的笑
容。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仔细想想，我们隐瞒、掩饰或
者谎称的时候太多了，实话实说并不容易，有时候需要很大
的勇气，有时候需要付出代价，有时候根本不适合。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孩子百分百的做到“有一说一”呢？
很主要的原因是孩子成为透明人可以让我们更便于了解，更
便于了解他们可以让我们放心。很大程度上，我们只是为了
自己放心，而不是孩子真正的需要。

很多人小时候，被父母刻板、严厉地教导“要诚实”，孩子
再也不敢撒谎了，父母们很满意。可惜这种满意并没有持续
多久，因为他们发现孩子什么话都实说，有点太“老实”、太
“实在”了，于是他们又开始骂孩子“死心眼儿”。这些父
母不知道责任很大程度在于自己，是他们自己一开始就误导
了孩子，可现在他们又反过来责怪孩子。父母很重要的共识
就是“从来都是孩子的错”。仿佛自己是导演，不参与生活
的演出。

观察记录的感悟和收获篇四

观察时间：2006-9观察地点：教室里观察对象：杜贺观察记
录：杜贺是个比较好动的男孩，但自信心比较强，平时对老
师说的话不很上心，比如老师让准备什么材料，他都不和爸
爸妈妈说，有的小朋友指出他的错误，他总是百般狡辩，不
愿承认，用一次我们上美术课，我让瞧雨发纸，我们都开始
画了一会儿，杜贺举手说没有他的纸，瞧雨和旁面的小朋友
都说给他纸了。我对杜贺说：“到底给没给你纸呀？”杜贺
还是强调没给他纸，我对瞧雨说：“那好吧，你再发给杜贺



一张纸吧，也许是你们忘了给他了。”课后我把杜贺抱到身
边，轻轻地对他说：“老师最喜欢诚实的小朋友了，你可是
个好孩子，好孩子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不过撒谎是最不好的
行为，老师相信你一定会勇敢地承认错误的！杜贺低着头，
依然不说什么。我想他也许是怕别的小朋友听到，我就让他
小声地在我耳边说。他轻轻地在我耳边说：“我不是有意的，
我的纸不小心坏了，您能原谅我这一回嘛？”我马上
说：“老师没有怪你，只要你知道错了就好，以后再有这种
事发生，你就直接向老师说，老师会给你的',以后别再撒谎
了，老师还会喜欢你的，你还是老师心里的好孩。”以后我
经常请杜贺做事，只要他做好一件事，我马上就表扬他。现
象分析：杜贺之所以撒谎，是因为他想保护自己。“不愿承
认错误”是幼儿的常见现象，幼儿害怕或是想逃避惩罚而为
自己开脱，所以老师不能在别的小朋友面前批评他，一般要
在私下里，多和幼儿沟通，多和父母沟通，多了解幼儿的情
况采取措施：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更应该多关心、多帮助、
多理解、多尊重他，老师要和家长多联系、多合作，充分利
用家庭资源来进行教育，帮助幼儿认识自己。在遇到杜贺这
种事时，不要马上逼幼儿认错，而是要对他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让他自己意识到撒谎的错误行为。在今后的日子里，
看到他表现好一点，就要及时表扬他，并让他多帮老师做一
些事情。我想：只有当幼儿觉得和你是平等的时候，老师的
教育才会起到作用。（海军直属机关第三幼儿园王晓娟）

观察记录的感悟和收获篇五

观察时间：2007年3月

观察地点：教室里

观察对象：贺贺

观察记录：



用一次我们上美术课，我让小雨发纸，我们都开始画了一会
儿，贺贺举手说没有他的纸，小雨和旁面的小朋友都说给他
纸了。我对贺贺说：“到底给没给你纸呀？”贺贺还是强调
没给他纸，我对小雨说：“那好吧，你再发给杜贺一张纸吧，
也许是你们忘了给他了。”课后我把贺贺抱到身边，轻轻地
对他说：“老师最喜欢诚实的小朋友了，你可是个好孩子，
好孩子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不过撒谎是最不好的行为，老师
相信你一定会勇敢地承认错误的！贺贺低着头，依然不说什
么。我想他也许是怕别的小朋友听到，我就让他小声地在我
耳边说。他轻轻地在我耳边说：“我不是有意的，我的纸不
小心坏了，您能原谅我这一回嘛？”我马上说：“老师没有
怪你，只要你知道错了就好，以后再有这种事发生，你就直
接向老师说，老师会给你的，以后别再撒谎了，老师还会喜
欢你的，你还是老师心里的好孩子。”以后我经常请贺贺做
事，只要他做好一件事，我马上就表扬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