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境教育心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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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
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情境教育心得篇一

“细节决定成败”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这句话对幼儿园的
教育尤为重要。教师的每一个行为、每一句话语，传递出的
积极的或消极的意义，对稚嫩而敏感的幼儿都会产生重要的
影响。书中的每一个事例都很贴近我们的教学生活，以下就
将我的体会与大家一起分享。

在这个案例中对于幼儿不好的行为，教师想运用过了“正
话”反说的方法制止一些幼儿的不好的行为，如：当活动中
有幼儿在说话时，王老师说：“还有谁没有做好？还有谁在
那里说话？”幼儿暂时安静了一会，又开始说话。当一名幼
儿将绘画作品画到桌子上，王老师说“你真够可以啊，都能
在桌子上作画了，行为艺术啊！”

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效果，反而其它的小朋友也学着在桌子上
乱画。在案例中教师说的这些语言在我们的实际教学中有时
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时老师也会说出上面的话语。在案
例中这些语言明显是无效的，并没有达到效果。那为什么我
们还会说呢？在这本书中进行了分析。对于教师而言，一些
教师对幼儿说话随便，很少考虑自己说出的话对幼儿的身心
影响。教师的心情处于消极状态时，会用“正话反说”的形
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对于幼儿而言，6岁以下的幼儿，他们
理解反语的能力还十分有限，特别是小班中班的幼儿，他们
很难理解反语背后的真正含义。



我的感悟：教师在指导幼儿教育行为的时候，应该先了解幼
儿的年龄特点，尊重、信任幼儿，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和教育
观。要给幼儿正面、积极的心理暗示，要正话正说。老师还
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耐心的指导幼儿的行为。

这是一个操作活动的案例，活动中幼儿操作时教师没有关注
指导幼儿，而是忙于给完成的幼儿贴一朵小红花。当有一个
能力弱的幼儿操作空白的时候，教师没有通过提问进行指导，
而是运用表情暗示，让这个幼儿最终完成操作。最后，老师
还说了一句“你终于做对了”。这虽然是一个小细节，在案
例的后面却反映了教师的理念及行为。“你终于做对了”说
明老师关注于操作结果。

教师的表情暗示，说明这个老师很重视幼儿的操作结果，而
忽视了幼儿在操作过程中是如何与操作材料进行互动的。因
此，在最后能力弱的幼儿已经不去想如何通过尝试来解决操
作的问题，而是依赖于教师表情暗示来判断操作的结果。在
这个过程中幼儿没有通过操作得到发展，而在无形中丧失了
自己的思考的意识，可能会养成依赖的习惯。在纲要中提到：
“教师要成为幼儿学习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教师要
通过提一些启发性的问题，带动幼儿自主的去参与活动，最
终找到问题的答案。对于这个案例中的情况，老师可以给予
幼儿犯错的机会，让幼儿在反复操作中真正体会到操作的方
法。

我的感悟：在开展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尊重幼儿的原有水平，
允许幼儿犯错。教师教育观念要不断更新，不要只关注于结
果，要更多关注在活动过程中幼儿获得的收获和得到的发展。
教师还要注意自己的教育教学语言，尽量用启发性的语言，
鼓励幼儿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积极主动地完成操作和探
索的过程。

教学中的细节无处不在，只要教师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关注
幼儿，相信会有更多的发现。



情境教育心得篇二

《情境教育的诗篇》这部纪实性的作品真实地展现了李吉林
老师二十多年的创造性生命旅程，从情境教学、情境教育、
情境课程——人生的三个高度，向我们讲述了她从一个小学
教师成长为著名教育专家的快乐和艰辛。

首先感动于她对教育工作的热情和热爱。李老师自己也认为，
她就是“一团扑不灭的火”。改革开放以后，她本来是教中
高年级的课，后来主动要从一年级教起，为什么呢？她
说：“改革绝对需要热情，需要主动，需要一股子劲儿
的。”而这股干劲就是来源于她对教育工作的热爱、对孩子
的爱。李老师自己曾经讲过：“正是出于对儿童的爱，使我
不怕吃苦，不怕麻烦，意志使我体验到作为人的一种力量。
我觉得意志会使人的情感持续、稳定、强化。心理学中写情
感和意志是人的两大品质。其实在人的内心世界里两者却难
以一分为二，它是互动的，是相互影响的。”因为只有强烈
的情感，才会有持续的坚持的力量。差不多在她的每一篇文
章里面，我们都可以读到李老师对教育事业执着的爱。

学习她不断充实自己的方法。李吉林老师是个喜爱阅读，提
倡阅读的人。她认为：阅读是人一辈子的`事。她说：“每天
清晨坐在学校荷花池边沐浴着朝霞，背诵我喜欢的诗篇，郭
沫若的，艾青的，闻一多的，普希金的，裴多菲的，伊萨可
夫斯基的；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李老师就
是这样每天诵读诗篇、阅读文艺理论及教育理论等书籍来滋
养自己的头脑。我想：只有丰富自己的文化积淀，提高自己
的文化品位，增加自己的文化底蕴，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适合学生的需求。



情境教育心得篇三

细节是什么，可以说我们身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算得上是细
节。我是一名幼教工作者，老师的工作是很繁琐的，只有在
工作中关注到细节，我们在幼教这行才能走得更远。

首先，关注细节，培养孩子良好常规。新区老师都在行动中：
睡前听故事、轻拿轻放、衣服鞋子的摆放、离开位置塞小椅
子等等，我们让孩子把每件小事细化，培养了孩子良好的行
为习惯与学习习惯，让我们工作越来越轻松。

第二、关注细节、拉近家园的关系。孩子们在园活的，免不
了一些小摩擦，哪位孩子的脸被同伴划伤了或咬到了，老师
们一定要事先弄清原由，与家长及时沟通，相信会得到家长
的谅解，家园关系也会更加融洽。

第三、关注细节、可以排除安全隐患。二号操场的滑梯，孩
子们很喜欢玩，一次孩子们四散开来，爬的爬、滑的滑、钻
的钻，很开心，一旁的王园老师就提醒我说：读后感

.

“晃桥下面不要让孩子去钻，板子下面全是铁钉，上面孩子
跳，下面的孩子会被钉子伤到头皮的。”是呀，老师们及时
关注到的细节，让孩子在园安全度过每一天。

情境教育心得篇四

细节是什么，可以说我们身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算得上是细
节。我是一名幼教工作者，老师的工作是很繁琐的，只有在
工作中关注到细节，我们在幼教这行才能走得更远。

新区老师都在行动中：睡前听故事、轻拿轻放、衣服鞋子的
摆放、离开位置塞小椅子等等，我们让孩子把每件小事细化，



培养了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学习习惯，让我们工作越来越
轻松。

孩子们在园活的，免不了一些小摩擦，哪位孩子的脸被同伴
划伤了或咬到了，老师们一定要事先弄清原由，与家长及时
沟通，相信会得到家长的谅解，家园关系也会更加融洽。

二号操场的滑梯，孩子们很喜欢玩，一次孩子们四散开来，
爬的爬、滑的滑、钻的钻，很开心，一旁的王老师就提醒我
说：“晃桥下面不要让孩子去钻，板子下面全是铁钉，上面
孩子跳，下面的孩子会被钉子伤到头皮的。”是呀，老师们
及时关注到的细节，让孩子在园安全度过每一天。

关注细节，好处真多，我们不能图一时之快，而应持之以恒，
只有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情境教育心得篇五

“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老子就告
诉我们细节决定成败，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抓好细节，那么
我们的幼儿教育也是如此，只有从细节入手，才能不断积少
成多。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
事做好就是不平凡，让幼儿教育在这些简单、平凡的事情中
彰显独特的光彩。语言是教师和幼儿沟通的桥梁，也是传递
知识海洋的钥匙，苏霍姆林斯基同样也指出：“教育的艺术
首先包括谈话的艺术。”因为教师的语言不仅直接影响了教
学效果，也影响着幼儿的身心发展。所以，教师的语言艺术
也应该从细节开始，绽放出语言的魅力。

“把你送到小班去”这句话，我想每一个幼儿园老师都曾经
说话过，这是我们面对调皮捣蛋的孩子时，一种不约而同的
做法。但现在想想这句简单的话语背后似乎藏着些什么。我
们每次总是从教师自身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一句“把你送到
小班去”就可以让调皮的幼儿顿时变得安静下来，因为他们



将不再属于原来的群体，他们会害怕和恐惧，所以他们会按
照老师的要求做好，于是，我们反反复复地尝试用这种方法，
殊不知这样会对幼儿的心灵带来创伤。

同时教师虽然经常说“把你送到小班去“，却从来没有实行
过，久而久之，在幼儿的心中就成了“狼来了”的故事，幼
儿就不再害怕了。就如我们班总有几个小朋友吃饭的速度太
慢，于是我们就对他们说“谁吃得慢，就要去小班吃。”可
是几次下来，小赵就说：“老师，你不要再说了，这都是骗
人的，你又没有把他们送下去过。”看来，在幼儿的心目中，
教师已经变成了“放羊的孩子”，所以后来我们不再是
说“吃得慢，把谁送到小班去”，而是以鼓励的方式好，谁
吃得快或者有进步，就能够得到小红星，这下子幼儿都能加
快进餐的速度了，而且在他们的心中老师也不再是“放羊的
孩子”，因为老师总会兑现自己的承诺。

《纲要》中指出幼儿园的教育是以幼儿为主导地位，所以教
师现在不再是命令式地与幼儿交流，而是改成商量的口吻，
殊不知这样的商量已经变了味，因为它是不容商量的“商
量”。不过这也不能全然的责怪老师，因为一个老师要面对
四十几个幼儿，不可能根据每一个幼儿的特点去对待他们，
所以不得已地采取了统一化的方式。就如吃饭的案例，老师
是苦口婆心地告诉幼儿这个多么的有营养，一定要全部吃光
光，可是每一个孩子的饮食特点不同，有些孩子就是食量小，
这么硬让他吃光反而对身体不好，所以我们后来给孩子盛饭
盛菜就有意识地根据幼儿的食量来分配，食量小的就少一些，
食量大的就多一些，这样即使是统一化的吃光光标准，孩子
们也能量力而行了。

当然，这种不容商量的“商量”的背后，还是教师的权威的
在作怪，所以教师应该尝试去释放一些自己的权威，敞开心
扉地真切地与孩子进行交流和沟通，如果你用一分的`真心去
面对孩子们，我想孩子们定会用他们十倍、百倍的真心来回
馈我们，因为孩子的心是最纯真无邪的。就如有时候我并没



有完全想好这个游戏该怎么玩，而是用商量的口吻和幼儿一
起生成，这样他们不仅玩的乐在其中，也体验到了自己
当“决策者”的快乐。

“如果你们不听话，就……”这也是幼儿教师经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特别是新教师。当面对吵得一锅粥的幼儿时，新
教师往往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让幼儿安静下来，于是就想
到了这句“至理名言”，可是试了几次下来，新教师们往往
发现，孩子们的安静只是暂时的，它们一会儿就又吵闹起来
了，反复几次下来，累的是新教师，乐的是孩子们，因为他
们又快快乐乐地闹腾了一阵，就像打赢了一场胜仗似的。所
以，新教师都非常羡慕、佩服老教师的班级管理能力，往往
老教师前面一站，底下的小朋友都鸦雀无声，正襟危坐着，
而新教师一站，孩子们是继续玩的玩，乐的乐，不管新教师的
“歇斯底里”。所以，新教师就尤为需要学习与幼儿沟通交
流的艺术，避免使用警告性的语言，只要恰当掌握沟通的艺
术，班级管理一定手到擒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让我们做
一个有心的教师，将点滴的细节凝聚成教育的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