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十四岁的成长仪式感悟(实用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小编
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感悟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
学习有所帮助。

十四岁的成长仪式感悟篇一

终于到家了，我一下车，就看到了眼里噙满泪水的妈妈。她
拉着我来到房间里，只见躺在床上的爸爸一动也不动，眼睛
没了力气睁开，我连喊了几声＂爸爸”“爸爸＂。爸爸好像
知道我来了，留下了血色的泪珠。吃饭了，看着爸爸那副模
样，悲伤涌上我心头，我哪还吃得下饭啊。

爸爸最终还是没能熬下去，四十刚出头的爸爸因突发脑溢血
离我们而去了！

爸爸去世的那一天，天阴沉沉的，特别压抑。奶奶趴在爸爸
床边哭得撕心裂肺，喊着：“我的儿呀”妈妈扑到爸爸身上
歇斯底里地哭着。那一刻，我感到格外悲痛，心像灌了铅似
的，沉重极了，低着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往日的情景
浮现在眼前：

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亲人离世的悲痛，也懂得了生命
的珍贵，更懂得了要珍惜家人在一起的生活。那一刻，我明
白了我要坚强，虽然撑起我们一片天的支柱倒了，但以后我
要为妈妈撑起一片天，要让爸爸在天之灵放心。

十四岁的成长仪式感悟篇二

和孩子在一起，是郑xx选择教师这份职业的初心，也是她从



事这项工作最幸福的源泉。工作11年来，她从一位新教师成
长为一名业务园长，但不变的是她对幼教事业的热爱。

感悟

和孩子一起生活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郑xx一直尝试着去融入孩子，与孩子们
亲切打招呼，为孩子们解决难题，给孩子们营造喜欢的环
境……她也经常自省：这一切能拉近和孩子之间的距离吗？
蹲下来和孩子说话，就能真正“读懂”孩子吗？用孩子的语
气和他们对话，孩子理解了吗？……用心看见孩子的同时，
郑xx更在思考如何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相比刻意进行师生互动，郑xx更关注和孩子一起生活时的状
态。在这个过程中，她打开心扉，更深更多地走近孩子，不
断思考自己怎么做，并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快乐。

“虽然我不能真正成为孩子，但我可以和孩子一起生活、一
起撒欢、一起成长。”这是郑xx对工作态度的一种诠释。

发现

与孩子一同成长

郑xx充分尊重幼儿发展的个性差异，与每个孩子去对话，尝
试引导孩子们描述并表达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思考。“让我们
问问孩子吧”，这是她面对孩子时常常说的话。

记得有一次，她组织开展班级戏剧主题活动《小黑鱼》，最
后的呈现方式是舞台剧表演。如何让孩子都能记得台词？怎
样让表演更加有序整齐，让舞台效果更好？这些追求完美的
想法该如何去实现？成为了郑xx最直接的思考。于是，她又
一次“问道”于幼儿。一番天马行空的热烈交流后，孩子视



角下的完美不断涌现。

最后的演出，孩子们穿着和家长们一起制作的服饰，脸上洋
溢着自豪的表情，演出很成功，为主题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
的句号。之前教师担心的表演有点乱、记不住台词、服装不
够精致等等这些所谓的“不完美”，只不过是成人视角罢了。

其实，最完美的教育应该是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只有在不完
美中我们才能进步、成长。正如英国小说家阿瑟・克拉克所
说：“我们从未长大，但我们从未停止过成长。”

践行

像孩子一样真实

在和孩子一起生活、共同成长的日子里，郑xx收获了像孩子
一样被对待后的幸福、笃定。正是这一份幸福和笃定，让她
从一线教师走上园长助理这一管理岗位时，更多了一份自信
和从容。她将自己“像孩子一样被理解，被鼓励着自主尝试、
辩证思考、大胆表达”的经历带给其他教师。面对新的工作、
新的团队，郑xx以“让我们一起学着开始，一起探索这件有
趣的事情”的态度，以“和孩子游戏”的精神，带领老师们
开启课程实践、探索之路。

为了厘清文化与课程的关系，并将教师作为课程建设的主体，
发挥其内驱力，郑xx尝试搭建了“圆桌童年派”线上互动平
台。在“假如：我是始幼园的孩子”“平衡：疫情当下的生
活与工作”“独白：我眼中的幼儿教师”等话题中，弱化层
级关系、凸显主角意识、鼓励大胆创新。这样一种“自主”
状态的教研模式，突破了固有思维的交流，彰显了平等对话
的态度，体现了不同声音的接纳，同时也促进老师用这样的
理念去对待孩子、对待课程、对待同事，每一次对话都能感
受到智慧共享所带来的惊与喜。



这种真实发声、自由表达、知行合一、同频共振的教研文化
氛围，正是郑xx作为业务园长和xx幼儿园教师团队所共同追
求的，也是她们努力前进的方向。

投身幼教事业，郑xx用心守望，用爱相随，和孩子一同成长，
和同事一起进步。正如她所说：“从选择幼儿教师的那刻起，
我就希望自己永远是孩子――像孩子一样去探索、去感受生
活，让幸福每天都在工作和生活中发生。”

十四岁的成长仪式感悟篇三

2.春风成就了建国人仁爱成就了国人根

3.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爱我幼以及人之幼

4.献爱心、共成长、关爱留守儿童

5.留下的是种子我们用爱心来呵护

6.关爱留守儿童，播洒爱心阳光

7.关注留守学生，构建*社会

8.一样的蓝天下，一样温暖的家

9.留守家庭安心，外出务工放心

10.同在一片蓝天下手心相牵助成长

11.关注留守学生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2.用心灵筑起留守学生健康成长的阶梯

13.用心关爱留守儿童，让爱连接你我他



14.为留守儿童送上关爱，让远方父母安心在外

15.献爱心、共成长、关爱留守儿童

16.留守一份真情奉献一份爱心。

17.留下希望，守住幸福，让儿童在快乐中成长。

18.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

19.关注未来，关注留守儿童。

20.今天的阳光，明天的希望，关注儿童健康。

21.关爱留守儿童，我们共同行动。

22.献爱心共成长关爱留守儿童。

23.心系校园，情系留守儿童。

24.关注留守学生，构建*社会。

25.用爱心来接力为建设者加油。

26.关注留守儿童，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27.播撒我们的真爱，让留守

十四岁的成长仪式感悟篇四

“残忍不会被眼泪软化，恰恰相反，眼泪是残忍的食粮。”
如果当你的眼泪滑落下来时，千万要记得那种酸胀感。因为
当你成功的时候，泪水就是你一生最好的见证!

当我受到挫折时，我会哭。但我知道，泪水所代表的不只是



失败，更拥有的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这段回忆，从而给予自
己力量让自己长大。

记得那天，小雨稀稀疏疏的下下来，我站在雨中勉强扯出一
丝惨白而无力的微笑，就那么傻傻的说着不要。可她依旧用
冰冷而陌生地声音对我说：“绝交!”两个字如刀片一般插入
了我的胸口，泪水只是很无能的流了出来，慢慢地划过我的
脸庞，滴在地上和雨水一起混合。

脖子上似乎还有她掐着我脖子时指甲的力度，喉咙似乎还有
被她手收紧时的温度和悲伤。我知道我不能改变回忆，但至
少这可以让我坚强!就算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两眼泪水汪汪
的，视线模糊。但我可以说我变了!至少我现在的泪水，是因
为自己当时的软弱而哭的。所以我想要珍惜泪水，这样可以
让自己快点变强。

成长中泪水是不可缺少的，谁的青春不流泪呢?为了不留下遗
憾，为了让自己更坚强，我们不应该做到珍惜它吗?不然当我
们长大的时候回首时，泪水只会越流越多，而那只是无助的
浪费。对于泪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会，看的就是心态，瞧
得就是改变，听得就是心声，叹的就是感慨。

指尖的泪水不需要别人安慰，你要做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来
证明自己存在和梦想的价值。所以请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泪水，
因为它可能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十四岁的成长仪式感悟篇五

在《小妇人》中有这样一句话：“眼因多流泪而清明，心因
饱经忧患而愈温厚”。那么是否表明我们也因此而成长。

忆起儿时的我，仿佛我是一个被泪水浸泡而长大的孩子。被
虫咬了会哭，独处黑暗会哭，摔亦会流泪。流泪仿佛已成为
一种习惯，如同一种在成长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



当妈妈深表歉意地对我说：“我们不久就要走了，你也将离
开奶奶到外婆家生活，这样我们才能更放心，你的生活条件
也会更好的。”这时，我那不争气的泪水已滑到了嘴角，咸
咸的味道，让我忘记了说“不”。

夜晚，躺在陌生的床上向四周望去，就如处在一个陌生的世
界。没有泛黄却温暖的麻布蚊帐；没有黑糊糊却整齐的瓦砾；
没有陈旧却朴实衣柜。望着窗外昏暗的月光，不禁怀念奶奶
那温暖的被窝那挠痒的幸福。想着想着，两行热泪顺着眼角
流向耳中，在泪水的浸润中带着怀念进入梦乡。

在梦里，我看到熟悉的蚊帐在我身边环绕，黑糊糊的瓦砾在
上方排列，一切都那么熟悉温暖。欣喜地睁开双眼，却看到
窗外明亮的天空，耀眼的石灰墙，一切使我惘然。昨晚泪水
的余温仿佛还在，让我明白，在着泪水的浸润中我应学会坚
强、独立，因为我已成长。

伴随现代化的进程，为了跟上时代，农村也加紧了步伐。但
是在快速的步伐中，小草被踏平了，被黄土掩盖了；小河改
道了，河水变黑了；树木被砍伐了，小鸟飞走了；蓝天蒙尘
了，月亮模糊了。

望着昔日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田园风光，如今却变得如此
死气和昏黄。我仿佛看到日后人们那两行滚烫的泪水正在洒
向这片苍白的土地。我担忧，我们是否将会永远失去昔日的
美丽来作为代价，换来如今众人所说的“繁华”。

琦君说：“年少的人感情是奔放的，眼泪是磅礴的。”正因
这些泪水和忧患，促使我们成长，脱离那无知的孩提时代，
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所以，当我们发出“明月几时有”的指责，发出“出师未捷
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时，我们已在泪水的浸润
下，忧患的承载中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