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图学课程心得体会 教学心得体会(汇
总7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
不足，从而不断提升自己。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
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地图学课程心得体会篇一

第一完全小学wqy近日，很荣幸聆听了县教师进修学校欧校
长的讲座《汉字文化的魅力》，让我们又一次领略了汉字的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全体教师沉浸在汉字艺术的博大精深
与无穷的魅力之中。欧校长的讲座将枯燥的汉字历史与大量
的文献资料融合在一起，妙趣横生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解
必将激发教师了解汉字文化的兴趣以及掌握汉字这项交流工
具，推广汉语文化的责任。

讲解以甲骨文图片切入主题，老师们激动地指指点点，认真
的在画面中认真辨认既像汉字又像图画的形象：“那是？
虎？！”“那是？牛？”。“那是…。”他们研究汉字的热
情就此被激发起来。

为什么要探讨汉字的起源问题呢？翻开生活这本最好的教科
书，从最熟知的的牌匾到名胜古迹的楹联，从喜结良缘
的“双喜字”到祝福时的“祝”字，以及当前流行的网络词语
“任性”都让老师们感受到汉字无处不在，它很有用。汉字
从生活中来，就应该让它回归到生活中去。

当然，历史文化的那份厚重是任何传说、故事所不能替代的。
在讲座中，欧校长不仅让老师们立足世界，了解了四个文明
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我们中国的文字，还
让他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字一直发



展演变下来。在感受这份奇迹的同时，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和
自豪感也溢于言表。

汉字源远流长。它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又是至今
硕果仅存的一种方块文字。早在六千多年前，原始社会晚期，
汉民族先民就在各种器物上刻画符号用来记事，以后渐渐演
变成为汉字。汉字起源于图画，是可读出来的图画，称
为“文字图画”或“图画文字”。后来图画越来越符号化，
逐渐脱离图画，形成象形的汉字。

汉字在长期演变的过程中，经历了从甲骨文到金文、篆书、
隶书和楷书的发展过程，逐渐形成现代汉字。隶书的出现是
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汉字的演变总趋势是由繁到简，汉字字形字体逐步规范化、
稳定化。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古文字和今文字两大
阶段。在古文字阶段，汉字形体演变的序列是甲骨文、金文、
篆书、秦隶。在今文字阶段，汉字形体演变的序列是隶书和
楷书。隶书盛行于汉代。魏晋时期是隶书向楷书的过渡阶段。
楷书盛行于隋唐。隶书、楷书是正式字体。今文字阶段即隶
楷阶段，还出现了辅助书体——草书和行书。小篆使每个字
的笔画数和字形固定下来。隶书构成了新的笔形系统，字形
渐由圆变方，笔画由曲变直。楷书诞生以后，汉字的字形字
体就稳定下来了，笔形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各个字的笔画
数和笔顺也固定下来。随着楷书的出现和汉字多行书写整齐
的要求，汉字方块化定型了，汉字字形与笔画的长短、粗细
被约束在方框内，笔画分布的部位和疏密也受到制约，字形
结构讲究平衡对称。一千多年来楷书一直是汉字的标准字体。
这是汉字字体演变的主流。辅助性字体草书和行书的发展过
程是汉字字体演变的支流。

地图学课程心得体会篇二

针对这节课，在我的教学笔记中，我是这样记录的：



一首“打油诗”盘活一堂课

以海拔为基础绘制的等高线地形图，很具地理专业水准。对
于初次接触专业性地理知识的初中生来说，是很难准确把握
的。从一些弯弯曲曲的线中能看出哪里是陡坡，哪里是缓坡，
哪里是山脊、山谷.....，颇为费神。

经过多年的教学探索，我精心编了一首“打油诗”，使本知
识点可以很快被学生掌握，而且使同学们乐于其中。使教学
效果达到事半功倍。我在课堂上也很得意地向学生推荐：

等高线地形图之歌

等高线，海拔出，

山峰之处有标注；

陡坡密，缓坡疏，

两山之间是鞍部；

下弯脊，上弯谷，

悬崖就在相交处。

要充分理解这首“诗”，还必须结合等高线地形图，对
之“注解”，方能实现既能背诵也能运用。

“等高线，海拔出”，说明等高线产生的基础依据是海拔，
海拔相同的各点连接成线就是等高线。同一条等高线上的各
点海拔相等。

“山峰之处有标注”，是说山峰所在的地方在图中是有明显
的标记的，通常是用一个实心的黑三角标示出来。



“陡坡密，缓坡疏”，在坡陡的地方，等高线呈现出相对密
集，线与线之间的`距离较小，反之为缓坡。

“两山之间是鞍部”，在紧邻的两个山峰之间，就是鞍部所
在。

“下弯脊，上弯谷”，“下弯”是指向海拔低的方向弯曲的
一组等高线，是山脊所在；“上弯”是指向海拔高的方向弯
曲的一组等高线，是山谷所在。

“悬崖就在相交处”，等高线是不能相交的，若出现等高线
十分邻近，从视觉上看是“相交”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悬
崖所在的位置。

当我向同学们说：“为了帮助大家编更好地掌握等高线地形
图，我精心为大家编写了一首‘诗’”！台下一片轻笑，以
为老师在以夸张的语气逗他们乐呢。

当我把“诗”写出来，并科学地加以讲解后，同学们发现这
确实有助于他们学习等高线地形图。

首先，从韵律来看，本“诗”压韵很好，句句压韵。

其次，从节奏感来看，本“诗”很有节奏感，可按快板节奏
念，富有动感，若谱之以曲，应可朗朗上口。

第三，从内容来看，把等高线地形图所表达的地形部位都囊
括在内了。

第四，从课堂效果看，同学们兴趣盎然。

第五，从教学角度而言，一首简单的打油诗，突破了本节课
的难点，而且让学生对此知识点印象颇深，运用起来也得心
应手。



就这样，原本枯燥难懂的一堂课被盘活了，学生学得愉快，
老师教得轻松。

地图学课程心得体会篇三

有效的课堂教学中应当有宽松和谐的学习气氛，使学生能在
探索和学习过程中产生丰富的情感体验。上课时一味地讲，
学生可能会死板地掌握相关知识，但他们不会对学习数学产
生兴趣，也不会有积极主动的探索热情。在这里所说的宽松
和谐的环境并不意味着只有通过游戏活动或生动的情境才能
实现，教师生动的语言、和蔼的态度、富有启发性和创造性
的问题、有探索性的活动等都可以为学生创造和谐的学习环
境。如我在教学三年级上册“秒的认识”一课时，首先我把
话题转移到看电视的情景去，让学生回顾从电视上看到“神
舟一号”发射现场倒计时画面引出“秒”，吸引了学生的注
意力，使学生直观的认识了生活中“秒”的存在，帮助学生
认识抽象的时间概念。通过让学生参与倒计时的活动，是学
生初步感知“1秒”的长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此时学
生已认识“时、分、秒”的基础上认识“秒”，因而在教学
时，我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操作、讨
论、交流等形式来认识秒的具体概念，如先让学生感受1秒，
接着感受5秒，最后是1分钟，使学生轻松的掌握新知。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问题是开放的，思维是发散的。这样的课堂
活动也为学生提供了和谐的学习氛围，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的
动机。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说过：“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赖
于兴趣。”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来看，一般低年级学生对有
趣、好玩、新奇、卡通等事物比较感兴趣。而高年级学生则
对有用、有挑战性等事物比较感兴趣。因此，教师应站在学
生的角度设计学生感兴趣的情境，以趣诱情，使每一个知识
点都成为学生急于捕捉的猎物，把学生的认知因素和情感因
素共同参与到解决问题的活动中来，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得到轻松的发展。



数学来源于生活，又作用于生活。因此新课程理念让学生能
够走进生活去体验数学的魅力。单纯的数学知识往往比较枯
燥乏味，学生没有兴趣和激情。因此在教学时要善于挖掘生
活中的数学素材，给出一些新鲜的真实的问题让学生解答。
有利于问题探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地图学课程心得体会篇四

从我的视角看《希望》。

我，是《希望》的场记之一，而《希望》是我们聚在一起唯
一的奋斗目标。它是我们大一新生自编自导的一个剧，所以
我可以说是看着他成形，看着他被演绎，看着他在台上接受
了那样多的赞美和掌声。

最初接触《希望》的时候是我刚进入戏剧分团试用期的时候，
那时是为了给我们培训也是为了让这部剧更完美，所以部长
让我们自己想一些情节。十几个人真的是各有各的想法，而
这些想法只不过是为了让这部戏更具有吸引力而已。想想当
时结束培训以后我的脑子里还全是《希望》的情节，中午睡
觉前又给部长发飞信说了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发着发着又睡
着了，后来睡醒以后看到部长的回信又接着发。可能跟《希
望》就是这样结缘的吧。后来还真的被分到《希望》做场记。

实话是，场记是一个比较繁琐也比较无聊的工作，每天晚上
从9点开始排戏直到10点多，有时候连打开水都来不及。但是
我们还是依旧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真的是希望也期待着他
站上舞台的时刻。

终于，到了最后演出的时刻。我坐在屏风的后面，看着演员，
居然比他们还紧张，生怕出了差错，好在一切顺利。而且真
的是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我坐在那里听到大家的掌声、小
声居然激动地手舞足蹈，要不是屏风的限制，我觉得我肯定
会跳起来。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我们一个多月以来



的付出真的没有白费。

地图学课程心得体会篇五

作为一名初次涉足小学四年级语文教学的教师，看到一张张
纯真童稚的笑脸，听到一声声清脆响亮的“老师好”，抚摸
着一页页承载着无数知识的课本……我深感责任重大----这
就是我的学生，这就是我的班级，这就是我将昼夜辛勤地去
努力并培育其茁壮成长的孩子们！我知道上课时老师的每一
个动作，每一个眼神，课堂上的思想变化等等，都能体现出
一个老师的水平。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只有在今后的工作中勤奋学习，努力提高自己，才能
更上一层楼！下面是我在四年级语文教学时的一些感想。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兴趣教学”尤为
重要。在新课教学和复习课教学中采取的兴趣教学又略有不
同，在新课，低年级的同学们普遍存在极大的阅读兴趣，但
面临的阅读困难也很大。

语言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正如所谓不积跬步无以
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字、词、句、段、篇的素材
都需要长期积累，而四年级的学生主要在于为以后的学习打
好基础。

首先，生字关就是一大障碍关，学过的生字词刚刚忘掉了，
新的生字词又出现了，这都是学生阅读的障碍，所以要强化
生字学习。

其次，在语句的理解上也存在困难，以低年级学生的语文知
识沉淀来看，真是少之甚少的，因此经常遇到一些不易理解
的语句。

第三，对于课文的大意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些需要深入探
究的知识，同学们在经过表面阅读以后是无法挖掘出其精髓



的。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课堂上得到妥善解决，兴趣教学在其中起
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课堂的导入部分，要最大限度地
提高学生的兴趣，可以通过一首与文章密切相关的儿童歌曲
或一个小游戏来导入课文，紧接着在教学过程中要密切关注
学生的思维变化，以一种适应青少年心理的方式来完成教学
过程，切忌繁冗拖沓。

上好一门课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关键看你怎么设
计怎么安排了，其中的学问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领略尽的，作
为一名年轻教师，我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地图学课程心得体会篇六

平淡最真，简单最实，自然最美首先我感谢领导们给我这个
机会，让我能上台表达我的思想与感情，教育感悟。同时，
我又感到深深的不安，因为面对教育大发展的滚滚潮流，身
为教师的我总会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我的
成绩不够辉煌，所以我无法慷慨激昂，我的故事也不够感人，
所以我不能声泪俱下。但是我有只有一颗真心，和向孩子们
无限敞开的胸怀。有人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幸福就在哪
里。当我用心去感受教育人生的脉搏时，我感觉到不管是快
乐还是忧伤，充实还是迷茫，都是我生命中挥之不去的风景
线。

十几年前，我怀揣着美丽的梦想，踏上这条充满希望的阳光
之旅。漫漫长路，一路走来，虽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惑，
但更多的时候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十几年的辛勤耕耘，
十几年的默默守望，使我深深的体会到，干好教师这一平凡
而充实的职业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

尤其是我们一教就是几个班的英语，近三百个学生。怎么让
孩子们在短短的几节课学会这些内容？确实绞尽脑汁。怎么



让农村孩子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对英语感兴趣？更是一
个难题。说实话，有时候真的就觉得有一块鱼翅卡住嗓子，
咽不下去还吐不出来。但是不管他们学会多少，我总是尽努
力去交给他们好的学习方法和一些好习惯，十几年的工作实
践，使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感悟，特别是做一名班
主任，既要有严师的风范，又要有慈母的情怀。既要做他们
的朋友，还要不失严肃。像我这样没有太多经验的班主任还
要向大家多多学习。

我常常在想，真正考上大学的学生不多。除了知识以外，我
还能教给学生什么呢？如果他们仅仅是考试的机器，那么他
们的人格会健全吗？他们的情感会很丰富吗？每当我走在大
街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常常会想到我的学生：都说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世界的主人，那么他们离开校园
以后，将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呢？他们是会用真善美守候自
己的精神家园，还是会加速这个世界的浮躁与急功近利。

我不能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都铺着鲜红的地毯，但可以见
证他们生命的每一次拔节，就像蝴蝶破茧而出，飞向幸福而
美丽的人生。

所以我不想做春蚕，也不愿意是蜡烛，也不想太阳的光辉只
洒在我一个人的头上。我更愿意是一个母亲，温暖而又严格
的呵护着孩子的纯真与善良。愿意是一个虔诚的神父，教会
他们坚守纯洁与高贵，面对充满挑战的未来，我们都将会是
一只从暴风雨中飞回的海燕，坚强而宁静的立在水边，不管
将要来临的是幸福还是苦难，都能坦然承受！作为一个园丁，
让我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成为他们美好未来的肥沃
土壤，让每一朵理想的小花，都能灿烂的开放！

我坚信：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如春。一颗
爱生如子，爱校如家的心，足以让我的人生写满精彩！



地图学课程心得体会篇七

5月4日，迎着新课改的春风，我们来到走在新课改探索前沿
的清塘中心小学参观和学习，听完几位老师的上课，我感慨
万分，收获颇多，下面就谈谈我个人的一些学习心得。

1、更新了教育理念。新课改的理论我也曾认真研读过，自已
也有些体会，这次清塘中小的几名教师通过课堂教学很好地
阐述了新课改的理念，即树立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为了
一切的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一切为了学生；注重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教师由课堂上的"主演"转变为学
生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2、转变了教学方式。清塘中小对如何进行新课改教学，实践
高效课堂进行了探索。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是新
课改教学的主要学习方式，这次他们对小组合作学习进行了
很好的尝试，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由原来
的被动地接受转变为主动地学习，课堂上各个小组提出了许
多相关的问题，小组成员踊跃地讨论，认真地解决问题。

3、更换了教师角色。新课改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
者，教师在课堂上应尽量少讲，多引导，这就对老师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每一节课他们都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学生在教
师的引导下快乐地学习，收获了许多知识的果实。

2、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如何兼顾全体学生？现在，一些课堂滥
用讨论、合作学习的方式，不给学生足够的机会和科学的指
导，使课堂流于形式。我认为，教师设计组织有效的、科学
的活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问题情境必须贴近学生
的实际生活，活动内容必须与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水
平同步；其次要让学生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过程，让他们带着
自己的观点去充分地讨论研究，发现自己的不足，构建完整
全面的知识体系；还有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要有不同的要求，
允许学生有不同的方法和观点，让学生在交流、探究、比较



的过程中将知识优化组合，完成筛选，做出正确判断。

3、双基知识如何定位？实行小组合作学习，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学习积极性是提高了，比如各小组都提出了许多相关的
问题，提出了小组的学习目标，但是我发现课堂中，基础知
识的学习有些欠缺，比如语文课的生字教学，数学课中计算
能力的训练，英语课中的简单的口语对话，在课堂中所占时
间就比较少，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较少，没有注重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课堂教学在贯彻以学生为主体，注
重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的同时，还要牢固落实"双基"的主导
性作用。

4、老师们如何在新课改中提升自身的素养？在听课中我发现
有学生在课堂上提出了一些开放性的问题，但没有引起及时
的关注，老师准备的内容没有完全处理完就下课了。新课改
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教师除了认真钻研教材，
详细了解学生情况，精心准备课堂教学之外，还要不断提高
自己的应变能力，全面驾驭课堂的能力，对每堂课中可能出
现的各种情况要作出各种预案，灵活应对课堂教学中出现的
各种突发事件。

在新课程教学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新课程教学已不仅仅是
新课标、新理念，它已经与合作、创新、探究、收获、能力
等这些滚烫的字眼牢牢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与新课程一起成
长，为孩子们每一天的快乐成长而努力，愿我们的课堂呈现
思想生命火花的碰撞与展现，成为不由自主的从心灵深处，
淌出不断滋润精神之园的丝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