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捕捉蝈蝈心得体会(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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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得体会是我们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
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捕捉蝈蝈心得体会篇一

每一次读孙老师的书都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一次也
不例外。之前只听说过青春期，更年期等，对于儿童敏感期
还是第一次了解。原来儿童的成长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敏感期
构成的，顺利通过一个敏感期，儿童的心智水平就会从一个
层面上升到另一个层面。而敏感期发展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一
个孩子能否成长为一个正常的，优秀的人。以下是我读完
《捕捉儿童敏感期》的一点心得体会。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总有很多行为让大人难以理解，比如，
总喜欢咬人、喜欢品尝各种各样的东西、喜欢玩水、愿意把
东西扔掉再捡起来、在一段时间里总学说大人话、有时特别
喜欢打人......当孩子发生一些奇怪的行为时，当大人们认
为那是不合理的行为时，大人和孩子之间就会有了冲突，大
人总会对孩子大喊大叫，有时甚至会大打出手，孩子则会很
无辜的哭泣。就我自己教育孩子的经历来说，也有多次这种
情况，我实在想不通孩子的小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孩子的成
长对我来说竟成了一种负担，因为我很害怕他接下来又要做
出什么危险让人担心的事来。直到看到孙瑞雪的《捕捉儿童
的敏感期》一书，我才对我的孩子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开始
学着用“儿童敏感期”的理论来理解孩子的这些另人头痛的
行为，了解了孩子这些内心的秘密。

“儿童敏感期”来源于意大利著名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的教



育观，她毕生致力于儿童研究和教育实践,发现了“儿童的敏
感期”，并分析了每个敏感期中具有不同的特点，提出了促
进儿童身心发展的方法。“所谓敏感期，是指在0——6岁的
成长过程中，儿童受内在生命力的驱使，在某个时间段内，
专心吸收环境中某一事物的特质，并不断重复实践的过程。
顺利通过一个敏感期后，儿童的心智水平便从一个层面上升
到另一个层面。”她认为在幼儿的心理发展中会出现各
种“敏感期”，如秩序敏感期、细节敏感期、行走敏感期、
手的敏感期、语言的敏感期，“正是这种敏感期，使儿童用
一种特有的强烈程度去接触外部世界。在这时期，他们对每
样事情都易学会，对一切充满了活力和激情。”而人的智力
发展正是建立在幼儿敏感期所打下的基础上的。

用这一理论就帮我们很好理解孩子为什么会干出各种奇怪的
事来。但光是理解还不够，当孩子“淘气”时，我们仍然会
不知不觉的想要制止、管教、约束他们。我想每个孩子小时
都特别喜欢玩水，他们总用小盒小盆之类的容器来来回回的
舀水，百玩不厌，弄得满地满身都是水的。这时大人们就要
来制止了：不要再玩了、瞧弄得身上都湿了、赶紧换衣服去!
孩子们玩得正尽兴呢，突然被大人强行抱开，当然要用大哭
来表示反抗了。虽然我们知道孩子的天性都是爱玩水的，玩
水的方法有很多样，可以锻炼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
也可以帮助孩子认识液体这种性状，可是我们仍然对孩子给
大人造成的负担表示了反感。殊不知在儿童的各个敏感期，
如果儿童受到干扰和阻碍，不能正常使用他们的身体的各种
功能，相关的功能就会丧失。不能使用手，手就会多动;不能
使用脚，脚就会无用;不使用鼻子，鼻子就会失嗅;不使用耳
朵，耳朵就会失聪;不使用眼睛，眼睛就会失明。孙瑞雪的教
育经验证明，敏感期得到充分发展的孩子，头脑清楚、思维
开阔、安全感强，能深入理解事物的特性和本质。我们应当
怎样做?做家长的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在孩子玩水时给他们穿上
防水的罩衣，同时把衣袖挽起来，告诉他“开心的玩吧!”

再如一些儿童经常吃手、咬文具盒、甚至吃书、喝彩笔水、



舔桌子等，这时大人的想法是：“真恶心，太不卫生了”。
可是我们并没有考虑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蒙特梭利看来，
孩子首先用口来感知世界，这个时期能持续到6—12岁。小婴
儿会吃身边的任何一样东西，包括自己的手和脚。这是他们
的手和口的敏感期到来了,儿童会没有理由地对某种事物产生
强烈的兴趣,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这项行为,直到爆发出某种新
的动机为止。儿童在这段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内在活力与快乐,
是根源于儿童与外在世界接触的强烈要求。儿童吃的目的也
是在认识味道，了解外在，建构自我，而我们则仅仅把它理
解为吃，并关注清洁卫生。当大人强制性地要求孩子讲究卫
生清洁时，他们的内心就会不断地挣扎、兴趣受到妨碍,就会
丧失以自然的方式适应环境的机会,也就因此丧失属于个体的
敏感性与动机,这会越加导致儿童精神发展和完成方面的障碍。

早在20世纪初，蒙台梭利提出了“发现儿童”与“解放儿
童”。到了21世纪中国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了著名的“六大主
张”：解放儿童的头脑，使其从道德、成见、幻想中解放出
来;解放儿童的双手，使其从“这也不许动，那也不许动”的
束缚中解放出来;解放儿童的嘴巴，使其有提问的自由，
从“不许多说话”中解放出来;解放儿童的空间，使其接触大
自然、大社会，从鸟笼似的学校解放出来;解放儿童的时间，
不过紧安排，从过分的考试制度下解放出来;给予民主生活和
自觉纪律，因材施教。因此家长要注意儿童的心理发展和生
理的发展之间的密切的关系，给予他们更多新鲜的刺激，在
自由自在的环境中，依照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发展儿童的
感知觉、释放情绪，在此基础上进行感知训练和良好的行为
习惯、品德观念的培养，最后才是强调文化知识教育，整个
过程不能超越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和认识能力。

捕捉蝈蝈心得体会篇二

孙瑞雪的《捕捉儿童敏感期》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
小朋友在幼儿园拉了粑粑，在老师去给他拿裤子的时候，他
把自己的粑粑包了起来并放在书包里带回了家，在他的父母



询问原因时，孩子的回答竟然是：“这是我的”。

当你看完这个案例时，相信你也和我一样已经乐得捧腹大笑
了。但是这个案例却告诉了我们，这是儿童自我意识产生的
开始。

儿童在一出生时，他是没有自我的，他和世界是浑然一体的，
儿童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在这个建构的过
程中，最初儿童是通过占有属于自我的东西来区分自己和他
人的，当儿童占有了自己的东西，当这个东西完全属于他时，
儿童才能够感觉到“我”的存在，这也是儿童的自我诞生的
标志。

在我们身边不难发现，许多儿童在与别人交往中，会出现占
有欲强、不愿分享、甚至别人碰他的东西就会大声尖叫等。
多数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一现象归结为家庭教养方式的过度
溺爱，造成了孩子自私自利的坏毛病。殊不知这是儿童自我
意识初步建立的时候，也是他们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当孩子
出现了自我意识时，他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情感、心理和意
志的需要行使自己的计划、支配自己的行为。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满足儿童的合理需求，不要一味的谴责，
给儿童创造一个充满爱的环境，让儿童圆满的的度过这一时
期。我想爱和自由永远都是我们对孩子的缺憾。

捕捉蝈蝈心得体会篇三

跳蚤是一种极小的昆虫，它们常常带来了许多的麻烦，尤其
是对家庭和宠物。我最近亲身经历了一次与跳蚤的斗争，并
从中收获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和体会。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分
享一下我在捕捉跳蚤的过程中所学到的技巧和心得。

第二段：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是捕捉跳蚤的关键，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在
作战中取得胜利。首先，要保持屋子的清洁和整洁，将杂物
和垃圾清理干净。其次，在宠物的床上和周围的区域喷洒跳
蚤喷雾剂，以防止它们在宠物身上滋生。还有，要准备好专
门用于捕捉跳蚤的工具，比如纸带、捕蚤器等。一旦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就可以开始捕捉跳蚤了。

第三段：捕捉技巧

捕捉跳蚤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耐心。首先，要寻找宠物身上的
跳蚤，因为它们经常在宠物的身上寄生。用手轻轻抓住宠物
的毛发，仔细观察有没有跳蚤跳动的迹象。一旦发现了跳蚤，
要迅速用纸带或捕蚤器将其捕捉到，然后立即放在密封的容
器中以防止跳蚤逃跑。如果在宠物身上没找到跳蚤，就要检
查宠物的床上和周围的区域。通常，跳蚤会躲藏在床垫、窗
帘、地毯等地方。只要细心、耐心，总能成功捕捉到它们。

第四段：防止再次发生

捕捉跳蚤只是暂时解决问题，要防止再次发生跳蚤侵扰，就
需要采取预防措施。首先，在宠物身上定期使用防蚤项圈或
跳蚤药物，以防止跳蚤寄生在宠物身上。其次，要经常清理
和清洗宠物的床上用品、地毯等物品，杀死跳蚤的卵和幼虫。
此外，要保持屋子的清洁和整洁，定期打扫和清理室内，防
止跳蚤的滋生。只有做好预防工作，才能彻底杜绝跳蚤的侵
扰。

第五段：心得体会

通过捕捉跳蚤的过程，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准备工作的重要性。
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更加顺利地进行捕捉工作。另外，
耐心和细心也是捕捉跳蚤的关键。因为跳蚤非常小，而且在
衣物和地毯等区域隐藏的十分巧妙，所以我们需要耐心地寻
找和观察，才能成功捕捉到它们。最重要的是，预防措施不



可忽视。只有做好预防工作，才能避免再次发生跳蚤侵扰的
情况。

总结：

捕捉跳蚤是一项需要耐心和技巧的工作。只有做好准备工作，
掌握捕捉技巧，并采取预防措施，才能彻底摆脱跳蚤的困扰。
通过这次经历，我不仅学到了捕捉跳蚤的方法和技巧，更重
要的是体会到了耐心、细心和预防的重要性。我相信，只要
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保持清洁和卫生，定期防蚤，我们一定
能远离跳蚤的麻烦，创造一个安宁、舒适的居住环境。

捕捉蝈蝈心得体会篇四

第一段：引言（200字）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打扫房间成为了一个必要的任务。然
而，有些时候即便尽力维持房间的整洁，我们仍然可能会发
现一些小小的跳蚤在家中出现。跳蚤这种小虫子给生活带来
了不便和烦恼，因此，学会捕捉跳蚤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在捕捉跳蚤的过程中，我从中获得了一些经验和体会。本文
将着重描述我在捕捉跳蚤中学到的技巧和心得体会。

第二段：了解跳蚤的习性（200字）

在捕捉跳蚤之前，了解它们的习性非常重要。跳蚤擅长跳跃，
且能够在它们目标周围迅速探测到温度和气味变化。因此，
在捕捉跳蚤时，我们需要采取迅速和准确的行动。同时，我
们还应该注意到它们的栖息地和繁殖方式。通过了解跳蚤的
行为特点，我能够更有效地找到并捕捉到它们。

第三段：寻找跳蚤的窝点（200字）

寻找跳蚤的窝点是捕捉的第一步。跳蚤通常喜欢单调阴暗和



潮湿的环境，如床上和地毯下。在我收拾房间时，我经常会
发现跳蚤的踪迹。一旦发现它们的踪迹，我会用手指轻轻压
在跳蚤附近，当它感知到压力时，它会跳起并暴露出来。这
时，我会快速动作，用纸巾或小网捕捉到它们。寻找跳蚤的
窝点是捕捉跳蚤的关键步骤之一。

第四段：采取科学有效的捕捉方法（200字）

除了找到跳蚤的窝点之外，也需要采取适当的捕捉方法才能
成功地捕捉到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到了一些有效的
捕捉方法。例如，我发现使用湿纸巾可以更容易地捕捉到跳
蚤，因为它们不太容易跳跃。此外，我还使用了一些天然杀
虫剂，如柠檬汁和茶树精油，帮助我清除跳蚤。通过采取科
学有效的捕捉方法，我能够更迅速地将跳蚤清除。

第五段：预防跳蚤再次出现（200字）

捕捉跳蚤只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预防再次出现也是非常关
键的。为了预防跳蚤再次侵扰，我经常吸尘和清洗床单、地
毯和家具。此外，我还定期给宠物使用防蚤药，以防止宠物
成为跳蚤的来源。通过坚持这些预防措施，我能够有效地防
止跳蚤再次滋生和扩散。

结论（200字）

捕捉跳蚤可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技
巧的熟练，我们可以更加轻松地有效地捕捉到跳蚤。了解跳
蚤的习性、寻找跳蚤的窝点、采取科学有效的捕捉方法以及
预防跳蚤再次出现，这些都是成功捕捉跳蚤的关键步骤。通
过对捕捉跳蚤的研究和实践，我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体会，
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管理家庭卫生，并保护我们的健康。



捕捉蝈蝈心得体会篇五

《送给盲婆婆的蝈蝈》是一首诗歌，写出了残疾人盲婆婆受
到关爱时的幸福神情，同时，一个活泼可爱，非常有爱心的
少年儿童形象也跃然纸上。通过这首古诗的学习让孩子们学
会去关爱别人，尤其是残疾人更需要我们的关爱，愿这中华
民族传统的美德，在孩子们身上也能发扬光大。，但与学生
实际生活经验的直接联系不够普遍。因此，有必要抓
住“盲”字，充分引发学生想象，为理解诗歌内容，走进诗
歌所创设的情境作铺垫。

我借助角色换位的方式帮助学生获得真切而深刻的体验，即
借助角色扮演，使学生转换到他人的位置，去体验不同的情
绪反应，并以某种角色直接进入情感共鸣状态。问渠哪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学生有了真实的生活体验，这
源头活水才能水到渠来。在课堂上，学生真因为体验了盲人
的生活，虽然只是生活的一隅，但是也足能给他们的心灵带
来一点震撼，也足以让他们体会到了作为一个盲人生活有多
么的不便，是多么的需要帮助。“生：需要拐杖;生：需要帮
助;生：需要眼睛;生：需要领路人。”虽然孩子们只是短短
数语，但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感受。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从中可见他们的感受之深，体
验也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