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发展解读心得体会(大全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
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儿童发展解读心得体会篇一

寒假期间，我学习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案例式
解读，其中详细阅读了健康领域，对xxx等老师的案例作了更
细的`解读。下面我就《指南》中的健康领域谈一些感想：

一个健康的幼儿，既是一个身体健全的幼儿，也是一个愉快、
主动、大胆、自信、乐于交往、不怕困难的幼儿，只有充分
尊重幼儿，使其发挥应有的主体性，幼儿才有可能主动、积
极、创造性地活动。

一、要尊重每个幼儿，针对幼儿的年龄特点进行因材施教。

孩子们都有尊严，教师应该给予孩子的是尊重。按照一桶水
的原理，我们每个孩子能力都是有差异的，在设计活动时，
要具有层次性，满足不同孩子的需求。如我们在设计区域游
戏时，充分考虑幼儿的个体差异，提供不同的区域供幼儿选
择，在同一个区域中还提供难易不同的材料。在中班下学期
《小鬼显身手》主题中，我们就是根据幼儿的兴趣出发，开
设了各个区域，在美工区的设计区中，有服装、鞋子、房子
等不同设计，并且在每一个区域都有范图、半成品、成品等，
孩子们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不同的玩法，使他们对游戏充满
了乐趣。

二、做好科学的教育评价



理解幼儿，这是促进每个幼儿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手
段，在此，必须注意的是要避免用划一的标准评价不同的幼
儿，在幼儿面前慎用横向比较。当孩子犯了错，教师要以慈
母般的胸怀理解孩子，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责骂孩子。例如
有的老师在活动中会指责孩子“你怎么这么笨，这个都不会。
”老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孩子有不明白的，老师要去用合
理的方式让孩子明白，不能去责怪孩子，更不能去和别的孩
子进行对比，这样会伤了孩子的自尊心。

三、运用多种教育形式和途径，因材施教。

曾经误认为幼儿健康就是上健康课，其实不是，健康需要综
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尤其是环境，它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
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同时要将
“美”的事物都展现给我们孩子，让他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
中学习生活。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块“金子”，这就看老
师会不会去挖掘，这就要我们教师要有一双善于发现
的“眼”，善于挖掘的“手”，教师在挖掘之前首先要付出
代价，给幼儿创设一个轻松、舒适、和谐、美观的外在和内
在的环境。

以上是我学习的一点体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揣摩
《指南》，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让孩子们能够得到真正合
理、全面的发展。

儿童发展解读心得体会篇二

这学期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案
例式解读这本书。看了此书，对我帮助甚大，感触颇多。人
生百年，立于幼学，学龄前阶段是人生最重要的启蒙时期。
本书采用的是案列式解读，它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与教育教学实践有机结合，与一线幼儿园教师的经验、体会、
摸索融会贯通，通过呈现幼儿园教师实践中那些需要回应的
现实问题和鲜活典型的案例、为幼师提供很多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具体场景。

有一个关于倾听和表达的案例让我印象深刻。它说的是老师
的喉疾复发了。在一片吵闹声中，老师无法使这群大班的孩
子们安静下来。于是老师拿来两块积木，敲出了响声。果然，
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等孩子们安静下来后，老师开始组织
集体活动，但嗓子就开始疼了。她皱着眉头、使劲清了清嗓
子，但是效果不大，于是她想了办法，用夸张的嘴说：“那
我就不发出声音了，你们来猜我说了些什么，好吗？”孩子
们回答说：“好！”这位老师教孩子们折纸，神奇的事情发
生了，20分钟，老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像哑剧演员一样，
用各种示意图，上完了一节手工课。而更为神奇的是，那天，
所有的孩子都成功地完成了作品。连平时的几个爱走神的孩
子，也“听”得非常好！从那之后，他们每天都会进行“看
我说”的游戏，别人说话时，孩子们都能安静地看着对方。

上面这个案例很好的说明了5-6岁的幼儿在集体中能注意听老
师或其他人讲话！在我们平时的教学中，只要教师善于捕捉
教育契机，适时引导，创新教学方法，让幼儿明白会倾听的
孩子说明他们已经长大了，会倾听的孩子更聪明、更有修养，
就能使幼儿逐步养成良好的倾听习惯，除此之外，书中还给
出3点平时培养幼儿良好的倾听习惯的方法：

1、老师要以身作则，在幼儿面前树立耐心倾听的榜样。

2、在班级里寻找平时能够耐心倾听别人说话的孩子，在集体
面前加以赞扬，告诉幼儿耐心、认真地倾听是成熟的种表现。

3、通过游戏、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倾听习惯。如：“词语接
龙”、“传话筒”、“看我说”等培养幼儿倾听、提高幼儿
专注力的游戏。

我觉得这些方法很好，于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稍加改动运
用于自己的教学中，效果甚好。它的确对我的工作有着很重



要的指导作用，指引着我在工作中找到方向。以上是我学习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案例式解读后的其中一点体会，
我会不断地学习、实践，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

儿童发展解读心得体会篇三

第三章解读《指南》“社会”领域时，让我对《指南》有了
更进一步的了解。社会领域它从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两方面
进行解读，人际交往这一部分的总体目标是：愿意与人交往；
能与同伴友好相处；具有自尊、自信、自主的表现；关心尊
重他人。社会适应这一部分的总体目标是：喜欢并适应群体
生活；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具有初步的归属感。每个目标
又根据幼儿的不同年龄进行了细化，案例的分析、迷津指点
和相应的教育建议、教育名家链接，学后使我受益匪浅。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犹如一盏“指明灯”，它为我
们幼儿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也照亮了孩子
人生的起点！

德国着名教育家赫尔巴特说：“有秩序的健康生活必须是教
育的基础，同样也是教育的最初准备”。在遵守基本的行为
规范2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撒谎是孩子在社会化——理解
一些简单的生活规则、逐步掌握语言——过程中很容易出现
的现象。面对孩子的谎言，老师和家长的判断与处理是很重
要的，正确处理可以帮助幼儿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更健康地发
展。例如：我们班的钧钧是个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强的孩子，
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上都不需要老师过多的操心，老师对他很
放心。可有一天的晚上，我接到钧钧妈妈的电话，她怒气冲
冲地说：“老师，你为什么不给我家儿子吃饭？如果他做错
了什么也不能不给他吃饭啊。”说完她妈妈就挂机了。

听了此言，我很纳闷，午餐时他吃饭还好好的，我还给他添
饭添菜怎么竟会说到老师不给他吃饭呢？于是，我马上打电
话过去可就是无法接通。第二天，我找钧钧了解此事，他说：
“我想吃小笼馒头，可奶奶一直不肯给我买，我就想了个办



法骗奶奶讲没吃到饭，肚子要饿死了，奶奶就帮我买了一笼
小馒头，好吃得不得了。”看他很开心的样子，我并没用指
责他。然后在区角活动时，我同意钧钧扮演幼儿园“老师”，
还特意将此事情节再现到游戏中，使它明白了说谎的不对，
没等游戏结束他就跑到我身边用嘴巴贴着我的耳朵说：“老
师，对不起！请原谅，我知道我错了”。我笑着摸摸他的头，
他抱住了我的腰哭着说：“老师，我爱你，我听你的话保证
不说谎了。”放学时，我很冷静地与钧钧奶奶澄清了事实，
奶奶也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身表歉意，连声说：“老师，
对不起！对不起！谢谢你……”。

这件事，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孩子是会说谎的，而且他说谎
也是又种种“理由”，我们做老师和家长的不要急于下结论，
要弄清孩子说谎的原因，正确对待孩子说的“话”和反映
的“事实”，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解决问题，促进孩子的身
心和谐、健康地发展。

儿童发展解读心得体会篇四

近日，我认真学习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案例式解
读一书。仔细研究之后，我感触颇多。指南中所提出的儿童
发展目标内容十分广泛。而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可能没有充
分考虑到幼儿的方方面面，可能对幼儿的关注还不够细致入
微。比如：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单个幼儿缺乏某方面的了解；
有的时候，又忽视了孩子能力上的优势或缺失。我深深感到
身为幼儿工作者，就要对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发展负责，我们
不仅要深入学习、领会《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而且
要把《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真正作为我们指导实际教
育工作的明灯。根据实际的工作经验，我的体会如下：

教师要了解孩子的当前状态，并为孩子制定今后的发展目标，
同时，努力取得家长的配合。比如，为幼儿制定成长档案，
教师要细致观察孩子，记录孩子的行为特点，擅长与不擅长
的内容，做实施教育的记录者。全方位了解孩子的一言一行，



并且运用多种途径与幼儿家长进行及时地沟通，对家长提出
教育指导意见，做实施教育的整体掌控者。教师要把班级中
的孩子当成是自己的孩子，关注幼儿的个体差异，倾注自己
的智慧和汗水，做实施教育的思想者。孩子的个体差异是很
明显的，所以，教师在照顾到绝大多数孩子发展的同时，还
要对班级中一些特别的幼儿进行个别辅导，逐步提高幼儿的
能力的自信心，做个别幼儿的辅导者。教师要支持和引导每
个幼儿向更高的能力水平持续、均衡、平稳发展。

在我们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有些老师因为担心幼儿不会做、
不会画、不会剪等，对幼儿的课程学习太过于包办。忌惮幼
儿自己动手去做，这种做法既剥夺了幼儿自己练习本领的机
会，又使得老师本身疲惫不堪。若长此以往，幼儿的能力发
展就会受到抑制和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放手让幼儿自己
去学习、去锻炼，哪怕是失败很多次。我们需要的是始终如
一的坚持原则和不怕失败的坚强信心。

幼儿在园的学习内容是十分广泛的，教师不能让幼儿只偏向
于某一领域的学习而轻视其它能力的培养。幼儿园阶段，对
幼儿的培养是要全面、全科的，包括语言、社会、科学、健
康、艺术各领域的教学以及各种良好习惯的培养等。这对教
师的要求是很高的，比如，在社会领域的教学，教师既要把
握好教学目标与要求，熟悉教学内容，又要做到与实际生活
结合，通过生活化的教学让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具备初步的、
稳健的根基。因此，作为幼儿教师，自身要加强修养，关注
科学知识，开拓视界，丰富动手能力，这样，在教学中才能
科学施教，让幼儿懂得更多的知识，学会更多的本领。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以《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为工
作指南，继续细致、扎实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和孩子们一
起成长。



儿童发展解读心得体会篇五

寒假期间，我学习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案例式
解读，其中详细阅读了健康领域，对周咏梅、孙栎楠、陈黎
冰、沈爱珍等老师的案例作了更细的解读。下面我就《指南》
中的健康领域谈一些感想：

一个健康的幼儿，既是一个身体健全的幼儿，也是一个愉快、
主动、大胆、自信、乐于交往、不怕困难的幼儿，只有充分
尊重幼儿，使其发挥应有的主体性，幼儿才有可能主动、积
极、创造性地活动。

一、要尊重每个幼儿，针对幼儿的年龄特点进行因材施教。

孩子们都有尊严，教师应该给予孩子的是尊重。按照一桶水
的原理，我们每个孩子能力都是有差异的，在设计活动时，
要具有层次性，满足不同孩子的需求。如我们在设计区域游
戏时，充分考虑幼儿的个体差异，提供不同的区域供幼儿选
择，在同一个区域中还提供难易不同的材料。在中班下学期
《小鬼显身手》主题中，我们就是根据幼儿的兴趣出发，开
设了各个区域，在美工区的设计区中，有服装、鞋子、房子
等不同设计，并且在每一个区域都有范图、半成品、成品等，
孩子们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不同的玩法，使他们对游戏充满
了乐趣。

二、做好科学的教育评价

理解幼儿，这是促进每个幼儿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手
段，在此，必须注意的是要避免用划一的标准评价不同的幼
儿，在幼儿面前慎用横向比较。当孩子犯了错，教师要以慈
母般的胸怀理解孩子，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责骂孩子。例如
有的老师在活动中会指责孩子“你怎么这么笨，这个都不会。
”老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孩子有不明白的，老师要去用合
理的方式让孩子明白，不能去责怪孩子，更不能去和别的孩



子进行对比，这样会伤了孩子的自尊心。

三、运用多种教育形式和途径，因材施教。

曾经误认为幼儿健康就是上健康课，其实不是，健康需要综
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尤其是环境，它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
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同时要将
“美”的事物都展现给我们孩子，让他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
中学习生活。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块“金子”，这就看老
师会不会去挖掘，这就要我们教师要有一双善于发现
的“眼”，善于挖掘的“手”，教师在挖掘之前首先要付出
代价，给幼儿创设一个轻松、舒适、和谐、美观的外在和内
在的环境。

以上是我学习的一点体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揣摩
《指南》，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让孩子们能够得到真正合
理、全面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