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座的心得体会 助残助教心得体会(优
秀7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通过记录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
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
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讲座的心得体会篇一

助残助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它不仅能帮助残疾人走向
更加独立自主的生活，还能为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在参与
这项活动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帮助别人，同时也可以提高自
己的素质和能力。下面我将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助残助教中的
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助残的体会

我曾经参与过一次助残活动，当时我们去了一家康复中心，
看望了一些残疾人士。这些人士常年生活在康复中心里，他
们的生活比较单调，但是他们依然对生活充满热情。在和他
们交流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坚韧和勇气，以
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仅深刻了解到残
疾人士的生活状态，更懂得去尽可能地关心他们、帮助他们，
让他们走出阴影，开心地生活。

第三段：助教的体会

在参与助教的过程中，我深感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我曾经在
一所学校做过志愿者，给小学生辅导作业。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孩子们在学校学习知识的时间太有限了，作业数量太
大，往往还没有时间思考、总结知识点。我感到我们作为学



长学姐，有责任去帮助小学生们，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知
识点。通过和孩子们的交流与沟通，我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了我自己的不足，认识到了自己在学习中需要做出哪些调整，
更深入地了解了知识点。

第四段：对自我提升的帮助

通过参与助残助教活动，我发现这个过程不仅是给别人帮助，
更是给自己提升自身能力和素质的过程。在过程中需要更多
的耐心、思考和理解能力，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能力，不仅
为今后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具体的帮助，更将成为我人际交往
和人生体验的宝贵财富。

第五段：总结

助残助教是非常有意义的社会活动。通过参与活动，我们可
以了解到不同的社会群体生活状态，从而能够更好地关爱和
支持他们。同时，我们也可以为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帮助，
让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参与助残助教活动不仅可以帮
助别人，更是一种自我提升和锻炼的机会，帮助我们更好地
了解自我，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讲座的心得体会篇二

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老人和残疾人始终是需要关注和照顾
的弱势群体。现代社会的进步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更为便利的
生活条件，但是未能真正解决助老助残问题，甚至随着社会
发展，一些老人和残疾人的生活状况更加艰难。我在参与助
老助残服务的过程中，深有体会，以下是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认识老年人

在与老年人交往和沟通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对老人的尊重、
关爱、关心和关注的重要性。老人渴望被尊重和认可，他们



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与年轻人不同，我们需要理解和接纳
这些差异，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老人生活不便，有些还患
有疾病，需要我们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问题。有时仅
仅是一个问候，一句陪伴的话语，一杯热茶，就会给老人带
来莫大的温暖。

第三段：认识残疾人

和老年人一样，和残疾人交往也需要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残
疾人本身就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需要被关注和照顾，我们
需要针对他们的特殊情况提供不同于普通人的服务。在与残
疾人交往的过程中，需要多花时间，用心听他们的心声，理
解他们的需求。我们还应该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提高自己
的服务水平，为残疾人提供更为专业、合理和优质的服务。

第四段：助老助残的重要性

助老助残是人类道德的体现，是人类文化凝聚的精华。助老
助残不光让我们心灵得到疗愈，同时还可以让我们赢得更多
的尊重和认可。每一次的助老助残服务，都可以带给我们丰
富的知识和收获，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和宽容。对弱势群体
的关注和照顾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更加自强自立，发挥
出更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第五段：自我提高的必要性

在助老助残服务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自我提高的必要性愈加明朗。我们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技
能，以更加专业和效率的方式服务弱势群体。此外，加强自
我管理和修炼心态，做到心态平和、对工作有热情，才能更
好地开展助老助残服务。我们作为志愿者的工作，还需要更
多的运用技术手段和资源，创新服务模式和方法，让我们的
服务更加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结语：

助老助残并不是仅仅在某个时间段做的一件事情，而是需要
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持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在这个全民助
力愿景的时代，加入到志愿服务的团队中来，用自己的力量
和善心，去宣传和帮助弱势群体。只有我们人人互帮，共同
发展和未来充满希望。

讲座的心得体会篇三

7月14日上午，坊主陈邦老师从教学与有效教学、为有效教学
而准备、提高课堂教学行为的有效性、有效教学的策略、有
效教学的评价五个方面为工作室和国培班的学员们作了《走
向有效的课堂教学》的讲座。

能听此讲座是我的幸运！因为在这次讲座中，我的思想又被
激起了阵阵涟漪——幸甚！

当陈老师展示出这幅图，我震惊了。南辕北辙？可不是吗？
我在之前的教学中，不就正是在做着这样的事吗？费力不讨
好，还习之以为常。

这是陈老师在讲述“为有效教学而准备”时给我们展示的一
句话。看到这句话，我也是震惊了。反观自己以往以讲解知
识为主的教学，不禁直打冷颤……十多年了，原来自己很多
时候都只是在做无用功，都只是在做着舍本逐末的事情，一
天到晚辛苦着授人以鱼，保姆似的跟在学生左右……却是事
倍功半。

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
舞。——德国著名的教育家第斯多惠

同样的，自己在激励、唤醒和鼓舞学生方面，是不是在整个
教育、教学过程中占的比重更大呢？显然很多时候不是的！



所以，我想到了一句市场经济里常说的一句话：做生意、找
钱，靠的就是观念。

其实，现在摆在我们大多数老师面前的，何偿不是一样？我
们需要不断更新观念！这次讲座，于我而言，在这方面，我
有了收获。但更希望以后能实实在在地践行。

讲座的心得体会篇四

家庭教育是塑造一个人的品德与态度的重要环节，尤其对于
残疾人来说，家庭教育更加需要关爱与耐心。作为一名助残
家教，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理念。在此，我
将分享我的一些心得体会，希望能够对助残家教工作更加了
解和重视。

首段：了解残疾特点

助残家教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残疾人的特点和教育需求。
每一种残疾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和困难，我们不能一刀切地对
待所有的残疾人。例如，对于视觉障碍者来说，他们需要倾
听、触摸和嗅觉等其他感官的帮助；而对于听觉障碍者来说，
我们需要利用手语等手段与他们沟通。了解残疾特点，有针
对性地选择教育方法，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学习和成长。

二段：关注情感需求

残疾人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往往面临更多的挫折和困难，因此
情感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在与残疾人交流时，我们要耐心
倾听他们的心声，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关注。同时，我们
也应该鼓励残疾人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帮助他们建立自信
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只有在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环境中，残
疾人才能更好地成长和发展。

三段：创造适宜的学习环境



残疾人的学习环境对于他们的学习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家
庭教育中，我们需要创造一个适合残疾人学习的环境。对于
视觉障碍者来说，家庭中需要保持整洁，避免障碍物；对于
听觉障碍者来说，我们应该关闭嘈杂的声音，提供安静的学
习环境。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使用辅助工具和技术来帮助
残疾人学习，比如使用盲文书籍，或者使用音频材料。创造
适宜的学习环境，有助于提高残疾人的学习兴趣和效果。

四段：培养独立自理能力

作为助残家教，我们不仅要关注残疾人的学习，更要培养他
们的独立自理能力。残疾人的独立自理能力的培养是他们融
入社会的重要一环。我们可以通过模拟真实生活场景，教授
他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技能，比如穿衣、洗澡、煮饭等。同时，
我们也要给予残疾人足够的鼓励和肯定，让他们相信自己能
够独立地完成一些事情。通过培养独立自理能力，残疾人能
够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适应和发展。

五段：关注未来发展

助残家教工作不仅要关注残疾人的当下学习和生活，更要关
注他们的未来发展。我们要鼓励残疾人积极面对困难，勇于
追求自己的梦想。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职业咨询，帮助他们
了解自己的职业方向和潜力。同时，我们也要支持残疾人的
社交活动，让他们能够与社会中不同的人交流和学习。关注
未来发展，助残家教工作才能以更加全面的方式帮助残疾人。

总结：

作为一名助残家教，我深知残疾人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家庭
教育的支持与关爱。了解残疾特点，关注情感需求，创造适
宜的学习环境，培养独立自理能力，关注未来发展，这些都
是助残家教工作的重要方面。只有将这些理念贯彻到家庭教
育中，才能够真正帮助残疾人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生活目标。



讲座的心得体会篇五

助残家教是一项充满挑战和责任感的事业，它既可以为残疾
人提供专业的支持和照顾，也有助于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和
社会地位。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有幸参与了一项助残家教计
划，通过与残疾学生的互动，我收获了许多关于助残教育的
体会和心得。

第二段：了解残疾学生的需求

在与残疾学生接触之前，我首先了解了他们的需求。每个残
疾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挑战和问题，因此我必须了解他们的状
况，并尊重他们的差异。例如，有些学生需要辅助设备或特
别照顾，而有些学生可能需要更多的情感和心理支持。通过
观察和与家人交流，我逐渐适应了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提供
尽可能全面的支持。

第三段：教学方法的选择

在助残家教中，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非常重要。残疾学生的
学习方式可能与常人不同，例如一些学生可能更喜欢视觉学
习，而另一些学生可能更适应听觉学习。因此，我采取了多
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为不同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经验。
而且，我也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鼓励他们提出问题并
积极参与课堂讨论，以促进他们的学习和自信心的提高。

第四段：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社交能力

助残家教不仅仅是为残疾学生传授知识，还要培养他们的独
立性和社交能力。通过鼓励学生自主完成任务和鼓励他们参
与集体活动，我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和自尊心，并促使他们在
学校和社区中更好地适应。此外，我也积极鼓励他们参与志
愿者工作和社会实践，帮助他们扩大社交圈子并提高自己的
社会能力。



第五段：责任和奖励

助残家教的最重要的体验之一是责任和奖励的平衡。作为一
个家教，我不仅要履行教育者的责任，还要充分了解学生和
家庭的困难和需求。有时候，我发现自己既要关注学生的学
习进度，也要为他们提供情感上的支持。然而，当看到学生
在学习和生活上取得进步时，我感到非常充实和满足。

结论：

助残家教是一项充满挑战和奉献的工作，但同时也是充满温
暖和成就感的事业。通过了解残疾学生的需求，选择合适的
教学方法，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和社交能力，并承担责任和奖
励的平衡，我们可以为残疾学生带来希望和改变。无论是在
教育他们知识方面，还是在培养他们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来说，
助残家教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我的助残家教经历，我深
刻体会到了这一点，并将积极投身于这个有意义的事业。

讲座的心得体会篇六

20xx年12月26日在杜桥小学我参加了毕业班教材解读、复习
辅导报告会活动，这次报告会很成功，我聆听了专家张珍珍
老师的精彩报告后，可谓是受益匪浅。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说一下自己的感受：

听了张珍珍老师的讲座后，我发现张老师是一个十足细致的
人，她认真总结和概括三年来的小学毕业班试卷，仔细研读
自己孩子的毕业试卷，分析和解读教材，进而设计复习计划，
对学生进行复习辅导。从她身上，我学会了作为教师要不断
积累总结，将灵感转化成一种经验，做一名真正的智慧教师。

看到张老师自己出的试卷，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认真做很多
事情，更别提通过研读教材和毕业班试卷然后自己出卷考查
学生了。张老师很有心，把自己的总结和分析，在试卷中体



现出来了。从本次学习后我也要做个有心人，及时收集资料
以提高教学质量。

学生在听力部分的听问句选答句这一类型的题目上失分很多，
另外学生在笔试部分的连词成句、阅读理解、单项选择以及
新出的题型完形填空中失分更是相当惨重的，尤其是连词成
句。一直以来，对于学生的这一错误我都手足无措，无可奈
何。听了张老师的讲座后，我的条理清晰多了，首先，在对
待学生的错误的态度上应是：理智、冷静、淡定。其次，在
孩子身上找原因，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最后再找出对策，相
信孩子都是聪明的，会学好的。

通过这次听讲座，观念得到了更新，学得一些有用的方法，
在今后的教学及管理工作中，我会把专家的理论与自己的教
育实践相结合，生成自己的见解，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我
力争使自己的工作再上新台阶，再登新高度。

讲座的心得体会篇七

x月x日下午，在xx中学，我有幸和xx基地的学员们一起聆听
了x老师的讲座，从初见的激动，到学习的专注，再到之后的
思考，我有了很多感触和体会。

x老师先和我们分享了她的教育心得，告诉我们精神的力量最
伟大，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志气，谈到对未来的憧憬，作
为教师重任在肩，责无旁贷。然后又指出教育要“立民族精
神的根，树爱国主义的魂”，作为语文教师，更要“教天地
人事，育生命自觉”，因为语文是直接指向人的思维、情感、
气质的，从教学生“听说读写、语修逻文”到教学生“求真
的态度”，再到“涤灌生命之魂”，我们要有真追求，高追
求，不能“育分不育人，求学不读书”。

从x老师身上，我感受到了：



2、要踏实打磨。x老师讲述了她在备《七根火柴》这一课时的
反复修改，作为教师就要严谨治学，这应该成为我们不断前
进的内驱动力。

3、要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当今社会纷繁复杂，但
作为教师应该有自己的底线，不能因此就模糊了自己的内心。
就像x老师说的，作为教师，自己要有定力，不能随风一吹自
己就没了。我们的教育应该让孩子跟语言文字有骨肉亲情，
树立正确的道德情操价值观。“只有对学生真心一片，才能
与学生心心相印。”作为教师，应该放低姿态，站在学生的
角度上去思考问题，明白他们的渴望和需要，尊重每个人的
与众不同，挖掘他们的潜能，更好地因材施教。

x老师很谦虚，更愿意大家称呼她“老师”，她更愿意说自己是
“草根老师”，她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说”和“做”的
距离，而她自己却用自己的教育生涯和对待教育的态度在拉
近着“说”和“做”的距离。

“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是x老师的名言。早已名
满天下的x__老师都以这样的话来鞭策自己，更何况我们普通
教师。她以这样的信念要求自己，其实更是对我们普通教师
的鞭策和勉励。除了教好书，更重要的是育好人。也让我们
在教育生涯中，不断拉近“说”和“做”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