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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是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考、
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
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
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爱的教育幼儿园教师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爱的教育》的书名使我思考，在这纷纭的世界里，爱究竟
是什么带着这个思考，我与这个意大利小学生一起跋涉，去
探寻一个未知的答案。一个四年级小学生在一个学年十个月
中所记的日记，包含了同学之间的爱，姐弟之间的爱，子女
与父母间的爱，师生之间的爱，对祖国的爱使人读之，尤如
在爱的怀抱中成长。

《爱的教育》，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虽然我没有流泪，可是
我认为这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籍。吸引我的，似乎并不是其
文学价值有多高，而在于那平凡而细腻的笔触中体现出来的
近乎完美的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恋这部
处处洋溢着爱的小说所蕴涵散发出的那种深厚，浓郁的情感
力量，真的很伟大。《爱的教育》在诉说崇高纯真的人性之
爱就是一种最为真诚的教育，而教育使爱在升华。虽然，每
个人的人生阅历不同，但是你会从《爱的教育》中，体会到
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类似的情感，可我们对此的态度行为可能
不同。它让我感动的同时也引发了我对于爱的一些思索。

爱，像空气，每天在我们身边，因其无影无形常常会被我们
所忽略，可是我们的生活不能缺少它，其实他的意义已经融
入生命。就如父母的爱，恩里科有本与父母共同读写的日记，
而现在很多学生的日记上还挂着一把小锁。最简单的东西却
最容易忽略，正如这博大的爱中深沉的亲子之爱，很多人都



无法感受到。爱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不仅仅对个人而言，
更是以整个民族为荣的尊严与情绪。《爱的教育》一书中描
写了一群充满活力，积极要求上进，如阳光般灿烂的少年。
他们有的家庭贫困，有的身有残疾，当然也有一些是沐浴在
幸福中的。他们从出身到性格都有迥异之外，但他们身上却
都有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对自己的祖国意大利的深深的爱，对
亲友的真挚之情。这里面不能忽视的是每个月老师读给那群
少年听的精神讲话。

这一个个小故事，不仅使书中的人物受到熏陶，同样让我这
个外国读者也被其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情感所震撼。而面对
我们的教育，爱应该是教育力量的源泉，是教育成功的基础。
夏丐尊先生在翻译《爱的教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教育之
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
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一次没有尽头的旅行，一
路上边走边看，就会很轻松，每天也会有因对新东西的感悟，
学习而充实起来。于是，就想继续走下去，甚至投入热情，
不在乎它将持续多久。这时候，这种情怀已升华为一种爱，
一种对于生活的爱。

爱的教育幼儿园教师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众所周知，教育是一种无私而又博爱的职业，幼儿教育作为
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和终生教育的基础。

作为幼儿教师，更需要用爱心和耐心来温暖呵护每一颗童稚
的心灵，想要成为一名幼儿教师，尤其是一名优秀的幼儿教
师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这段时间里，我读了《幼儿教师最需
要什么》这本书，让我有很大的感触。书中提到说幼儿教师
需要有什么样的精神、需要有什么样的专业素质、需要有什
么样的教育智慧、需要有什么样的教育艺术。让我了解了要
做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需要具备的有哪些。

在《幼儿教师最需要什么》一书中，作者分别从“幼儿教师



最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幼儿教师最需要的专业素
养”，“幼儿教师最需要的教育智慧”和“幼儿教师最需要
的教学艺术”这四方面来阐述了怎样做好一名幼儿教师。

确实，要做好幼儿教师这份工作，单靠热情是不够的，还需
要我们充满爱心、痛心、和真心的付出;同时还需要我们老师
间的相互配合，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
神。不光这样，幼儿教师还应具有创新精神和终生学习的思
想，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在孩子的心中，教师是圣神
的、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而孩子本身就有很强的可塑性
和模仿能力，他们对于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观察细微，
感受强烈，而且还会不加选择的模仿。因此，幼儿教师也应
该从自身的言语、行动中使孩子的思想、道德、行为等方面
都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比起对孩子一本正经的教育要有
用得多。

我还了解到，作为一名幼儿教师，需要的东西很有很多。比
如说，幼儿教师需要“幸福”。

幸福的定义很广，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迷。有的人认为自己拥
有财富就是幸福;有的人认为自己取得成功了就是幸福;作为
一名幼儿教师，我觉得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天早上听着
孩子们和你问早，晚上听着孩子们和你说再见是一种幸福;看
到孩子们在幼儿园里开开心心地生活、游戏是一种幸福;看着
孩子们一天天地长高长胖是一种幸福……幼儿教师需要这样
的幸福。

幸福固然重要，一个好的心态也十分地重要。它能成就一个
优秀的幼儿教师，幼儿教师也需要一个好的心态。

我在书中看到过这么一个故事：在一个刚刚退潮的沙滩上，
一个小男孩正俯身捡起一条被海潮涌来时带到岸边的小扔到
了大海里。身边的爸爸妈妈觉得很奇怪，问道：“这么多的
小鱼都被带到岸边，你什么时候能捡完呢?再说谁又在乎



呢?”小男孩头也没抬地继续捡起捡起一条小鱼又扔进了大海，
并且自言自语道：“这条小鱼会在乎的。”又捡起一条
说：“这条小鱼也在乎”。

是呀，每条小鱼都会在乎，它们希望得到这个小男孩的救助，
因为他捡起一条，就意味着这条小鱼有生的希望了。就像我
们的孩子一样，他们肯定也希望老师能够关注自己、在乎自
己、鼓励自己，让自己获得更大的成功。

所以，既然我们选择了幼儿教师这一职业，就应该将自己的
心态放平和一些，保持最初职业的热情，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公平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孩子。把孩子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
都当作一件大事情来做，让孩子能感受的到你对他的关心，
在乎。让他们觉得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以朋友的身份和他
们一起生活、学习、游戏。摆正了自己的心态，你的每一天
都会过的充实，快乐。

除了要有好的心态，还需要智慧。通过自身不断地努力，填
充知识面，将知识教给孩子们。用正确的方法来对待孩子们，
而不是孩子一做错什么事就骂他、责备他。孩子是要靠老师
去引导的。只有你用对了方法和孩子去沟通、接触，孩子才
会打心底崇拜你。

以上就是我看了《幼儿教师需要什么》这本书后的一些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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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教育幼儿园教师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对每一个人都要负责任。
有一次，我们班同学生病了，需要回家，他让我帮他看一下
足球，我得帮他拿回家，由于我去足球队训练，把这件事抛



到了九霄云外，就直接回到了家，到了家我才想起这件事，
这时我都不想去取了，可是我想起了当天背得《论
语》：“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
我才跑去了学校，把球拿了回来。

我们要对每一个人负责，不辜负他们把这件事交给我。

爱的教育幼儿园教师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首次接触这本书，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在组织活动时，我在前
面讲，孩子在后面讲的场景。我一直在探索让孩子愿意听我
讲话，能够专心听我讲话，并积极回应的方法。工作中也在
不断地尝试各种方法，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也许
这本书对我会有一些帮助吧?也许书里无非是“尊重、理解、
接受、包容、平等、站在海孩子的角度”等等……这些个词
吧?带着这两种想法，我开始翻阅这本书。浏览中，案例图片
深深的吸引了我。不仅因为每次我的处理方式都和错误的范
例不谋而合，而且还有那些正确的引导方式让我佩服。细读
下去，又有了其他的收获，让我受益匪浅。

这本书克服了一般书籍空洞的理论说教的毛病，它结合众多
的故事，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了很多简单实用的方法。我
觉得这本书本质上是一本人际交往的书，其中很多的理念和
方法不仅适用于家长与孩子之间，也适用于教师与幼儿之间
的交流。

通读全书后我有一些粗浅的收获：

一、关于如何帮助孩子克服消极情绪对幼儿入园情绪问题的
启示:

在小班，早上入园经常会出现幼儿哭闹着不肯来园的情况。
一般情况，当幼儿情绪不好，我们总试图用成人的观念去安
慰、用自己的道理去说服他。孩子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想把自



己的情感说出来并得到认同，找到一种归属感。马斯洛需要
层次理论将需求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
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人都有
归属与爱的需要。也许理解、赞同才是最好的安慰良药。当
孩子感受到被接纳，他们才会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的问题。认
可孩子的感受，并用适合的话说出来你的理解，不要急着给
孩子解决问题的办法，让孩子自己说出自己的问题，找出解
决问题的办法，以倾听者的角色帮助幼儿走出自己的困境。

那么该如何让幼儿面对他们的感受呢?书中给了我们可操作性
的建议：1、全神贯注的聆听。2、认同孩子的感受。3、把孩
子的感受表达出来。4、借住想象满足孩子的愿望。

二、关于如何夸奖孩子对美术活动作品评价的启示:

我在评价幼儿的作品或行为时不经意间往往用“你做的很
棒”，“这幅画很漂亮”。有时甚至不知道从哪里评价。评
价语言通常存在着用词单一、内容空洞贫乏。这样一来评价
语言成了纯粹的形式语言，对幼儿语言表达、情感提升的帮
助几乎为零。书中对于如何夸奖孩子提出以下方法：描述你
所见的事物，描述你的感受，用一个词来概括孩子值得表扬
的行为。在评价时，可以先描述一下眼睛中看到的事物，说
出自己的感受，也引导孩子来说说自己的感受。

在尝试利用这样的方式来评价幼儿的作品后，我听到两个幼
儿的对话。a：你的画很好，我喜欢。b:为什么啊?a:因为很漂亮。
b:……a:因为你的画上面有两个蜗牛，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我
很喜欢那个小的蜗牛。a小朋友美美的笑了。a在b的评价中得到
认同，增强了自信。并且知道的自己的作品的优点，今后可
以继续发扬。b也从中学到了a的优点，从而在以后学习、提升。

三、关于如何用其他方法替代惩罚对处理孩子不当行为的启
示:



我们都一直不认同惩罚行为，惩罚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如：
惩罚给孩子带来的感受：敌意、仇恨、抗拒、罪恶感、没有
价值感、自怜;孩子在惩罚中会把精力分散，错失了对自己不
当行为的反悔以及思考修正错误的机会;不利于孩子发自内心
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惩罚作为一种行为是会被孩子效仿的，
“以强欺弱”会成为他面对问题的处理方式;孩子受到的惩罚，
会减轻他们对错误行为的内疚感，他们认为“惩罚”可以抵
消他们的“罪行”，可以心安理得地重复自己的错误。

书里给我我们七种方法来替代惩罚：1、转移注意力：把孩子对
“问题”行为的注意力转移到帮助老师做事或者有趣的事情
上。2、明确表达强烈不同意的立场(但不攻击孩子的人格)，
让孩子了解问题本身的影响。3、表明你的期望：对于已经发
生的错误不过分追究，并表明对孩子下次行为的期望。4、提
供选择：提供给孩子合理的、且我们能接受的选择，给他被
尊重感，而不是被强迫感。5、告诉孩子怎么弥补自己的失误：
当孩子的知识经验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可以直
接告诉幼儿该怎样去做来帮助他弥补失误。6、当孩子出现不
当行为，对于并不是对我们有很严重的影响的事情我们可以
采取行动，让幼儿直接面对行为背后的后果。

教师读书体会

爱的教育幼儿园教师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只有当他成为自己的主人并遵循一些生活规则时，他才能管
住自己的行为，我们才认为他是一个守纪律的人。这样的纪
律具有灵活性概念即不易被理解又不易被采用。但它包含一
个伟大的教育原则，它不同于旧式教育里那种绝对的，不容
辩驳的高压政策下的“不许动”的原则。

心得：



这一段话给我的教学路程上点燃了一盏明灯。回顾自己以前
的教学过程中也曾想“约束”孩子。当孩子们说话时觉得他
们太吵了，希望他们安静。可是这种“约束” 对孩子们没有
任何作用。相反孩子们想说的、想做的欲望却更强烈。因为
在此时我是“主人”，而孩子们是“服从者”。所以他们的
行为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外人强加的，所以孩子们的安静
时一时的，只要我一离开，他们便会很快的开始交谈起来。

当我接触蒙氏教育，开始了解蒙氏时，尤其当我阅读了这段
话语之后，我才找到了真正“管理”孩子的方法，想让孩子
遵循一些生活规则不是去管理他，而是让他成为教室的主人。

作为教师的我们要忘记那些“不许动”的原则，因为这
种“不许动”的背后，隐藏的是孩子们那种强烈的“我要
动”的欲望。所以不管用什么活动，我们都应该让孩子去动，
在满足孩子需求的前提下提出要求，这时孩子们“安静”了，
有秩序了，这是孩子们自己的纪律。在自由之后所获得的纪
律。

所以这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不管什么时候，孩子才是他自己
的主人，当他成为自己的主人时，老师只需要给予正确的引
导，他就能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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