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听讲座之后的心得体会(大全5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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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讲座之后的心得体会篇一

5月18日下午，王贤德副校长为大家做了《新高考背景下的学
校行为方略》的讲座，使我对新高考的制度和模式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

海南省将从xxxx年起实施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从高考科
目调整角度上讲，不分文理，采用3+3模式，语数外为必考科
目，再从其他7科中自主选择三科参加学业等级水平考试，其
余4科参加合格性考试，且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高考
科目的调整充分尊重学生学科学习的意向和自主选择权，有
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个性的发展。

从高考总成绩上讲，除了语数外的分数外，还将学生任选的
三个科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以等级方式计入高考总分，而合
格性考试的分数不计入高考总分，并且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
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的加分。

从对学生评价角度上讲，新的招生制度将考生综合素质评价
纳入高校录取参考之列，综合素质评价主要反映学生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情况，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考证，这在一
定程度上要求学校、家长必须更新观念、坚持素质教育为止，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便他们在获取知识过程
中培养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



新高考改革方案，不仅要求教师要逐步调整教学行为和教学
活动，以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更是要求学生在接受教育过
程中必须从被动走向主动。而作为学校的管理者，要明确和
培育学校的优势学科，准确把握选考和非选考科目的.学考策
略，切实落实“选课走班、分层教学制度”，构建适应选课
走班的教学管理管理制度等等。

在教学中，坚持育人为本，坚持科学高效，促进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重视教与学过程的评价，有利于高考改革的贯彻
落实和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从而促进有效教学，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

听讲座之后的心得体会篇二

阅读，让我们的成长更精彩！

今天，我刚到学校就发现教学楼正中间的横幅怎么换了啊？
换成了：欢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滕婧到我校讲座。我心里正
想着不会是给我们讲吧！？那我可得问滕婧老师要亲笔签名
啊！今天跑操的时间，我们三、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到操
场上听滕老师的精彩讲座！

“下面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滕婧老师为我校师生演讲！”校长
激动地说着。“啪啪啪，啪啪啪……”台下一片雷鸣般的掌
声响起来！

讲座刚刚开始，滕老师就和我们做了个小游戏。虽说这个游
戏有点幼稚，但让我们找到了童趣，还是非常高兴滴！我看
着滕老师，就告诉自己：李嘉璇，努力阅读、大量阅读，到
时候也成为像滕婧这样的作家。

滕老师问我们：“那位同学知道世界阅读日是几月几号啊？
知道的话就把小手举起来。”纳尼？老师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啊，我想啊想，对了！记得小婧子姐姐还为世界阅读日写过



一篇文章呢，到关键时候我咋想不起来啦！就在我冥思苦想
的时候，第一位同学举手回答个这个问题，虽然说错了，但
是有胆量，还是值得我鼓掌的！第二位同学回答：“4月21日。
”滕老师就给了她点提示：“4月21日的后天是几月几号
啊？”这位同学马上改正确了。接下来，滕老师问了好多关
于阅读的问题！

滕老师给我们讲了好多阅读的知识，如：每个普通的小学生
平均每年所说的语汇是5000个，而大量阅读的是10000个。并
给我们说了多阅读的五要点：一、善于发现自己身边的图书
馆或书店，并经常和朋友、家人一起到那里读书。二、在家
里要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书柜，把自己看过的书都“藏”进
去。三、在家里的卫生间放一个袋子，里边放短篇文章。四、
最好在床头放一个阅读灯，读书的同时也要保护眼睛。五、
在家庭里设定一个阅读日，邀请朋友一起参加。这五要点可
要铭记在心啊，这就是滕婧老师的秘方！老师问：“我们为
什么要阅读？”我虽然没有举手回答，但在心里已经有了自
己的理解——阅读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让我们的在作
文中语句更优美，让我们学到更多的`知识文化！

在讲座的最后，老师也懂给了我们祝福，阅读：大量阅读，
通过阅读得到更多的“宝物”。悦读：阅书可以让我们高兴
起来。越读：通过阅读超越自我，跨越阅读过程中的横栏。

对啊！书是我们知识的来源地，是我们人类的挚友。我喜欢
阅读，因为我抵挡不住它们的神秘、多彩。阅读，让我更深
入了解了社会。阅读，让我更加了解世界的美好与无穷！

阅读，如此的美妙，让我们一起遨游在书的海洋里！

听讲座之后的心得体会篇三

李老师很明确的指出了语文课的目标是什么？语文教学应该
交给学生语文学习的方法。



还有是小目标，即每节课要完成的具体目标。要根据课型特
点，灵活选择教学方法。如：朗读欣赏法，语言品析鉴赏法，
比较阅读法等．关于读有时太繁琐、太沉重，以致学生不会
常态读了。所以内容都寓一种过于饱满的感情在里面，带有
的、表演的性质。有许多名师的课贻害无穷，往往使老师们
在刻意模仿中迷失了自我。所以我们教师要把心态沉下来，
想怎样实际交流，想给孩子什么。

李学红--这位身材不算高大却充满气质与魅力的专家形象以
及深深的印在我心里对我以后的教学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
将在以后的语文教学中不断摸索，并用于实践。。这一次，
我真的不虚此行。

听讲座之后的心得体会篇四

虞永平教授《让幼儿园课程回归经验》带给我们不仅仅是思
考，更多是让我们清醒认识到自己所做的工作离纲要精神还
有很大的距离，纲要的核心精神没有真正进入到教师的教育
行为中。

一、纲要精神是一种传承。

我们以开放的胸襟接纳西方文化中如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等理
论时，我们对陈鹤琴、张雪门的思想有了解多少，原来五大
领域划分不是今天提出了的，在陈鹤琴先生的五指理论中已
经提出，幼儿的学习是综合的，整体的，就像五个手指缺一
不可，血脉相连，这与五个领域不矛盾，因为纲要提
出‘……相对划分，各领域有机结合，相互渗透。’这些观
点是在陈鹤琴理论上发展，因此学习西方文化时更要注重自
身文化学习与建构，如幼儿多方面的经验是通过动手操作获
得的。

二、了解孩子是教师的责任



从虞教授写三个孩子的故事的案例中让我们知道：看似了解
孩子的我们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孩子，每个孩子身上都发生古
老的、现代的、个人的三个故事，教师不仅要了解现代故事，
还有知道古老故事，形成个人故事，教师要学会观察孩子，
记住其行为特点及发生的事，把握已有经验这是实施课程的
基础，因为所谓课程就是形成其个人故事。

与孩子的沟通不难，虞老师用自己到托班的其身经历告诉我
们进入孩子的世界其实就是接纳他们，甚至可以你的目光告
诉孩子你喜欢他们，跟孩子交流不是蹲下我们的身而是我们
的心。

三、良好的课程是幸福童年的.保证

课程就是做事，让孩子快乐。

做符合幼儿需要的事,做符合幼儿天性的事,做幼儿力所能及
的事,做幼儿感兴趣的事

活动要多样化,让幼儿感受多方面的经验.

做有挑战的事让幼儿不断做新鲜感。

四、幼儿的主动学习

幼儿经验是从活动中得到的，有效的经验有利于幼儿的主动
学习，绳子的例子告诉我们幼儿的学习不仅仅是教育活动中，
幼儿准备过程中也是重要学习，关于桥梁的研究孩子可以问
专家一上午时间问题，学习……教师的高明在于说少量的话，
幼儿有更多的机会说，幼儿可以建博物馆，减少等待不仅在
排队中，区域活动中医院没人看病也是等待，浪费时间，可
以让孩子自己准备制作药品……，这也是学习。

虞教授让我们看到纲要真正的涵义，经验、课程有了新的生



命，纠正小学化倾向，让每个孩子得到发展我们任重道远。

听讲座之后的心得体会篇五

近日，我校举办了一次有关孝道文化的讲座，让我们受到了
启发。

这次讲座，主要讲的有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身边的人。
其中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孩子是家里的“小皇帝”，衣来
伸手、饭来张口，却不知父母工作的劳累。一天中午，辛苦
工作的爸爸回来后，发现儿子正在看电视。儿子发现回家的
爸爸后，并不是上前关心爸爸，而是骂道：“这么晚才回来，
我上学都要迟到了！快去给我做饭！”骂完后，又继续看电
视。爸爸赶紧进厨房为儿子做饭，一不小心切伤了自己的手
指，儿子却不闻不问...........

“快给我做饭去！”这是多么恶狠狠的话！故事中的孩子非
但不感恩父母，而且这样对待父母，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多
么可悲的啊？不过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孟佩杰的故事，孟佩
杰照顾生病的母亲十几年却从无怨言她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女孩，却在我眼前闪着耀眼的光芒。

看了别人的'故事，我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现在的学生，那
个不是家里的“小公主、小皇帝”那个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当我们在享受家人的爱时，有想到感激、孝敬和回报吗？没
有，真的没有。我们都认为这是应该的，这份爱就是自己应
得的，但并不是这样。

我虽不是家里的“小公主”但在家里很少做家务，也很少给
父母过生日，听了这次讲座，我明白了父母的爱是无私的，
但我们一定要学会感恩。

“百善孝为先”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把
它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