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观察记录心得体会总结 幼儿
园小班观察记录心得(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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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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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观察记录心得体会总结篇一

时间真快午餐时间又到了，保育员阿姨把菜拿到了教室，说：
“今天我们吃虾”，我和保育员阿姨一起分好了饭菜，这时
阿姨开始帮小朋友们剥虾皮，我问她为什么要拨，那么多的
虾等阿姨剥好饭菜都冷了，她说小朋友不会剥。我马上制止
了阿姨的做法，告诉她，为何不让小朋友试一下。每次吃虾
的时候，有好多的小朋友都对我说：“老师，我不会剥。”
我说自己想办法。结果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自己剥了壳吃的，
还剥的很好。只有两个小朋友再次来找我说剥不了，我说自
己想办法，有一个小朋友是用嘴巴咬开的，另一个小朋友是
请别的小朋友帮忙的。后来我将这件事情讲给个别家长听，
家长的反应都是：“我家的小孩肯定不会剥。”

小孩的各方面能力都需要我们家长去培养，而做家长的应该
创造机会给孩子去锻炼，千万别剥夺了孩子动手的机会!

幼儿观察记录心得体会总结篇二

贝贝是个有名的机灵鬼，她活泼好动，嘴巴特别甜，和陌生
人一下子就能相处好，但和小伙伴并不融洽，每天都有小朋
友来告状“贝贝打人了”。在活动中，老师也发现贝贝的自
制力很差，特别表现在上课回答问题时没有一点耐心，举手
后一定得请她回答，否则她就会闹情绪，在座位上吵闹，影



响正常的教学活动。如果老师用小红花表扬了别的小朋友，
她就会小声嘟嚷：“这有什么了不起，我才不要呢!”但看她
的眼神，又非常地想得到小红花。为此，小朋友都不喜欢她，
她在集体中感到很孤单。

分析：

经了解，贝贝在上托儿所时常常哭着回家告诉爸爸妈妈，有
小朋友打她。当律师的爸爸就告诉她，谁要打你，你就打他，
这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就犯人”，属
于“正当防卫”。由于爸爸妈妈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又没有
老人在身边，贝贝就常常一个人玩。爸爸妈妈心疼贝贝，常
常给她买许多的玩具。贝贝一会儿玩这个玩具，一会儿又玩
那个玩具，显得做事很没耐心，而且非常想和别人交
流，“逮”上个人能聊上半天。

对策：

1、做好家长工作。造成贝贝经常打人的主要原因是受家长所
谓的“正当防卫”论的影响，因此，老师必须先和家长取得
认识上的一致。我首先和家长进行了交流，指出他们
的：“正当防卫”论在幼儿园是不适宜的。幼儿由于他们的
生理、心理特点，不可能和成人一样奶奶感用比较适宜的方
法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些幼儿只是想和别人表示
友好，可是，他的动作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想侵犯别人;有些幼
儿不太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愿望，更多的只能依赖于动作，
造成许多理解上的偏差。我列举了许多在平时工作中遇到的
事例，让家长非常信服地接受了我的观点。在贝贝没有耐心
的问题上，我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如尽可能多地抽出
时间陪孩子一起画画、看书，不要边做家务边和孩子交流，
这样会让孩子觉得你不重视她，画画时应讲究策略，不要一
次给她很多的纸，鼓励她把一幅画画完整，并耐心地涂色，
初步培养其耐心。



2、和孩子约法三章。针对贝贝在活动中缺乏自制力的问题，
我和她做了个小小的约定：老师的问题会回答可以举手，但
不是每个问题都要请你回答，如果实在忍不住一定要回答这
个问题，请你举左手，老师看到了一定请你回答，如果没有
请你就抢着回答，就算违反了规定，不能得到小红花。贝贝
听了，很高兴也很得意，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因为
老师只和她一个人做这样的约定。因此，第一次就遵守了规
则，我当然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看到贝贝拿到小红花时高
兴的模样，我也特别地高兴。有了成功的第一次，贝贝的信
心很足，改掉不少上课不遵守纪律的坏毛病。

3、请小朋友帮忙。对于贝贝比较突出的打人问题，想让她一
下字就改过来还真不容易。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相处时
间的增多，贝贝已能判断小伙伴一些动作的含义，但每当小
伙伴不小心碰到了她，她还是不依不饶地还手出击，因此大
家都不愿意和她交朋友，不愿意和她一起玩。我便和幼儿一
起讨论如何帮助贝贝的问题，并请小朋友自己商量解决的办
法，有几个能力比较强、口语表达比较好的小朋友表示愿意
和贝贝一起玩。我便让他们自己制定游戏规则，如在活动中
被别人不小心碰到了，也决不能去打人!如果违反规定三次，
就不欢迎她做游戏伙伴了。有了小伙伴的监视，有了游戏的
伙伴，贝贝打人的坏习惯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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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时间到了，甜甜来到了最喜欢的便利店，当起了便利店老
板。她刚整理好自己店里的蔬菜、水果、玩具等等物品，便
利店里就来了客人，原来是贝贝家里要来客人了，爸爸马旭
来卖点东西，他很着急地对甜甜说：“老板老板，我家里要
来客人，我要买点蔬菜和水果。”

甜甜一听，赶紧喊道：“别着急，你需要什么告诉我，我来
帮你拿。把你买东西的篮子给我，我给你装好。”“我要买
丝瓜、韭菜，还要买点草莓……”爸爸马旭一边催促一边说



出自己想要买的东西，一阵紧张安排后，老板甜甜递过篮子
对爸爸马旭说：“你要的东西我都装好了，快回家烧饭
吧。”爸爸马旭拎起篮子就回家了。可不一会他又返回了便
利店，“老板，我要的豆腐干怎么没有给我呀?”“我给你了
呀!在篮子里呢。你找一找啊!”“没有。”“给了……”两
个孩子就这样争执起来。

不一会儿，妈妈晴晴来了说：“我看见豆腐干在篮子底
下。”妈妈说完拉起爸爸的手两个人回家了。弄得甜甜愣愣
地看着这爸爸和妈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便利店没有顾客
来光顾，甜甜便很没精神地在一旁边玩耍起来。

【分析】

甜甜虽然是这个学期刚转过来的孩子，但她在班里是属于较
活跃的一个孩子，能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与他人的语言交
往也很频繁。在游戏中，她根据自己生活中买东西的经历，
模仿老板的样子招呼着顾客，并很热情的为顾客挑选、摆放，
游戏的开始两个孩子模仿地很真实。但是游戏中间，两个孩
子发生了一点小误会，导致他们争执起来。此时，我并没有
立即介入，正好贝贝妈妈的出现，化解了两个孩子之间的矛
盾。

在观察中我也发现甜甜能积极参与游戏，创造游戏情节，哪
怕是无事可做时还能想到去拉客人，可以说减少了自己的无
事可做，这点可以肯定。但是她使用的方法欠妥，她的这一
招呼可影响了娃娃家的爸爸妈妈们，还有美食林中游戏的孩
子，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决定了其注意力持续时间不长，易
受外界因素干扰，所以说甜甜的一声喊基本打破了其他游戏
区中的宁静和有序，要想再让他们回到正常游戏中来已经相
当困难。

【指导策略】



1、游戏评价时，我和孩子一起讨论去便利店买东西的具体流
程。还有娃娃家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去便利店买东西?是怎么买
的?买完东西怎么办?娃娃家里谁负责看守?让幼儿回忆自己平
时和大人去超市的情景，从而了解一些店主和顾客的工作，
也了解爸爸妈妈的分工。

2、当顾客和老板发生误会时，应该怎么解决?争吵还是相互
谦让?也可以老师及时介入帮助，示范给幼儿看，让游戏得以
顺利进行。

还可建议他们看看书，甚至可以进行上门服务，先电话联系，
再上门“送货”等等，送完后再返回医院必要时老师可以充
当顾客角色，参与幼儿的游戏，还能提高幼儿的积极性。

4、发现幼儿在游戏中离场，脱离游戏时，作为观察者和游戏
支持者的教师，可以巧妙救场，及时为孩子提供帮助。比如
发现娃娃家空了，无人照看时，师扮演客人，去娃娃家敲敲
门，故作大声地喊：“有人在家吗?我来做客了。”那在便利
店的幼儿会及时回到家中来招待客人，这样为游戏的继续开
展提供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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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自由活动时，大家都拿出了自己带来的玩具，最近比较“流
行”爆龙机，几乎每个男孩子手里都有一个。这时一边出现
了争吵声“你给我玩一会，我的跟你的交换好吗?”我走近一
看，原来是小伟和小元他们两个人在抢爆龙机，谁都不肯让
步。最后伟伟还是抢不过小元，啪嗒一下摔在了地上，不停
地哭着，嘴里还说着：“这是我的玩具呀，你还给我!”



分析：

鉴于小伟的这一系列表现，我们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从个
性看乐乐是个性格内向、胆小、活动能力相对同龄儿童要落
后一点。同时，说话拘谨、不愿与同伴交往、性格孤僻，依
赖性较强，造成了自我保护意识过强;与人合作上，采取的孤
立;交流上，采取的缺乏亲近感，积极性……;再次从家庭环
境看乐乐家是典型的“溺爱型”的家庭，父母忙于工作，小
伟的生活起居等各方面的培养都是由爷爷奶奶包办代替的，
要什么给什么，他的一切要求爷爷奶奶都会依他。他们对孩
子的任何要求百依百顺，看不到孩子的弱点，如果一发生特
殊情况，便无法适应，形成紧张焦虑的情绪。由于胆小，他
不敢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想法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包括玩具，
别人有的，他也要有，但是就是不肯和别人交换。

方法：

针对小伟的状况，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亲子交往

引导家长经常的询问、倾听孩子在园的一日生活，经常的给
孩子提供语言环境，并不时的鼓励孩子主动的表达自己的情
绪情感，愿意与他人交流分享。

(二)家园合作

家长与幼儿园共同合作，家长可以将自己在教育中的困惑和
老师进行交流，大家一起来解疑，共同分享教育经验，达到
一致的教育目标。

(三)榜样示范

在班级中挑选会分享玩具的孩子作为榜样，以身示范，引导



小伟向他学习，鼓励他将玩具带来幼儿园与他人分享并以一
定的奖励来刺激小伟的分享行为。经常用正面刺激的方式，
教育孩子，关注孩子的发展。循序渐进，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四)一天一样

引导小伟每天带一个玩具来，在同伴面前大胆交流自己的玩
具，让他去关注其他孩子带来的玩具，并引导他主动去和他
人交流交换，使他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幼儿观察记录心得体会总结篇五

观察者：陈佳昕

观察实录：

场景一：

在孩子们洗手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洗完手，请你拿杯子
喝点水。”于是所有的孩子都快速地洗完手，一窝蜂地拥到
茶桶边拿杯子。我立刻走过去维持秩序，不断地说：“别挤，
别挤，人多等一等。”

孩子们拿好杯子，站在茶桶前一米线的小脚印上等待着，队
伍排得长长的。

场景二：

喝完水，孩子们都去放杯子，有的孩子放完杯子就关门，一
时间只看到茶桶的门反复的被拉开、关上，我见状提醒着孩
子：“放好杯子不关门，等最后一个孩子放杯子的时候再关
门。”

可是孩子们依旧我行我素，关门开门的声音不绝于耳，我看



的心惊肉跳，就怕一个不当心谁的手被夹住了，只有用手挡
住茶桶门。

场景三：

航航早晨来园，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陈老师，我打过针
了，爸爸说要喝水。”

“打过预防针了是吗，那别忘记多喝点水，现在就去喝一杯
吧。”我摸摸他的头说。

航航高兴地去喝水了，过了一会儿，大家准备喝牛奶的时候，
航航又对我说：“陈老师，我打过针了，爸爸说要喝水。”

我告诉他：“马上要喝牛奶了，你等会再喝水吧。”他看看
我，委屈地扁扁嘴，走开了。刚喝完牛奶，他又跑过来说想
喝水，我劝他休息一会儿再喝。

运动结束，孩子们洗手喝水的时候，航航喝完半杯水，又排
到了队伍里，看见我看着他，他解释说：“陈老师，我打过
针了，爸爸说要喝水。”

分析：

“喝水”是孩子一日活动中比较常规的生活环节，在托班的
时候，考虑到孩子的年龄比较小，我们常常会分批地组织孩
子喝水，使得孩子的“喝水”成为了高控制下的生活活动。
因此从场景一中可以看出升入小班，过去的习惯直接导致了
孩子喝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排队现象。并且从托班更换到小
班的教室和盥洗室以后，新的“喝水”环境加上“集体喝
水”的习惯，导致了孩子们一窝蜂的现象，很容易发生危险。

而在场景二中，孩子们很清楚地知道放好杯子要关门，但是
什么时候关门、谁关门就不是他们会去在意的了，这是小年



龄孩子所特有的心理表现，反映到行为上就出现了上述的不
断开门关门的现象，其实这是孩子们的一种行为上的心理宣
泄。作为老师，我则是比较主观的提出了一个“规则”——
最后一个孩子关门，但是谁是最后一个?如何界定最后一个
呢?孩子们不会去考虑。

从场景三中孩子与我之间的互动对话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
个孩子的家长对于刚刚打完预防针的儿子非常的不放心，希
望能够通过老师督促孩子多喝水，避免引发生理性发烧。而
这个孩子又是能力比较强的，他将大人的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通过不断地提醒老师也在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多喝水。但是孩
子毕竟是孩子，他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喝水比较合适，也
比较健康，所以当我告诉他马上要喝牛奶了不要去喝水的时
候，他以为我是在拒绝他，因此后来他喝水的时候就显得比
较小心翼翼，既要完成大人的嘱咐、又不希望被我的批评或
是阻止。

对策：

“减少孩子等待的时间”，是在课改理念指导下我们所追求
的一种理念，然而很多客观的原因或主观的意向总难免会对
我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如何调整呢?反思了自己的行为以后，
我想关键是要从理念上转变思想，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一切
以孩子为本。

1)进幼儿园以后觉得口渴了可以喝杯水

2)自由活动前、午睡起来以后要喝水

3)觉得口渴了随时都可以喝水，但是在学本领的时候、吃饭
和吃点心前不喝水

4)如果今天打过预防针了，记得要多喝几杯水



这样不仅解决了孩子一窝蜂地“集体喝水”，还间接让孩子
知道了什么时候不适合喝水、什么时候喝水有利于身体健康。

接着，我设计了“今天你喝了吗?”的生活区域环境，提供了
筹码让孩子记录当天喝水的次数，如此一来，孩子们每次喝
完水都会开心地放一块相应的筹码，每天中午和下午许多孩
子还会数数自己喝水的次数、和同伴比比谁喝了多，如果有
谁一个上午喝水少于一杯了，其他孩子还会提醒他快点去喝
喝水。同时这个生活区角不但用环境的暗示促使孩子要多喝
水，而且让家长比较直观地看到了自己孩子每日的饮水情况，
解除了家长的可能存在的忧虑。

最后，我和孩子一起展开了一次关于“到底茶桶的门谁来
关”的小小讨论，并得出了结论——第一个拿杯子的孩子开
茶桶门，当你喝完水放杯子的时候看一看后面还有没有同伴
在喝水，如果没有，可以把茶桶门关上。从这以后，开门关
门的乒乒声少了，就算有孩子偶尔忘记，也会有别的孩子提
醒他，而且最近几天我还发现有二三个个孩子喝完水还会帮
忙扶着茶桶门的角，对走过的其他孩子说：“小心，慢慢走，
别撞到。”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喝水的生活环节，但是我通过让孩子自己
发现问题、探索答案、尝试实践，从而来解决问题，真正从
日常的细节上做到了“让孩子成为活动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