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教师心得体会和感悟(实用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大家想知道怎
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
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高校教师心得体会和感悟篇一

尊敬的党组织：

在开展学习科学发展观查找问题阶段的学习讨论中,我校学团
党支部书记桂富强就“视野”、“公心”、“忧患”、“快
乐”,谈了他的人生看法,我很受启迪,我想就“公心”的理解
谈谈我对人生的理解。

如果,高校教师第一的理念成立,那么学校服务教师,为教师提
供一个公平的人文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人为本教师第一,
这是摆在我们学校领导面前的新课题,要做好这篇文章,首先
需要我们的学校领导阶层丢弃私心,私心一定会产生官僚作风,
私心一定会产生不合理结果,私心一定会失去“公心”的公正
环境,在一个不合理不平等的体制下谈“公心”,是不是会有
好的效果,只吃兔子草量的牛,挤出好的牛奶,怕是很难!怕不
长久!

设想学校要没有私心,新校的的家属住宅一刀切,不分彼此一
视同仁,我想我们早已经入住新房了!设想总校的电梯公寓,不
参加私利,不任人唯亲,公正公平的招投标,负责任的检验建筑
单位的资质,怕是没有那么多老师有那么多的意见!

我们学校也曾走过降级淘汰的镇痛,那不是在艰苦的战争时期,
而是在搬迁时期,由于峨眉的生活条件的问题,是我们学校绝
大多数优秀的土木专业教师流逝,造就了华东华南多个大学的



土木优势,我校也从全国一流滑向二流院校,当时大家都认为
是由于我校更改校名所致,其实深层次原因是教师的流失。

现在我校又面临这样的问题,对教师的人文关怀不够,学术认
可不够,管理服务不够,致使好多中青年教师对学校失去信心,
他们大多数没有选择离开,而是没把工作的主体放在学校,加
强制度性管理可能会有一定效果,但这不亚于让牛喝水强按头,
估计不会有好的效果,好的成品绝对来自师傅的责任心及对工
作的热爱,况且我们所生产出的产品,是我们自己检验,送到社
会上短时期也看不出教育的好坏效果,这就更需要我们的教师
阶层有一颗“公心”,这是一种氛围,绝对需要一个逻辑环境,
学校醒悟是当务之急,我们是爱学校的,盼着学校发展,因为他
是家,我们教师们的精神家园！!

高校教师心得体会和感悟篇二

当前，高等学校中，青年教师实在是最苦的一类人。他们担
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又要做“科研”，在家庭中，他们上
有老下有小，“儿子、房子”都是大问题，而票子又极少，
实在比较苦恼。

做教师都要教学和科研的，也都要养家活口，为什么对现在
的高校青年教师就成了一个问题了呢？因为现在学校领导的
指导方针有问题。不是一个两个学校的指导方针有问题，而
是几乎所有中国大学都有问题。对于所有的高等学校，第一
位的任务是教育学生，不把教育学生放在第一位，叫什
么“学校”？但是很遗憾，现在的绝大多数高等学校对于这
一点，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那些“什
么连”之类排行榜，更是连嘴上都不说了。

要教好学生，首先要有好的教师。青年教师是教师中的生力
军，解决好青年教师的问题是做好学校工作最重要的问题之
一。



对于青年教师，其教学工作应当以提高质量为主，给予适当
的量的要求。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一般来讲，总是有待于
进一步提高，经验也相对欠缺。所以应当着重于提高他们的
教学水平，这才是对学生和青年教师都负责的态度。也正因
为如此，青年教师教学任务不宜过重。

对于重点大学的青年教师还有科研的任务，作科学研究对于
提高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是有利和必要的。对很多问题的认
识，在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会得到提高和深化。年轻人思想
活跃，在有经验的学术带头人的带领下，有可能做出较好的
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学识和学术水平也能够得到提
高。这样，他们更不宜承担超负荷的教学工作。

总之，高等学校的青年教师，即使是有了博士学位的青年教
师，也有一个继续培养、不断提高的过程。对他们的教学要
重视质量，这就要控制他们的教学工作量。就像农村中农民
家里的“半大牛”，不能“狠命地”使唤。如果狠命的使唤
了，这头牛就长不健康。

而现在全国各个大学，基本上都是把“半大牛”当作“成年
牛”使唤，完全忽视青年教师的成长过程。当然，没有一个
学校的领导会承认我上面的指控，他们都说他们也重视青年
教师的培养。但是，实际上做的，却都是“狠命的使唤”。
从收入的分配就能够证明这一点，收入分配是学校的几乎一
切工作的指挥棒。

现在所有学校的收入分配都是对行政干部特别是对学校领导
有利而对大多数普通教师不利，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任何疑问。
（不然，也不会有几十个教授去抢一个处长这样的事情了。）
学校掌握的收入分配体现在奖金即所谓津贴部分。而在普通
教师中，青年教师又处在特别不利的地位。在很多学校，津
贴的级差太大，讲师的津贴少得可怜。为了得到更多的收入，
青年教师必须上更多的课。



现在大多数的学校实行“工分制”，他们的理论是奖勤罚懒，
多劳多得。奖勤罚懒，多劳多得从原则上说当然是不错的。
但问题是什么是多劳？劳动的成果即产品有量的差别，也有
质的差别。对于机械加工之类的产品，产品质量容易测定。
但是，对于教师的讲课，质量实在难以用几个数字简单地判
定。在教课上“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并不是一下子就看
得出来的。做过教师的人都知道，为了使每个学生都能够有
所受益的认真的备课、讲课，与拿个ppt随便念念相比，付出
的劳动相差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而我们现在各学校的
记工分的办法，基本上与用于管理工人的“泰罗制”没有多
少差别。上一节课给多少钱的“讲课费”。对于这种只看量、
不顾质的管理方法，虽然很多年来真正关心教育的人都有很
有意见。可是，由于管理的方便，这种方法不仅没有减少，
而且几乎推广到所有的学校。

由于上一节课给一节课的钱，上好上赖都一样，当然有人会
贪懒。贪懒的人还能够上更多的课，拿更多的钱。加上现在
还讲究“素质教育”，学校可以开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课程。
课程多了，可是学校花在教课上总的钱数却还是这些。于是，
上每一节课的“工分”就“毛”了，不值钱了，上课的收入在
“贬值”。上同样多的课，拿不到怎么多钱了，为了能够拿
到与以前一样的钱，只有多上课。青年教师精力有限，于是，
应付的人越来越多，认真的人越来越少。这就是“劣币驱逐
良币”。

经过不断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
念念ppt。今天，学生不好好学，实际上也与教师不好好教有
关。而教师不好好教，是学校领导方法、收入分配制度的直
接结果。而对于青年教师而言，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地念ppt，
自己的业务水平却没有提高，学生又逃课或不听讲，这样一
天天重复无聊而且得不到响应的工作最能够消磨人的兴趣。
他们的幸福感当然下降，感到苦不堪言。

对于许多地方院校，在本世纪前十年的大扩招年代里，学校



的规模大大地扩大。在那些年，这些学校招聘到的大多数教
师只有硕士学位，很多人都承担着公共课或基础课的教学任
务。这些人要升副教授，学校规定要有博士学位。这样，很
多人就要在职读博士学位，对于这些人的负担就更重了。这些
“在职博士生”与前几年那些干部混个博士当然是不一样的，
没有人会给他们放水。在有全日制满负荷教学工作的情况下，
他们要像全日制学习的博士生一样做研究，写论文。对于获
得学位，这样的要求无疑是正确的。实际上对于全职工作的
教师，再去攻读一个博士学位，是完全不合常理的要求，是
超出常人的能力所及的。这些青年教师的日子实在不好过。
他们要自己交学费，而所学的专业往往与他们从事的工作
（比如，教公共外语之类的公共课）毫不相干。将来他们也
不大可能放弃现在的教职去从事博士生期间的专业，他们之
所以拿学位只是为了提职称的需要。他们的工作完全不需要
这些专业知识，他们的学位只是为了检查学校工作时学校的
面子、使学校的“组成”变得符合上面的标准。因此，这些
人更感到身心疲惫，痛苦非凡。

这些人忍受着痛苦，还要必须要这样做，即继续教更多的课、
读自己不想读的学位，其根本或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的收入
实在太少。

上面已经说到过这个问题，现在学校里各类人物所得收入的
级差太大，与他们的劳动付出严重不相符。也就是说，高等
学校严重的贫富不均。制定各学校分配政策的人认为，级差
大是尊重人才，他们不想想，不培养好青年教师，哪里来将
来的人才？只想靠引进人才的学校，一定不能成为真正第一
流的学校。而且，学校的教学还是要依靠广大的教师特别是
青年教师。进一步说，大多数学校的所谓尊重人才只是一个
借口，实际上学校收入分配向“科研”倾斜、向“高端人
才”倾斜的最大得益者是学校的各级领导，在现实中，他们
往往是“科研项目”的“领导人”、是发表文章的“通讯作
者”、是各种奖励的获得者。



要把我们的各类高等学校工作做好，需要做很多工作，需要
从好些方面着手。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大幅度的提高
青年教师的收入。

提高青年教师的收入，特别是讲师这一级教师的收入，使他
们能够略微体面的生活。这能够解决不少问题。

现在我们中国学校里的“职称”实在太“毛”了（当然其他
单位、其他系列的职称更毛，但这不是本文所能涉及的，但
是教师系列的职称对其他系列有示范作用）。我们的教授、
副教授太不值钱了。在过去的年月里，很多学校没有钱、没
有职务，也先给一些人一个职称，开一个空头支票。这是一
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

古人有些说法还是有道理的。比如，孔子说：“名不正则言
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教授、
副教授应当有一定的水平，应当与其他国家相当。不能所有
的高等学校教师最终都能做到教授、副教授。我们也需要一
些高级的讲师，他们的工资收入能够比许多副教授甚至某些
教授还高，但是他们就是讲师。当然，这是一个大的话题，
这里只是顺便提一下。

一个即将把自己装在套子高校教书匠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
师之惰！”“师”这个高尚而神圣的字，我不敢亵渎他，也
许我的能力不够，也许我的知识……当然我也没做到“传道
授业解惑”，还不能达到一个“师”的高度。

可是，学生们，“天之骄子”们，我所做的，所说的和所要
求的也仅仅是想做到“传道、授业与解惑”，也仅仅是不想太
“惰”！也仅仅是想心灵得到一份暂时的安宁和平静（以后
我不敢想，真的！恐惧！我不知道未来，就像我在课堂说
的“同学们好好干，以后给你的公司看看大门还可以”），



不要愧对的我那养家活口的薪水；也仅仅是想在教育我儿子
的时候，我能理直气壮，而不是……我不敢说我是一个称职的
“老师”，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真的做不到。“老师”，我不
能侮辱他，虽然他在中国人口碑最差职业排行榜名列第一，
当我的老师很多都是令我尊敬和学习的楷模。

可是每学期，当我看到学生给老师打的分，虽然我也有八十
多分，可就是少那么几分，于是我就成了全系最差的老师
（学校评价老师好坏以学生打分为准），的确，我每次上课
所要求的，所做的和所说的的确让你们多付出了“汗水”，
作业我总是说你们这样怎么……；实验报告总是让你们写了
一遍，两遍……于是你们总有个别同学在bbs上聊着我的不是。

当我看着那些那些……

虽然我的eq很低，当我的iq并不比差，适者生存，这片土地
上总该有一点点我这样人的生存空间？为了我可爱的儿子，
请天涯为证，我把自己装在套子里，缝上该死的嘴巴，为了
儿子。

高校教师心得体会和感悟篇三

高校教师是我心中最令人尊敬的职业之一。作为高校教师，
他们肩负着培养人才的重任，是学子们求知道路上的引路人。
在与高校教师的接触中，我深刻体会到他们的专业知识、悉
心教导以及乐于助人的精神。同时，我也认识到高校教师的
责任与担当，他们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以身作则，培养学
生的品德和精神风貌。因此，通过与高校教师的交流互动，
我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心得与体会。

首先，高校教师的专业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校教
师在学术领域拥有广博的知识储备，能够驾轻就熟地解答学
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课堂上，高校教师讲授知识条理清晰，
思路严谨，令人耳目一新。不仅如此，他们还会针对学生的



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够更
好地掌握知识要点。对于我来说，与高校教师之间的交流互
动不仅能够扩充学识，还能够培养良好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
式。

其次，高校教师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乐于助人，倾囊
相授，对待学生充满耐心。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办公室中，
高校教师总是热心解答学生的问题，耐心指导学生的学业和
生活。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知识不仅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帮助他人。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我心中根深蒂固，
激励着我在学习和工作中更加努力，希望能够以后成为一个
有益于社会的人。

再次，高校教师通过以身作则，培养学生的品德和精神风貌。
高校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不仅
关注学生的学术成绩，更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社会意
识。在他们的引领下，我懂得了做人的准则与原则，学会了
尊重他人、关爱社会。高校教师的行为方式和工作作风对我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让我更加明白作为高校教师的责任和担
当。

最后，与高校教师的交流互动让我得到了宝贵的心得与体会。
通过与高校教师的交流，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也了解到
了社会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趋势。高校教师以丰富的经验和
见解激发了我的思考火花，促使我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学习和
实践中。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深刻认识到作为高校教师的
责任和使命。

总之，高校教师是值得我们敬重和学习的一群人。他们的专
业知识、无私奉献、以身作则以及引导学生成长的作用，都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与高校教师的交流互动，我不
仅得到了知识的启迪，还感受到了高校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对于我来说，高校教师永远是我学习和成长的楷模，我会以
他们为榜样，不断努力，为自己的未来奋斗。



高校教师心得体会和感悟篇四

高校教师是一份充满挑战和责任的职业，培养着祖国的栋梁
之才，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任。作为一名教师，我有
幸能够在高校教育领域工作多年，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在
这篇文章中，我将利用五个连贯的段落，分享我对于高校教
师这一职业的思考和感悟。

首先，高校教师需要具备扎实的学术素养和丰富的教学经验。
在高校教育中，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的引
路人和指导员。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和研究，不断提升自己的
学术能力，才能够给予学生更多的启发和指导。同时，教师
还需要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运用丰富的案例和生活经历来
丰富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的知识。
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和积累，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高校教师。

其次，高校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现在的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因此，
高校教师不能仅仅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更需要注重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开展学生科研项目、实践活
动和创新竞赛，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培养综合能力，提高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只有培养了有创新能力、有实践能力的人
才，才可以让他们在社会中具备竞争力。

第三，高校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发展和成长。作为高校教师，
我们肩负着培养学生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重任。因此，教
师应该关心学生的学业和生活，积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应该注重个性化教育，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引导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适合
自己的发展方向。同时，我们还应该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健康成
长。

第四，高校教师应该发挥团队的力量。在高校中，教师之间



应该形成团结协作的工作氛围，共同为学校的建设贡献自己
的力量。教师间的交流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互相学习
和借鉴对方的经验和方法，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同时，团
队合作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只有形成
了良好的团队合作氛围，才能使高校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最后，高校教师应该乐在其中，从心底热爱这份职业。高校
教师是一份充满荣耀和责任的职业，我们肩负着为国家培养
人才的重任，对此应该充满自豪和使命感。只有真心热爱这
份工作，乐意付出努力，才能在教学中充分发挥潜力，取得
优秀的成绩。因此，作为高校教师，应该保持对教育事业的
激情和热爱，不断追求进步和创新。

总之，高校教师是一份充满挑战和责任的职业，需要具备扎
实的学术素养、关注学生的发展和成长、发挥团队的力量，
同时还应该乐在其中、热爱这份工作。通过不断学习和提高
自己的教育水平，高校教师可以更好地履行自己的教育使命，
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做出贡献。我相信，只要我们不
断努力，高校教育事业必将迸发出更加绚烂的光芒。

高校教师心得体会和感悟篇五

我是一名高校教师，已经从事教育事业多年，积累了不少心
得体会。今天，就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悟和思
考。

第一段：高校教师的使命与责任

作为高校教师，我们肩负着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教育是人
类社会的基石，高校教师更是这座基石上的修补者和建设者。
我们肩负着将优秀的学生培养成为栋梁之材的责任。为此，
我们需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不断完善教
育体制，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机会。



第二段：高校教师的职业素养

作为高校教师，我们需要具备一定的职业素养。首先，我们
需要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做到诚实守信、热爱学生、热爱
教育事业。其次，我们需要保持学习的热情和进取心，不断
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同时，我们还需要具备良好的
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与同事和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
系。

第三段：高校教师的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是高校教师的灵魂所在。我的教育理念是以学生为
中心，关注学生的发展全面性。我相信每个学生都是有自己
的特长和天赋的，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发现并激发
他们的潜能。除了传授知识，我们更要引导学生的思考能力
和创新能力，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第四段：高校教师的工作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高校教师需要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我
认为，只有通过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才能更好地满足
学生的个体需求。在教学中，我们要注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注重实践操作和课堂互动，努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
学习能力。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对学生的评价和反馈，及时
调整教学策略，使教学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需求。

第五段：高校教师的成长与反思

作为高校教师，我们不能停止对自己的成长和反思。教育事
业是一个不断迭代、不断更新的领域，我们需要不断学习新
知识、掌握新技术，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同时，我
们也要常常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效果，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不断完善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



总结：作为高校教师，我们肩负着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我
们需要具备高尚的职业素养，不断追求教育理念的完善，灵
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努力成长与反思。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更好地为学生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