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看丰碑心得体会(精选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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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观看丰碑心得体会篇一

今天，我读了《丰碑》这篇文章，深有感触。

文章讲述了一支红军队伍中的老军需处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
下，毫不犹豫地将本该属于自己的御寒衣物发给了战士们，
自己却穿着单薄的衣服冻死在漫漫雪原上，成了一座晶莹而
高大的丰碑的事。他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十分值得赞扬。尤
其是他身为军需处长，本应该，也可以多拿几件御寒衣物，
而这位军需处长非但没有多拿一件衣物，还把自己的衣物也
发了下去，甘愿自己冻死，却让战士们穿着棉衣行军。他这
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吗?我想，他——这位真正
伟大的军需处长的光荣事迹将被所有参加长征的战士们铭记
在心中。

当我读到“雪更大了，风更狂了。大雪很快地覆盖可军需处
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而高大的丰碑”“一个冻僵的
老战士，倚着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好像一
尊塑像。他浑身落满了雪，右手的手指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
烟，神情自若，一时还无法辨认他的面目。”时，我发现，
老战士的神态那么镇定，十分安详，由此使我们体会到，他
看见战士们没有在雪地里倒下，感到安慰，自己尽到了职责，
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死而无怨。军需处长就是发衣物的，
而他却因为缺衣而被活活冻死，是因为他把所有饿衣物留给
了战士。老军需处长身先士卒，而没有想到他自己，他这种
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精神令人敬佩。



我将把这种精神化为力量。这种力量将激励着我去克服生活
中的种种困难。我顿时感到心中一阵酸楚。如此值得我们称
赞的一位军需处长，却为了战士们的安危，为了二万五千里
长征的胜利，与常年积雪的云中山化为了一体。

他化成的丰碑，不仅仅记载着他的光荣事迹，更饱含着他对
祖国的无限热爱。读了这篇文章，我深感：我，还有大家，
都不能再闲着了，应该好好学习，将来动手建设祖国，让军
需处长和为所有长征作过贡献的人都不要带着遗憾可是要想
将来建设祖国，首先当然要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从小
做起，如果连一般的事情都做不到，何谈建设祖国。于是，
我把自己和这位军需处长相比了一下，我发现自己是那么得
渺小。因为，平时在吃饭时，我总是将好菜和好肉往自己碗
里夹，从不让别人多吃一丁点儿好吃的。我从不轻易将自己
的东西分给别人，却经常接受别人给的东西。如果说我是那
位军需处长的话，就我这种心理在关键时刻还能把棉衣发给
战士们吗?我想那是不可能的。

今后，我一定学习军需处长那无私奉献和热爱集体的精神，
做一名永远为集体着想、为集体奋斗的学生。

观看丰碑心得体会篇二

长征二万五千多里，发生了多少感人的故事。《丰碑》便是
其中的一个。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军需处长毫不利己，专门
利人的精神。

当我读到：“一个冻僵的老战士……”的时候，我想：军需
处长怎么这么不称职?但是，当我读到“他就是军需处长的时
候……”我眼泪都下来了。原来我错怪军需处长了，我们都
要学习军需处长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我们知道，军需处长，
他掌握着军需分配权，自己完全可以穿得暖一些呀!可是……
军需处长，你非常值得我们尊敬。



虽然长征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长征的胜利，却是数万
人用血肉之躯换来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想想军需处
长，再想想我，磕了一点伤就叫苦连天。“为什么倒霉的，
受伤的总是我。”而军需处长呢，在灾难到来之际并没有慌
张，叫苦连天，而是十分镇定的去面对事实，而且还舍己为
人。我跟他们比起来，实在是太差了太渺小了。军需处长，
您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长征中的感人故事永远铭记我心中。

观看丰碑心得体会篇三

让孩子多读书、读好书日益成为每个家长的共识。近期班级
以激发孩子的读书兴趣、培养孩子读书习惯为目的，开展爱
阅读活动，使全班同学受益匪浅。

阅读活动刚开展时，家长们在微信群里沟通，说有部分孩子
是为了完成任务，只为拍照片发群里。但是开展一段时间后，
大家一致认为，孩子们已经渐渐养成阅读的习惯了，每天做
完作业后，他们把以前看电视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在阅读中，
我们家长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些适合家庭阅读的方法。

首先，尽量找到孩子的兴趣点，适合他们的思维与年龄需要，
很多小故事都非常有深意和喻意，对培养孩子思想道德品质、
交际技巧都大有益处，慢慢地孩子的知识面会变得开阔，思
路变得活跃。我们作为家长所要做的就是正确引领孩子去阅
读，让他们发现阅读是一件有趣、愉快的事情。其次，为孩
子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让孩子尽可能多接触书籍，营造读书的家庭氛围，家人在家
也经常看书，并把看书当作一种乐趣，用自己的热情来感染
孩子。同时还可经常与孩子在一起交流读书的方法和心得，
鼓励孩子把书中的故事情节或具体内容复述出来。这样做，



孩子的阅读兴趣就可能变得更加浓厚，同时孩子的阅读水平
也将逐步提高。

再次，阅读需要做到持之以恒。我们家长每日要为工作奔波
劳累，下班回家还要忙家务。但是孩子们不会剥夺我们太多
的时间，每天只要陪着他们阅读15至30分钟就已经足够了！
与孩子一起读书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共同经历着书藉带来的
喜怒哀乐，同样的心情让我们和孩子贴的更近，可以感受到
孩子心理和思想的变化，以便于及时调整方式方法，更好的
为孩子创造学习环境，家庭环境。对于父母来说，千万不要
奢望可以教给孩子什么，我们唯一能做的是，给孩子一
个“爱和自由，规则与平等”的环境。

作为家长的我能有这些收获，要感谢老师开展的爱阅读活动，
你们不止给予了孩子们关爱，更为家庭教育搭建了良好的平
台。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
从而塑造自己良好的人格。

观看丰碑心得体会篇四

《教师的别样风景》是唐劲松编著的、由华东大学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美国式教学智慧赏析。

"教师篇"的第七节是"如何管理学生的讲话"，这真是一个很
实用的问题，是我们在每一次课堂中都要遇到的问题。心里
叫着好，大脑便支配着手儿在问题旁边标上"提得好"三个字。

迫不及待地寻找答案……

首先，是确定如何判断在教室中的讲话是不是合适的。决定
哪些适合或者不适合，要与你的学生充分沟通。第二，把讲
话的基础准则建立起来。让学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讲话，什
么时候不可以讲话。第三，使用一个持续的信号或者设置一
个信号来让学生重新关注你。最后，监管，监管，还是监管。



边画边思，用心交流，便有了自己的答案：

好说好动是孩子们的天性，该讲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讲。关
键是不该讲的时候，怎样才能不让他们讲呢？我们要关注课
堂上的细节问题，在不该讲话的时候，不给他们制造说话的
机会。

比如课堂上让孩子们"下静息"，就是让他们休息一会儿这个
环节。有些老师让孩子们把胳膊放在桌子上，头挨着胳膊，
脸朝左。这样就给有些好动的孩子制造了说话的机会：哟，
同桌的小辫子好漂亮呀！没忍住，伸伸手，摸摸吧。小女生
讨厌地扭过脸，怒目圆睁。小男生努努嘴、挤挤眼，做鬼脸。
可能争吵瞬间爆发、可能战争立马发生、可能大声报告老
师……其他孩子会快速地被他们吸引，并伴有询问声、议论
声……课堂秩序大乱。我是这样要求的：胳膊放在桌子上，
左手抱住右胳膊肘，右手抱住左胳膊肘，头低下，额头挨着
胳膊。眼睛看不到其他小朋友，大大减少了说话的机会。

其实，课堂上要想让孩子们认真听讲，在不该讲话的时候不
要讲，实际上是给我们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备
好课，把课讲得生动有趣，吸引孩子们的眼睛、耳朵，他们
才会在该讲时讲，不该讲时不讲。

课标指出：学生学习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
个性的过程。学生应当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经历观察、实验、
猜测、计算、推理、验证等活动过程。所以，小组活动、互
相交流，必不可少。在活动前，我们一定要准备好活动用具、
给出明确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指导。

孩子们了解活动内容后，我又在活动前打开课件，让孩子们
看到具体的活动流程，确保活动顺利进行。这样，学生有秩
序地活动，开心地交流，得出正确结论：观察同一个物体，
所处的位置不同，观察到的形状也不同。



我觉得"使用一个持续的信号或者设置一个信号来让学生重新
关注你"就是一个控制场面，由放到收的过程。

学生活动，少不了活动工具，活动结束时，我们一定要给学
生收工具的时间，并提醒学生轻拿轻放，表扬哪个小组做到
了又安静速度又快。如果学具没收起来，我们就慌着进行下
一个教学环节的话，学生手里的学具就会远远超过我们的吸
引力。学生会不停地摆弄手中的学具，并陶醉其中，任凭老
师讲得天花乱坠。

书上介绍了用打手势让学生安静的方法：举起手，在空中打
一个手势，表示现在不管干什么都得停下来（包括讲话），
关注着我。

很赞同这种方法。课堂上我常用的打手势是"一二三"：伸出
一根手指表示一，不管干什么都停下来。接着再伸出一根手
指表示二，小胳膊抱紧、小嘴巴闭紧。最后，再伸出一根手
指表示三，坐姿端正看老师。

不管你使用什么样的手势、什么样的方法，都要向学生讲清
楚，并要经常使用。

有时候，在小组活动时，难免会有些孩子借机说些与活动无
关的闲话，这就要求我们走下讲台，走进他们中间去，关注
他们的活动情况、活动进展。我们的孩子并不坏，只是好说
好动是他们的天性。当我们真正走到他们中间，俯下身子听
一听他们的交流，伸出手儿摸一摸他们的脑瓜时，我们会发
现，孩子们虽调皮，但可爱，童真，无法比拟！

喜欢静静的夜，喜欢静静的书，喜欢静静的夜中静静看书的
自己…



观看丰碑心得体会篇五

儿子出生，让我无比震撼，快乐过后养子的辛劳接踵而至，
表示压力山大。儿子上幼儿园，让我如释重负，轻松过后教
子的责任并未转移，表示压力比山大。

目前儿子在上幼儿园，但看看上小学的侄儿，我仍然深感极
度恐惧。因为现在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只有一个孩子，难管，
难教不言而喻。为此我尽量多的去找一些关于孩子教育方面
的书籍阅读，希望能对我这个小家庭有所帮助。当然大多数
教育类的书籍都能给我带来一些收获，但对我心灵的冲击远
没有最近看的一本书来的强烈。

这本书叫《一个孩子的战争》，是武汉作家徐世立撰写。徐
世立先生不是教育家，他写的不是教育专著，他只是将家长
与孩子的成长过程记录下来，讲述家长的期待反复于天堂地
狱之间的历程，讲述家长成熟的代价不亚于一场战争，而且
这场战争除了同败或共赢，没有第三个结果。

在书中，徐先生有一句话我深以为然。他说：孩子吃的苦头
是在代父母受过。徐先生想通过本书与儿子和解，达到真正
的父子同心的境界。的确，一个孩子的家庭，家长本身是不
成熟的，家庭结构是有先天缺陷的，需要家长思考的问题会
更多，需要家长付出的代价会更大，但是并不是说思考得更
多就是干预得更多，更多的代价就是更大的回报。其中尺度
的把握，分寸的拿捏，实在需要家长们好好研究和琢磨，因
为不一样的家庭，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孩子，这个度真
不一样。

徐先生认为孩子4岁前交由岳父岳母带大是错误的源头，老人
恣意宠爱，父母之爱缺失，熔铸了一个心理失衡、性格复杂
的稚子。这一点我也认同，我儿子从出生一直是由我和他妈
妈带，虽然有些日子几近崩溃，但儿子心理健康、性格开朗
就已经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当然孩子也会有些不尽如人意



的地方，但我认为那只是人性使然，只要善加引导，必不成
大患。

书中有一章的题目是：堕落从电脑开始，我相信几乎所有的
家长都会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我也不例外。徐先生开始不同
意购买，孩子他妈妥协了，理由是电脑需要善加利用，不会
用不行，沉迷游戏更不行，所以要在眼皮底下监控，结果监
控失败。那么可能有很多家长要说，咱家的孩子怎么就监控
住了呢?要知道咱们家的孩子才4岁多，徐先生给儿子买电脑
的时候，他儿子已经14岁了。我理解，徐先生在源头上沦陷，
造成后期步步被动，婴幼儿期性格习惯培养缺失，小学期间
严格要求、重点培养、压迫式管束教育，终于在中学叛逆期
败在电脑上，实在比较合乎常理。在这里我并没有幸灾乐祸
之意，我以为，家长不能将错误归咎于孩子，作为成年人的
家长应该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先教育好自己，并掌握尽可能
多的教育常识，不要让自己的无知在孩子身上报应，那是不
负责任的做法，最终家长也要付出代价。虽然徐先生很后悔
没有将孩子留在自己身边抚养，但是就算徐先生将孩子留在
身边，如果没有学会做父亲，结果仍然好不到哪里去。既然
为人父为人母就必须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父母教育是任
何社会教育无法取代，无法弥补的教育。写到这里我再一次
表示压力比山大，但再大也要扛起，因为父爱如山，孩子需
要父亲撑起一片开阔的天地，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试想，如果徐先生没有将孩子送给老人抚养;如果徐先生能给
孩子更多的父爱;如果徐先生能尽早提供电脑给孩子使用，并
善加引导;如果徐先生能陪孩子玩一玩游戏。也许后面本不该
发生的事情就真的不会发生。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生
活也没有那么多如果，所以无论孩子多大，也许还在妈妈肚
子里，家长们都要做好为人父母的准备。因为孩子们再大的
错误，说到底第一责任人和第一受害人还是父母。稚子无错，
先反省自己吧!

徐先生的家庭，在孩子上高一的时候接近崩溃，徐先生严重



失眠，孩子他妈以泪洗面，孩子已经厌恶阅读、消费无度、
软硬不吃、油盐不进，怎么办?徐先生无奈送儿子去择差教育
集训营，那里用大家无法想象的办法拯救孩子。大家不禁会
问：徐先生的儿子救回来了吗?后来会怎么样?孩子考上大学
没有?现在情况如何?限于本文篇幅，我无法一一说清，请各
位感兴趣的家长自行购买阅读，无论您处于什么状态，我相
信您都能从《一个孩子的战争》这本书中得到某些启发。在
这里我要代表阅读过本书的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家长们，感
谢徐世立先生无私的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成书，让我等后
来者借鉴，这需要何等胸怀，何等勇气。最后，祝家长们教
子有方，压力不大。

观看丰碑心得体会篇六

《家》一书写的是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一代青年的历
程。觉新、觉民、觉慧三弟兄，代表三种不同的性格，他们
出身在四世同堂，黑洞洞的大家族公馆中。这里，我只想谈
谈最耀眼的觉慧。

他反对旧礼教，与琴争辩建立在他人痛苦上的玩龙灯，反对
请巫师为高老太爷捉鬼而斥喝家人。

他也很幼稚，他在爱情上受到了挫折。

但他敢于反抗，并最终挣出了大家族的束缚，乘着没有一刻
停留的绿水走向新的生活。

家的另一个特点是满溢着纯洁浓厚的青春气息。这种单纯而
自然的气息，如巴老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书里的人物，埋在不同类型社会中培育，不同色泽思想的浇
灌、照射下生长。而有着一层温室护罩的我们，却是脆弱的，
有时甚至丧失了可怕的斗志。



观看丰碑心得体会篇七

门头沟师范毕业的我，早就苛求读一读老子的《道德经》，
但二十多年来却不断没有读成，直到我们新中的读书沙龙成
立后，我的夙愿才美梦成真。

当我第一次翻开陈鼓应著的《老子注释及评介》这本书时，
我被出版序中的一段话深深地吸收了：“老子是朴素的自然
主义者，他所关怀的是如何消解人类社会的纷争，如何使人
们生活幸福安宁。他所希冀的是：人的行为能取法与“道”
的自然性；消弭战争的祸患；扬弃朴素的生活，引导人们真
诚朴质的生活形态与心境。“读完作者的这段话，让我们看
到了一个多么积极入世、关怀民众的老子呀，这哪里有消极
出世影迹。所以从那一天起，我爱上了老子的《道德经》，
固然书中有许多难认的繁体字，固然今年工作与家庭的担负
很重，但我仍然对它爱不释手，不只读书沙龙的活动从未缺
席，而且准备上好的笔记本，将每一章节誊写背诵；以至在
节假日，外出骑游时也随身背上它，在新建的观景台上，河
南的云台山上，河北的梨花峰上，我都高声诵读过它。

屡次学习诵读后，我的出一个结论：《道德经》确是一部好
书，仅仅半年的学习就给了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很大的影
响。

首先，它“自然”“无为”的思想影响了我的教育教学观。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道之尊，得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这几则里都有一个共同的词“自然”。“自然”“无为”是
老子哲学最重要的一个观念，老子以为任何事物都应该顺任
它本身的情状去开展，不用参与外界的意志去强力限制它。
由于事物自身就具有潜在性和可能性，在它的潜在性和可能



性面前，我们人类是不能够强作妄为的。

“自然”“无为”这一朴素的哲学观念提得多好呀，又是多
么的顺应于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呀。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不
可多得的生命体，有着本身的潜在性和可能性，我们做教员
的只能在别人生重要的学习阶段巧妙地引领他，而不是强作
妄为地压制他，驯化他，将千百学生如机床普通消费成一模
一样的机器零件。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的老子曾经将它精
简地提炼为4个字：“自然”“无为”，可两千多年后的我们
却经常在冗杂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将它迷失，做出种种不论童
性，不顾个性，以至丧失理性的愚笨举措。基于此，在我被
冗杂的工作搞得临事而迷时，在我被学生的问题弄得焦头烂
额时，我总不忘读一读、背一背《道德经》中那几句“故飘
风不终朝，骤雨不整天”以此来警示本人“自然”“无为”
才是正道，耐心妄为只会坏事。

其次，它“虚”“静”的观念也影响了我的生活。

“致虚极，守静笃”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生活在战争纷乱的战国时期的老子，面对不时涌现的战争、
亲离子失的社会场面，他提出了“虚”“静”的观念，他以
为万物的本源是“虚”“静”的状态，它不只主张为政应求
喧嚣，个人的生活也应在烦劳中求静逸，在忙碌中能静下心
来，在耐心中稳定本人。

反观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钱权”似乎成了人们生活中独一
的目的，大家每天都在围着它们团团转，小孩子为了未来能
挣到更多的钱权而苦读，成人们为了在人前夸耀本人具有的
钱权而苦营，老人们为了给儿孙和本人的养老留下更多的钱
权而苦熬，好一派钱权为磨盘，众人为了个人的钱权而不停
地拉磨、扬尘的场景呀！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间，我们



真的应该“虚”一下，“静”一下了。所以，在这个暑假里，
我抛下了家务、学习和工作，骑上一辆普通的自行车，历时
几十个小时，单独一个人骑行了两百公里。当我一个人在暑
热未退的八月，骑行在109国道上，享用着那难得的孤寂中的
喧嚣与虚致时，似乎身心伸展到了无限的大，无限的轻松，
也霎时明白了：多欲的世界里，我们更应求喧
嚣。“虚”“静”中才有自我的空间，随之“孰能浊以静之
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就脱口而出，语虽未惊扰路旁枝
丫上的婉转啼鸣的小鸟，却聩动了我的心灵与灵魂。

真心感激新中的读书沙龙，是你让我有了这样一个静心读书
的时机，亦真心感激两千多年前老子的《道德经》，是你让
我以届不惑之年的女人真正不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