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童话教学心得体会 艺术活动心得
体会(优秀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我们应该重视心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
累和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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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话教学心得体会篇一

十一五艺术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活动已经告一段落，在一学年
的培训活动中，我认真聆听钱初熹等专家、教授的《当代发
达国家艺术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等专题讲座、观摩了《高雅
艺术进课堂》等一系列音乐舞蹈赏析、还观摩了区内艺术特
色学校的精彩演出。在各种讲座、赏析当中，有对当前国内
外艺术教学活动的现状研究，有对学生艺术团队组织、指导
具体做法的探讨，还有对传统古典的选择和简析，我觉得这
些讲座和实践活动，非常贴近我们基层艺术教师的教学，无
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操作的过程当中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
指导作用，让我感到受益匪浅。现结合本人的学习，谈一些
心得体会。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儿童学习
艺术已蔚然成风。学习艺术，对开发儿童的智力．形成良好
的心理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而
且孩子们在受到音乐熏陶的同时，也使他们的眼、耳、手脑
各个器官得到锻炼，促进了儿童脑神经系统的发育．有利于
它们健康成长。作为培养艺术苗苗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有责
任向社会提供最优秀的师资，把最好的教学方法奉献给孩子
们，发掘孩子的音乐才能、提高孩子的音乐素养、引导和促
进孩子生理、心理的健康成长。

要做到一个优秀的艺术教师并非易事，除了自身在吹、拉、



弹、唱上有较高的水平以外，还必须懂得艺术教育的基本原
理、较为优秀的教育教学本领、以及组织和指导艺术团队的
一系列能力。比如以我们钢琴老师为例，一个优秀的钢琴教
师和演奏家是有区别的，不但需要比较完善地弹奏好教学用
曲，而且还能采用专门针对学生的某个问题的方式演示给学
生，并且需要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进行必要的讲解，而且这
种解释是生动、具体、能为学生所接受和理解的，比如借助
于语言形象化描述，有助于学生对音乐这一抽象化艺术的理
解等等。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就需要我们钢琴教师需不断提
高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

音乐是一个表现的艺术，由于此项艺术的特殊形式，作为艺
术教师，必须有组织、指导学生艺术团队的能力。在培训中，
来自杨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曹老师把他多年来组织民乐队
的具体做法进行了总结和探讨，让我深深感到这项工作的艰
辛，但是又是那样的有意义。总之，培训活动虽然告一段落，
但我的感觉是越学习，越觉得知识太少不够用，正所谓学海
无涯学无止境，艺术教师绝对不能安于现状、吃老本。只有
这样，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也才能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艺
术教师。

童话教学心得体会篇二

学校一年一度的艺术节到了，尽管时值严冬，艺术的魅力还
是给学校带来了无穷生机。这是我第一次观赏规模如此巨大
的演出，受益匪浅。

令我印象最深的，肯定是总晚会现场第一个节目了。我很喜
欢激昂的乐曲，因此，在这个时候便大饱了眼福。

我赞叹那些美妙的声音。古筝的声音如清泉，潺潺流淌，当
手指流过琴弦时，真可用“此曲只应天上有”来形容。笛子
声也豪不吝啬。瞧，同学们的微笑早就和笛声混在了一起，
多美妙。二胡声，是我从小听到大的声音。那么清脆却又音



不断的连接在了一起。小提琴和鼓的声音再一次产生了鲜明
的对比，把情节推向了高潮。随着韵律，我们拍着手，这好
像比春节还快乐。

在合奏之后，一个个震撼眼球的节目有序的呈现出来。《爱
莲说》这个节目也获得了一致好评。与其说我喜欢周周敦颐
的诗风，不如说我喜欢舞台的笑容;与其说我喜欢音乐的优雅，
不如说我喜欢舞者的胸有成竹。台上的灯光似月光倾城撒下，
曼妙的舞姿是否可以把我们带回满塘红萍的世界?我想，回答是
“能”。伸腿、跳跃、下腰，每一个动作都做得游刃有余，
在音乐的世界，他们那样如鱼得水，那样引人陶醉。我被深
深的震撼了，这一定是他们展现给我的最好状态。

看了这么多令人激动的节目，我们合唱队又怎能忍心落下呢?
随着主持人从容不迫地报出我们的曲目时，全场又再一次鼓
起掌来。从两个月前我们选定曲子，再到两个月后我们站在
舞台上会心的笑容，在背景乐得映衬下，我们自信的美妙的
声音感动了全场。

“八斗丘上，春风化雨……”在老师的歌声中，我们大江声
的艺术节拉下了帷帐。从艺术节刚来的喜悦和艺术节离去的
不舍，我们懂得了团结，懂得了友谊。在这次艺术节中，我
们懂得了许多，同时，我们也期盼着明年艺术节的到来。

童话教学心得体会篇三

学校每年会有几次盛会，最让我们期待的，就是元旦汇演了。
今年的元旦艺术节，我决定不再只做一个观众，而要亲自站
上那个舞台，让自己成为焦点。

我准备的节目是一个小品，演员一共有三位。在经历了撰写
剧本。准备道具。分配角色等一系列环节后，我们已经达到
了能熟练表演的程度，接下来只希望在面对全校几千名观众
时能够正常发挥了。



演出那天，我坐在座位上默默地回想台词。语气和表情，既
紧张又忐忑，一旁的同学们都试图使气氛变得缓和些，让我
们感不到压力与紧张。

我们的节目是第七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要上台了。我告
诉自己，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没有问题。

开口讲的第一句话有些紧张，因为是第一次在全校面前表演
节目，我一点底气也没有。搭档比我有舞台经验，她悄悄给
我递了个眼神，示意我放开些，别怕出丑。我告诉自己别怕，
就当是表演给自己看，这样想着想着，心就渐渐平静下来了，
我们也就顺利完成了节目。

下台后，同学们夸我们表演得很成功，我感到一种沉甸甸的
满足感，我的表演被大家认可了。

这第一次的登台演出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让
我认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主角，成为焦点，关键
在于自己要有勇敢去做。每个人的潜能都是不可估量的，不
要轻易断言自己办不到，要敢于去尝试，不试你永远不知道
自己可以收获什么，试一试我们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的实力，放开自己，大胆去做。

童话教学心得体会篇四

读毕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不在具体对中国绘画把握到
什么，而是愈发感到学海无涯，一如艺无止境。因之茫茫不
知所之。

对音乐与文学的热情自不待说，读朗多尔米《西方音乐史》
爱上欧洲的歌剧，读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又爱上中国的
山水画……读杜诗的悲苦，爱上李白的雄奇;读小李杜的清淡，
冲不掉对豪放词之喜爱;读到此书第十章第五节，想去读赵孟
頫的文集……现在，兴趣愈广，而愈不晓得论文该写什



么——其实很多领域都是很可深入的。

持续增温或恒温的“国学”，如果以塑造“成”人为旨，那
么必定是要囊括以艺术的。文史哲的融会贯通，实在是替不
得琴棋书画的陶冶性情。显见，中国的文论和画论是那么的
神形俱似，然而实在少有一片园地，愿意接纳这样方向
的“学术”论文。实际上亦少有这样的尝试机构。

书中玄理味较浓，大约是少分析艺术作品的缘故。虽然作者
不是一个艺术家，但研究思想史之学者有如此眼光与心性关
注艺术者毕竟还是少之又少。

通常情况下，高超的技艺与深刻的学养难以在一个人身上集
中。所以艺术史家不是艺术家，艺术家亦难以有纯学术的阐
释。

——然而这只是奢求不可遇么?

童话教学心得体会篇五

班级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基层单位，是教师和学生开展
教学活动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学校中的教育、教学工作主要
是通过班级来进行的，而班主任是全班学生的领导者、组织
者和教育者，在班级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在小学当了4年的班主任，发现无论是高年级学生还是低年
级学生，无论是好学生还是差学生，都特别看重老师对自己
的评价和态度。若是老师喜欢他、赏识他，他就特别爱表现
自己，经常向老师畅谈对人、对事物的看法，敞开自己的心
灵世界。由此，我觉得可以将这作为班主任工作的切入点，
经常给学生提供展现自己的机会，一步步探寻学生心理活动
的轨迹，把握适当的教育方法和时机，适时和适度地引导他
们，鼓励他们，教育他们。而学生也乐于接受这种教育方法，
并把老师当作知心朋友，从而创造一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氛围。



相反，若老师鄙视、厌烦学生，学生也就抱着破罐子破摔的
心态，一切都无所谓，我行我素，紧紧锁住了心灵之门。这
样，即使再有水平的教师，也无法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其成
材。

有人说：教师最大的财富，就是教师心灵的不朽劳动化为学
生心灵永存的真、善、美。对于教师来说，一个个天真活泼
的孩子就像一块块璞玉，需要进行精心地雕琢，才能成为晶
莹剔透的宝玉。可见，学生纯洁的心灵是应该塑造，也是可
以塑造的，但心灵的美好只能用美好的心灵去塑造，要让学
生懂得真、善、美，老师必须在学生心目中是真、善、美的
化身。老师的一言、一行、一事尽量做得完满一些，从而引
发学生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例如，我班有名学生交不
起学费，我带头捐了10元钱，结果“一石击起千层浪”，班
内学生也纷纷将自己的零花钱拿了出来，捐给这位父母离异、
家境困难的学生。当时这位学生十分感动，我告诉他，我们
是一个大集体，老师和同学们是不会丢下他不管的。事后，
未经我发动，班内学生自行开办了一个“爱心小银行”，专
门积攒大家的零花钱、旧衣物，捐给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
那年，我班上几名贫困学生都在大家的帮助下顺利地升入了
中学。我觉得与其苦口婆心地说教，还不如用实际行动去影
响、感染、熏陶每一位学生，用自己心灵的燧石撞击出学生
心灵的火花。

班主任制定学习目标、纪律目标、卫生目标时，要根据学生
的整体实力来安排，不可过高，也不可过低。高了就成了空
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低了容易满足，觉得乏味。确定一定
的班级目标后，全班学生就会向集体靠拢，紧紧拧成一股绳
向既定的目标奋进，从而既增强了集体凝聚力，创造一种团
结进取、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又提高了每个成员的责任感
和荣誉感。例如，学校举行拔河比赛，我们班同学为了给班
上争得前三名，有的同学竟磨破了手，最后比赛结果获得了
第一名，同学们欢呼雀跃，那几名受伤的同学高兴得忘了手
疼，都一个劲地鼓掌。其次，除了班内制定总目标外，每个



人也要有个人目标。比如做好每一样作业，争取都得“优”;
回答问题声音洪亮，得到同学赞许的目光;做一件好事，体验
超越自我的感觉等等。这样，鼓励学生制定自己目前的目标
和今后的目标，用日记或周记的形式写出来，尽量说到做到，
培养他们积极进取、永不懈怠、设计生活的能力和习惯。教
育家陶行知说：“一年之内务求不虚度一日，一日之内务求
不虚度一时。”我尽量让学生珍惜时间，充实生活。例如，
班上一位学生在写《20年后的我》这篇作文时，想像自己是
房屋设计师，是市长，是老师等等，这就是他的奋斗目标，
而要实现这一美好理想就必须在今天扎实学习，勤奋进取，
从而在心中有了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

总之，教育、教学是一门魅力无穷的艺术，只要不断钻研，
不断实践，就会体会到其中的无限乐趣和崇高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