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史的心得体会(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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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
心得体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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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的心得体会篇一

猴王出世这一回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奋发学习本领的经历。
昭示了孙悟空桀骜不驯的性格与朴素的正义感。可以说为日
后孙悟空降妖除魔埋下了伏笔。

一部古老的神话故事，但却引起了儿童的喜爱，那就是《西
游记》。小时候，我只是看动画片与图画书。但现在，我不
仅看与读，而且还学会了思考。

《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大家都十分了
解。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孙悟空啦!因为他总是聪明过人、
助人为乐、能分辨好人与坏人，来守护唐僧和弟兄们。他就
像我们现在的人民警察一样，火眼金睛，抓坏人救好人，时
刻保卫着我们。或许由于唐僧遇到麻烦的事情就不动脑筋，
盲目地接受别人的帮助的缘故吧，有时才会不听孙悟空的好
心劝告，掉入妖怪的手中。这足够说明了遇到麻烦的事情要
动脑筋，如果不动脑筋，听了别人不好的意见，反而会更糟
糕。不过我还认为唐僧过于善良，哪怕对待坏人也十分好，
因为他只看表面，不了解人的本质。

我也很喜欢猪八戒。我觉得他是个性格单纯但很可爱的人。
他不会想出一些好方法，但却有正义感。只要他想做的事，
他就一定会去做。他会奋不顾身地保护师傅的安全，而不考



虑自己的安危。看上去他有些笨不动脑筋，但是人们觉得他
笨的可爱。我们要学习他那种不怕敌人的胆量。不过有些事
在做之前要仔细考虑，分清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要
凭自己的实力去做。

总之，师徒四人每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正所谓“三人行，必
有我师焉。”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长处，哪怕是他们的短处
也必须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如果有的话，要努力改正，成
为一个完整的人!

读西游记体会

校史的心得体会篇二

一部古老的神话故事，但却引起了儿童的喜爱，那就是《西
游记》。小时候，我只是看动画片与图画书。但现在，我不
仅看与读，而且还学会了思考。

《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大家都十分了
解。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孙悟空啦!因为他总是聪明过人、
助人为乐、能分辨好人与坏人，来守护唐僧和弟兄们。他就
像我们现在的人民警察一样，火眼金睛，抓坏人救好人，时
刻保卫着我们。或许由于唐僧遇到麻烦的事情就不动脑筋，
盲目地接受别人的帮助的缘故吧，有时才会不听孙悟空的好
心劝告，掉入妖怪的手中。这足够说明了遇到麻烦的事情要
动脑筋，如果不动脑筋，听了别人不好的意见，反而会更糟
糕。不过我还认为唐僧过于善良，哪怕对待坏人也十分好，
因为他只看表面，不了解人的本质。

我也很喜欢猪八戒。我觉得他是个性格单纯但很可爱的人。
他不会想出一些好方法，但却有正义感。只要他想做的事，
他就一定会去做。他会奋不顾身地保护师傅的安全，而不考



虑自己的安危。看上去他有些笨不动脑筋，但是人们觉得他
笨的可爱。我们要学习他那种不怕敌人的胆量。不过有些事
在做之前要仔细考虑，分清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要
凭自己的实力去做。

总之，师徒四人每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正所谓“三人行，必
有我师焉。”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长处，哪怕是他们的短处
也必须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如果有的话，要努力改正，成
为一个完整的人!

真的非常好看。每一个章节都有许多不同的惊险冒险，让人
不由自主的一页一页看下去。虽然大家都认为悟空法力高强，
是最厉害的，但我却有点不以为然。他法力高强是无庸置疑
的，但我认为西天取经的旅途之所以会如此有惊无险的顺利，
而非悟空一人的功劳。不管怎麽说，西游记真的很好看。

撰写读书心得体会西游记3

校史的心得体会篇三

选题是否适当，直接关系到学术论文的价值大小和写作的成
功与否。因此，确保选题没有毛病，应该是论文写作首先要
考虑的。一般而言，在有研究价值的前提下选择较小的题目。
小则容易出新，容易写实、写好。而有的小学教师往往喜欢
大的选题，如《论我国的教育改革》、《新课程背景下小学
语文教学的思考》等。这些选题就太大，涉及范围太宽泛，
论文的正常篇幅根本容纳不下，即使勉强完成，也难以阐述
清楚，往往流于空泛。有些大题目，则可以分成几个小题目
来写，使论点更明确、内容更集中、论述更深刻。不要动不
动就是素质教育、均衡化之类的，而是应该从学校教育教学
的实际出发，把素质教育、均衡化这些宏大命题具体化。其
次，不要求全求大，一篇论文不可能穷尽所有问题或一揽子



解决所有问题。论文不是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比
如德育研究，现在人们常常强调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强调
生态伦理等，但教师们往往泛泛而谈，论文价值不大。其实，
可以选择几个文本进行对比分析。如新课程语文教材中删去了
《手套》一文，因为文章写主人公打死熊，文末用熊皮为爷
爷做了一副手套。文章强调的是战胜自然，动物为人所用，
而不是人与自然和睦共处，显然不符合现在的理念。教师可
以寻找几篇这样的被删除文章，并找几篇现在新选入的课文，
分析对比其不同处，从而论述文本体现的价值观、生态伦理
观的不同，谈自己在教学中如何运用这一结果，让学生真正
理解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这样切口小，有实证研究，又结
合自己教学实践的文章才是有价值的。我们并不一概反对选
大题目，只是就当前广大教师的实际情况而论，因一般教师
难以集中很多的时间、精力来搜集资料，研究、撰写题目较
大的文章。

怎样才能做到从小处入手、以小见大呢？

第一，教师写论文应避免急功近利的心态。教师的论文不是
教育理论的“高端”发现，而是要强调教育理论的“终端”
运用和结合实践的创新。而要注意观察和思考自己的日常教
育、教学工作，从中发现研究的问题，因为课堂是教师最好
的实验室。教师要善于独立思考，打破思维定式，不人云亦
云，不迷信专家。这样才会有所创新。

第二，可以对选题的研究范围进行限制，或者从纵向上来截
取，或者从横向上来摄取。如《教师队伍的管理和建设》，
这个题目就太大了，难以写好。因此，广大教师应该根据自
己的教育实践，选择一些小的题目进行写作。

观点是论文的灵魂和统帅。一篇论文如果在观点上有失误，
立论的根基不稳，其价值如何或有无价值，就值得怀疑了。
论文在观点上容易出现的毛病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观点错
误，论文从总体上站不住脚；观点偏颇，未能客观全面科学



地认识问题；观点不够鲜明，要说明什么心中无数；观点陈
旧，人云亦云，毫无新意；思想空泛，认识肤浅，缺乏深度；
观点与材料不合，论点论据不够和谐统一；观点自相矛盾，
前后说法不一。

（1）重视教师的写字基本功；

（2）平时写字要有练字的意识；

（3）抓好“一寸”是关键。

这位教师将其分别概括为：

（1）打铁还得自身硬；

（2）提笔即是练字时；

（3）牵牛要牵牛鼻子。

谈问题一定要把握好分寸，要有分寸感，注意避免片面性。
不要把话说绝对、说过头。常会见到有的文章对所要阐释的
问题、方法等的意义或作用等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如论述
培养发散思维，就一味突出其重要性，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先进的教育思想；同
时又贬低其他，好像求同思维和它是对立的，是传统的落后
的教育思想的产物。再如谈到多媒体教学时，就无限地夸大
其作用，好像它把教学的规律也改变了，只有这样才显示了
教育的现代化。写教育论文，同样不能靠贬低其他来抬高自
身，切忌抓住一两点而不及其余。

首先要求语言准确。准确就是要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做到没
有差错。“准确”是从总体上要求语言讲求科学性和逻辑性，
能准确地表达论文的内容和思想感情。论文中用词和造句必
须恰如其分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并能如实、贴切地表达



作者的意图和思想感情。

其次行文切忌套话连篇，尽量避免使用过于口语化的语言。

第一，要明白，可以使读者少用精神去猜；

第二，要简洁，可使读者少用时间；

第三，要生动，可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让读者或评者
乐意读下去。

常见的毛病有：

一是表达不明白，特别是引用外国资料时，译文不通顺，晦
涩难懂。

二是烦冗。随便用词、意思重复，啰唆冗长。这往往在长句
中容易出现。句子一长，主、谓、宾语这些句子的主要成分
就会淹没在次要成分的堆砌中，使人如堕雾中，难辨其向。
能少说一句话就少说一句，能少用一个字就少用一个。同样
的内容，用很少的文字就可以表达出来，不仅能使语言更加
简练，而且还会使文章避免平铺直叙，富有艺术魅力。

校史的心得体会篇四

为了能够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必须收集一定的信息，积
累足够的资料，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理论素养。
因此，要把学习和积累作为提高撰写学术论文能力的“奠基
工程”来抓，在学习和积累上多动脑筋。

1、选题。

选题就是确定题目，这是写作中首先碰到的，也是最主要的
部分。题目选择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作品的“命运”，所



以，课题的选择必须考虑到以下四个方面。

（1）选择要从实际出发。平时自己对某一问题留心思考，并
认真研究，有所收获，取得了研究成果的，才有可能考虑写
作，没有实践基础或虽有实践但无收获体会，是写不出好文
章的。

（2）是否有新意。无论写什么文章，关键都在于有新意，如
果深层次的创新一时做不到，那么可以接着别人的工作往前
迈一小步。所用题目应该体现当前教学研究的动向，特别是
大家都没有思考到的空白点，所写内容最好是大家都关心
的“热门”内容，对于别人已用过的题目，一般不宜再用，
如果受到别人所用题目的启发，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或
在观点上有新的见解，而需要再用的话，用时可在题目上冠以
“再谈”、“也谈”之类的字样。

（3）素材和论据是否充足。

2、拟定写作提纲

确定了题目，并有了充足的索材和论据，也不要急于动笔，
可以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先拟写论文的详细提纲，提纲是帮
助作者整理思路，指引你如何取舍文章的内容，是将要写成
的文章的骨架，它起着疏通材料、安排材料形成文章基本结
构的作用。

3、修改润色

文章的修改润色，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一是结构修改，
二是词句修改，三是审定图表和数字符号及字母的大小写，
四是重新写题目。



校史的心得体会篇五

在幼儿剪纸的前期准备中，我发现小班的幼儿对于剪直线都
较为困难，个性是一些低龄化的幼儿更是如此。一开始我对
如何引导幼儿掌握初步的剪纸有点茫然。在手指游戏中，我
发现幼儿对于拇指是爸爸，食指是妈妈，中指是姐姐十分熟
悉，我灵机一动，这若编成小儿歌让幼儿掌握握剪刀的方法，
肯定对他们有帮忙。我立刻编起来“小剪刀，向前伸，两个
山洞竖起来，上面山洞爸爸钻，下面山洞妈妈姐姐钻进去，
小剪刀和宝宝乐开花”。儿歌一念，小朋友都特来劲地做起
了手指钻山洞的游戏，在做的过程中幼儿很快就掌握了正确
的握剪刀的方法。

由于年龄小，幼儿的肌肉力量的发展并不很好，协调性不够，
我除了让幼儿在日常游戏中，多投入锻炼小肌肉的材料，如
筷子夹豆，三指抓乒乓球，双手扣扣子等，还利用桌面活动，
请幼儿来玩拟人化的手指游戏“爸爸亲妈妈，爸爸亲姐姐，
上班了。下班了，妈妈亲爸爸，姐姐亲爸爸，一家人亲亲热
热在一齐”。幼儿的手指活了，能够很好地拿剪刀，剪刀开
放也就自如了。

游戏是幼儿的天性，天性让幼儿在老师的引导、帮忙下习得
经验，在多次兴趣盎然的游戏中，幼儿很顺利地就学会了剪
直线。

二、迎春花的“枯萎”

户外活动时，我和幼儿看到满树的小黄花，十分喜欢。我即
兴朗诵儿歌《迎春花》，告知幼儿迎春花象喇叭，哒哒嘀嘀
哒……他们居然兴奋地跑向花丛，摘起花来，此情形一时难
以控制。“哎呀，怎样这么痛呀?”我故意夸张地大声叫道。
幼儿停手了，跑到我跟前，关心地问：“老师，你哪儿痛?我
们把花送给你，你就不痛了。”我用铃鼓把花接住，“我心
痛，迎春花树妈妈心也痛，你们把她的宝宝摘掉了。”(幼儿



已有些感动)“树上的花好看还是老师铃鼓里的花看。”有的
幼儿说树上的好看，有的说铃鼓里的好看。(当时的比较幼儿
无法分辩)我没急于解释，而是等待。和幼儿一齐把花带回教
室用篮子装起来，放在区角里让幼儿随时观察。幼儿的热情
十分高，不时向我报告变化状况。第三天户外活动前，我拿
出篮子，请幼儿观察：花怎样了?幼儿都说：“花‘烂’了，
不好看了。”带着它，我们来到迎春花树边，再次请幼儿观
察：树上的花和摘下来在篮子里的花，哪个好看?幼儿都
说：“树上的好看。”(直观形象的比较顺利让小班的幼儿分
辨。)“你们喜欢那里的花?”“树上的。”幼儿肯定而坚定。
“哪以后我们出来玩还摘树上或花园里的花吗?”“不
摘。”“花园花儿好看我不摘……”教育到此已达成目的，
迎春花虽然枯萎了，但我们的孩子却成长了——不再随意摘
花。

小托班幼儿思维以形象思维为主，喜欢直观地了解事物，感
知事物，教师就应学会等待，让幼儿慢慢成长。避免一味说
教，为幼儿创造一切条件，让幼儿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

三“花片”奖励法

奖励在进行，红五星在幼儿额头上闪闪发光，我内心欣慰而
幸福，作为一名幼儿老师，我遵从了幼儿需要及其发展水平，
利用奖励法最大限度激发幼儿的潜能，使每一位幼儿在不同
水平上有所发展，提高了他们的动手潜力和插花水平。更为
高兴的是培养了他们快乐游戏的情绪，建构他们主动学习的
经验。

四、一次随机安全教育

幼儿，有的幼儿呈现紧张表情，有的幼儿紧张大叫(这说明幼
儿已有初步的自护意识)。为保护幼儿这意识，并在随机中对
幼儿进行安全教育，我立刻蹲下来和幼儿聊了起来：“着火
了我们该怎样办呢?”幼儿的回答是找消防叔叔，打110，甚



至有的幼儿还真的表演起来。“消防电话到底是多少呢?”幼
儿的回答各种各样：有120，有110，就是没有119。这说
明：(1)平常的安全的教育还是有效的，(2)实际联系不够，
需要在随机教育中加以强化，做到不但有意识，还能助帮幼
儿构成自护潜力，尽最大潜力离开火源，找大人寻求帮忙。
我便带幼儿去观察火源，让幼儿明白火有好处，也有坏处。
看到枯叶还在燃烧并发出很多烟，幼儿的反应还是以为真的
着火了，需要请消防叔叔，打119电话。我进一步引导幼儿观
察：“烧的是什么?为什么烧它?烧了有什么用处?这种火有没
有危害吗?”幼儿七嘴八舌，我相信他们已经明白这种火的好
处。正好前面有一片枯草被调皮男孩烧掉，我趁势带他们来
到此处观察，“这一大块黑黑的地方怎样了?周围的草漂不漂
亮?柔软不柔软?”引导幼儿明白随意玩火的危害。

回来的路上，还讲了一发生在大哥哥身上的事，由于玩火，
点着了稻草堆，引燃了房屋，最后是在消防叔叔和大人的帮
忙下这场火才被扑灭，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我相信在他们
幼小的心灵中已经种下了安全意识的种子，使他们明辨是非，
明白什么能玩，什么不能玩，明白如何自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