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宽容的心得体会(优秀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心
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
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
方向。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
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宽容的心得体会篇一

宽容始终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在教育场景中,宽容有助于
保护学生的差异性,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对他人的信任感等,
还能培养学生的个性、创造力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
关于宽容的教育故事，一起来看看吧!

一、宰相肚里能撑船

三国时期的蜀国，在诸葛亮去世后任用蒋琬主持朝政。他的
属下有个叫杨戏的，性格孤僻，讷于言语。蒋琬与他说话，
他也是只应不答。有人看不惯，在蒋琬面前嘀咕说：“杨戏
这人对您如此怠慢，太不象话了!”蒋琬坦然一笑，说：“人
嘛，都有各自的脾气秉性。让杨戏当面说赞扬我的话，那可
不是他的本性;让他当着众人的面说我的不是，他会觉得我下
不来台。所以，他只好不做声了。其实，这正是他为人的可
贵之处。”后来，有人赞蒋琬“宰相肚里能撑船”。

二、负荆请罪

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有功而被封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
廉颇很不服气，扬言要当面羞辱蔺相如。蔺相如得知后，尽
量回避、容让，不与廉颇发生冲突。蔺相如的门客以为他畏
惧廉颇，然而蔺相如说：“秦国不敢侵略我们赵国，是因为



有我和廉将军。我对廉将军容忍、退让，是把国家的危难放
在前面，把个人的私仇放在后面啊!”这话被廉颇听到，就有
了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

三、仁义胡同

明朝年间，山东济阳人董笃行在京城做官。一天，他接到家
信，说家里盖房为地基而与邻居发生争吵，希望他能借权望
来出面解决此事。董笃行看后马上修书一封，道：“千里捎
书只为墙，不禁使我笑断肠;你仁我义结近邻，让出两尺又何
妨。”家人读后，觉得董笃行有道理，便主动在建房时让出
几尺。而邻居见董家如此，也有所感悟，同样效法。结果两
家共让出八尺宽的地方，房子盖成后，就有了一条胡同，世称
“仁义胡同”。

轶事

有一次，理发师正在给周刮胡须时，突然咳嗽了一声，刀子
立即把脸给刮破了。理发师十分紧张，不知所措，但令他惊
讶的是，周并没有责怪他，反而和蔼地对他说："这并不怪你，
我咳嗽前没有向你打招呼，你怎么知道我要动呢?"这虽然是
一件小事，却使我们看到了周身上的美德--宽容。

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 三国时期的蜀国，在诸
葛亮去世后任用蒋琬主持朝政。他的属下有个叫杨敏的，性
格孤僻，讷于言语。蒋琬与他说话，他也是只应不答。有人
看不惯，在蒋琬面前嘀咕说：“杨敏这人对您如此怠慢，太
不象话了!”蒋琬坦然一笑，说：“人嘛，都有各自的脾气秉
性。让杨敏当面说赞扬我的话，那可不是他的本性;让他当着
众人的面说我的不是，他会觉得我下不来台。所以，他只好
不做声了。其实，这正是他为人的可贵之处。”后来，有人
赞蒋琬“宰相肚里能撑船”。

六尺巷



清朝时期，宰相张廷玉与一位姓叶的侍郎都是安徽桐城人。
两家毗临而居，都要起房造屋，为争地皮，发生了争执。张
老夫人便修书北京，要张宰相出面干预。这位宰相到底见识
不凡，看罢来信，立即做诗劝导老夫人："千里家书只为墙，
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母
见书明理，立即把墙主动退后三尺;叶家见此情景，深感惭愧，
也马上把墙让后三尺。这样，张叶两家的院墙之间，就形成
了六尺宽的巷道，成了有名的"六尺巷"。张廷玉失去的是祖
传的几分宅基地，换来的确是邻里的和睦及流芳百世的美名。

宽容的心得体会篇二

2、让法律法规时刻警醒自己。对学生要平等对待的原则。品
读条文，对照自己，觉得自己能够按照相关规定指导自己的
实践，规范自己的行为。在教育教学中努力做到平等对待每
一个学生，为学生营造了既宽松又有序，既民主又自主的学
习、生活氛围，让学生在快乐与幸福中得到发展。在教育教
学实践中，始终牢记法律法规的条文，充分做到尊重学生人
格，不歧视学生，对学习或平时存在问题的学生，要多方面
想办法树立其信心，但有时也有耐心不够的时候，今后要学
会寻找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用显微镜看其不足，我们彼此一
定都会多得许多快乐。

3、视学生为己出，处处关爱学生。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热爱
一个学生等于塑造一个学生。而厌弃一个学生则无异于毁坏
一个学生。学生正处于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刻，在
成长的道路上，难免会遇到各种困扰和问题。需要我们去帮
忙引导。如果说教师的人格力量是一种无穷的榜样力量，那
么教师的爱心是成功教师的原动力。那么如何爱心去打开学
生心灵的窗户？首先就要了解他们。了解学生的爱好和才能，
了解他们的个性特点，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只有了解了每
个学生的特点，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才能引导他们成为有
个性、有志向、有智慧的完整的人。教育是人类学，是对人



类灵魂的引导和塑造。苏霍姆休斯基说得好，不了解学生，
不了解他的智力发展，他的思维、兴趣、爱好、才能，就谈
不上教育。热爱每一个学生，我要热爱我的每一个学生，我
觉得教师不只是教给学生知识，还要教会他做人。还要关爱
他，时时刻刻让他感觉到集体的温暖。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这
个集体中茁壮、健康的成长，这就是我的目标。也是我的责
任。

4、活到老，学到老。社会的飞速发展，对教师的要求不断提
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知识的更新非常快，原有的知识
已不能很好的完成教育教学任务。所以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
扩充知识量，为实现优良教学效果提供保障！

通过听讲，我深知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具有高尚的
道德品质，对学生要有慈母般的爱心，且不断更新、充实自
己的知识，做到与时代同步，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的人才，挑好肩上这付教书育人的重担。

宽容的心得体会篇三

今年的夏日，我又迎来了我梦寐以求的暑假。但今年的暑假
时间相对往年长了些，差不多有三个月哈！因为就在之前，
我刚刚经历过一次至关重要的测试，可以说的上是人生上的
一次转折点——那就是高考。

而高考是这场梦醒来的钥匙。

高考一眨眼便过去了。高考过后，我和同学们间的毕业聚会
并没有多么的精彩。恰恰相反我个人认为相对平淡，我个人
更关心的对未来的憧憬。

转眼之间，成绩出来了，成绩不算理想，但起码是尽自己最
大努力取得的，也算无悔。



我这人有点懒，就是这点，我不少被家长骂。其实想一想，
我可以趁着这次暑假好好改正自己，使自己的暑假能够有所
收获。

对于未来，我不敢过分憧憬，因为我觉得做好当下之事，立
足当下，再来憧憬未来，可能会更好也说不定哈！

今年的夏日，标志着我高中生涯的结束和即将到来的大学生
活的开始。是我高中生变成大学生，身份上的转换。对此，
我充满着无限的憧憬。

宽容的心得体会篇四

一、首先要学会宽容自己。高山不理解流泉，设置了许多路
障，泉水却永不停歇，饶过顽石，跳下断崖，变成了飞瀑，
变成了大江，奔向浩瀚的大海。船不理解岸，总要离去，但
岸总是等待着，永远张开宽大的臂膀。太阳不理解月亮，不
喜欢她惨白的光，月亮却永远追随着太阳，当太阳落山后，
她却用淡淡的柔光照亮整个黑夜。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自
己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二、要善待他人。没有必要和他人斤斤计较，善待他人，就
是善待自己。

三、要学会潇洒宽厚待人，容纳非议，是事业成功、家庭幸
福美满之道。事事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活得也累，潇洒最
重要。做到宽容，你疲惫的心，也会变得年轻。因为宽容，
脚下的路会越走越宽，因为豁达，生活会处处充满阳光。

四、要学会忍耐。同事的批评、朋友的误解，过多的争辩和
反击实不足取，惟有冷静、忍耐、谅解最重要。相信这句名
言：宽容是在荆棘丛中长出来的谷粒。

另外还有一个体会就是：宽容是助人成就事业的基石，是所



有想成就事业的人们必须具备的涵养。当你对他人多一点宽
容、多一点大度、多一点容忍、多一点体贴、多一点谅解时
自己也会少一些忧愁、少一些烦恼、少一些郁闷;少一些闷闷
不乐、少一些不快。

总之，宽容不但是一种胸怀，宽容是一种气度，宽容是一种
智慧，更是一种博大，它能包容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更是一种
境界，它能使一个人的人生跃上新的台阶。如果人与人之间
多一份关怀，多一份理解与宽容，那么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

宽容的心得体会篇五

在提升课堂品质的过程中，学校应该特别注意，不能把理想
课堂和其他工作割裂开来。理想课堂的工作应该成为研发卓
越课程工作的根本奠基工作之一；理想课堂的工作也应该成
为完美教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理想课堂工作所遵循
的一些原则，也可以成为家校共育活动、大讲堂活动等的一
些原则。归根结底，所有的教育之道都是情理相通的。

在学校推动理想课堂这一过程之中，有一些特别的方法，需
要我们更有技巧地掌握。

随时听课法

在学校应该养成一种习惯，每位教师都认为随时被人推门听
课是一个正常状态。

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更多真实的课堂才能够被研究者和推
动者所掌握。在进行推门听课的过程中必须要记住，尽量以
对课堂的优点进行表彰的方法来开展随时听课这一行动；否
则，随时听课，就会越听越紧张，越听越不开心，这种方法
就不可能真正持续下去。只有把随时听课法变成一种对优点
的发现、对成绩的赞扬；同时，从暗地里变成对更多不足的
掌握，才能真正让随时听课法赢得人心，才可以更好地坚持



下去，并且更真切地推动老师们对理想课堂的认可，以及主
动希望改变自己的课堂，提升自己课堂品质的信心和动力。

体系教研法

学校中开展理想课堂的体系教研，和区域开展的专题教研类
似，从方式、方法上没有大的不同，但是，从整体的细节把
握上，学校需要进行不同的整体安排。

对于区域来说，推动理想课堂行动，推动的就是全员的教学
技艺的提高，但是对于学校来说，人力、时间都不足，而课
堂又是平时必须要实战的场所，这就需要学校在教研中应该
结合具体的教学任务，才能有规划、有目标地完成理想课堂
教研。

比如围绕教材某一单元的主题进行深入地探讨，那么这样的
教研就是集体备课；又比如围绕着不同的学科进行课堂的教
研，那么这样的教研就是了解不同学科的工作，推动不同学
科进一步的发展；还可以把课堂的各类研修，和平时的其他
培训结合在一起，以公开课的形式，以观摩课、研讨课等不
同的目标，进行课堂细节的打磨。

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可以把理想课堂做得高效，同时把日常
的备课也变得高效。这样两相结合，真正参与教研、参与理
想课堂研讨的教师，在备课中可以少花力气，那么每个人都
会以一种更好的心态投入到工作中；也只有这样顾及到一线
老师具体的工作负担，才可以协助他们节约精力，才能更好
地促进一线的教学工作。

师徒结对法

传统中的师徒结对，现在很多学校已经很少采用了。

从教育来说，师徒结对这样共同成长的方式，有着特殊的价



值和意义。在这样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之中，好的师徒结对，
不仅仅是师傅对徒弟传、帮、带的过程，也是师德的传播，
是一种完整的教育的濡染，当然，也就会在理想课堂的工作
中更能体现出来。因为师徒结对，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更专注地一对一地进行沟通交流。师傅和徒弟互相
进入彼此的课堂，甚至共同用大教室来上两个班学生的课，
彼此观摩、互相提醒、共同研究的过程，就会成为在工作之
中润物无声的提高，并且因为双方互相能够进入课堂，也就
能够更深入地发现课堂之中的问题。尤其是在教学经验这一
层面上，教师互相之间传授的经验，虽然不见得有着高超的
理论，但往往是对当下最为有效的。

需要特别注意，在这样的过程之中，不能简单地把师徒结对
变成一个封闭式的师徒小团体，而应该把这样的制度变成常
态，师徒和师徒之间也应该互相进行交流，不仅可以让徒弟
互相竞争、师傅互相竞争，而且应该在不同时期让同一个徒
弟拜不同师傅、同一师傅收不同徒弟，从而以多种力量更好
落实师徒结对这种形式，把传统的关系转化为现代关系，让
教师中的师徒也能教学相长、彼此成长，从而推动理想课堂
的效果最大化、最快化。

个案微研法

在生活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教育事件，这样的事件
发生在课堂上，常常会给课堂教与学带来干扰，这是困扰老
师最大的问题。

这些突发的问题，虽然形式上是突发，但是形成却有漫长而
复杂的原因。老师在课堂上解决了这一次，未必就不会再发
生下一次。

所以，在理想课堂的推动中，特别推荐用个案微教研的方式，
围绕课堂上突发的状况，进行15分钟到30分钟内的，尤其是
以年级为单位、以办公室为场地的一种理想课堂教研方式。



这样的教研，短平快、直接、针对性强，在积累之后会形成
对相关问题的深刻洞察。与此同时，给老师如何处理课堂问
题提供了更多借鉴之处，能在当下拿来就用，是一种特别受
老师喜爱的方法。

辩论争鸣法

理想课堂的推动中，一方面要注重传、帮、带，注重老教师
的丰富经验；另外一方面更要注重正确理念是否在课堂中得
到贯彻和落实。

必须特别强调，正确的理念，未必就是最新提出来的，而是
指真正正确的理念。因此，正确的理念可能会在新教师的心
中，也可能会在老教师的心中。

在教学中有着不同的理念，就会产生不同的做法。但理念的
产生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而理念的落实也是无意识中进行，
对理念的修订也就变得格外艰难。因为一旦要扭转一个人的
观念，必须要这个人自己从内心产生认识。如果我们在工作
中生硬地去扭转一种观念，势必会引发对方的反感，不可能
真正地取得好的效果。即使一位老师表面上说出认同的话，
可是当老师走进教室关上门的时候，一个人在行动中，一般
不可能做出自己不认可的事。

推行的理想课堂“辩论争鸣法”，就是组织辩论甚至辩论赛，
对有关问题进行争鸣。具体做法是通过具体的教学案例，要
么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要么是在教育书籍中所记录的，围
绕这些案例进行不同教学方法、课堂如何开展讨论。在这样
的讨论中，大家各抒己见，百家争鸣，通过集体的力量、智
慧的碰撞，最终赢得更多的认同。这样一次又一次、一人又
一人的交流和传播，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一群人的理念。

这种办法虽然见效并不明显，却是一个真正能够落实到根本
的方法。如果一所学校要想真正长久的推进正确的课堂改革，



必须推行正确理念的扎根。因此，以“辩论争鸣法”构建理
想课堂，是一个必须努力的方向。通过这个方法，缓慢而彻
底地改变陈旧的、错误的教育教学理念，最终将会让全员坚
定而全面地把正确的方式方法，运用到日常的课堂中。

自评反思法

课堂，是师生的舞台。每位教师每天都会走上自己职业的舞
台。那么每一堂课，不仅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教师的生命
绽放的一段时光。在这段时光里，教师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就像是大海中的一朵又一朵浪花，如果不及时记录，那么水
花就迅速消散在水中，根本无法留下任何印记。

采用“自评反思法”，请老师们每天选择课堂上的一个小点
进行一次自评反思。自评反思不用长，两三百字、甚至一条
微博140个字就够了。每天对于课堂上的内容进行反思，积累
之后再在教师之间进行互相沟通、互相探讨，收获会更大。

长久的反思和积累，就可以把更多的教育智慧集中起来，把
更多的教育难题也集中起来，对智慧进行分享，对难题集体
攻关。无论是有针对性的问题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在集中
群体力量时，都会超过个体的力量，增进解决的可能。

对于一所学校的管理者来说，还应该意识到：一旦是在课堂
上普遍发生的问题，就是该校教育之中存在的漏洞。从这一
角度来讲，“自评反思法”也是请老师在自己的实践中，为
学校更敏锐地发现更多问题，更积极地承担和解决问题的过
程。

教案打磨法

理想课堂之所以难推动，是因为每一次推动的时候都意味着
真刀实枪——每一节课都需要时间、都需要人员。



所以，综合以上种种提高方法之外，还有一种“教案研讨
法”：写出合适的教案，就等于用大脑已经上过一次课，通
过对不同的教案进行共同推敲修改，就是一种理想课堂的研
讨方法。

在生活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可是，这个常见
的方法，常常做，却不见得会产生如期的效果。

因此，真正在实施理想课堂的“教案研讨法”的时，要注意
两大原则：教案要少，研讨要透。

第一，教案要少，指的是数量要少。每一次备课都应该结合
着具体的工作来进行；同时，教案的书写一定不能把它变成
一种工作的常态。用于提供研讨的教案，是比一般的教案更
为深入，不仅仅能够有自己的做法，更能够提供做法背后的
理论支撑，最起码是自己如何思考的、如何行动的原因。要
求老师提供这样的教案，就不能在数量上有更多的要求，不
可以一次要求写出很多的教案，而应该留有很长的、足够的
时间，供老师们进行打磨。

第二，研讨要透，指的是要有深度。在研讨之中，围绕着一
个教案，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够细心，一定要很全面。只
有不放过每一个问题，真正地围绕着这个教案方方面面的问
题，不仅仅指出问题的现象，更能深入分析讨论问题的原因，
且把问题真正地从宏观背景到具体人物都条分缕析，还能结
合着这些分析，举一反三地举出其他的例子进行佐证，才能
真正举一反三，通过一个教案学习更多教案，最起码是学习
到上某一类课所需要的方法和技巧。只有这样，才能在深入
的过程中保证了品质，也保证了热情。所以，建议类似的研
讨最多一个月举行一次，正常情况下一个学期进行两次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