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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指南心得体会(实

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心得反思篇一

经过本次48学时xx区幼儿园科学教育专题培训，我对科学领
域方面又有了一定的了解。比如自然角如何创设，如何提高
幼儿在科学活动中的兴趣等等。

在本次培训中，陈xx老师以他们幼儿园为例，对自然角的创
设进行了很多的说明。也提出了自然角创设中存在的几个问
题：

1.看上去很美（老师被动创设）

2.老师做环境很盲目

3.幼儿和老师对于环境的创设以及记录等坚持起来困难。

自然角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块。一块是种植养殖活动，另一
块是观察阅读活动。而种植养殖方面，陈老师也详细的`指出
可以种植养殖什么动植物，以及根据季节可以种植养殖哪些
动植物。例如，秋天可以种菊花、养蟋蟀、蝈蝈等，冬天可
以种植水仙、养青蛙（观察冬眠）。在科学领域教学活动开
展中，我经常发现孩子们的兴趣点不浓厚。尤其是在没有进



行操作活动的环节中，孩子们容易分散注意力，导致活动的
成效不好。线上课程中，老师用中班科学活动《水的心情》
这个活动为例，来进行分析。从中提醒了我，对于科学活动，
在内容的选择上应贴近生活，符合孩子的经验，在终生教育
的背景下，科学教育要符合这个理念。让孩子关注到水的资
源，从而产生保护水资源的意识。在活动中，应该通过多个
途径来让幼儿获得显性或者潜在的知识，途径单一也会让孩
子缺乏兴趣。例如以视频、音频、ppt、故事、操作实验等途径
来让幼儿获得关于水的知识。那么在科学活动中，教师应该
怎样培养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呢？课程中，老师也进行了
相应的解答。

第一点是认知孩子的天性，支持他的探究。

第二点是关注孩子的兴趣，顺应其研究。

第三点是判断价值，激发他的探究欲望。

根据本次所学课程，我对科学活动的组织与设计又有了进一
步的理解。也学到了一些活动组织中的常用策略：

1.吸引幼儿注意力

2.节奏控制

3.观察

4.介入

5.环境创设

6.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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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区内的图书角是幼儿自主活动时最喜欢的去处。但由于
幼儿年龄小、阅读的经验少、自控能力差。因此，每次看完
书后，图书角里总是很乱、图书有撕破的现象。为了培养幼
儿喜欢阅读、养成爱护图书的好习惯，我决定先教幼儿学会
整理图书。

图书的规格有大有小，幼儿刚开始都没有分类的意识，把大
的小的混在一起显得凌乱不堪。于是我先引导幼儿观察图书
是否一样大，它们仔细看了看说不一样大。我请三个小朋友
分别将三种不一样大的书叠在一起，经过一番整理，他们发
现共有三类不同大小的'图书。通过分类活动，幼儿对图书有
了初步的感性认识。

图书的摆放规则一般都是封面在上，封底在下。可幼儿因为
不知道这个规则而将图书放得横七竖八。于是我先教幼儿认
识封面和封底，封面一般色彩比较漂亮，图象比较大，还有
醒目得书名。所以幼儿一下子学会了区分封面和封底，他们
分别检查了三类图书是否都是封面在上、封底在下，发现不
是，连忙重新摆正。

如今，每当看完图书后，偶有不整齐，几个能干的幼儿总会
抢先把图书整理得井井有条，再也不用我费心了。现在，我
又逐步将整理图书的经验迁移到整理游戏角、区域活动材料
中，引导他们掌握整理物品的要点------分类整理。

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心得反思篇三

幼儿园教育是教育的基础阶段。幼儿作为发展中的人，有权
利知道他所处的环境状况，有义务成为美好环境的缔造者和
维护者。因而，从幼儿开始，实施环保教育，使他们具备环
保的意识与习惯是十分必要的。



幼儿对事物的认识大部分是通过环境的潜移墨化作用和影响
获得的。试想想，如果一个幼儿园果皮乱扔，到处是脏水、
垃圾，家长、老师熟视无睹，孩子耳闻目睹，长大后又怎么
会成为一个爱护自然、爱护环境的人呢？所以，要对幼儿进
行环保教育，必须充分发挥环境教育的作用，两者相互渗透，
即在进行各项环境创设时要处处考虑安排环保教育的内容，
而进行环保教育时，要充分利用幼儿园周围的环境，发挥其
特殊作用。

幼儿的特点是年龄小，生活经验少，好奇多问，活泼好动。
而我们进行环境布置时往往容易以成人的观点代替幼儿的观
点，以成人的眼光代替幼儿的眼光，特别是在环保教育时，
如果只讲大道理，孩子们难以理解，收不到教育效果。

环境创设如何适应幼儿环保教育的特点呢？

（一）要以幼儿的生活经验为出发点。环境布置要让幼儿易
于理解，所以，设计时要图文并茂，以画为主，并且运用各
种材料，特别是废旧材料。如设计墙报《创建绿色乐园》，
就用了挂历纸、旧竹签、棉花等多种材料，使用浅显易懂的
图案，力求做到色彩丰富、图文并茂来吸引幼儿。设计环保
教育内容应该以幼儿熟悉的小草、小花和喜闻乐见的动物为
主，这样容易使幼儿产生亲切感，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

幼儿活泼好动，老师可带领幼儿到设置的生态环境中亲自栽
种植物、喂养小动物。又如在课室环境布置中，可让幼儿一
起利用各种废旧材料参与制作，这样，幼儿在操作中学习，
产生兴趣，自然而然地增强了环保的意识。

（三）要以幼儿的情感为出发点。环保教育要在幼儿面前显
现最美好的画卷，让幼儿置身于最美丽的情境之中，从而培
养和激发幼儿热爱世界、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特别是创
设环境时，应以各种手段提高其艺术性，让幼儿生活在充满
自然、和谐色彩的世界里面，将来长大才懂得去爱、去保护



环境。

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心得反思篇四

今天中午的例会，有幸聆听了周教授关于学习《幼儿园保育
教育质量评估指南》的分享。周教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讲解：
1.走进指南;2.研读指南;3.精读指南。《评估指南》的指导
思想中提出：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遵循幼儿发展规
律和教育规律，完善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为导向的学前
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
接棒人。

1.坚持正确方向。坚持办园方向，践行为育人、为国商才使
命，树立科学评价导向，推动构建科学保育教育体系，整体
提升幼儿园办园水平和保育教育质量。

2.坚持儿童为本。尊重幼儿年龄特点和成长规律，注重幼儿
发展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坚持保敏结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有效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了坚持科学评估。

3、完善评估内容，突出评估重点，改进评估方式，切实扭
转“重结果轻过程、重硬件轻内涵重他评轻自评等倾向。

4.坚持以评促建。充分发挥评估的引导、诊断、改进和激励
功能，注正过程性、发展性评估，引导办好每一所幼儿园，
促进幼儿园安全优质发展。评估的内容包括：办园方向、保
育与安全、教育过程、环境创设、教师队伍等。内容具体、
科学且指标详细，给我们的工作明确地指明了方向。

而对于我们一线教师，我们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工作也
更加明确了，评估中的各项指标不仅详细，而且还提出了一
定的方法和培养方向，对我们的工作有很重的指导意义。幼
教事业是对生命的尊重，蕴含着爱，蕴含着责任，蕴含着教
育者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只有不断地充实自己，尊重幼儿



年龄特点和成长规律，注重幼儿发展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坚
持保教结合，以游戏为主，以幼儿为本才能更好地去看懂孩
子，引领孩子，做孩子成长路上的指引者。

《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学习心得体会

在园长的带领下，我们学习了《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
南》，这次学习获益匪浅，对幼儿园的保教工作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活动组织、师幼互动、家园共
育”这三项内容，让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方向更加明确。
我要善于发现孩子身上各种偶发的教育契机，我们的对象是
思维活跃、充满着奇思妙想的孩子，在活动中他们会有各种
偶发的状况，我们要抓住活动中孩子感兴趣和有意义的问题
和情境，从而引导孩子积极主动的投入学习和活动中，这也
让我认识到老师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认
真备好每一节活动，为孩子提供丰富有趣的可操作的材料，
这样才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和参与活动的兴趣。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会以《幼儿园保育教育评估指南》、《幼儿园教育
指导纲要》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为理论依据，不
断学习，经常反思，做一个钻研型、学习型的老师,和我的孩
子共同成长。

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心得反思篇五

认真学习了周教授的《评估指南》，真是使我受益良多，也
让我对保教常规管理有了新的感悟。比如，我们要求教师关
注更多细节，关注幼儿一日生活活动的各个环节；保教相互
结合，保教不分家；班级是实施保教任务的基本。幼儿最具
体的生活环境是在班级，幼儿的健康成长直接取决于班级保
教工作的成效。所以我们教师要根据幼儿的.特点，为他们创
设良好的教育环境，并加以正确的引导，确保幼儿的生活秩
序和常规正常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