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小学教育讲座听后感 小学教师听
教授讲座心得体会(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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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教育讲座听后感篇一

12月6号,陈默老师的心理学《德育教育工作中的心理学视角》
讲座如期在大庆举行,那天气温突降,但寒冷的天气并没有阻
挡专程来听陈默老师课的各位老师的热情,整整三个小时的讲
座非常精彩,陈默老师从孩子每个年龄段所面临心理任务和孕
育能力,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解了不同年龄孩子的心理特征、
老师与孩子沟通的误区以及如何正确地与孩子沟通，听完讲
座我觉得有很多收获要与大家相互交流：

讲座一开始，陈默老师就为我们陈述了当今教师面临的教育
难题是前所未有，作为教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她为我
们分析了各个年龄段孩子的心理任务及此阶段需要孕育的能
力。

针对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陈老师给我们指出
了应对策略。所以班主任应该当学生的保护人，把对学生的
爱放在第一位，让学生感受到班主任的爱，还要对学生进行
全面了解，不仅从身体(出生和体能)、心理(气质类型和个性
特征);还要从环境(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了解学生。总之，
只有心到，班主任才能做好。

想让孩子愿意学习，就要懂得孩子学习的心理特点，他们对
学习的理解和成年人不一样，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角度，如学
习好才能有出息等，家长说千万遍也没有用，不懂，他们是



从感性的角度看待学习的，学习有没有乐趣?他们对学习有没
有感觉?所以，想让孩子愿意去学习，要把握三点：

1、有趣味，要“引诱”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这件事情好玩
了，他才会去持续关注;

2、能分享，要为孩子营造分享的氛围，这是一个人的学习动
机也是心理需求;

3、有成就感，对孩子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及时真诚地鼓励，并
且坚持不懈。

以上三点其实是一个理想状态，在中国现实的教育环境中，
是完全相悖的，不可能实现，就连做实验，老师都要求把每
一个实验步骤背会，全部是教条的，孩子不可能产生真正的
兴趣。学校的评价标准单一，永远是分数，分数高就是好学
生，分数低就是差学生，这样的环境下，对好学生差学生都
不利。那么家长应该怎么做呢?不可能扭转整个社会环境，也
不能成天抱怨和无奈，陈老师特别强调——学校没有的家长
补!父母一定要把这些学校没有的“营养”给孩子补上，通过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帮助孩子对学习建立兴趣，特别是在很
小的时候。多讲故事，多提问题，他可能会对语文产生兴趣;
散步的时候数数马路边上有几棵树，再看看树中间有几个空，
她可能对数字就有了概念;和孩子建立共同语言，对孩子学到
的新知识展开真诚的探讨，鼓励他不断地挖掘知识的内涵;坚
持正面评价，及时真诚地赞美和肯定，等等。其实，成人学
习也是这几个特点，我们的拓展训练就强调“体验”、“互
动”、“寓教于乐”，强调“分享”，用及时并且夸张的方
式给予奖励等。

中小学教育讲座听后感篇二

如何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是我们每一个
语文教师必须研究的课题。结合多年的语文教育教学经验，



谈几点拙见，与各位同仁共勉。

一、使学生由“要我读”向“我要读”转变，凸显学生阅读
的主体性

学生思想转变的前提是教师的引导，教师必须先要更新教学
观念，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在阅读教学中，我们要充分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自主阅读的主动性，发挥学生
主人翁的阅读精神。教师要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用新课程标准
的理念指导自己的教学工作，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将学生
的学放在教学的首要地位，把语文阅读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这就要求教师要做好语文阅读教学的引导工作，发挥才智让
自己的学生爱阅读，会阅读，并在实践的锻炼中形成良好的
语文阅读习惯，在这方面要形成默读习惯，形成总揽习惯，
掌握汉语结构，养成预读习惯，养成浏览习惯，养成分析句
子习惯，养成搜寻要点习惯，养成把握信息核心习惯，让学
生学会自主阅读。

二、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增强学生阅读的自信心，让学生
爱阅读，敢于挑战阅读问题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乐之者。”可以见得，要想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树，就要对这
一方面产生浓厚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教师。要想提高学生
的阅读能力，教师就要让学生先爱上阅读，调动学生阅读的
积极性，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让学生海量阅读，博览群书，
增加自己的阅读储备，让学生经常感慨自己的某方面的成功
受益于曾经读过的一句话、一段话、一本书等等。我国一些
成名的人士，在谈成功之秘诀的时候大都会说，自己也没有
什么丰富的经验，无非是比别人多看了几本书而已。名人名
家朴素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仅靠课本上数
量有限的几篇文章，怎能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强的学生?岂能
培养出视野开阔、知识丰富、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人才?那么，
我们该做些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指导学生进行广泛



的课外阅读，为学生导航，让学生在浩瀚的书海中遨游。众
所周知，浓厚的课外阅读兴趣，不仅有利于学生开拓视野，
增知启智，还能够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因此，激发学
生的课外阅读兴趣，有利于培养他们良好的阅读习惯，全面
提高其听说读写能力。教师在语文阅读教学中，要以让学生
有所收获为目的和归宿。在这种目标的引领和导航下，让学
生探究阅读内容，在这种强烈阅读欲望的驱使下完成阅读任
务。只要学生有了强大的阅读知识的动力，就会比较主动自
觉地去涉猎阅读内容，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语文阅读中来。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倡导，大胆引导，积极鼓励学生
在阅读中自由畅想，敢于质疑，并且让学生在小组合作探究
中体验成功的乐趣。这样，学生的阅读兴趣日渐增长，阅读
的自信心日渐增强。在这样的阅读教学中达到了真正的“教
学相长”，教师引导得开心，学生阅读得舒心。

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

四、以有效的阅读问题为导向，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

中小学教育讲座听后感篇三

其中，韦姸老师给我们讲的六个阶段，是如此的关键重要，
第一阶段的适应环境，第二阶段的自我探索，第三阶段的社
会探索，第四阶段的明确职业方向，第五阶段的职业实践阶
段，到最后的积极寻找实践或在就业实践中检验和修正职业
方向。每一个步棸是如何规划，如何着手，如何在一步一步
中去实现它，这些，原来还有那么多“零件组成并去实行的。

通过这次的讲座，让我受益最大的是：我们想做某件事或正
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结合现状给予分析，要了解
目前的形势，还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在关系复杂的现实社
会，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如何培养自我管理能力和理财能
力，事情结束后，你还要学会善于总结和反思，从经验中学
习，提出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只有这样，你才会有所进步，



有所提高。

中小学教育讲座听后感篇四

今天上午，公司诚邀资深企管专家—__老师，前来我公司置
身授课;古语道：“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吴老师机智幽默、
妙语连珠的才华，赢得了课堂里阵阵如潮的掌声，在轻松、
愉悦的课堂气氛中，让到课的每一位员工都饱尝了一顿丰富
的企业管理经验的知识“大餐”。“盛宴”过后，感受良多，
作为课堂中一员的我，深受鼓舞，受益匪浅;如下是本人
在“大餐”中，至今仍让我感受至深的几道“好菜”：

一、“团结就是力量”

二、“身教，才是好领导”

三、“忠于公司，等于帮助自己”

四、“知识就是财富”

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各类知识也在
不断更新变化;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要
想把握好未来，就必须把自己能力的培养和社会需要结合在
一起，首先要致力于“满脑袋”，而不要刻意去追求“满口
袋”，因为“满脑袋”的人最终会“满口袋”。

小学教师外出听讲座心得体会

中小学教育讲座听后感篇五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从意大利作家德·亚米契斯的
《爱的教育》到当代教育家李镇西老师的《爱心与教育》，
始终以“爱生”为主线，来诠释教育的真谛。教师只有自发
成为播撒爱的使者，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用爱造句，用爱



生活，才能“奏响爱的旋律”和教育最强音。当一名好教师，
要关心学生，尊重学生，信任学生，理解学生，宽容学生，
这五个方面诠释教师的的标准——就是爱，进而达到师生心
灵共呼应，奏响教育主旋律。“学会关心，为学生的幸福人
生奠基”，“尊重每一个学生”“补上感恩教育这一课”等
紧紧围绕一个“爱”字，从每一个细节中洞悉教育之事，感
悟教育之真，在点点滴滴，润物无声的教育中塑造孩子。让
教师们都知道，拥有一可爱学生的心是当一个好教师的最基
本的条件。但愿我们的每一位教师不在做陶行知笔下的“糊
涂先生”，希望大家领悟爱的真谛，感悟教育的真义。

课堂是教师演绎人生的舞台，是教师成长的生命绿洲，更是
教师展现教育智慧的平台。教育是艺术，是追求，需要教师
智慧来表现，它正是教师在处理日常教育问题所表现出来的
机智、技巧和艺术所在。德育专家王晓春的《教育的智慧从
哪里来——点评100个教育案例》一书，给出了详尽的答案。
作为教师，应该时刻研究课堂，梳理课堂，精心打磨每一课，
醉心锤炼每一句语言，让课堂因生成而更精彩，让教育的智
慧尽情构建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温馨课堂。大量读书，深入实
践，及时总结，积极科研，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向名师学习，
学他们的奉献，学他们的敬业，学他们的创业精神，不断完
善自己，让课堂扮演好教师演绎人生的舞台，展示挖掘课堂
中教育的智慧。

学习，是教师专业成长的“保鲜剂”。教师的成长关系着课
堂教学的成败。激情与理想并存，在学习中成长，在反思中
感悟，突出教师专业的自主成长，让教师有意愿和能力进行
教育教学的实践性探究，实现自我发展的成长。这样教师应
做好“读书、反思、写作”三件事，坚守自己的个性，“不
跪着教书”，坚持求真与求实，用终生的时间来备课，在逐
渐反思中成长，书写精彩的人生。学校的发展，学生主体的
凸现，依靠教师来推动和实现，因此，“办好学校，教师第
一”。每一位教师都有自己的思想，具备独立思考的精神，
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



敢于超越，一次次用心点燃校园里每一个幼小的心灵中渴望
知识的火焰。

没有付出，哪来成功，没有积累，哪来精彩!让我们的每一位
教师都用终生的时间来备好每一节课，在反思写作中引领成
长，执着的培养教师的精神。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
好像没有阳光。”“没有书，不能称其为校园”。让师生多
读书、读好书，书香定会绽放在校园，散落在每一个角落，
滋润着校园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我们可以想象，师生生
活在书籍的世界里，通过多种途径，补充精神元素，在阅读
中快乐成长，师生时时，处处充满着阅读的喜悦，一个个故
事让我们醍醐灌顶，一则则哲理让我们豁然开朗。让我们的
每一位教师学生都把捧读书籍作为一种生活习惯，让校园里
的每一个角落见证师生读书的热情，我想我们的校园定会书
香满园，处处散发书籍的芳香。

“读书，读书，再读书!——这是教师教育素养这个品质要求
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任帕夫雷什中学校长时，就规定
了教师读书是“金科玉律”。读书让我们聆听大师们的教诲，
饱餐大师们的智慧，它犹如指路明灯，为我们指明了教育的
方向，点亮了心中的希望，领略从大地深部涌出却向着理想
的天空升腾的“行知合一”的教育著作，享受着千姿百态、
营养丰厚的“教育大餐”，伴随着一部部追寻新理念，探求
新实验的教育大作，走进一个个智慧的世界，让精神食粮滋
润我们的心田。

让读书成为可能，让读书成为习惯。当一名读书校长、教师，
感悟人生，捕获理想，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理想。阅读它，走
进它，让我们放飞理想，走向辉煌!用阅读滋养心灵，用读书
丰厚底蕴，使我们内心开放、鲜活、细腻和温和，从云中漫
步到日常教育中的润物无声，从理论延伸到实践，我们深深
的感受到读书给我们的不只是启迪，更是一种享受。书籍是



无价之宝，让我们用心领略、触摸教育的风景，展示读书的
收获。

从张刘祥局长的书中我们看到的是张局长的成长过程，他用
心书写的那些真实的、求真的、创新的激扬文字，不仅是写
给我们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更是写给他自己的，这不仅是对
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殷切期望，更是他自己工作的真实写照。
读着他，品着他，我们更加真实的感受到了这位读书局
长——张刘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