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新课标培训心得体会(优秀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
优质的心得体会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
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语文新课标培训心得体会篇一

我有幸参加了部编语文新教材网络培训。通过这次新教材的
学习培训，作为一线教师的我们收获不小。特别是网上学习
培训，这个平台给了广大教师更多的学习讨论的空间。此次
培训我获益匪浅，仅谈一些心得体会。

通过专家引领，我进一步领会了新课程的教学理念，对小学
语文教学在阅读、习作、口语交际等方面的教学有了深入的
理解与思考；特别是网上交流，让我知道了现在语文这门课
在全国大背景下的现状和发展。专家通过教学策略的指导，
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重新提升了我对语文课堂教学的认识
与把握，极大地开阔了视野。

专家讲座使我把握教材和设计教学的`能力有了提升。以前的
我，对教材研究不够，教学设计不精，课堂教学的方法有待
改进，对课堂教学改革建议中的课堂教学训练点把握不准，
致使有的课堂教学环节安排不科学；旧的教学方法仍然存在，
教学过程注重于教而学的重视不够；结果学生的语文思维训
练不够，能力提高缓慢，情感熏陶不深入。

通过专家讲解，我真正了解了现行教材在内容体系、活动方
式、组织形式和考核评价等方面留给教师较大的空间，教师
在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下，更需要深入地研究教材，只有进行
个性化的整合与重组，才能使教材的使用得心应手。在设计
教学过程时，要认真落实“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价值观”三维学习目标，根据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科学探究能力、继续学习的能力要求进行教学设计；注意知
识的内在联系，学习环节完整，联系紧密，衔接自然。课堂
教学要能将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完整地呈现出来，让学生明确
“学什么？怎么学？解决什么问题”，注意对学生加强训练，
数量要合理、梯度恰当，要注意学生之间的差异性。

语文新课标培训心得体会篇二

部编版语文教材一翻开，水墨画风的插图，舒适的图文的编
排，再加上名家名篇的编排，浓浓的语文味和传统文化素养
扑面而来。再细细观看研磨了20xx年秋季统编教材五年级语
文网络培训会后，让我对教学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一）名家名作凸显语文味

五上的教材中选取了包括巴金、郭沫若、闻一多、许地山、
叶圣陶、冰心、吴冠中、贾平凹、冯骥才、梁晓声等众多中
国现当代著名作家的名篇名作。这些选文语言典范，既便于
学生学习和积累语言，又能使学生在思想上得到启迪，情感
上受到感染，满足学生语文素养发展的需求。

传统文化的比重增加不少，这一变化让教材更加“讨人喜
爱”，人文意味语文意味愈发浓厚，比如第一单元，主题是
《万物有灵》，开篇郭沫若先生的《白鹭》就是一首精巧的
诗，语言精练含蓄俊美，有精灵之趣。

（二）强化阅读提高阅读与表达能力

部编版教材在阅读的编排上做了精心安排，一方面是重视培
养孩子阅读的能力，例如：第二单元是阅读策略单元，提出
要学习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通过借助阅读提示，教会学生
一些通识方法，实训练重点和方法，来强化阅读速度，从而
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另一方面就是实际运用，精读课文



中学的方法，根据课后练习题运用在略读课文进行实践。不
仅仅是略读，韩素静老师还说：“提高阅读速度，不可能一
蹴而就，要提醒学生课外阅读时有意识地运用相关策略和方
法，以落实“学习在课内，运用在课外”，从而养成良好的
阅读习惯。”教材将“快乐读书吧”设置为课程，这就将散
漫的课外阅读规范化，引导学生进行大量阅读，只有这样方
法配合实践才会真正有效的'促使学生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的
有效提高！

另一方面，课文的学习不仅仅是阅读的理解，还有对于表达
的训练。例如：作为习作单元中的《太阳》一文，教学目的
不仅仅在于了解太阳的特点，更重要的诗引导学生了解基本
的说明方法，体会其好处并学会运用说明方法写说明文！习
作脱胎于文本！

语文新课标培训心得体会篇三

10月13日，大洋中心校在中长店小学举行了部编一年级语文
新教材培训。我有幸参加了培训，虽然我今年没教一年级，
但是既然领导给予我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还是很高兴的，
毕竟我对低段教学相对陌生，但我又很感兴趣。

作为教育部审定的新教材首先就体现了核心价值观，其次是
接地气，编写体现科学性，贴近当代学生生活，体现时代性。
选文多为经典文章，文质兼美。手中的一年级教材就有不少
变化。改变了以前一开始就学拼音的编排顺序，第一单元先
学识字，激发孩子们上学的兴趣，学语文的.兴趣，从第二单
元开始学拼音，借助图形学拼音，也不再是独立的图形，而
是将图形放入一个连贯的情境中，孩子们借助图形在情境中
学拼音，既有趣又直观，减轻了学拼音的难度。识字教学也
有改变，图文对照，重现象形字的形象，先展示字的原始图
形，出示古体汉字，出示楷体汉字，然后指导正确书写生字，
新教材也提高了对写字的要求，在生字上面增加了笔顺，音
形义结合，提高了孩子识字的兴趣和效率。其它模块如“我



的发现”“和大人一起读书”的设置，增强了一年级孩子自
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也为亲子共读提供了平台。每一个版
块的设置以及他们之前的顺序都体现了编写者以学生为本的
意识，也凝聚了他们的智慧。在分析新教材的特点时，我不
禁感叹编写者的匠心独运和奇思妙想，我想孩子们用这样的
教材学习不仅能学到知识，相信也会变得会思考，懂创新。

语文新课标培训心得体会篇四

语文学习应有语文特色。我们既在学习现代语文，也不能割
裂古代语文。毕竟汉语言是一脉相承的。学习古诗文，掌握
汉语的传统与特色美。另外，语文学习更要从课程中了解、
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不仅是语文的责任，更是
语文素养的重要内容与体现。

（二）尊重语文学习的规律

教材编者非常用心地思考语文学习过程应遵循的基本规律，
如首先要学会朗读，然后者学习默读、快读等；如语文要强
化思维训练，教材课后增设了层次多样的思考探究和训练题，
课文分教读、自读与课外阅读三位一体，古诗学习更强调教
会学生自读感悟等；汉字书写能力的提升要在实践中落实，
如教材“读读写定”提供了硬笔书法家的示范，更有利于学
生进行书写模仿学习；课外古诗阅读的安排，除了有机穿插
在各单元间，更重要的是突出了自读自悟古诗的赏析文字示
范。真正是想办法做到手把手教学生学习语文，想方设法提
升学生语文能力。

（三）教材对教师的专业素养要求更高

从张彬福教授所谈的教材新变化和教学要求，我深切感受到
了要用好新教材，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升是重要前提。

新教材强调了教师、学生对一些具体名词概念（如在注解、



练习中出现的）的学习要求，只有教师自己弄明白，学生才
有可能对文本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把握。

总之，新教材有新气象、新要求，要深入理解教材、用好教
材教，还需要我们对教材下更多的研读功夫。

语文新课标培训心得体会篇五

20__年9月7日，历时一天的初中语文新教材网络培训拉下了
帷幕，但心情却难以平静，总有一些莫名的想法涌上心头。
下面我就从以下几方面谈一下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整体把握，取其理念

在新教材培训的过程中，我在专家的讲解中明白了新教材编
写的理念：以人文主题、文体组元的双线组织单元，创建灵
活的单元结构，努力做到一课一得，建构适合中学生的语文
核心的素养体系和三位一体的阅读教学设计，即由“教读”到
“自读”再到“课外阅读”强化阅读教学。在整个语文教学
中指导学生真正做到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体的书。

二、多层建构助学系统，给学生学习搭建平台

新教材不只是教师的教本，更是学生的学本，教师在备课室
要精心的利用新教材，精心研究教材分清教读课，讲读课，
严格的遵守教学原则设计教学内容，备好学生，备好教材，
给学生搭建好平台。在教读课中，运用一定的阅读策略或阅
读方案，完成阅读任务，达成阅读目标的学法。在自读课中，
指导学生在教读课中获得的阅读经验，自主阅读，强化阅读
方法，沉淀为一种能力，关键是引导学生用法。

三、教师设计教学，学生在自己体验中学习

教师应遵循新教材设计原则，在教读课、自读课、综合课、



作文课中解放学生，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解放头脑，让学
生能想;解放眼睛，让学生能看;解放双手，让学生能干;解放
嘴巴，让学生能谈;解放空间，让学生能接触自然;解放时间，
让学生能学自己想学的东西。所以说，教师在设计教学时，
设计教学题是引导学生参与到活动中，在活动的体验中学习
知识。

这就是我在新教材培训中的点滴体会，抓住文本，取其本意。
在今后的教学中努力钻研，勤于总结，相信自己会有更深的
认识与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