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背课文心得体会(大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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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课文心得体会篇一

诵读名篇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古代书
法，剪纸，石刻等手工艺制品制作的一部分传统文化。通过
诵读古代名篇，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人的智慧和文化底蕴，同
时，也可以汲取到一份力量，在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中缓解一
下压力，降低焦虑。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自己的名篇
诵读心得体会。

第二段：名篇的影响

名篇随处可见，比如《红楼梦》中的“荣华富贵，千金散尽，
还须借助东风”，《论语》中的“有教无类”，《三国演义》
中的“天下大事，为重于个人”，这些语句都是名篇的代表，
名篇的影响很深，它不仅以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道理，
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古人的思想，促进我们的成长和
成熟。

第三段：语调的力量

语调是名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诵读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注
重语调的使用，一个好的语调可以完美的传达出名篇的情感
和意义。语调的使用需要练习和耐心，通过反复练习，我们
可以熟练掌握其中的诀窍，以流畅的语言，传达出名篇的内
涵。

第四段：美好的心境



名篇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美好，当我们诵读《论语》中
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我们感受到的是一
种豁然开朗的心境，当我们读到《三国演义》中的“忠臣不
死，义士长存”，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鼓舞和自信。这种美
好的心境可以带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更加努力，更加有信心
的去面对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

第五段：结语

通过诵读名篇，我们能够领略到丰富的人生价值观，从中获
得更多的人生经验，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增强自己的心理
承受能力。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停下来，读一读名
篇，诵一诵名篇，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和启示，现在就让
我们一起来诵读名篇吧！

背课文心得体会篇二

《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后感心得体会600字：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强调的是教育要以生活为中心，反对传统
的教育以书本为中心，这是在批判传统教育的基础上产生的。
教育以生活为中心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教育要联系生活实际
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匹配的，通过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可以避
免空洞的说教，可以使教学内容更加的形象生动，丰富学生
的知识，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但是，陶行知提出的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无论教育内容
还是教育方法，都要根据生活需要，与生活一致这一思想在
当今看来是不能全部肯定的。生活与教育不是完全同步毫无
区别的，忽视了生活与教育的区别。以及在教学内容的传授
方面，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是不可取的。而我们现在应该做
的并不是要去全然否定或肯定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而是
应该根据当今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以及学生发展的规律，
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予以创新，那



才是应该做的事情。

另外，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思想也贯穿本书的始终。首先，
要“在劳力上劳心”，做到“手脑双挥”。其次，懂得行动
是知识的来源。读后感·再次，要求做到“有教先学”
和“有学有教”，即：教人者先教己，教人者还要教而学，
即知即传。最后，反对注入式教学。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
的观点有三个理由，概括起来就是：一，先生的责任在教学
生学。

二，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

三，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
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举了很多的例子，比如指
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
教。“事怎样做便傅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
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
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

背课文心得体会篇三

名篇诵读是对于我们中小学生学习语文和人文素养的一项重
要活动，通过诵读名篇，不仅能够提高我们的语文素养，还
能够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心和道德修养。名篇诵读具有很强
的指导性和感染力，可以激发我们的阅读兴趣和领悟能力，
使我们更好的感受和领悟其中的人生智慧和情感体验。今天
我将分享我对于名篇诵读所带给我的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名篇诵读的益处

名篇诵读是一种深入学习、领悟名篇的一种形式，能够帮助
我们深刻了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思想、情感和价值，从而
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如古诗词、文言文等名篇对于我们的
语言能力和修养提高至关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更



好的领悟名篇文化内涵，明确价值追求，从而加深人文底蕴
和丰富人生阅历。在我诵读名篇的过程中，不仅让我学到了
语言知识，也让我领悟了其中的深刻道理，了解了古人的人
生态度。

第三段：名篇诵读的方法和体验

名篇诵读不仅仅是领悟、理解名篇，更是感受名篇的情感、
情绪。在我诵读名篇的过程中，我会熟读每一个句子，发掘
其中的情感、价值和感受，并在口语表达上更加的细致、真
实，抓住原文中的情感点和感染力。同时，我也会通过多角
度的感受、理解，去把握文化内涵并反思自己。名篇诵读让
我感受到了之前从未领悟的文化价值和深刻情感，为自己的
成长增加了极大的能力。

第四段：名篇诵读与阅读的联系

名篇诵读也是一种阅读的体验，熟读名篇，也许能够读懂生
活，领悟世界。从阅读中我们可以收获很多人类思想、智慧
和形成了的文化。我们凭借自己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去
领悟名篇，从而获得修养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够
缩短与文化的距离，从多个维度去领悟文化内涵与价值追求，
提高语言甄别能力和文化素养水平。名篇诵读不仅让我更好
的理解了名篇，也让我更好的理解了阅读与学习之间的关系。

第五段：结尾

综上所述，名篇诵读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活动，通过名篇诵
读，我们可以受益很多。我们能够加深对名篇内涵的识别，
更好的理解和领悟名篇中那深刻的智慧和情感，提高自身人
文素养和阅读能力。因此，建议我们积极参与名篇诵读活动，
通过诵读名篇，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阅读素养。从而更好
的满足我们学习和成长进程上的要求，将人文素养内化为自
我修养，并在人生中产生和弘扬积极向上的态度和价值追求。



背课文心得体会篇四

作为一名学生，在学习文学知识的时候，诵读名篇是非常重
要的一部分。诵读名篇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记忆文
学作品，也有助于我们提升口语表达和语言综合能力。在我
学习名篇诵读的过程中，我有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诵读让我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

在我第一次接触到名篇诵读的时候，我发现通过口语表达的
方式去诠释文学作品，比单纯地阅读文学作品更有助于理解。
因为在诵读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每个字每句话的含义，从
而达到比仅仅读一遍更好地理解和记忆的效果。这种感受在
我诵读神秘岛这篇名篇时尤为强烈，因为当我把人物的情感
和细节读出来时，发现原来看似平淡的文字，竟然有那么多
的情感，有那么多的暗示。这种感受也让我对文学作品产生
了更深入的热爱和探索的欲望。

第二段：诵读让我更加自信

在诵读名篇的过程中，我不仅仅是在背诵作品，更重要的是
要通过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达。这需要我们在口语表达方面具
备一定的功底和自信。当我在诵读课上第一次站在讲台上，
用自己的话语表达出名篇中的故事，就像一场小型的表演，
我感受到了自己在与人交流、表达的能力也在不断进步。自
信的感觉也让我在日常生活中更加积极主动，以更为流利的
口语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第三段：诵读让我更加深入理解文化背景

许多文学作品都深深地扣住了各个时代文化的特征，其中有
很多细节只有通过心细的读者才能察觉。在我学习名篇诵读
过程中，我不仅仅是在表达作品的情感和语言，还能更深入
地理解当时历史文化的背景和影响。这有助于我们对文学作



品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和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在文化交流的时
候更好地了解各国文化的背景和特征。

第四段：诵读让我进一步提高了语言能力

通过诵读名篇，我不仅仅是仅仅在“背诵”名篇，更重要的
是通过表达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和语言，来提高个人的口语表
达能力、语言综合能力和创造力。在诵读不同的名篇时，我
也在不断扩大个人的词汇量，对于语言意境和表达方式的运
用也变得更加熟练和敏捷。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

名篇诵读是我学习文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诵读过程中，我
不仅仅是在理解、记忆名篇，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了其中蕴含
的文学意义和文化背景，提高了个人的口语表达、创造和表
达能力。同时也让我更加热爱文学，更加看重和尊重文学作
品。在未来的学习中，我还将继续推崇名篇诵读，更加深入
地了解和研究文学作品，把个人的表达和语言水平达到更高
的境界。

背课文心得体会篇五

我怀着对陶行知先生十分崇敬的心情，阅读了名著《陶行知
文集》，从中受益非浅。深深被陶行知先生的求真、创新的
教育思想所惊叹。生活在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
国的陶行知先生，不愧为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实践家和伟大的
实践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为改革中国教
育，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教育”的理论体系，作出了
卓越的贡献。时过境迁，重新学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发现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至今仍闪耀着夺眼的光芒，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代价值。

学习陶行知、走近陶行知，对于今天我们搞好教育教学研究，



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推动素质教育和教育现代化
有着重要意义。陶行知的文集，内容丰富，既有理论之创新，
又有教育实践之成果，集教育思想之精华。

陶行知首次提出的教改思想——“教学合一”。19xx2月，陶行
知先生研究了当时的教育现状，把教师分为大致三种。第一
种教师：只会教书。这种教师把学生当成了书架子、字纸蒌，
书上的东西一锅儿往学习脑袋里装；第二种教师：教学生。
这种教师所注意的中心已从书本移到学生上，果然比第一种
好，是一种进步，然而学生仍然是被动地学习，被动地接受
知识；第三种教师：教学生学。这种教师要教会学生去探索
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要学生学得“自得”，学
得“自动”。对照今天的我、今天的你、今天的每一位教师，
自己属于哪一种教师呢？的确值得大家深思一番。陶行知这
一教育思想，不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倡导的要让学
生——“学会学习”吗？。

陶行知先生又说：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教师不能
只管自己教，要让教的法子自然根据学的法子。要学生怎样
学就须怎样教；学得多教得多；学得少教得少；学得快教得
快；学得慢教得慢。陶行知这一思想不也就是我们所要倡导
的——“因材施教”吗？。

在“教学合一”的理论中，陶行知先生还强调：先生不仅要
拿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
起来。他认为，教师不是贩买知识的，教师自己的知识也会
陈旧的，自己也要进步。一方面教师要指导学生，另一方面
都是也要不断研究学问，就能时常找到新理。陶行知这一思
想不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教学应该是——“教学相长”
吗？。

陶行知的“教学合一”的教改思想，强调的就是师生之间的
互动，是在他杜威教师那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基
础上的新的突破，这对于指导我们的教育教学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先生所创建的“生活教育”理论体
系中最富有建设性、最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支理论。“教学做
合一”含义是“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
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
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是先生，在做上学是学生。”在陶行
知先生意中，“教学做合一”实际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指方
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二是指关系，对
事说是做，对已说是学，对人说是教；三是指目标，教育不
是教人学，而是教人学做事。他同时强调，教学做是一件事，
不是三件事，而“做”是根本，是中心。“教学做合一”是
陶行知改造旧教育、创造新教育的锐利武器。在长期实践中
摸索出了“教学做合一”从义到特质到具体方法一整套教学
理论，建立和逐步完善了包括“教学做合一”在内的“生活
教育”，并使其达到最高水平。由此而产生的丰硕的教育理
论著述，被今人编入《陶行知文集》。

陶行知的“教学合一”的思想与杜威的“从做中学”有一定
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

“教学做合一”中的“做”却不是这样。陶行知给“做”下
的定义：“做”是在劳力上劳心。因此，“做”含有下列三
种特征：行动、思想、新价值之产生。这就是说，这
个“做”是“行是知之始”的“行”，行以求知，强调
了“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认为“亲知是一切知识之根
本”，这是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从“晓庄”实验初期开设的
“农事教学做”、“家事教学做”、“改造社会环境教学
做”等课程，也可以看出“教学做合一”的“做”已经与生
活结合，与劳动结合了。这一“做”已广泛包含征服自然和
改造社会的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内容了。



由“从做中学”到“教学做合一”，我们不难看到陶行知先
生改造旧教育、创造新教育所走过的艰难历程，不难受到陶
行知先生敢探新理敢闯新道的开拓精神、勇于实践求真务实
的研究作风的教育和感染。虽然“教学做合一”及其“生活
教育”理论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里已经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高度，十分难能可贵！就
是对我们今天“科教兴国”、“科研兴教”、“科研兴校”
的群众运动以及活动课程与活动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课堂
教学实施素质教育的研究也有许多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古典
诗文《大学》里的句子。

读书自然不是为了统治国家或者从政，说亲民可能扯得过远，
古代的大学指君子之学，为人君，至于人，恐怕现在人或者
学生早已忘了何为仁，当然我也承认，我从没有认真考虑过
仁是什么含义；我背熟了这句话之后，并没有从其中悟得太
多哲理，只是学会了一种处世心态。

所谓“大学”，实质为大学问，人世间最重要的学问。天地
生人的意义在于“明明德”。亲民、至善是指大学之道，强
调的不仅是人们的道德实践，它还要求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应
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是一个推已及人的过程。亲民，说到底，
就是将自己的道德修养普遍地施及于天下百姓，并使天下百
姓都能提认到自己心灵中所具有的诚明性德。修养道德的目
的，不仅是为了自己“明明德”，而且在于以己之德推及于
人。道德实践者不是自了汉，不单纯是为了自己心身健康、
家人幸福、性命解脱，而是为了国家民族、天下众生都能德
化归道，幸福健康，从而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舍己奉献。
当自己有德之后，不仅是独善其身，还要兼善天下，用善德
去感化别人、帮助别人、亲近别人、亲近众生，亲近天下所
有的人与万物，以一己之善去包容众生万物，德化人间，使



人人都能修德行德；使人人都能明白人生的真谛，心中光明
磊落，摆脱烦恼与痛苦；使人类的生命整体升华，心身健康，
人人都能达到与德合道的天人合一的先天之境，从而使普天
下和平安宁，天下为公，道德光明一片，朗朗满乾
坤。“善”含有善良、亲善、仁善、本善等义。“人之初，
性本善”。善与人生俱来，是天赋人的德性，人人皆有，内
含于心。只可惜人心的本善被私欲我心和后天主观妄识心所
污染、所遮障，所以本善缺失，恶心张扬，才使人生命运曲
折坎坷，疾病丛生。本心觉醒之人，逐渐明白人生，看淡世
俗，诚修道德，以复天良本性之善，持修不辍，积善蓄德，
以止于至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严于律己，宽以
待人”共同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这样就能做到大学之道所
谓的“止于至善”了。

你用明亮的眼睛看着世界，世界是明亮的；你用美好的眼睛
看着世界，世界是美好的，愉快而幸福的生活来自于心灵愉
快和幸福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