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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那么我们写心得
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
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思想道德法治心得体会篇一

3月24日，在xxx举行了以“提升学生思辨力”为主题的道德
与法治研修活动。活动中，来自不同学校的三位老师以同课
异构的方式，展现了道德与法治课堂中如何提升学生的思辨
力。

《我是一张纸》是二年级第三单元的一节课，这一单元以环
保和节约为主题。本课目标是引领学生认识到一张纸的作用，
从而来唤起学生对纸张的爱护和节约，继而升华到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大主题。

在调动探究愿望上，三位老师都让学生意识到纸张的重要性，
并介绍了纸的由来，满足了他们的求知欲；其次引导学生回
忆自己的`生活经验，使学生在相互交流中多认识一些纸，了
解纸的用途，从而开始产生认识纸，研究纸的兴趣。最后以
视频形式让学生知道纸的重要，几位老师也都引导学生通过
计算纸的用量，让他们懂得浪费纸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说
明我们提倡节约用纸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木材资源，从纸的角
度来谈环保和爱惜资源，倡导学生节约纸张。

在教学评价上，本堂课的教学，老师几乎承包了对学生研究
活动评价的任务，必然有所弱化学生参与研究过程评价的主
体地位。让学生参与教学评价，有利于培养他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也有利于调动参与研究活动的积极性。把



学生纳入教学评价的体系，可以让学生之间相互评价，也可
以让学生对老师进行逆向评价，从而形成多向、立体的互动
评价网络。这种多向、互动的评价方式注重学生个体的有效
参与和学生个性的张扬，学生在这其中不单是被评价者，更
是评价者，充当多种角色，富有多方体验，师生间互教互学，
形成一个真正的研究共同体在对课堂的驾驭能力上，总结这
三位老师，我觉得我的教学机智应变能力还有很大的进步空
间，在此应多向有教学经验的老师请教，提高在教学中处理
突发情况的能力。课堂要稳，不能急于求成，过渡语的应用
要形成自己的风格，不能死记硬背，以免影响环节的进行，
从而打乱节奏，影响授课效果。

《道德与法治》教学的最终目标是使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行
为，是一个长期的进程，而不是一两节课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因此，在课末几位老师都向学生提出了以下要求：希望小同
伙们把节约用纸的好方法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更多的人
加入到节约用纸的行动中来，使学生的道德熟悉转化为道德
行为。

思想道德法治心得体会篇二

围绕教研员xxx主任提出的教研主题“提升学生思辩力的议题
式德法课”和二年级研修主题“后疫情时代的环保教诲”，
本次片区研修采用同课异构的方式，由三位教师出示了《我
的苦与乐》这一框题。经过三所学校的德法教研团队的精心
准备和三位教师的精巧构思，呈现了三节风格迥异的课堂，
让我这名师真切的感遭到了同课异构的魅力。

6xxx老师又一次精准抓住矛盾点引导学生思辩，“街上传单
这种浪费是印传单的人形成的吗”？学生们各抒己见，最终
得出了印传单是正常的宣传活动，并不是浪费行为，而收到
传单的人的随手乱扔才是浪费现象。

xxx老师这节课上的两个精准的思辩点的抓取也令我豁然开朗，



原来开启德法课堂上学生思辩力的钥匙，就在老师们的`话语
中，是教师备课时的完全准备，也是教师对课堂上学生分享
交流的细节的抓取和智慧生成。有了教师的精准抓取和引导，
孩子们在课堂上频出金点子，课堂氛围也越发强烈热闹，学
生的课堂主动性更是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这一次的片区研修，不仅在备课、磨课、上课环节注意扣
准“思辨力”这一主题，评课环节，从青年教师到学科委员
会教师，再到xxx主任，更是紧抓教师课堂上抓准的思辨力生
成点进行深入分析。引导我们师在以后的德法课堂上，不仅
要对可能出现的思辨点进行有效预设，还要学会聆听学生的
声音，精准出击，抓准学生分享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极具思辨
力的点，并智慧地进行课堂生成。

思想道德法治心得体会篇三

7月26日，在弋阳县教师进修学校我有幸参加了一年级《道德
与法治》材培训。上午，我们观看了xxx部长的视频，让我们
充分认识三科教材的重大意义。下午，我们聆听了xxxxxx老
师对《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精辟解读，收获颇多，让我对材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明确了今后教学中要正确、全面解读
教材，结合实际情境，灵活运用教材，让农村的孩子们在品
德方面同样不落人后。

道德内在于生活之中，是生活的构成性要素。道德和做人的
研究，不同于一般的书本研究，而必须是在生活中向生活研
究。向生活研究，包括生活的三个时间维度：过去的生活、
当下的生活与未来的生活。本册教材中有很多环节，请学生
讲述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呈现或者分享他过去的生活情境。
这样的设计不是只为了导课的需要，也不只是因为从已有经
验出发而更好理解。引导学生回忆、整理已有的生活经验，
提取有道德价值的内容，学会将“回望”作为向生活研究的
一种重要方法，使其在不知如何、不知对错时，能想一想自



己过去的经验、同学的经验，从中找到当下的出路。这是一
种生活的.反刍，而道德意义，就是在这种生活的反刍与回味
中呈现在学生的心中。如：教材中有很多现场的生活体验，
就是引导学生向当下生活研究的设计。教材中还有一些设计，
一般安排在学期结束前或某个课程的结尾，引导学生规划与
设计未来，这是一种未来生活的教育。

向过去的生活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当下儿童的道德困惑
或问题，是为了对美好的未来的憧憬。道德的意义，就是这
样在儿童对生活的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反思、研究和向往中
呈现与绽放出来的。

低年段儿童还没形成自觉的生活反思意识，在生活情境中对
道德意义的即时性理解与领悟还有待形成。因此，教材通
过“活动栏”“辨析栏”“讨论栏”等多样的活动栏目，设
计了很多现场体验活动。目标是通过典范活动的设计，帮助
他们逐步形成在活动中发现道理与道德意义的敏理性与能力。
如：本册第1课中的装书包活动，第6课的《神秘的批示》，
第9课的《开个玩具交流会》，第10课《食物的诉说》，第16
课的《新心愿》等活动环节的设计，都是引导儿童学会发现
生活中的意义。

又如：逃生、救护等不能够让儿童在现实生活情境中研究，
但模拟特定情境，通过演的方式教会学生妥善处理类似问题，
以防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突发情况时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如：
第6课中的“火警演”，第11课中“发现家中有危险”的活动。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榜样研究是人类研究，特别是
意义获得与领悟的重要方式。榜样的言行，能够将人的理想
存在状态具体化，对处于具体形象思维阶段的儿童特别适用。
但是，在以往的榜样教育中，存在着榜样过于成人化，事迹
过于极端化，脱离儿童日常生活与理解能力。而材在反思这
些问题的基础上，榜样教育依然将成为低段学生的一个重要
研究方式，一是创造性加入“绘本故事”，通过图示的方式，



选取的主要是接近日常生活中好儿童的榜样；如第1课《上学
啦，真高兴》，第2课的《交朋友》，第15课的《团圆》等，
引导学生在阅读文本中研究行为的正确示范表达自己所悟的
道理。二是强调同学之间互为榜样的一种研究意识，特别是
建立一种同学间共同成长、相互支持的观念，改变传统上只
向学校老师研究的观念。如教材第8课的《课堂作业认真做》，
就突出了同学间的示范与互补研究。

在榜样研究中，会出现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它也包括着一
种反思与批判的引导。最典型的是教材中的辨析栏目，通常
都会包含正反两方面的做法，我们可以回到学生的现实生活
中，结合本班学生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展示给他们一些容
易混淆的例子，引导学生进行批判反思。逐步养成自觉的道
德分辨意识。

总之，在实际教学中，我们要认真、细致地与教材编写者进
行对话，真正领悟编者的设计意图，做到正确、全面解读教
材，并在此基础上去思考如何展开自己的课堂教学。作为一
名村完小的教师，我认为我更有责任让孩子们爱上《道德与
法治》这一门课，让孩子们在快乐研究中，深埋下良好品质
和法治素养的种子，让这门课程做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

思想道德法治心得体会篇四

阳光春日，万物欣欣以向荣。在这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大好春
光里，第五片区道德与法治研修活动带着学生对知识的探究、
老师对课堂的精心设计在xxx展开。

首先，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次片区研修活动中出课，在磨课的
进程中由衷感谢耿校和xxx的指导和帮助，让我能够找到课堂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能有针对性地逐步改正自己的教学，
让自己发展和前进。通过此次出课，我对“学为中心，素养
为本”的教学宗旨有了初步的熟悉，正如耿校所说教学就



是“唤醒和激励”，要唤醒学生，激发学生研究的主动性，
教师本身就要做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人，能够以自己对学
科的酷爱感染学生，而不是以教师的思惟牵着学生走。学
生“负义务，有爱心的生活”这一学科素养的提升，不是靠
教师的知识灌输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以问题为引导，让学生
从生活中去发现，在表达中对比考虑。此外，老师作为一个
引导者，要对学生的回答举行总结和提升，而不是流于重复
学生回答这样浅层的阶段，这种课堂的掌控需要在平时的课
堂中磨炼。

其次，我认真观看了xxx和xxx的出课，两位老师在教学时都
充满对教学的`热情和对学生的热爱，对教学环节的把握都非
常明晰，了然于心。xxx在课堂上化作纸精灵，为孩子们营造
了一个充满童话色彩的课堂，在教学时将生活中浪费的纸量
化，让学生对浪费有直观的认识，让孩子在与纸精灵的互动
中懂得节约纸、爱惜纸。xxx在课堂中引导学生从身边的浪费
行为出发，思考纸浪费带来的危害和节约纸的好方法，最后
倡议书的处理让孩子们能够做节约纸的宣传员，更好地节约
用纸，让思想变为行动。

最后，学生是研究的主人，也是课堂的主人。没有完美的课
堂，但好的课要能够激发学生的研究自主性和研究后实践的
主动性，让学生在问题中思考辨析，在问题中寻找真正属于
自己的知识。

思想道德法治心得体会篇五

3月24日，在xxx参加了以“提升学生思辨力”为主题的道德
与法治研修活动。在本次研修活动中，三位老师针对《我是
一张纸》这堂课进行了现场讲课展示，令我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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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让学生思考该现象背后所蕴含的道理，再通过一组组
数量的对比，让学生进一步深刻体会到即使每一个人只浪费
一张纸，对这个社会也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在后半堂课中，xxx引导学生说出自己想对“纸”说的话，通
过让学生自己思考，自由感悟，将本节课所思所想与自身生
活实际相结合，在生活当中做到真正的节约与利用。也只有
这样，才能呈现出德法课真实的价值，启发学生的思辨能力。

在教学过程当中，学生如果具备一定的思辨能力，就能够促
进其思维品质和语言素养的提升。因此，在课堂教学中，作
为教师，要本着为学生发展的'思想，根据教学的需要，及时
地设计有价值、贴近现实的思辨话题，引导学生针对思辨话
题进行真诚地、有效地交流与对话。我相信经常进行这样的
练，一定会有助于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