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心得体会(通
用7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心得体会篇一

寒假里看了《童年的秘密》这本书，让我对孩子的很多问题
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很多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现在造
成的，而是在敏感期时造成的。童年的秘密是什么？蒙台梭
利觉得体现在：儿童是一个“精神（心理）的胚胎”，只有
通过人的教育，这种胚胎才能发育成一个健全健康的“精神
世界”；儿童心理的发展有各种“敏感期”。

本书一共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精神胚胎

第二部分：新教育

第三部分：儿童与社会

译者的话里里这样说：“儿童观是对儿童的本质看法，它是
建构教育理论的基础，是开展教育实践的前提。蒙台梭利总
结了卢梭等人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医
学。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科之大成，结合自己
在儿童之家对儿童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自己对儿童的独特
看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台梭利儿童观，从而奠定了蒙台
梭利教育法的理论基础。”建构教育理论曾经听说过并且自
己在课堂中实际应用过，这个敏感期和其他专家不谋而合。



在第一部分精神胚胎中，作者觉得再小的孩子都是有思想和
独特的感受的，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作者经过试验和研究
发现了孩子的敏感期，原来在几十年前国外的教育已经进行
到了科学的时代。

在第二部分新教育中，作者重点介绍了蒙台梭利学校是怎样
培养孩子的，以及培养的成果，让我在其中收获不
小。“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我们总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但要给爱下一个定义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对爱
的理解不尽相同，蒙台梭利关于爱的理解是：爱不是原因，
而是结果，它的动力就是本能，是生命的创造力量，在创造
过程中，他产生了爱，这种爱充满了儿童的意识，并影响着
儿童的自我实现。

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心得体会篇二

蒙台梭利在“导论”中指出：“儿童并不是一个只可以从外
表观察的陌生人。更确切地说，童年构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
一部分，因为一个人是在他的早期就形成的。”

读了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童
年乃至刚刚来到世界的那一刻起，教育就无时不刻在影响着
我的成长，而且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在的自己。其实童年时
期的教育，相比与成年人的教育，更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某种意义上说，成年人接受教育更多的是知识上的增长，科
学知识的复杂并不代表教学过程的复杂；而童年时期的教育
相比与成年时期，知识层面并不显得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
对一个人性格的塑造、影响与思维上的开发。不得不说儿童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怎样才能对儿童做好早期教
育，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幼教所面对的是一个无论从生理还
是心理都生机勃勃，充满动力的，却又不善于以成年人的方
式表达自己的个体。

很多时候，我们对儿童的行为很难理解，甚至无法理解，也



往往会对儿童的行为作出不合适的教育方法。正如蒙台梭利
指出“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工作还存在有一个明显的差异。
那就是儿童并不寻求获利或是帮助”。在成年人眼中，往往
意识不到这个层面，记得在我们小学的教育中，“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仍然记忆犹新，这样的一句话就好像暗示了儿童
是懒惰的，没有主动能力的一样。我认为这样的教育是不对
的，蒙台梭利指出：儿童拥有一种趋动力，它不同于成年人
的趋动力。成年人总是为了某些外在的目的而行动，这种目
的要求他奋发努力和艰苦牺牲。是的，儿童时期的活跃，或
者说“调皮”都是发源于内心的，这是儿童“工作”的动力，
然而成年人并不了解，也没有做到很好的对儿童进行引导，
反而更加误解了儿童。

蒙台梭利进一步指出：如果成年人不理解这个秘密，他们对
儿童的工作的理解就永远不可能比过去理解得更多一些。他
们在儿童工作的范围设置障碍，认为休息将是他适宜的生长
的最大帮助。成年人为儿童做每件事，而不让儿童按他所应
该遵循的规律活动。成年人感兴趣于花费最少的精力和节省
时间。由于成年人更有经验和更敏捷，他们就试图给小孩子
洗手、穿衣，用手抱或用小推车带着他们到处转。重新整理
儿童的房间而不让儿童插手。

儿童的世界非常复杂，成年人对儿童有太多的误解，但是，
读了蒙台梭利的书，让我收获了很多，我相信，只要我们成
年人多一点留心，认真的揣摩儿童的成长过程，总会探索出
最好的儿童教育方式。这样我们人类在儿童时期的成长发育
更加顺利，不知不觉中，当一个儿童成长为一个成年人，就
会变得更加健康更加贴近与自然文明，更加富有活力与创造
力。社会的文明也会向着更加自然与和谐的方向发展。

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心得体会篇三

寒假里看了《童年的秘密》这本书，让我对孩子的很多问题
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很多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现在造



成的，而是在敏感期时造成的。童年的秘密是什么？蒙台梭
利认为体现在：儿童是一个“精神（心理）的胚胎”，只有
通过人的教育，这种胚胎才能发育成一个健全健康的“精神
世界”；儿童心理的发展有各种“敏感期”。

本书一共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精神胚胎

第二部分：新教育

第三部分：儿童与社会

译者的话里里这样说：“儿童观是对儿童的本质看法，它是
建构教育理论的基础，是开展教育实践的前提。蒙台梭利总
结了卢梭等人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医
学。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科之大成，结合自己
在儿童之家对儿童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自己对儿童的独特
看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台梭利儿童观，从而奠定了蒙台
梭利教育法的理论基础。”建构教育理论曾经听说过并且自
己在课堂中实际应用过，这个敏感期和其他专家不谋而合。

在第一部分精神胚胎中，作者认为再小的孩子都是有思想和
独特的感受的，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作者经过试验和研究
发现了孩子的敏感期，原来在几十年前国外的教育已经进行
到了科学的时代。

相同，蒙台梭利关于爱的理解是：爱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它的动力就是本能，是生命的创造力量，在创造过程中，他
产生了爱，这种爱充满了儿童的意识，并影响着儿童的自我
实现。



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心得体会篇四

《童年的秘密》一书是玛利亚·蒙台梭利根据多年的幼儿教
育经验对儿童发育成长的一次生动刻画，阐述了儿童发展的
革命性关键。正如她在书中写到的：“儿童只有在一个与他
的年龄相适合的环境中，他的心理活动才会自然的发展，并
展现他内心的秘密。”

简单的说，环境就是围绕在个体周围并能对个体自发的产生
影响的外部事件。儿童成长与周围环境息息相关。人正是因
为能够适应并改造环境才成为万物之灵。所以，“成年人应
该去努力理解儿童的需要，这样就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适宜
的生长环境，使他们得到满足。只有这样，才能开辟教育的
新纪元，才能真正给人类带来帮助。”

我为孩子们在窗台上开辟了一块小小的乐土，让这小小的乐
土成为了孩子永远的回忆，永远的童年秘密。我和孩子们共
同饲养了一些可爱的小动物，有“活泼可爱的小金鱼”;
有“悠闲儒雅的小螺丝”;有“神态可掬的小乌龟”;有“横
行霸道的小螃蟹”;有“轻盈欢快的小虾米”;还有“威风凛
凛的小龙虾”，又好玩，又漂亮。我们还给这片乐土取了一
个好听的名字“快乐水世界”。

孩子们总喜欢围在窗台边议论着“这条黑色的金鱼真可
爱。”“快看，快看，这两只小虾在打架。”“螺丝爬到水
草上摇来去。”“这只乌龟真调皮，又爬到另一只乌龟的身
上了，还瞪着眼睛看着我呢!”是啊，我们班的“阳光水世
界”里每天都有精彩的剧目在上演，别说是孩子们，就连我
们老师也总喜欢在闲暇时间看着它们欢快的样子，心情也会
觉得豁然开朗起来，觉得生活都是彩色的、鲜活的，充满了
阳光，信心也会倍增很多。

今天早上，天天的妈妈兴奋地问我：“你们班是不是养了一
只小龙虾呀?”我疑惑地说：“是啊?怎么啦?”“我家天天讲



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不信你去问问他，可好玩啦!”是什么好
玩的事情呀，我被天天妈妈的兴奋给感染了，迫切地想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我把天天叫到身边，摸了摸他的头说：
“天天，妈妈说你回家的时候讲了一个关于龙虾的故事，可
有意思啦!我也想和你一起高兴，你能讲给我听吗?”天天听
了很高兴，有声有色地讲述起来：“我们班的小龙虾真是个
小懒虫，每天我们都已经上幼儿园了，可它还在睡觉，还打
呼噜，李老师用小棒推了它一下，它才醒过来，还没有我们
起得早呢!真懒。”呵呵，真有趣!我不禁佩服起天天的想象
力与敏锐的观察力。我在全班小朋友面前表扬了天天，天天
可高兴了啦，其他小朋友也深受感染，互相述说着他们所看
到的故事，精彩无比。

是啊，孩子们的世界永远是灵动的、鲜活的，作为教师的我
们要走进孩子们多彩的世界，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这就是
《童年的秘密》所要展现的独特魅力。而这独特的魅力源于
对儿童的充分研究与了解，遵循儿童成长的自然法则，让儿
童在预备好的环境中自由学习，丰富儿童的生活经验，激发
儿童潜能，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构建独立、自信、专注等
能力，为将来打下良好的素质基础。这些教育思想对当今的
幼儿教育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心得体会篇五

我们的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蒙台梭利在书中给我们描绘的
“正常”的儿童模样是：他们有尊严，守纪律，举止得体，
热爱学习！有良好的的控制行为和情感能力，自信，善于思
考。他们没有恐惧，不一味顺从，没有过多幻想，不迷恋玩
具，不说谎...

看到这里或许你会说，这不是幻想吗？世上有如此堪称“完
美”的存在吗？这或许真的不仅仅是“正常”，而是“完
美”吧。不，这不是幻想，我们的孩子也是可以成为这样的
天使，只要我们用对了方法。



“正常”并非要求我们的孩子事事完美，而是强调培养是非
判断能力，正直，快乐，有责任感，能够承担压力，能够探
索这个世界并且觉得学习或者工作是愉快的，不容易随便成
瘾。可是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不是每个父母都是教育家，
也不是每个父母都能够按照孩子的需求给与适当的关怀和爱
护。书中更是指出儿童心灵上的许多烙印，都是成人在无意
间烙下的。他们在打着为孩子好的旗号，有意无意地压抑了
孩子个性的发展，导致很多孩子得不到充分、舒展的发育和
成长。所以，孩子周围的所有成人即孩子的父母、老师以及
祖父母必须了解孩子，认识孩子的成长规律，并把它们从自
己设置的障碍物中解放出来。

首先，父母和老师应该端正对儿童的态度，孩子没有是非对
错的判断力，或许面对你的批评，他会内疚，反反复复的批
评变成了一种指责，孩子逐渐失去了自我。我们要做的是引
导孩子走向正确的道路，消除自身的内心障碍，做好孩子人
生道路上的引路者。

其次，关于孩子塑造孩子行为最好的时机就是孩子做出正确
行为的时候。在孩子作错后反复的指责只是在强化错误的行
为，只有孩子做出正确行为时我们对孩子的肯定，才是孩子
积累正确行为经验的优选方法。千万不要让口头奖励被物质
奖励取代。

当然，书中也依旧强调关爱和理解对孩子的重要性。毕竟人
类都是感情动物，或许在纠正孩子行为之前先与孩子连接情
感，处理起来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真正的陪伴，拉近的不
是身体的距离，而是心灵的距离。只有我们认真的与孩子相
处，才能走进孩子的世界，从而发现孩子内心深处的秘密。

世界上没有一种包治百病的药，也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方法，
有的是不断探索、不断反思、不断提升完善的过程。要知道
过程应该比结果有意义的多，不要一味追求“完美”的结果，
或许放慢脚步用心享受这个过程，会有不一样的美的收获。



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心得体会篇六

读了意大利教育家和医生玛利亚?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
总觉得这本书特别的难以理解，有一些观点非常非常新颖，
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总感觉这本书特别深奥，但是这本书
中一些观点我非常赞同，确实值得我们去深入了解及掌握。
虽然我还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意义，但是书中的几个观点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本书中讲到儿童成长的障碍，成年人应该努力去理解
儿童的需要，这样就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
使他们得到满足。只有这样，才能开辟教育的新纪元，才能
真正给人类带来帮助。

第二，书中讲到的人物角色的替换，成人能够以儿童的身份
去替代儿童做某件事，但绝不可把自己的意志微妙地强加于
儿童，而应该让儿童自己去做。一旦发生成人替代儿童做事
的情形，就不是儿童自愿去做，而是成人借助儿童去做某件
事了。

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心得体会篇七

在读全书的过程中，有一种情感一直在深深地吸引着我：成
人对儿童缺乏理解。“教育和生活本身的目的就是一个理性
的人能够支配自己的行动，使得他的行动不仅仅因为感官的
刺激而本能地应用，而是受理性本身的控制。如果一个人无
法达到这个目的，他就不能获得理性的人所渴望的那种人物
角色的统一。”成人无法理解儿童对感兴趣事物的热爱，他
们对一切都习以为常，并认为自己了解这些事物。所以他们
感到乏味和疲倦，他们对工作不再热爱，开始被动行事，儿
童的那种专注、探索、发现和创造也自然随之消失。

成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教育孩子，根本不管孩子的感受
和想法，常常是大人和孩子产生冲突的原因。虽然孩子在年



幼时对父母的这些强迫没有反抗能力只能接受，但长期如此
对孩子的个性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冲突所产生的后果几
乎会无限扩展，就像一块石子扔进平静的湖面时传出去的波
一样。在成人的眼里，孩子热衷于一些琐碎的、毫无用处的
事物，他们为此感到不可理喻，他们认为孩子的自由探索行
为是很幼稚的，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他们企图将一切事情
代劳。但对于孩子来说，这些探索是可喜、有趣的，他们从
中得到了满足感。比如，孩子会要求自己系鞋带，他们会完
全沉迷在这些在大人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工作中，在一遍遍
的尝试、重复中探索、发现、兴奋着、愉悦着，但大人们看
不下去了，最后穿衣穿鞋等基本生活技能完全由成人代劳。
而蒙台梭利很重视儿童的基本生活技能训练，她做了专门用
于训练儿童扣扣子、系绳子的工具。

作为教师，我们无疑是深爱着自己的学生的。然而，很多的
时候，我们总是在抱怨，我们那样的辛苦那样的劳累那样的
甘于清贫那样的不计名利，而学生们面对我们的良苦用心却
似乎总是无动于衷。其实，这一切的尴尬都只因我们对学生
的爱过于武断、包办与专制。对学生，爱是立场，爱的智慧
则是境界。

苏霍姆林斯基说：要像对待荷叶上的露珠一样，小心翼翼地
保护学生幼小的心灵。晶莹透亮的露珠是美丽可爱的，却又
是十分脆弱的，一不小心露珠滚落，就会破碎，不复存在。
学生的心灵，就如同露珠，需要教师和家长加倍呵护。这种
保护就是一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