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心得体会(优
秀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心得体会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清楚
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
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心得体会篇一

20xx版《语文课程标准》注重乐于写作和自信，注重发展个
性，注重打好基础，从而降低了写作教学要求，不再要求小
学生“会写简单的记叙文”。中年级只要求“能不拘形式地
写下见闻、感受和想象”；高年级仅仅是“能写简单的记实
作文和想象作文”，只要求“内容具体，感情真实”和“能
根据习作内容的需要，分段表述”。这些都比过去低得多了。
作文的本质在于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心得体会篇二

小学生年纪虽小，但是同样有着强烈的自尊，在与人交往的
过程中，他们会小心翼翼维护自己的骄傲。对于小学生来说，
有时教师的一句话会让他们放弃一种兴趣，也会激发他们一
种潜能，改变他们的性格。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尤其
要注意语言的运用。曾经有位教师让学生用“因为”和“所
以”造句，有个小男孩积极地举起小手，回答道：“因为妈
妈让我放学后写作业不让我出去玩，所以我很不高兴。”从
句子上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学生
的认识有些偏差，所以老师不高兴地批评了他，然后很不客
气地让那个孩子坐下。从这以后，这个孩子不仅再也没有自



己主动举手回答问题，而且再也不喜欢主动参加任何活动，
性格都变内向了，因为他的积极主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
并且自尊收到了伤害。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及时
地给予学生应有的鼓励，在学生出现偏差的地方给予耐心的
引导，使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保持积
极向上的心态，保持孩子应有的活力。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心得体会篇三

在新课标理念的指导下，需要创造和谐愉快的师生关系，教
师要从以往传统的传授者变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教学的组织
者和参与者、教学活动的引导者，与学生一同建立民主和谐
的氛围，使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例如，在
《翠鸟》一课的教学中，教学重点是理解翠鸟捉鱼的高超技
巧。按照以往的教学思路，教师都是将课文中的重点难点直
接告诉学生，但在新课标理念指导下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设
计这样的问题：“你从哪个角度感悟到翠鸟捉鱼的高超技
术？”这个问题有效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来分析
翠鸟捉鱼的高超技能，为学生的思考指明了方向。这样既帮
助学生寻找到了思考的角度，避免了盲目思考，又给了学生
一个自己思考寻找正确答案的机会，锻炼了学生独立思考、
总结概括的能力，同时在思考的过程中，学生们能自然而然
地发挥想象。因此，采用引导的教学方法，还能增加课堂乐
趣，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心得体会篇四

所谓的语文味即是语文的文学蕴味，包括语文、文学、形象、
构思、意境、哲学、情趣等蕴味，也即是语文美。

所以，语文课就要应有浓厚的语文味。而语文教学的过程，
就是引导学生去体验、去发现、去感悟语言文字之美，作者
情感之美、文章意境之美。首先，语文教学必须从语言文字
入手，引领学生对语文作品反复涵咏体味。给学生创造充分



阅读的时间，让学生在琅琅书声中，用心灵去拥抱语言，和
作者的心灵直接对话，在思维和情感的强烈震撼中领会作者
伟大的人格、深邃的思想和美好的情操。教师引导学生反复
朗读、大量阅读、细细品读、深情诵读中反复涵咏体味，让
学生领会语言文字之美，从而领会作者的言外之意，意外之
境。其次，要围绕“语文本体”引导学生在充分的思维空间
中，多角度、多层面，甚至是有创意地去理解、欣赏作品，
产生对文本的情感美、语言美、形象美、构思美、意境美、
哲理美和情趣美的认同与赞赏，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创作
欲，从而更加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心得体会篇五

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育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
材”。在教育相对发达的今天，这一思想仍然是一条不可置
疑的真理。做到因材施教，教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了解自己
学生的个性、特长和不足，对待不同类型的学生要有与之相
适应的方法。第二是学会倾听，给学生表达自己的空间，从
中发现问题并学会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