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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心得

读学前教育心得体会

简介：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语言类读书心得同数学 

札记相近；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内容并记录 

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本内容下载后可编辑、可打印，请放心使用。

读学前教育心得体会【一】

今天，我在《学前教育》杂志上看到这篇文章。是文章的题目首先吸引了我， 

引起我强烈去阅读的兴趣。因为在我们以往的惯性操作中，认为只要制订好计划， 

班内三名教师认真组织实施就可以了。教师就像一根指挥棒，指到东孩子就得向

东，幼儿完全不知道教师有什么安排，幼儿是一个盲从的状。所以我们各班级在 

每个活动前后的环节衔接很乱，幼儿常常在班内追跑打闹，教师要一刻也不能闲 

的看住孩子，要孩子集体的喝水，集体的上厕，幼儿完全失去了自主，没有自主 

的空间。

针对课间自由活动混乱的局面，作者在文章中是这样反思：我们给幼儿自主 

的空间了吗？我们有提供给幼儿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做事的条件吗？幼儿知道在

这个环节可以做什么吗？于是，作者在每天的活动区讲评时都将问题抛给孩子：

“活动结束后我们有什么事可以做呢？”洗手、小便、喝水等等。“小朋友做事有快 

有慢，需要我们等待，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根据孩子的回答，按照  

孩子的想法，作者在教室中丰富了一些简易活动材料。这样一来，活动结束后幼 

儿可以看、可以说、可以玩，多了许多自主选择的机会，两节活动课间的环节就 

显得顺畅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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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每次活动在不同的场所，需要幼儿在短时间内一次次搬椅子到不同地方 

的问题。如何让幼儿预知呢？作者还是把问题抛给孩子：“我们每天上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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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一样，怎么才能让小朋友都提前知道把椅子搬到哪里呢？”通过幼儿的讨论， 

最后决定用图片的预知方式来告诉幼儿，下一环节要准备什么。于是作者在班内    

开设了一个“温馨提示角”，每天早饭后都将当天上午的活动要求、场地安排用图    

片的形式告诉幼儿。如上阅读活动，就放一张书的图片和一张小椅子的图片，幼    

儿一看就知道老师需要他们搬椅子到上阅读的地方上课。

通过作者这两方面的阐述，我们可以贯通的使用这种方法。在一日活动的其  

它环节中，如：户外活动前，通过提示牌让幼儿了解去哪儿，站几路队，要带什  

么？音乐舞蹈要到哪里上？要带上道具吗？数学活动要到珠心算室吗？要带上    

书吗？等等。做到让幼儿预知下面的活动，了解自己要做的事情，让幼儿从小学  

会有计划的支配安排自己的时间，形成有序做事的习惯，对幼儿的成长很有帮助。

读学前教育心得体会【 二】

一、重在习惯、贵在坚持

其实现在的孩子由于优生优育，智力不会相差很多，关键是习惯。平时我就    

和孩子说过做任何一件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坚持而且要尽力做好，即使是玩    

某项玩具或学骑自行车、学溜旱冰、踏板车、下棋等。其实这就在培养孩子做事    

要有恒心和毅力，做事要有上进心。要么不学，要学就应该有责任心尽力学好， 

至于达到什么程度，那是能力问题，而现代优生优育的孩子中习惯远远比资质重    

要。

二、家长应帮助孩子共度难关

孩子在学任何一样内容时如钢琴、书法、画画、棋类等都会有一定时期的困    

难期，家长应该有耐心并鼓励、帮助他一起度过难关。比如说：他在学写字时， 

我发现他写得不好，我就帮他擦了，可是不小心多擦了一笔，他就大哭。我就耐    

心地告诉孩子：这个内容是很难，不过你比爸爸妈妈小时候都强，已经在慢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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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了，并且比前面进步都很大，要是爸爸妈妈练得话，说不定还是你好呢 … ..这 

一遍你更会动脑筋了，凭这一点就应该给你多加两颗“爱动脑筋星”等等

三、家长潜移默化重于严肃说教

有些知识我们都是在和孩子玩的过程中慢慢渗透的，从来没有严严肃的像老    

师上课式的教孩子学什么。比如和孩子出去散步时发现孩子对小树特别感兴趣， 

我就和他做过这样的游戏：每隔三米种一棵树，15 米内可以中几棵树？一棵树     

据一次可以将树据成几段？据三次可以据成几段？早上吃牛奶时他不愿喝罐装

奶粉，我就说这个奶粉营养很丰富，由铁、钙、很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小朋友   

喝了会很聪明的。每一个孩子都希望自己是个聪明的孩子，于是他就会乐意地喝   

了。在喝的过程中，我就和他弯了另一个游戏：一罐奶粉 398 元，两罐是多少    

钱？他很认真地在思考，掰手指，自立还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我看他眉头紧锁， 

我就笑着和他说：宝贝，妈妈叫你一个玩这种游戏的方法：妈妈：398 接近哪一   

个大一点的整数？儿子：400。妈妈：那么按照 400 算的话你多算了几块？，两   

罐你又多算了几元，再减去多算的不就得了 …… 。他得知还有这种聪明的算法   

可乐坏了，一个劲的教我再出几道。

两岁时带他出去玩，快到家的时候，他问：妈妈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家？妈 

妈：大概 100 秒。儿子：100 秒到底是多少啊？妈妈：就是你从 100、99、98… 

这样倒着书，数到 0 时就到家了。他坐到我的自行车上很专注的在数，，做妈妈 

的根据孩子数的情况可以加快或减慢汽车的速度，以达到 100 秒的目的。

四、家长应严格把握孩子的兴趣关

家长肯定会发现孩子一个阶段的喜好。就在他特别感兴趣的时候注重引导， 

效果特别好，其实这也验应了爱因斯坦所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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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很小时我就给他讲睡前故事，不管他听懂听不懂。重复多了，他竟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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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还装模作样的拿着书读，不料真有很多字会读，有些不认识的字叽叽咕咕 

带过，我立刻给他指认，并且大大的表扬他会认那么多字。他每当外出登车就会 

看车站牌上的字、广告字、宾馆、饭店的字问个不停，这是作为家长一定要有问 

必答，满足孩子的求知欲，效果远远比家长和孩子正儿八经的坐在那学认字好得 

多。就这样他学会读一篇故事，我就读两篇故事作为奖励他，由此在上一年级前 

他就可以比较流利的读报纸上的一些新闻了。

在我孩子三岁时他还对数字没有概念。他只记得自己三岁，家里有三口人。 

可是当家里明明坐着 5 个人，他也会从 12345 数过来，可是一当我问他一共几     

个人？他就说成了三个，可把我急坏了。当时为了让他感受色彩和数字，我把家    

里的墙上到处都贴上了挂历，突然有一天，他站在床上很专注的在数挂历上的数    

字 1---31 ，我就拿出了织毛衣的皮尺，他数皮尺上的数字可开心了，于是我借机    

给他量身高，问他：你有多少厘米高，当他得知自己数对了甭提多高兴了。这是    

成功的体验法。紧接着我就从玩具市场买来了数字拼图，从此他从 10 以内的加    

减法逐步过渡到一年级前会算凑十法的 20 以内的加法。

可是我作为家长从来没有系统的教他过教材，在他上小学时，我就告诉他， 

你虽然知道一些知识，但课堂上老师的教学有很多知识和语言是你自己学不到的， 

一定要谦虚，这样才会不断进步。还有就是在和小朋友一起时也要找适当的时间    

把自己知道的也说给老师和小朋友们听。

他有时在我带他上学的路上，他就喜欢背诵语文老师教过的拼音、课文、古    

诗等，我也会在路上和他抢答口算，这样我们都节省时间。有时我特意比他快， 

让他羡慕，然后告诉她我快的秘诀，引出了上学的路上我们就学完了“乘法口诀” 

这一内容。

读学前教育心得体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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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学教师转岗投身于幼教育事业已经快 5 年了，可是还从没有机会参加 

幼儿保育、教育的系统培训。这次有幸有机会参加了教育局组织的专家对我县全 

体幼儿教师进行学前教育培训。经过 3 天专家的集中培训，我受益匪浅，感受颇 

多，对我今后在幼儿保育、教育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助。

通过幼儿专家、老师系统的、深入浅出的讲解《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让我懂得了 3-6 岁学龄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懂得了幼儿保育、 

教育工作应怎样科学的进行，而在实际的工作中，应该怎样地去科学保育、教育 

幼儿。我们在以前的学前保育、教育工作中，虽然在认真努力地去做，而且有的 

在表面上看来效果还挺好的，但通过这次培训方知，我们有的幼儿保育、教育方 

式是不符合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规律的，我们在实际的幼儿保育、教育工作中把自 

己老师的位置给定偏了甚至搞错了，老师在整个幼儿的活动学习过程中占了决定 

性的作用，这不利于幼儿健康快乐地的成长。我们以前在幼儿保育、教育中还有 

“小学化”教学趋向，重幼儿知识技能的培养，为了迎合幼儿家长的“口味”，我们  

一味的给幼儿灌输太多机械的东西，这可以说影响了幼儿身心健康的发展，不利 

于幼儿健康的成长，也不利于幼儿智力的开发。

根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要求，我们应该在幼儿教学中采取游戏    

化的教学模式。医学科学研究表明，孩子的各种肢体活动能帮助幼儿开发大脑智    

力，所以我们应该主张幼儿在活动中去学习，让幼儿直接参与、经历活动，使他    

们的大脑在活动中得到健康发展。为什么我们说幼儿教育就是游戏教育呢，原因    

就是这医学科学依据。在幼儿教育中，让他们在玩中学，这远比幼儿死记硬背一    

些东西更有利于幼儿大脑的发育。我们应注重幼儿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培    

养养成，让他们学会讲卫生，具有自理能力，具有自我保护的意识，生活上、学    

习上具有独立性，做任何事情能专注，动作协调，在公共场所能遵守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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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公共场所的小文明人。我们要培养幼儿的自信，与幼儿建立互相信赖、互 

相依赖的伙伴关系。

在这次培训中提到了教师与幼儿家长沟通与交流对幼儿保育、教育工作的重   

要性。在我们幼儿园做得比较欠缺的是教师与幼儿家长的沟通与交流工作。幼儿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教师，还有家长、社会对幼儿的教育也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幼儿身边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也对幼儿的教育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实际上，幼儿身边能够感受到的、听得到的、看的到的一切，都与幼   

儿的学习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每个幼儿的生活环境、家庭情况、个性特点   

都不尽相同，我们幼儿教师需要与幼儿家长经常交流、沟通，做到尽量了解孩子   

的一切，老师才能做到对幼儿教育时心中有数。幼儿保育、教育工作要有针对性， 

因幼儿而确立具体的教学目标方法，我们在教育上不能搞“一刀切”，一种教育“样   

板”，社会上需要的人才是多样的，我们在培养幼儿才能时也要多样化，教学模    

式也不能搞传统的“统一”教学模式，这才符合个人的自然发展。所以我们幼儿教   

师要想做好幼教工作，首先应该做好幼儿家访工作。

这种教学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儿童为主，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抓住幼儿  

的认知规律进行教育。在我们的幼儿保育、教育工作中，也有些幼儿保育、教育  

思想是与蒙特梭利教育思想是一致的，我们主张“不教”的幼儿教育，但这种思想  

没有彻底，在实际教学中还顾忌幼儿家长的反应，怕幼儿家长抱怨孩子少学了知  

识技能，于是教师在执教过程中无形的受到了幼儿家长的影响，在保育、教育过  

程中有一种“拔苗助长”的举动，或多或少的在保育、教育工作中有以成人为本位  

的教学观点，在执教中就难免有填鸭式教学的出现，忽略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 

这说明我们教育思想革命得不够彻底，教育改革不够坚定、执着，今后我们在幼  

儿保育、教育工作中要敢于创新，不要在革新中瞻前顾后，我们要有一种自我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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