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孩子心得体会(精选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发现孩子心得体会篇一

儿童，孩子，幼儿，看到这几个字眼时，我们常常会联想到
他们往往是需要被照顾、被包容、被保护的对象，但其实并
不然。孩子“真实的一面”应该是怎样的呢?父母该如何与孩
子沟通呢?我们又如何做好一个幼儿教育者呢?在读完蒙台梭
利的《发现孩子》这本书后，我想我找到了答案。

玛利亚·蒙台梭利，出生于意大利的安科纳地区，意大利教
育家、意大利第一位女医学博士。第一所“儿童之家”的创
办者。她的教育方法源自于其在幼儿工作过程中，所观察到
的儿童自发性学习行为总结而成，提出了“吸收性心
智”、“敏感期”等概念。

在《发现孩子》这本书籍中，它揭示了了解孩子和爱孩子的
新观念和新方法。蒙台梭利认为，每个孩子都有去观察、对
外界作反应、去学习、去集中注意力，甚至让自己独处的需
要。她描述了儿童的特性，以及如何更充分地激发和利用孩
子与生俱来的学习热情。

她认为儿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生命力”，这种生命力
是一种积极的、活动的、发展着的存在，它具有无穷无尽的
力量。这应该就是孩子“真实的一面”—不是成人和教师进
行灌注的容器：不是可以任意塑造的蜡或泥：不是可以任意
刻划的木块;也不是父母和教师培植的花木或饲养的动物，而
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发展着的活生生的人。



很多时候作为成人的我们，常常会忽视幼儿的生命力，我们
会把孩子随心所欲的特性，误认为是任性的表现，其实孩子
一点也不任性，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对孩子的了解还不够罢了。

在本书“对儿童的家庭教育”这一章中也指出，任何有效的
教育方法，在实施之前，都要先观察和了解孩子，在此基础
上通过不断的试验才能总结出来。在这章的后半部分中中也
清楚地描写了真实案例，在一些言传身教中，父母应该时刻
注意自己的行为，有些大人的行为极有可能给孩子原本具有
的天赋带来负面的影响。在与儿童的沟通中要尊重孩子正在
进行的所有合理行为，并设法了解孩子的活动目的。走进幼
儿内心，善于观察发现孩子的真正需要，给予孩子充满爱的
关怀。

其实，作为教师的我们常常也会找不到作为教育者与儿童内
在发展的平衡点。在这本书中我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教师
并不是幼儿成长中的领导者，而是陪伴者。教育的任务就是
激发和促进儿童“内在潜力”的发挥，使其按自身规律获得
自然的和自由的发展。我们必须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应尽可
能地把一切留给自然，才能为孩子设计出一—套科学的、有
利于其身体成长的方案。唯有自由才能引导孩子的性格、智
力与情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自由还要求我们教育者应该
以一种宁静的心态去关注孩子成长中出现的所有奇迹。自由
的原则并非是放任的，而是引导我们从幻想进入现实，指导
我们积极有效地照顾儿童的原则。

如果教师能够尊重孩子的自由对孩子有信心，如果教师能够
把自己的所学暂时放置—边能谦虚一些不把自己的指导当成
是必要的;如果教师懂得耐心等待，一定会看到孩子所发生的
全新转变。

《发现孩子》这本书带我真正地了解到作为新时代的教师，
一位真正理解了教学之道的老师，才更懂得用比强迫压制更
有效的办法来陪伴孩子，毫无疑问，这有赖于随时的观察以



及持续的付出努力。

发现孩子心得体会篇二

玛利娅蒙特梭利博士是教育史上一位杰出的幼儿教育思想家
和改革家，她所创立的蒙台梭利教育法，风靡了整个西方世
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先进国家的教育水
平和社会发展。蒙台梭利教育法之所以能影响整个世界的教
育体系，关键在于她在总结卢梭、裴斯泰格齐、福禄贝尔等
人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革命性的儿童观念，
其中《发现孩子》也是她的著作之一。

很多家长抱怨孩子难管。其实，这一切源于我们不太了解孩
子，孩子就像新大陆，早就存在，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
《发现孩子》一书就介绍了了解孩子的方法，揭示了如何培
养孩子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展现了蒙台梭利的儿童观。在该
书中，蒙台梭利描述了孩子的特性，以及如何更充分地唤起
孩子学习热情的方法。正如蒙台梭利所言：“即便是对那些
非常幼小孩子的教育，我们的目的不应是为他们上学准备，
而是为了他们的生活。”

蒙特梭利认为，在成人的严格控制下，孩子的大部分需求是
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孩子的要求不仅包括身体上的，还
包括心理上的，只有孩子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了，孩子以后
的智力水平和道德精神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然而，在物欲
横流的今天，很多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把孩子当
做自己的延伸，自己实现不了的理想，自己做不到的优秀，
通通期望孩子替他们完成。孩子在他们眼里是没有想法，没
有自己理想，没有自己性格，只是实现他们理想的工具。他
们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早教班和兴趣班，全然不顾孩子的身
心发展究竟适不适合上早教班，也从未考虑过孩子对特长班
有没有兴趣。当然在意识上，他们认为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
了孩子好，孩子只要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就能够成为人生赢家。
然而结果往往是，越是听话的孩子的人生越是惨不忍睹。由



于受到成年人的忽视和压抑，很多孩子都不能自由健康的发
育成长。正因为如此，父母和教师必须努力去了解未被自己
认识的儿童，并解除自己对孩子的压抑，把他从所有的障碍
物中解放出来。成人只有对儿童进行了足够的了解，才不会
误解儿童，也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式对待儿童。

在这本书中，让我颇有感触的是让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一
章。幼儿园活动新课程改革中明确指出“以幼儿为主体，教
师为主导，促进幼儿学习的主动性”，新教育主张以个人为
本位，使每位幼儿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致力于为幼儿一
生的发展奠定基础，注意早期幼儿的潜能开发和个性化教育，
为每一个幼儿的健康成长提供条件，为每一个幼儿的多元智
能的发展创造机会，使他们全面、和谐发展。让孩子成为自
己的主人，首先，要求我们对待孩子的时候要去除不适宜的
干预和指导。此外，我们还要做到尊重孩子的自主权。一个
没有被尊重的孩子学不会尊重别人，一个没有被爱的孩子学
不会爱别人。这是如今父母们都了解的道理，然而却仍有那
么多人看不见孩子的需求，只看到所谓的“道理”和“规
则”。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说过：尊重孩子的人格，孩子便学
会尊重他人。在家里，父母要从小就把孩子当做独立的社会
人来养育。这样培育出的孩子，走上社会就能够成为独立的
社会人，并具有“后生可畏”的劲头。

在第14章新时代的老师中，蒙台梭利提出教师要给孩子以正
确示范，在这里老师只是起一个引导的作用，给孩子提供并
教他们使用教具，之后，孩子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思维和意愿
主动学习了。她还认为尊重孩子不是放任自流。蒙台梭利教
育法中所提倡的尊重，可不是无条件地包容孩子的胡闹和许
多错误的行为。她认为，幼儿必须在自由的基础上培养纪律
性。自由和纪律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自由活动
是形成真正的纪律的重要方式，而真正的纪律也必须建立在
自由活动的基础上。蒙氏教育精髓在于培养幼儿自觉主动的
学习和探索精神，尊重儿童的自由发展，重视儿童成长发展
的各种敏感期教育，借助蒙台梭利创立的适宜儿童成长的教



具，激发幼儿天赋本能。而中国国内目前的教育环境不鼓励
大胆创新质疑，大多数老师过于迷信权威。老师不应再集威
严权利于一身，而应用谦和的态度来帮助孩子。

我们作为幼儿教育工作者，更需要好好学习蒙台梭利的教育
理念，时刻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只有在全面观察儿童，真
正了解儿童之后，才能给予儿童适时必要的帮助。此外，我
们还需要不断丰富自身的有关儿童身心发展的知识，提高自
己的各方面的素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

发现孩子心得体会篇三

你有没有对自己的孩子规定什么时候必须做功课，什么时候
才能玩，什么时候必须睡觉。我们自认为这样是爱他们，总
是振振有词，能讲上一大推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道理……
可是，我们似乎很少想过孩子实际上是有别于大人的独立个
体，他们有自己的主见，内心有一个“老师”引导着他们。

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我家孩子稍有不如意就会发脾气，甚
至号啕大哭，我不知道为什么，很无奈却不知道怎么做，不
到一岁的孩子给她讲道理也听不太明白，只能从书中找答案
丰富自己的育儿知识。从当当上买了蒙台梭利全集《发现孩
子》、《童年的秘密》、《有吸收力的心灵》、《蒙台梭利
早期教育法》、《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手册》，带着疑问去阅
读这些书，刚看完第一本《发现孩子》。

新生儿的诞生，原来一直在妈妈肚子里安静成长的胎儿，不
得不经历一次辛苦而艰难的生产战斗，而且没有任何适应的
时间，最后带着伤降临到我们怀中，就像经历了长途跋涉的
朝圣者一样。打破自己原来的成长状态，开始接受我们成人
所谓的爱，裹上襁褓一天天长大。

当孩子慢慢成长，有了自己主见和行动力时，我们就会开始



去约束他们，可是我们的约束真的不全都是正确的。比如，
孩子想自己学吃饭时，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弄到全身很脏很乱，
不让孩子碰勺子和碗，殊不知孩子内心是有一个“老师”，
一直正确的引导着他们，他们看到我们在吃饭他们就会不自
觉的去学。当我们拿拖把拖地，孩子也想去拿着拖地，很多
成人认为这是淘气不听话的表现。当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成
人的世界介入了巨人，所有的生活指令都要听巨人指挥，那
我们是有多么厌烦，这样一想，我们应该理解孩子的内心世
界。

我们没有必要去打断或者限制孩子，他们也拥有权利去探索
世界，当成人干预和入侵孩子的生活领地时，孩子会斗争和
反抗。如果我们不是打断而是正确引导，孩子会带给我们很
多惊喜，尊重他们，快乐成长!

发现孩子心得体会篇四

玛利娅蒙特梭利博士是教育史上一位杰出的幼儿教育思想家
和改革家，她所创立的蒙台梭利教育法，风靡了整个西方世
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先进国家的教育水
平和社会发展。蒙台梭利教育法之所以能影响整个世界的教
育体系，关键在于她在总结卢梭、裴斯泰格齐、福禄贝尔等
人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革命性的儿童观念，
其中《发现孩子》也是她的著作之一。

很多家长抱怨孩子难管。其实，这一切源于我们不太了解孩
子，孩子就像新大陆，早就存在，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
《发现孩子》一书就介绍了了解孩子的方法，揭示了如何培
养孩子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展现了蒙台梭利的儿童观。在该
书中，蒙台梭利描述了孩子的特性，以及如何更充分地唤起
孩子学习热情的方法。正如蒙台梭利所言：“即便是对那些
非常幼小孩子的教育，我们的目的不应是为他们上学准备，
而是为了他们的生活。”



蒙特梭利认为，在成人的严格控制下，孩子的大部分需求是
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孩子的要求不仅包括身体上的，还
包括心理上的，只有孩子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了，孩子以后
的智力水平和道德精神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然而，在物欲
横流的今天，很多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把孩子当
做自己的延伸，自己实现不了的理想，自己做不到的优秀，
通通期望孩子替他们完成。孩子在他们眼里是没有想法，没
有自己理想，没有自己性格，只是实现他们理想的工具。他
们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早教班和兴趣班，全然不顾孩子的身
心发展究竟适不适合上早教班，也从未考虑过孩子对特长班
有没有兴趣。当然在意识上，他们认为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
了孩子好，孩子只要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就能够成为人生赢家。
然而结果往往是，越是听话的孩子的人生越是惨不忍睹。由
于受到成年人的忽视和压抑，很多孩子都不能自由健康的发
育成长。正因为如此，父母和教师必须努力去了解未被自己
认识的儿童，并解除自己对孩子的压抑，把他从所有的障碍
物中解放出来。成人只有对儿童进行了足够的了解，才不会
误解儿童，也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式对待儿童。

在这本书中，让我颇有感触的是让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一
章。幼儿园活动新课程改革中明确指出“以幼儿为主体，教
师为主导，促进幼儿学习的主动性”，新教育主张以个人为
本位，使每位幼儿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致力于为幼儿一
生的发展奠定基础，注意早期幼儿的潜能开发和个性化教育，
为每一个幼儿的健康成长提供条件，为每一个幼儿的多元智
能的发展创造机会，使他们全面、和谐发展。让孩子成为自
己的主人，首先，要求我们对待孩子的时候要去除不适宜的
干预和指导。此外，我们还要做到尊重孩子的自主权。一个
没有被尊重的孩子学不会尊重别人，一个没有被爱的孩子学
不会爱别人。这是如今父母们都了解的道理，然而却仍有那
么多人看不见孩子的需求，只看到所谓的“道理”和“规
则”。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说过：尊重孩子的`人格，孩子便学
会尊重他人。在家里，父母要从小就把孩子当做独立的社会
人来养育。这样培育出的孩子，走上社会就能够成为独立的



社会人，并具有“后生可畏”的劲头。

在第14章新时代的老师中，蒙台梭利提出教师要给孩子以正
确示范，在这里老师只是起一个引导的作用，给孩子提供并
教他们使用教具，之后，孩子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思维和意愿
主动学习了。她还认为尊重孩子不是放任自流。蒙台梭利教
育法中所提倡的尊重，可不是无条件地包容孩子的胡闹和许
多错误的行为。她认为，幼儿必须在自由的基础上培养纪律
性。自由和纪律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自由活动
是形成真正的纪律的重要方式，而真正的纪律也必须建立在
自由活动的基础上。蒙氏教育精髓在于培养幼儿自觉主动的
学习和探索精神，尊重儿童的自由发展，重视儿童成长发展
的各种敏感期教育，借助蒙台梭利创立的适宜儿童成长的教
具，激发幼儿天赋本能。而中国国内目前的教育环境不鼓励
大胆创新质疑，大多数老师过于迷信权威。老师不应再集威
严权利于一身，而应用谦和的态度来帮助孩子。

我们作为幼儿教育工作者，更需要好好学习蒙台梭利的教育
理念，时刻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只有在全面观察儿童，真
正了解儿童之后，才能给予儿童适时必要的帮助。此外，我
们还需要不断丰富自身的有关儿童身心发展的知识，提高自
己的各方面的素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

发现孩子心得体会篇五

儿童，孩子，幼儿，看到这几个字眼时，我们常常会联想到
他们往往是需要被照顾、被包容、被保护的对象，但其实并
不然。孩子“真实的一面”应该是怎样的呢?父母该如何与孩
子沟通呢?我们又如何做好一个幼儿教育者呢?在读完蒙台梭
利的《发现孩子》这本书后，我想我找到了答案。

玛利亚·蒙台梭利，出生于意大利的安科纳地区，意大利教
育家、意大利第一位女医学博士。第一所“儿童之家”的创
办者。她的教育方法源自于其在幼儿工作过程中，所观察到



的儿童自发性学习行为总结而成，提出了“吸收性心
智”、“敏感期”等概念。

在《发现孩子》这本书籍中，它揭示了了解孩子和爱孩子的
新观念和新方法。蒙台梭利认为，每个孩子都有去观察、对
外界作反应、去学习、去集中注意力，甚至让自己独处的需
要。她描述了儿童的特性，以及如何更充分地激发和利用孩
子与生俱来的学习热情。

她认为儿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生命力”，这种生命力
是一种积极的、活动的、发展着的存在，它具有无穷无尽的
力量。这应该就是孩子“真实的一面”—不是成人和教师进
行灌注的容器:不是可以任意塑造的蜡或泥:不是可以任意刻
划的木块;也不是父母和教师培植的花木或饲养的动物，而是
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发展着的活生生的人。

很多时候作为成人的我们，常常会忽视幼儿的生命力，我们
会把孩子随心所欲的特性，误认为是任性的表现，其实孩子
一点也不任性，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对孩子的了解还不够罢了。

在本书“对儿童的家庭教育”这一章中也指出，任何有效的
教育方法，在实施之前，都要先观察和了解孩子，在此基础
上通过不断的试验才能总结出来。在这章的后半部分中中也
清楚地描写了真实案例，在一些言传身教中，父母应该时刻
注意自己的行为，有些大人的行为极有可能给孩子原本具有
的天赋带来负面的影响。在与儿童的沟通中要尊重孩子正在
进行的所有合理行为，并设法了解孩子的活动目的。走进幼
儿内心，善于观察发现孩子的真正需要，给予孩子充满爱的
关怀。

其实，作为教师的我们常常也会找不到作为教育者与儿童内
在发展的平衡点。在这本书中我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教师
并不是幼儿成长中的领导者，而是陪伴者。教育的任务就是
激发和促进儿童“内在潜力”的发挥，使其按自身规律获得



自然的和自由的发展。我们必须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应尽可能
地把一切留给自然，才能为孩子设计出一-套科学的、有利于
其身体成长的方案。唯有自由才能引导孩子的性格、智力与
情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自由还要求我们教育者应该以一
种宁静的心态去关注孩子成长中出现的所有奇迹。自由的原
则并非是放任的，而是引导我们从幻想进入现实，指导我们
积极有效地照顾儿童的原则。

如果教师能够尊重孩子的自由对孩子有信心，如果教师能够
把自己的所学暂时放置-边能谦虚一些不把自己的指导当成是
必要的;如果教师懂得耐心等待，一定会看到孩子所发生的全
新转变。

《发现孩子》这本书带我真正地了解到作为新时代的教师，
一位真正理解了教学之道的老师,才更懂得用比强迫压制更有
效的办法来陪伴孩子，毫无疑问，这有赖于随时的观察以及
持续的付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