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走在教育的路上感悟(优质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心得感悟对于我们是
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感悟呢？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大全，供大家借鉴参考，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走在教育的路上感悟篇一

时下，不少年轻父母为了使自己的孩子健康聪明，煞费苦心
地购买营养补品让孩子服用，结果却收获甚微。与其买补品，
还不如给孩子创造一个欢欣愉悦的家庭环境。家庭和睦是孩
子最好的“补品”。

心理学研究表明，从小就生活在气氛紧张的“缺陷家庭”中
的`孩子，智商一般较低，而且存在不少心理问题；而生活在
恩爱和睦家庭中的孩子，不但心理比较健康，而且智商也较
高。美国一位心理学家对4000名独生子女调查发现：家庭气
氛和睦、常有笑声相伴的家庭，孩子的智商都比不和睦家庭
孩子的知识高。研究人员认为，提高儿童智商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家庭气氛活跃，会使孩子性格开朗。在轻松、愉悦的
环境中学习、生活，能使知识面拓宽，从而促进脑细胞的发
育。

在夫妻恩爱、和睦温馨的家庭里，孩子过着无忧无虑、井然
有序的幸福生活。父母经常带孩子散步、逛公园、参加体育
锻炼、做游戏等，孩子可以全方位接受教育，从而使孩子热
爱生活，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和求知欲。再加上生活照顾
周全，这样的孩子能不聪明吗？反之，若夫妻感情不和，家
庭气氛紧张，父母不仅无心照顾孩子，甚至还会将孩子当
作“出气筒”。这种家庭的孩子感情上很痛苦，精神上很压
抑，健康和智力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为了使你的孩子健康又聪明，把夫妻恩爱和愉快的的家庭气
氛这份最好的“补品”献给孩子吧。

走在教育的路上感悟篇二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良好的环境，家庭和睦是塑造良好环境的
基础，夫妻之间的和睦是营造家庭和睦的主要因素。只有夫
妻相敬如宾，才会正确树立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
正所谓孩子爱妈妈、妈妈爱爸爸、爸爸爱孩子，形成一个良
性循环。

有人说，夫妻之间长久的生活，难免会出现纷争，要说和睦
几乎是不可能的。的.确，因为琐碎问题，拌嘴是常见的事情。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家庭和睦呢?小牛没有出生之前我跟爸爸就
经常拌嘴，因为芝麻绿豆的事情也会执政半天，直到小牛出
生之后状态缓和了一些，但是还是会出现那种情况。

又一次实在是生气极了，动起了手，人生气到极点的时候，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他清脆的哭声入耳的时候我才缓过神
来，孩子还在身边。三周岁的小牛性格跟我俩非常相似，动
不动就发脾气，我深知，这是因为我跟爸爸拌嘴的原因，他
甚至说话的口气都跟我们吵架的时候一样。慢慢发现孩子已
经有负面的心理了。所以生活中父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举止。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用
爱心去感染孩子，用爱心去关怀孩子，是家庭教育之根本所
在。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在孩子的一生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
“老师”，家庭教育的成功与否必然成为“独生代”能否健
康成长的关键所在。

不管是家庭的争吵还是分裂，对孩子的影响都是重大的。我
曾经说过，如果两个人已经走到了离婚的地步，那么就不要



拿孩子来当借口，马上离婚。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两个人走到
一定的地步，都会看彼此不顺眼，不管对方做的是对还是错，
在你的眼中都是错的，这样勉强维持下来的婚姻不仅不会对
孩子有好处，还会误导孩子“三观”的正确树立。当然，如
果双方觉得还是有挽回的余地，那么我想说：请看在孩子的
面子上相互包容对方的缺点吧。

走在教育的路上感悟篇三

月0日，上完第一节，我便一路飞奔至车站，搭上开往南通的
班车，直奔目的地——通师二附。虽然天空阴沉沉地，却赶
不去我心中的那股兴奋劲儿，因为我将亲眼看到教育精英们
的教学展示，亲身经历一次难忘的精神之旅。

就这样，带着这份期待与兴奋，我与同去的周老师紧赶慢赶
总算在1点之前赶到了报到地点——通师二附的体艺宫。拿了
活动材料之后，我俩便找了一个满意的座位安置下。打开手
中的活动材料，我知道这次展示的都是低年级的语！而我一
直从事的都是高年级的语教学，一份“失落”不免袭上心头，
算了，既之，则安之！就这样，我“阴差阳错”地一连听了
六节低年级的语。

听之后，我的失落荡然无存，留在我心中的只有“震撼”。
我震撼于六位老师高超的教学技艺，震撼于通师二附学生精
彩的堂发言。她们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感受到原我
们的语堂可以上得如此地灵动、妙趣而有富有勃勃的生机。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夯实基础，打造高效堂”，我认为吴建
英、杨金萍、孙建英等六位老师的语堂都很好地践行了这
一“高效”的主题。

俗话说：习惯决定命运！我认为，低年级的语教学除了给予
孩子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因为那将



影响孩子的一生。作为孩子的启蒙老师，我们有责任对孩子
的一生负责，我们要有大教育的观点，不是为了分数而教，
而是为了孩子美好的未而教。而且目前，我们教育者着力培
养的正是孩子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它包括生活习惯、学习
习惯、交往习惯三大板块。这三大板块在六位老师的语堂上
也有所体现，如徐萍老师的《学会做客》不仅教会了孩子如
何做一个深受大家欢迎的小客人，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孩子应
有的生活习惯和交往习惯；杨金萍老师在教学成语“舐犊之
爱”时，引导学生通过查字典的方法去认识陌生
的“舐”、“犊”二字，这样的做法不仅复习了部首查字法，
培养了孩子查字典的能力，而且养成了孩子遇到不认识的字
请教无声老师的学习习惯；瞿聪聪老师在引导孩子说“这是
一只怎样的兔子？它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一直引导孩子
们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抓住特点说，这就培养了孩子按顺序
说话、说完整话的说话习惯，也为孩子升入高一级学写作而
打下了基础；吴建英校长在引导孩子们去字典爷爷那儿
找“礻”和“衤”的字时，面对孩子们还没听清老师的要求
就急于去做的情景，这样说道：“现在不动，听清老师的要
求再行动。”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培养了孩子们做任何事都
要听清要求再去做的习惯。另外，吴建英、张杰、杨金萍、
孙建英四位老师都特别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认字、写字的习
惯。

中央教科所朱小曼博士说过：“今天，情境已成为我们时代
的话语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就是情境性的，生活是
处在情境中的，离开了情境，很难理解和运用知识。”

低年级的孩子生性活泼好动，要让他们喜欢上那“枯燥乏
味”的方块字，就必须重视孩子学习兴趣的培养，这就需要
我们教者创设一定的情境，形成孩子学习的磁场，从而调动
孩子的多种感官去参与到学习活动中。这一磁场的创设在六
位老师的堂上都产生了强大的学习引力。例如，张杰老师通
过孩子喜欢玩的魔方让孩子学习生字，孩子们一个个热情高
涨；孙建英老师在巩固词语的时候，将词宝宝们设计成了一



闪而过的淘气包娃娃，学生兴趣盎然，紧紧地抓住机
会“唤”词儿；吴建英校长前创设的'一个猜字谜的情境，让
孩子们领略了方块字的奇妙，大大激发了孩子学习方块字的
兴趣；徐萍老师的口语交际始终给孩子们创设了一个生活的
情境，，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生活中学会了做客的一些基本礼
仪，懂得了做客的时候要认真倾听长辈们的意见，与长辈们
交谈的时候要注意自然大方，有礼貌；杨金萍老师则是再现
了孩子们与亲人生活的情境，引导孩子们在真实的情境中理
解了成语“天伦之乐”、“其乐融融”。

《语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教学要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教师是学习活动的引导
者和组织者，要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

国家督学成尚荣也说过：“儿童是自由者、探索者、游戏
者……”所以我们绝不能在堂上忽视儿童的主体性，我们要
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运用教学策略让不同程度的学生得到
不同程度的学习效果。

吴建英校长在引导孩子们初步认识了“福”字之后，对孩子
们说：“小朋友们，我们什么时候也给什么人送去过祝福
呢？”亲切的话语让孩子们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给孩子们
营造了一个自主表达的氛围，同时，也在孩子们的大脑中、
心中深深地烙下了一个大大的“福”字儿。

在引导孩子们记住“裙”、“裤”、“衫”、“衬”字之后，
吴校长顺势一导，安排了一个自主学习生字的环节，让孩子
们去字典爷爷那儿找一找带有“礻”和“衤”的字儿，将学
习的主动权完完全全交到了孩子们的手中，孩子们在教师的
微微点拨之下，豁然开朗：原认字儿也可以自己认。末，吴
校长再一次暗示孩子们学习认字儿不仅可以向字典爷爷请教，
也可以到生活中去认字儿，并且让孩子们自主表达出了学习
汉字儿的新感受。吴校长的这一举动不仅拓宽了语学习和运
用的领域，也为孩子们高效地学习语提供了学习的渠道，可



谓一举多得呀！

两天的行程虽然奔波得很累，但是收获颇丰，受益匪浅，为
我今后的追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打造富有磁性、充满灵
性、扎实高效的语堂。

走在教育的路上感悟篇四

“什么是理解孩子，理解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理解
孩子到怎样的程度，就代表了你作为一个教师的专业能力达
到了怎样的高度。”看到这，不经反思，在生活中，不管是
家长还是老师，我们总是说要理解孩子，给孩子发展的自由
空间。但我们习惯上很难让孩子真正自由，尤其当孩子“吵
得很”的时候。因此，理解孩子需要专业能力作为支撑，理
解孩子需要“有专业度的爱”作为基础。作为一名幼儿教师，
我们要努力不断地提升自我能力，用一颗宽厚平和、安静专
注的心，坚定且信任儿童，那我们就会越来越有洞察力和理
解孩子的能力。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这本书里我个人最喜欢的话，“接纳孩
子，即接纳孩子因不同的家庭文化所带来的不同的爱好、不
同的个性和不同的衣着。接纳的含义就是，不试图把孩子改
造成你喜欢的样子。”

是守则，也是方法――《孩子是脚，教育是鞋》

教育家李跃儿形象地将孩子比喻成脚，教育方法比喻成鞋，
而教育者则是造鞋人。事实上造鞋人只有在充分了解了脚的
大小、形状，脚的需要及感受的前提下才能够制造出合脚的
鞋子。同样，教育者只有在研究孩子，懂得孩子的心理路程、
精神世界、原生家庭以及成长机制的前提下才能够设计出适
合于孩子的教育方法。“孩子是脚，教育是鞋”，这句话不
仅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从事教育的决心。



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在孩子的教育当中，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书中“芭学园的教师守则”这部分内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它教给了我们方法。“守则”中不仅告诉我们对待孩子
应该有的态度，和孩子说话的方式以及处理孩子出现的问题
的方法，而且还有与同事和家长的相处方法，更有对教师自
身修养提升的要求。细读守则会发现，在幼儿园里教师会遇
到的人或事，都不必迷茫，“守则”无疑给了我们指引。也
正因为“守则”，芭学园里的教师尊重每个孩子的一言一行，
对孩子的行为有的是尊重和理解，正是有了这样良好师生关
系，如此健康的精神环境，孩子们可以和老师敞开心扉地交
谈，可以表现出真实的自我……芭学园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并
体验自己的童年生活，积累利于其终身发展的成长经历，为
其幸福人生掀开第一篇章，使孩子具有完整的人格和易于生
存的基础能力。

以后的教育中，希望自己深记“孩子是脚，教育是鞋”的教
育理念，学习“芭学园的教师守则”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教
育教学当中，努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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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教育的路上感悟篇五

儿子去美国留学，毕业后定居美国。还给我找了个洋媳妇苏
珊。如今，小孙子托比已经3岁了。今年夏天，儿子为我申请
了探亲签证。在美国待了三个月，洋媳妇苏珊教育孩子的方
法，令我这个中国婆婆大开眼界。

不吃饭就饿着

每天早上，托比醒来后，苏珊把早餐往餐桌上一放，就自顾
自地忙去了。托比会自己爬上凳子，喝牛奶，吃面包片。吃
饱后，他回自己的房间，在衣柜里找衣服、鞋子，再自己穿
上。毕竟托比只有3岁，还搞不清裤子的正反面，分不清鞋子
的左右脚。有一次托比又把裤子穿反了，我赶紧上前想帮他
换，却被苏珊制止了。她说，如果他觉得不舒服，会自己脱
下来，重新穿好；如果他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那就随他的
便。那一整天，托比反穿着裤子跑来跑去，苏姗像没看见一
样。

又一次，托比出去和邻居家的小朋友玩，没多大会就气喘吁
吁地跑回家，对苏珊说：“妈妈，露西说我的裤子穿反了，
真的吗？”露西是邻居家的小姑娘，今年5岁。苏姗笑着
说：“是的，你要不要换回来？”托比点点头，自己脱下裤
子，仔细看了看，重新穿上了。从那以后，托比再也没穿反
过裤子。

我不禁想起，我的外孙女五六岁时不会用筷子，上小学时不
会系鞋带。如今在上寄宿制初中的她，每个周末都要带回家
一大堆脏衣服呢。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这身

有一天，我们带托比去公园玩。很快，托比就和两个女孩儿
玩起了厨房游戏。塑料小锅、小铲子、小盘子、小碗摆了一



地。忽然，淘气的.托比拿起小锅，使劲在一个女孩儿头上敲
了一下，女孩儿愣了一下，放声大哭。另一个女孩儿年纪更
小一些，见些情形，也被吓得大哭起来。大概托比没想到会
有这么严重的后果，站在一旁，愣住了。

苏珊走上前，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她一声不吭，拿起
小锅，使劲敲到托比的头上，托比没防备，一下子跌坐在草
地上，哇哇大哭起来。苏珊问托比：“疼吗？下次还这样
吗？”托比一边哭，一边拼命摇头。我相信他以后再也不会
这么做了。

托比的舅舅送了他一辆浅蓝色的小自行车，托比非常喜欢，
当成宝贝，不许别人碰。邻居小姑娘露西是托比的好朋友，
央求托比好几次，要骑他的小车，托比都没答应。

一次，几个孩子一起玩时，露西趁托比不注意，偷偷骑上小
车，扬长而去。托比发现后，气愤地跑来向苏珊告状。苏珊
正和几个孩子的母亲一起聊天喝咖啡，便微笑着说：“你们
的事情自己解决，妈妈可管不了。”托比无奈地走了。

过了一小会儿，露西骑着小车回来了。托比看到露西，一把
将她推倒在地，抢过了小车。露西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苏珊
抱起露西，安抚了她一会儿。很快，露西就和别的小朋友兴
高采烈地玩了起来。

托比自己骑了会车，觉得有些无聊，看到那几个孩子玩得那
么高兴，他想加入，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蹭到苏珊身边，
嘟囔道：“妈妈，我想跟露西他们一起玩。”苏珊不动声色
地说：“那你自己去找他们啦！”“妈妈，你陪我一起
去。”托比恳求道。“那可不行，刚才是你把露西弄哭的，
现在你又想和大家玩，就得自己去解决问题。”

托比骑着小车慢慢靠近露西，快到她身边时，又掉头回来。
来回好几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托比和露西又笑逐颜



开，闹成了一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