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师心得体会(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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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记录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
经验，规划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接下来我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教师心得体会篇一

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为了大力
提高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尖山街道办组织开展了教师普通话
培训活动。这次普通话培训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朗读，声
母、声调、变调，韵母、音变。培新的第一天老师带领我们
朗读精选的10篇文章，在第一天，自己还感觉不错，总觉得
在北方读的书，而且自己一直都还算比较注意，所以信心满
满。第二天在学习声母、声调、变调的时候，老师从声母、
韵母、音调详细介绍定义、分类、发音练习、辩证等内容，
使我对普通话有了非常详细和全面的认识，原来自己一直以
来都在“乱说”。听着老师的普通话，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
觉，顿时才意识到能说一口流利的、标准的普通话不仅能在
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更能靠自己的声
音拉近彼此的距离，能体现一个人的气质内涵。

通过学习我体会到学习普通话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坚持使用普通话。

（1）普通话的学习要有一股痴迷劲，就是脸皮要厚，才能练
得好，学得会，用的轻松。

（2）在办公室中与教师、学生及其学生家长交流要坚持使用
普通话，给学生做好表率，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感染身边



的人。

（3）在课堂上用好普通话。课堂做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
生交流使用普通话，若在课堂上不使用普通话，教师、学生
不和他交流，逼迫使用普通话。使不想讲普通话得人讲普通
话是一个难题，只有下大力气才能转变。

（4）字典要在手边。读书看报遇到不认的字要查字典，只有
把握准字的读音，才能在课堂上使用，杜绝在课堂上读错字
及其发错音，使课堂成为一片净土。

（5）每天收听新闻联播，学着读新闻，以此来纠正自己读错
的字、发错的音，及其有关方言、音变等方面的知识，提高
自己的普通话水平。

二、学校举办普通话培训，给教师的训练搭建平台

（1）先把拼音读准。打基础很重要，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2）比较规范的训练方法是去找一本《普通话水平测试大
纲》，照里面的次序，由字到词语，再到篇章，每天都坚持，
几个月之内就会有进步。

三、要学好普通话，我体会到这么几条要领：

（1）学好拼音字母，掌握发音部位，对于局部个别的方音要
反复练习直至完全到位为止。

（2）不懂就查。字典是我们很好的老师，若有不懂，定要虚
心请教，直至完全正确为止。尤其要注意一些字的多音与多
义等。

（3）坚持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会话。有人说：语言取决于环境。
在一个大家都说普通话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近朱必赤。更



别说我们办公室还有一个省级普通话测试员。所以自己一定
要坚持练习，时间长了肯定会有进步，一定能把普通话说好。

教师心得体会篇二

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为了大力提高教师的普通话水平，
区教育局工作人员xx月xx—xx月xx日组织开展了幼儿教师普
通话骨干教师培训，来自全区160名骨干教师参加了此次培训，
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培训课上名师们为我们深入浅出、幽默诙谐的讲述了普通话
的概念、测试及其有关的理论知识。他们的授课亲切自然，
认真严谨，他们的学识更是令我佩服，所以在学习期间，我
认真聆听、细心做好笔记，通过学习不仅让我学到了一些宝
贵的普通话专业知识，找到了自己学习和发音中的不足。而
且对普通话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从而也提高了自己说好
普通话的信心。下面具体谈谈我本次学习的心得体会：

一、我感觉要想真正说好普通话首先要端正态度，通过多种
方式培养良好的说话习惯

过去总是抹不开面子去和周围的人说普通话，只有在课堂上
面对学生不得不说普通话，所以讲起来也不是很流畅。其实
说好普通话是我们教师必须熟练掌握的一项技能，我们就应
该多说多练，不要太在意旁人的看法，只有练得好、学的会，
才能在工作中用的轻松。

二、要想说好普通话必须多听、多读、多记、多问、常总结、
多练习

多听，就是多听些规范标准的示范读音，比如每天收听新闻
联播、节目主持来纠正、强化自己的读音。多读，就是多出
声阅读些带拼音的文章或现代汉语词典等，锻炼说普通话的
感觉。多记，就是多用心记拼音字母的发音规律，掌握发音



部位。多问，就是对自己有疑问的地方多向有经验的教师请
教，及时解决说普通话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常总结，就是把
遇到的好方法和难点整理总结下来，以便在日常的练习中灵
活运用。多练，就是多坚持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会话交流，争
取发好难发音的字词句。

三、字典要在手边

读书看报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要查字典，切忌不懂装懂，再出现
“秀才读字读半边”的尴尬场面。

总之，这次培训的开展对我们一线的教师来说是一次难得的
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良好机会。我将以此为契机，加强对
普通话的学习和推广。

教师心得体会篇三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现
代白话文为语法规范的一种语言。一口字正腔圆的标准的普
通话能给人一种美感，给人无穷的享受。学好普通话，说难
也不难，说不难还真有点儿难。如果你不会说普通话，那么
你就不能把你正确的意思表达出来。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培训
学习，我有以下感受与大家分享：

第一，学好拼音字母，掌握好发音部位。拼音不过关，想说
好普通话是很难的，尤其是细节问题，比如：前鼻音和后鼻
音，平舌音和翘舌音等。这些细节的问题处理不好，发音就
不准确。那学好普通话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谈不上
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第二，要多读报，多看新闻联播，锻炼说普通话的感觉，仔
细模仿播音员的发音，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第三，不懂就查。字典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如果碰到不会读



的字赶快查字典，这样日积月累，自然而然就不会念错了。

第四，坚持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交流。有人说：语言取决于环
境。在一个大家都说普通话的环境中，你的普通话水平也会
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

第五，录音对照。这个方法是我从孩子用复读机学习英语受
到的启发。一天，孩子听完英语磁带后，用复读机的跟读功
能在练习说英语，我立刻想到，这应该也是练习普通话的好
方法，它可以及时发现自己在朗读过程中的错误，还可以把
自己朗读的文章录下来反复听，从中发现不足之处。比如：
语速、发音、语调等。

总之，说好普通话是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义务和责任。
通过这次普通话的培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自我感觉，我
的普通话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我也知道，语言学习任重而道
远，想学好普通话贵在坚持，贵在积累运用，最后方能厚积
而薄发、游刃有余！

同志们，让我们大胆的说普通话吧，无论说的好与不好，都
能带动身边的每一个人和我们共同学说普通话，从而提高我
们自身的素质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以上是我学习普通话的几点体会，不足之处请领导和同志们
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教师心得体会篇四

说文明话，做文明人!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为了进一步
提高我校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学校组织了青年教师普通话比
赛，并邀请了日照市著名播音员__老师为我们举办了普通话
知识讲座，感觉受益匪浅。

第一、__教师为我们深入浅出、幽默诙谐地讲述了我们全校



教师在普通话比赛中出现的问题，她的课亲切自然、耐人寻
味，她的学识及成长经历更是让我佩服，所以在学习时我学
的非常专心，通过学习不仅让我学到了一些宝贵的普通话专
业知识，找到了自己学习和发音中的不足，而且对普通话又
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从而也提高了自己说好普通话的信心。

第二、我感觉要想说好普通话首先要端正态度，通过多种方
式培养良好的说话习惯。多学习一些普通话专业知识。如：
声母的发音决定于发音位置和发音方法、韵母的发音跟唇形
和舌头的位置有关;发音要完整;朗读中不能拖腔拖调，要用
说话的方式朗读;朗读时要找准重音;读句子停少而连多;发音
时还要让声音持久、减少疾病、增加张力美。

第三、要想说好普通话，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即多学、
多记、多读、多听、常总结、多练习。多学就是要多学普通
话中汉语拼音的基本理论知识;多记就是多用心记拼音字母的
发音规律，掌握发音部位。多读就是多出声阅读些带拼音的
文章或现代汉语词典等，锻炼说普通话的感觉，或者看到一
个字后，就暗暗地朗诵其标准音，并注意与方言音的对应关
系，争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多听就是多听电视节目主持
人专业的播音;常总结就是把遇到的好方法和难把握的声调及
时整理下来，以便在日常的练习中灵活运用。多练就是多坚
持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会话交流，争取发好难发音的字、词、
句。

总之，这次活动的举办开阔了视野，对我们一线教师来说是
一次难得的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良好机会。我将以此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对语言文字的学习，为创建文明和谐的校园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也希望全体教师一齐努力，同心
携手，真正把普通话说好、推广好，让普通话在我们的校园
里扎根!



教师心得体会篇五

篇一：教师普通话培训心得

今天有幸参加了区教委组织的青年教师素质提升培训，在一
天的培训中，我们接受了泰安广播电视台资深节目主持人，
制片人张涛老师的普通话培训，受益匪浅。

第一、我感觉要想说好普通话首先要端正态度，通过多种方
式培养良好的说话习惯。

第二、培训班上张老师为我们深入浅出、幽默诙谐的讲述了
普通话的概念及其有关的理论知识，他的课亲切自然、耐人
寻味，他的学识及成长经历更是让我佩服，通过学习不仅让
我学到了一些宝贵的普通话专业知识，找到了自己学习和发
音中的不足，而且对普通话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从而也
提高了自己说好普通话的信心。

第三、要想说好普通话，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即多学、
多记、多读、多听、常总结、多练习。多学就是要多学普通
话中汉语拼音的基本理论知识；()多记就是多用心记拼音字
母的发音规律，掌握发音部位。多读就是多出声阅读些带拼
音的文章或现代汉语词典等，锻炼说普通话的感觉，或者看
到一个字后，就暗暗地朗诵其标准音，并注意与方言音的对
应关系，争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多听就是多听电视节目
主持人专业的播音；常总结就是把遇到的好方法和难把握的
声调及时整理下来，以便在日常的练习中灵活运用。多练就
是多坚持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会话交流，争取发好难发音的字、
词、句。

总之，这次活动的举办开阔了视野，对我们青年教师来说是
一次难得的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良好机会。我将以此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对语言文字的学习，为创建文明和谐的校园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也希望大家一齐努力，同心携手，



真正把普通话说好、推广好，让普通话在我们的校园里扎根！

篇二：普通话培训心得体会

短短两天的省普通话培训班转瞬即逝，两天的时间，虽然匆
忙、劳累，但也让人感觉充实，让我对普通话的发音技巧、
说话的艺术等方面，都有了全新的认识，使我深深体会到作
为一名教师，学好普通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让我明白，
要想学好普通话，必须下一番功夫，掌握规律，勤学苦练，
日积月累，持之以恒。

一、克服障碍是前提

普通话并不难学，难的是对心理状态的调整和改善。我们在
学习普通话时害怕自己因生硬别扭的发音出丑，或是畏惧长
时间训练的困难，这些心理障碍常常使学习进步缓慢。针对
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及时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放下心理包
袱，大胆地开口讲。任何学习都有一个从拙笨到熟练的过程，
学习普通话也不例外，要尽早达到熟练程度，只有下苦功夫
克服困难，战胜畏惧心理，才能成为学习中的胜利者。反之，
如果在学习中过分顾及面子，不敢坦然面对自己的发音缺陷，
更不能以顽强的意志和艰苦的努力去克服，改善它，一味的
退避畏缩，其结果不仅使自己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却收效甚微，
而且容易造成心理上的阴影，加重今后学习和生活的负担。
调整好心理状态，克服心理障碍，是学好普通话的重要前提。

二、学好语音是基础

汉语的分歧突出地表现在语音方面，不但各大方言区之间的
语音系统差别大，就是一个地区、一种方言内部也常在语音
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可以说，语音差异是造成交际困难的主
要原因。所以，学习普通话的关键是学习以北京语音为准的
标准音，学习语音必须专注地通过口、耳的训练才能学好。



学习普通话语音包括发音和正音两个部分。发音准确是语音
学习最基本的要求。发音是否准确与听音、辨音的能力有关，
所以首先要提高语音的分辨力。在掌握了正确发音的基础上，
还要通过反复练习，达到完全熟练的程度。正音是指掌握汉
字、词语的普通话标准读音，纠正受方言影响产生的偏离普
通话的语音习惯，这属于一种记忆的训练。方音同普通话语
音的差异不是毫无规律的，了解了方音和普通话语音的对应
规律，就不必一个字音一个字音地死记，而可以一批一批地
去记。

三、勤学苦练是途径

我们从小说的就是自己的方言，一下子将发音系统来个大颠
覆，彻底改变以前的说话习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困
难。学习普通话，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唯一的途径就是勤学
苦练。

首先是多读、多说。多读，就是指在看书、看报、看文件等
阅读过程中养成用普通话朗读的习惯，即使囿于具体环境不
便读出声来，那也应该养成默读的习惯。多说，没事的时间
一个人对着镜子边说边注意自己的口型，与人交流的时候尽
量用普通话，久而久之，当说普通话成为一种习惯，效果自
然事半功倍。

其次是多听、多练。多听广播、 电视的播音员、主持人的节
目，因为他们的语音相对来讲是比较准确的。多听身边普通
话说得好的人的语音，有意与他们多交流，注意他们的发音
方法、语言速度、声调处理等。多练，指的是要对着一些范
文勤加练习，再辅以绕口令等难度大一些的训练。

再次是多模仿、多琢磨。模仿不仅是普通话初学者的一种行
之有效的方法，同时还可以增添我们的学习情趣，不致枯燥
乏味。就模仿而言，还得多琢磨。用心找出自己的语音和模
仿对象的差距，自己的发音方法和咬字器官的协调性还存在



那些不足，从而不断修正。

四、持之以恒是关键

学习普通话，绝非一朝一日之功。语言习惯的改变是件不容
易的事，从习惯使用方言过渡到能熟练自如地使用普通话，
需要下一番苦功，只有全面掌握必要的普通话知识和规律，
勤学苦练，持之以恒，才能学得会、说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