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培训心得体会教师(汇总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那么我们写
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
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培训心得体会教师篇一

经过了这次培训活动，我在各个方面收获甚大，体会最深的
有以下几点：

一、学生是科学学习的主体，。

学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积极的探究欲，学习科学应该是他
们主动参与和能动的过程。科学课程必须建立在满足学生发
展需要和已有经验的基础之上，提供他们能直接参与的各种
科学探究活动。常山县教研室——江根祥提出让他们自己提
出问题、解决问题，比单纯的讲授训练更有效。教师是科学
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和亲密的伙伴，对学生在科学学
习活动中的表现应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并以自己的教学
行为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科学学习要以探究为核心。

“科学学习要以探究为核心，让学生亲历科学探究过程”这
是新课程标准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开展有效的科学探究活动，
让学生掌握探究的基本方法，用科学思维方式获取知识，这
是科学探究过程中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

探究既是科学学习的目标，又是科学学习的方式。亲身经历
以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是学习科学的主要途径。地球科学是
小学科学领域比较难的一块内容。在太阳系组成中，各个行



星的大小和与太阳的距离空间感较强，对于同学们理解困难。
但是中山小学的姜老师给与我们一个很好的体会，心得体会
《》。让在座的科学教师模拟太阳系空间，构造一种空间模
型，让我们形象直观的认识到空间的距离和大小问题。由此
可见科学课程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学习的能力基础上，向学
生提供充分的科学探究机会。创新性学习是一种对未来的预
期与前瞻的意识。

在科学探究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多从身边的事物寻找。江
山市教研室徐老师的《认识身边的植物》仔细描述了我们周
围的植物，便于研究。这也在提醒我们，科学即生活。科学
课的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这种意识的作用，使儿童在像科
学家那样进行科学探究的过程中，体验学习科学的乐趣，增
长科学探究能力，获取科学知识，形成尊重事实、善于质疑
的科学态度。

三、科学课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要培养科学课的课堂常规，如有条不紊的开展实验，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及时地记录观察到的现象，能长期坚持观察
记录，能倾听别人的发言，能提出自己的见解等。

四、科学教师要树立终生学习的意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
素养。

科学课的内容繁多，涉及到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
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对教师的知识要求很高，因此教师要及
时补充知识储备，同时要学会科学探究的技能，具备科学的
态度和价值观，这样科学教学质量会更高。

经历了这次培训，我深刻体会到有太多的知识需要我去学习，
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我去探究。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工作和
学习，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做好小学生的科学启蒙
教育。



培训心得体会教师篇二

短短的几天的培训学习，令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可以说
是我近年来教学生涯中，一次难忘的学习交流。在学校这些
勤恳敬业老师的发言中没有多少华丽的辞藻，却流露出大光
华人的那种朴实真诚、谦虚好学，勤奋敬业的工作态度，让
我在这次学习中受益匪浅，百听不厌，百学不倦。我想，作
为教师，不仅是一个学者，她更应该是一个研究者，在教学
育人的过程中，我们教师必须以局内人的身份进入生活本身，
入乎其内，根据教学现场当时的内在真实，来展示教学的真
实面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踏上了三尺讲台，也就意味着踏上了
艰巨而漫长的育人之旅。怎样才能做一名好教师呢?，通过培
训，我认为，热爱学生，尊重学生是教师最基本的道德素养。
经过培训学习，我更坚定了自己教书育人的思想，要逐步从
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去做：

这是我的教育观和思想观。我不会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
逍遥懈怠思想，有的.就是一种教师的使命感。因为我深深地
懂得：教师的工作是神圣的，也是艰苦的，教书育人需要感
悟、时间、精力乃至全部心血的付出。这种付出是需要以强
烈地使命感为基础的，是要以强烈的责任心做代价的。一个
热爱教育事业的人，是要甘于辛劳，甘于付出，甘于无怨，
这是师德的首要条件。

我要在新学年里，不断学习他人的新经验，使自己具有一桶
源源不断的活水。如果不强化自育意识，力学苦练，做到问
道在先术业有专攻恐非易事。

教师必须关爱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促进他们全面健康地
发展。这种热爱，首先应该是温暖的，是充满情感和爱的事
业。作为教师，应该多与学生进行情感上的交流，做学生的
知心朋友、这种爱也需要教师对学生倾注相当的热情，对他



们给予各方面的关注，从心灵上、思想上、身体上、学习上
去关心、热爱、帮助，把教学中存在的师生的我与你的关系，
变成我们的关系。爱使教师与学生在相互依存中取得心灵的
沟通，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分担挫折的烦恼。

通过培训，我懂得了怎样去爱学生。爱是一门艺术，能爱是
一个层面，善爱则是另一个层面、作为教师，今后我要努力
做到能爱、善爱，去关爱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微小的闪
光点，要爱他们具有极大的可塑性，要爱他们在教育过程中
的主体能动性，要爱他们成长过程中孕育出来的一串串的成
果。

培训心得体会教师篇三

20xx年省级小学科学骨干教师培训已过半，我的精神之旅在
吸收和蓄满了各位专家的能量之后，已开始扬帆出海，驶向
一片广袤而无垠的海面。

在这片精神海洋里，随着物理、生物、地理等各位专家的导
航，我来到了科学世界的城堡深处，跟随着张杰、李蓉、王
斌等老师的引领，我认识了《什么是科学》、《宇宙中的星
体》、《奇妙的生物世界》……张杰教授的《什么是科学》
讲座，从一个全新而实用的角度，为我们阐述了什么是科学、
如何进行科学探究两方面内容。而这两方面的内容恰恰紧扣
了小学《科学》的宗旨和核心内容。张教授从科学的定义、
含义、分类、知识、方法等方面，一层层条丝缕析地剖析开
来，如层层剥笋一样，为我们揭开了科学神秘的面纱。科学
学习的核心是探究。探究既深邃科学学习的目标，又是科学
学习的方式。张教授在如何进行科学探究中，从探究的步骤、
教师在探究中的作用、儿童与科学家探究异同等方面深入浅
出地为我们一一分析。尤其是具体分析了儿童的科学探究与
科学家的探究的异同。通过详细分析，了解了这种不同之后，
让我在今后的小学科学教学中，更加掌握了小学生探究的特
点，力争与小学生一起设计符合他们特点的探究活动，提高



小学生科学探究的有效。李蓉老师的《宇宙中的星体》讲座，
让我们认识到了美丽的星空与地球世界，进一步认识了宇宙
空间。浩渺的宇宙空间，如一个聚光盘，将人类的目光紧紧
吸引，让人类永不停歇对她的接近与探索。银河系、太阳系；
恒星、行星、星空；太阳、地球、月亮……这些深奥的天体
知识，李老师用丰富的视频，多彩的图片，一一展现在我们
眼前，为我们呈现出了声、光、色俱全的宇宙世界，让我们
感受到地球、宇宙空间是多样的，是多彩的，是立体的`，是
有生命的，是有活力的……“上上西西，下下东东”。这句
对观察月相变化规律精准而高度的概括，为我今后教学、观
察月相提供了知识与经验，我会更加细致地指导学生去观察
和记录月相变化。王斌老师《奇妙的世界——植物部分》详
细地介绍了植物的分类、绿色开花植物、裸子植物等方面知
识，为我们翻开了奇妙的植物世界，了解小学科学课里必备
的生物知识。除了这些专家的专业知识的讲授之外，还有来
自一线科学教师的教学经验的交流，为我们今后的小学科学
教学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可以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来自绩溪
的许守有老师，从有效的备课、评课、议课、评价、考试、
命题等方面讲述《怎样使孩子喜欢上科学课》。许老师通过
一个个精彩而实用的教学范例，告诉我们小学科学教师只有
爱上“科学课”，认真备课、上课；用心评课、议课；关心
爱护学生，细心呵护学生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培养他们对科
学的兴趣，就能使孩子喜欢上科学课。这些理论知识丰富了
我的科学知识结构，而动手操作的训练，则锻炼了小学科学
教师的科学操作能力。在殷海红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做凸透
镜成像的研究实验，提高了我们科学教师的实验操作技能。

培训心得体会教师篇四

18年前师范毕业后，很少有机会像本次培训一样回到学校，
静下心来听课、看书。没有真正意义上在大学就读过的我，
当15天的“大学生”。在培训中，积极主动的参加班级管理、
学习、研讨、展示，让我在小学科学教育教学专业水平有了
质的的提升。



班干选举在培训前微信群内就进行，大家研讨决定由惠州本
土的老师来担任，可是到了班会选举时，惠州的一些同学，
以各种理由推掉班长的工作。我毛遂自荐担任本次培训的班
长，积极配合班主任和科任老师做好本班的考勤、课程协调
和实践活动。

本次培训课程起点比较高，主要针对高中或是大学生的课程，
但我并没有因为我来自小学，知识内容与我们生活和工作没
有太大联系而回避或是逃避学习。反而这些“高大上”的内
容让我脑洞大开。如：参观惠州学院的实验室，实验员肖瑞
老师给我们介绍霍尔效应时，我们都是一头雾水，上网搜索
有关“霍尔效应”的相关资料；李昌勇老师给我们介绍有关
光的折射、光的凸镜成像的实验和飞机起飞的原理（与空气
中的气压有关），让我觉得生活中很多常见的现象，只是我
们没有很好的去观察、记录、总结和运用而已；核能研究所
的韩少裴博士给我们介绍核能研究相关设备和原理，世界上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带电粒子的分离）又是什么样的人
关注到了，科学家又是怎样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每一节课我都很认真的听。带上老师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
课间把自己不明白地方主动跟上课的老师交换意见，课后主
动与同班同学主动交流。如：叶凡教授在讲解《天文学进展
专题》时，讲到宇宙产生巨大能量引起的大爆炸，银河系中
产生的巨大黑洞，这些黑洞的体积和质量之大是我们人类无
法想象的，因为质量和体积产生的引力，宇宙的诸多星球围
绕黑洞旋转（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宇宙的主要气体为氢气和氦气组成。太阳就是这类由核
聚变产生的能量。我觉得很奇怪，问叶教授：“太阳是不是
是由氢气和氦气组成的？”叶教授说：“主要是由氢气和氦
气组成的，但在燃烧的过程中还会产生碳元素和铁元素组成，
当一个星球主要是由铁元素组成，那么这个星球也就生命即
将结束了，有些星球因为核聚变燃烧产生的碳元素过多，这
个星球主要是由钻石组成。其实，宇宙中的每一种物体，包
括人类和植物，都是宇宙中尘埃的一种。”我只是问叶教授



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而叶教授给出的答案却是我们常人很
少涉及的领域。看来学问就是学问，要学好就要主动的多问。

邓伟浩科长组织的《世界咖啡――汇谈小学科学实验现状、
培训需求和省培愿景》，主要围绕小学科学实验的现状进行
研讨。分组式的研讨，邓科长用活泼的游戏方式进行分组和
互动。分后小组内的组员选当小组秘书。其实，我想让小组
内的其他组员来表现表现自己和汇报小组的观点，组员们担
心自己没有很好的记录和表达本小组的的意思，一定要我当
小组的秘书。我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就有这些习惯去倾听学
生的发言。所以，在小组秘书的工作中，我一样很认真的倾
听和记录小组内的每一个组员的发言，在大白纸上用思维导
图的方式表达出小组的研讨结果。有些组员见到大白纸上就
是一棵树长着树叶、果子和寥寥几个字。他们在质疑，我在
在汇报时候能否记住小组每一个记得意思与否。思维导图的
运用我已经用了20年的，这些简单的表达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结果小组汇报时，给出大家不一样的汇报效果，赢得了大家
一致好评。

本次培训出发之前，我特意准备一本书《正面管教》带在身
边。早、晚的空余时间主动的阅读，一边看书一边把书中的
观点与我小学阶段的一些学习、心理状况与书中描写到的一
些现象联系起来，思考自己在教育教学中遇到同样或是类似
的学生时，怎样去更好的引导学生，度过心理上的坎，跨越
学习中的障碍。

在后期培训的自由发言中，我运用了该书的观点（基于马斯
洛需要的五个层次我们要与孩子和善相处，让孩子找回归属
感和价值感。）短短的6分钟的发言中赢得了全班同学3次热
烈的掌声，惠州学院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闵国新副院长
和古爱琼副书记同时肯定的说：“如果惠州学院有下一期的
同样培训，希望我以一名学长的身份回到惠州学院给学弟授
课。”



主动学习和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让自己的观点影响了别人，
同时聆听别人的反馈和建议让自己找回自己的优点与不足，
主动学习、主动表达是让自己在以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更好表
现的基石。

培训结束期间，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成为一
名优秀的教师？”。我总是觉得“教育者必须是肯于学习、
不断反思和改进自己才是优秀的！”、“教育者必须用自己
学习来的知识和反思得出的结论运用教育实践工作中才是更
加出色的教育者！”。

培训结束了，收获满满的！借用惠州学院吴小明教授在《生
命科学领域的探索活动》中的内容小结一下：“无论地球上
的动植物，要自己追求配偶认可的时候，你就必须把你最美
的一刻展示给全世界看。”学习、思考、改进、实践是优秀
教育者把最美的一刻献给学生的前提！

培训心得体会教师篇五

20xx年1月13日，河南省小学科学骨干教师“国培计划”培训
一行62人赴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经过11小时的长途奔波，于1
月14日早晨7：30到达上海火车站，直赴华东师范大学，虽然
天气寒冷，但大家依然感到春天的温暖，第二天8点在华东师
范大学教师袁明安老师的带领下，学员们集体到食堂就餐和
照相。

1月15日，河南省小学科学骨干教师“国培计划”培训班开学
典礼在华东师范大学附网301教师举行，华东师范网络学院副
院长闫寒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上午9时，南京师范大学郝京华教授就《学习理论新进展与科
学教学》作了专题讲座，还有顾志跃精彩的讲座赢得了学员
们的阵阵掌声，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通过这次上海之行，感觉自己整个身心都焕然一新了，专家
的讲座，名师的“有效教学”活动展示，使我体会到，组织
一次好的'教学活动不需要太复杂，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的
需要，注重重点，关注过程，简简单单便能上好一堂教学活
动。这一次我又在教学生涯中，积累了可用的教学经验，相
信今后在组织教学活动时自己会有新的想法，会有新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