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职业素养和职业礼仪心得(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职业素养和职业礼仪心得篇一

一个教师的敬业精神，是由其职业思想、职业信念、职业情
感、职业道德、立业意识和从业态度构成的，它的核心是无
私奉献。

1、为何要培养敬业精神。师德和师能是一个成功教师不可缺
少的两个方面。而敬业精神是师德的集中表现和核心所在，
是教师工作的真正原动力。一个教师如果没有这个原动力，
只凭工作压力和工作毅力去工作，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很难想象可以做好工作。

2、怎样去培养敬业精神。作为一个教师，怎样去培养自己的
敬业精神?应重在做好以下三点：

(1)要安于平凡。诺贝尔说：“有什么的选择，就会有什么样
的人生。”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意味着选择
了平凡。这就要求教师，要面对现实、理解现实和接受现实，
要善于以积极的心态去工作，以平常的心态去生活。只有这
样，才有可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工作上的强者和生活上的智者。

(2)要爱惜岗位。谈敬业精神先要谈爱岗，一个不爱岗的人很
难做到敬业，因为爱岗是一种情感体验，敬业才是一种行为
体现。

(3)要用心工作。有一句话说得好：用力做事只求把事做完，



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好。这里所指的用心，是用什么心?我认
为这个心，主要是指教师的爱心、责任心和事业心。

二、要提升专业能力

教师的能力可分为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从实际意义上来说，
教师最重要的专业能力，就是进行实效性教学和进行实用性
教研的能力。

1、提升“实效性教学”的能力。所谓实效性教学，就是要追
求有实际效果的教学。实效性教学，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上，
但又不只局限于课堂教学，它体现在备课、上课听课、评课
和考试等教学工作全程中。

(1)要提高备课能力。教师的主要时间和精力，不应放在加班
加点上，而应放在精心备课上。备课要做到既备教材，更备
学生和教法。

(2)要提高上课能力。一个教师的真功夫主要体现在哪里?主
要体现在课堂，主要体现在选择和组合最适合自己和学生的
教学方法。一堂课的“亮点”，不是教师怎样“教”，而是
学生怎么“学”。因为课堂教学的“主角”不是教师，而是
学生。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学会因人制宜、因科制宜、因时制
宜选择好教学方法。

(3)要提高听课能力。能帮助教师提高最快的方式就是听课。
听课，关键在听，但又不仅仅是听，同时还要看、想、
记。“听”，应重在听授课教师如何去明确和实施教学目标，
如何去创设教学情境，如何对学生进行教学点拨与引
导。“看”，应重在看师生如何进行双边互动，看学生讨论
的问题有无价值，尤其要注重看教师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教法，和看教师如何去指导学生选择学法。“想”，应重在
去品悟人家的教学思路、教学方法、教学“绝活”，看人家
有何教学特色;品悟学生通过这节课，得到了哪些有助于他们



发展的能力;品悟在这堂课中师生在教与学中有哪些创新和失
误;品悟人家有那些经验对自己有用。“记”，应重在用自己
的语言记要点、记体会，尤其是记别人的教学“亮点”和自
己的不同意见。

教师职业素养礼仪心得2

职业素养和职业礼仪心得篇二

我们x届的新教师聚集在区教师进修学院会议厅，有幸聆听到
了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范教授举办得关于“教师礼仪”的
讲座。整个讲座内容主要分为三大块：教师学礼仪的重要性、
教师个人形象、教师职业礼仪。

其中，教师的职业礼仪部分给了我较深刻的触动。教师作为
一份特殊的职业，也有着其特殊的职业礼仪，主要有：

(1)、表情礼仪。x微笑：是善良、友好、赞美的表示，能迅速
缩小彼此间心理距离，创造出沟通得良好氛
围。“smile,smile,smile等于成功，”x目光：教师的眼睛是重要
的教学“工具”之一。孩子希望得到老师的目光是：慈爱、
鼓励、祥和和期待;不喜欢看到老师的目光是：瞪眼、盯视、
责怪、蔑视和斜视。

(2)、语言礼仪。教师语言不仅体现了她个人的修养和素质，
也是进行教学的一种重要手段。语言的礼貌与否直接关系到
孩子学习的效果如何。而在教师语言礼仪中提到了：教师的
音量要适中，称谓要得当;语言要简洁，表达要准确;温文而
雅，持重沉稳;切忌不要偏激、炫耀、挖苦、谩骂和清高。

(3)、手势礼仪。教师的手势礼仪要幅度恰当，自然亲切，适
量适时，简洁准确。



(4)、师生礼仪。与孩子交谈时要提前通知，热情迎候，神情
专注，语言简洁，注意场合，耐心倾听和适当反馈。禁忌随
意打断，讽刺挖苦，长篇鸿论，居高临下。

(5)、与家长沟通的礼仪。又包括家长会礼仪、家访礼仪和电
话礼仪。教师在和家长的沟通中要做到问候先行、语气友善、
语言简洁，平等协商。

教师的礼仪非常重要。一句话、一个表情甚至一个手势在孩
子的心中都是一个信号。

对照着审视自己在为人师的这3个月中，真不敢说自己是个有
礼貌的老师。因为试图控制班级30几个孩子的声音，我曾大
声呵斥过;因为忙于照顾区角的孩子，我没有正视和我打招呼
的孩子双眼;也因为报有“要树立老师的威信，要对孩子严肃
些的想法”，我忽视了对孩子们的微笑。非常庆幸的是，今
天范教授的一番话，点醒了我：不要忘了对待孩子也要注意
礼貌。老师和孩子之间的礼貌平等交往，这是让孩子学习礼
仪的最佳途径，也是尊重孩子、让孩子喜欢老师的重要前提。
听完讲座，我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从今天开始，我要对孩
子保持微笑，要做孩子们心中最可爱的老师、最有礼貌的老
师也是他们最喜欢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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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养和职业礼仪心得篇三

暑假中，我学习了《教师礼仪》，回想自己在讲台上的仪容，
收获颇丰。小结如下：

教师，为人师表，既要给学生传授知识，一言一行又都是学
生的楷模。教师要言传身教，除了待人接物，为人处事之外，



仪表也很重要。教师为什么在工作岗位上和课堂上要重视仪
表呢?一方面是自己的修养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的要求。我
们作为一个教师要重视仪表，就是为了给学生留下良好的印
象，做到表里如一，使学生容易接受我们。

那么，什么是教师的仪表呢?仪表者，外观也。一个人的仪表
实际上就是站在那儿，坐在那儿，走在那儿，给人的整体的
外形的感受。

教师仪表不仅有必要规范，而且必须规范。因为教师在课堂
上的形象得体与否，既表示着学校管理得是否严格，也体现
着自身的修养，又展现了你对教育对象的尊重与否。有了规
范的仪表，教育时，学生才能更好地、更主动地、更积极地
接受知识。

教师要做到仪表规范，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一、教师仪表规范的基本要求

教师仪表规范的基本要求是——干净、整洁、文雅、美观

对教师而言，仪表的规范，首先要干净。身上要无异味、无
异物。例如和学生近距离接触时，不能吃刺激气味的东西，
比如喝酒，吸烟，学生如果捂着鼻子的话呢，显得不尊重你，
如果不捂鼻子呢，又被你熏到。

其次就要整洁，要整整齐齐。比如该扣的扣子要扣上，扣子
系错了不行。穿西装的话，站起来是要系上的，当然坐下来
后应该解开，要不然，坐着还系上衣服变形不好看。整齐不
整齐实际上是对自己，对生活，对他人，对社会的态度问题。

再次要文雅。显得有教养，有艺术的品味。比如你化妆，不
会化就不要化或者学会化。在工作场合浓妆艳抹就不得体。
我们是传播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必须要文雅。



最后要讲美观，要好看、赏心悦目，要符合常规的审美标准。
常规的审美标准就是和谐而得体，自然而朴实，教师不能够
太奢华，不能够太夸张。

二、教师美发的注意事项：

讲到仪表礼仪，美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打量别人是从
头开始的。所谓美发，实际上就是修饰头发。一般来讲，因
为教师的岗位的要求，要注重三点：

1、头发的长度要注意。男人头发不能过长，女人头发不能过
短。男女有别在服饰方面有明显体现，其实美发也是这样。
一般要求男教师的头发前不覆额，侧不掩耳，后不及领。女
教师的头发不能太短，如果太长可以挽起或束起。

3、发型。不能太老土，不能不加修饰，随意而为。但是也要
注意不要过分的时尚和前卫。所以作为一个教师，因为岗位
的规范要求，美发要注意分寸。

三、化妆的基本礼仪规则。

在教师群体中，女教师占了大部分。对于一个女教师，适当
的化妆是可以提倡的。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在化妆时注意几
个化妆的基本礼仪规则。

1、自然。教师在工作场合的化妆，称工作妆，要画淡妆。自
然为本，要让人家觉得你天然若此，清水出芙蓉。

2、美化。你的化妆，你的修饰要符合常规的审美标准，不能
标新立异。

3、避人。 一个有教养的教师修饰自我形象，是绝不能在大
庭广众之前表演的，包括不在办公室里化妆，不在社交场合
化妆，更不能在学生面前化妆和补妆。



四、教师的表情

教师在课堂上，是用声音或者用语言来传播知识的，除此以
外，表情以及动作也给学生传递着一种信息。所以，教师要
有亲和，让学生容易接受老师，喜欢老师。

一个有个人魅力的教师，他的表情要注意几点：

1、要自然放松。自然其实是一种自信，是一种见多识广的自
信。这样才能显示出你是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一个处变不
惊、临阵不慌，泰然自若的人。换而言之，教师在工作岗位
上，和学生，和家长，和外人接触的时候，表情不要太夸张，
你过分的夸张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当然，我们也还要
避免另外一个极端，不能没有表情，没有表情深不可测，也
有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

2、互动。作为教师要和交往的对象，尤其是学生互动，学生
高兴，你不要不高兴，学生不高兴，你不要高兴。比如学生
摔了个跤，学生不开心，你在边上窃笑，不合适。但如果学
生要高兴时，你在这儿怅然若失，非常遗憾的状态，也不好。
所以表情除了自然以外，也要互动。

3、表情要友善。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师，一个真正具有爱
心，关心学生的教师，表情是友善的。不能高高在上，不能
冷若冰霜，不能够对别人漠然视之。亲和效应非常强调和蔼
可亲，当然这个友善不是你装出来的，它实际上来自一种对
学生的真正的爱，真正的关心，真正的平等相待，视若家人。

五、 教师的举止

作为教师，在工作岗位上，我们强调要注意自己的举止，礼
仪上规定这几种：

1、举止动作要标准，要正确。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懂得



尊重他人人格的人，是不可能对学生指指点点，指手画脚的。
如果单以食指指着别人就有排斥、挖苦、讽刺、数落之嫌，
必要的话要指物。指人的话，应该是手指并拢，掌心向
上，“这位同学请你发言”。

2、提倡举止动作少而精。课堂教学中，指示、辅导、实习等，
可以辅之形体动作，但是不提倡太多。动作多了，手舞足蹈，
指手画脚，让人眼花缭乱，也不好看，所以动作提倡要少而
精。

3、教师在使用举止动作、肢体语言的时候要检点，不好看的
举止动作不做。一个教师如果当着学生面抠鼻孔、腿脚哆嗦、
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好看吗?所以举止动作要求检点，为人
师表，举止检点实际上是一种示范效应，容易给学生一个楷
模，容易对学生形成一种榜样。

古人云：“正仪容，齐颜容，修辞令。”细节展示形象，形
象体现教养。教师的形象既代表着学校的形象，也代表着国
家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形象。让我们从重视教师的仪表礼仪开
始，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做学生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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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养和职业礼仪心得篇四

假期学习了《教师礼仪》，明白了很多礼仪道理以及规范的
行为表达方式。对今后自己在行为举止、教师的言谈等方面，
感受颇深。

礼仪：理者敬人也，仪者形式也;礼仪即尊重别人，尊重自己。
我们所学的教师礼仪是指人民教师在工作中为人处事、待人
接物的行为规范。金教授从仪表、教师礼仪学习心得举止、



语言、态度等方面讲解了教师在工作以及日常生活中应该怎
样做和应注意的事情，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金教授反复强
调教师首先要摆正位置、端正态度。

摆正位置，不仅仅是摆正教师自己的位置还有学生的位置。
金教授说在社交礼仪中交往是以对方为主的，例如吃饭：你
请某君吃饭就不能光点自己爱吃的饭菜，首先应先考虑对方
的口味，否则就失去这顿饭的意义了。现代教育教学中强调
教师和学生平等，当然在人格上是必须的。但是毕竟教师注
重的是教，学生注重的是学，所以现代教育要求教育教学要
以学生为本，即一切“教师礼仪”培训心得体会为了学生，
为了学生的一切。

一名优秀的教师，除了必须以满腔的热情对待事业，对待学
生以外，还必须自觉地，高标准地去塑造自身的人格，从而
才能培养出学生健康的人格。通过金教授的讲解，我更深一
步地感受到教师的高尚人格不仅应当反映在内在的精神境界
上，而且应当体现在外在的言谈举止上。教师文明的言谈举
止对学生思想品质的形成起着修正作用。教师是教人怎样做
人的人，首先自己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人。教师以身作则，才
能起到人格感召的作用，培养出言行一致的人。

因此，我决心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完善自己。

1、仪表。仪表是教师的教养与形体给学生的整体感觉。今后
的着装和修饰自己还要特别注重，特别是在校园里，要与教
师的职业特点相吻合，穿着大方得体，干净整齐。

2、举止。举止方面，我认为应该从坐立行的姿势，以及表情
动作行为习惯等方面来要求自己。在我看来，教师仅仅注重
了自己的着装，但是在坐、立、行方面做出一些不得体的行
为，也是非常难看的。所以，我今后要求自己坐就坐正，站
就站直，走就走稳。努力做好学生的榜样。



3、语言。语言是教师在教育学生时使用的最主要的手段。因
此，教师的语言必须规范、准确、生动，我会努力运用语言
的力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拨动学生的上进心，把知识和感
情送进学生的心田，让学生知晓做人的道理，让学生在思想
上认同后，再指导其行为，以加强自己的人格素质。

4、礼仪。教师应该通过文明的礼仪表现出应有的风度，反映
出对他人的尊重，从而给学生良好的影响。我要努力做
好“四个一”工程，即：一张笑脸、一声致谢、一声问候、
一句道歉。努力为学生做表率，从而体现教师的示范性和率
先性。其实这是待人接物的礼仪之基本，不管在哪里，对于
每个人来说是必须具备的。

“身教重于言教”，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不断学习，提
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做学生喜欢的老师。

教师职业素养礼仪心得与感悟4

职业素养和职业礼仪心得篇五

一个教师的敬业精神，是由其职业思想、职业信念、职业情
感、职业道德、立业意识和从业态度构成的，它的核心是无
私奉献。

1、为何要培养敬业精神。师德和师能是一个成功教师不可缺
少的两个方面。而敬业精神是师德的集中表现和核心所在，
是教师工作的真正原动力。一个教师如果没有这个原动力，
只凭工作压力和工作毅力去工作，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很难想象可以做好工作。

2、怎样去培养敬业精神。作为一个教师，怎样去培养自己的



敬业精神?应重在做好以下三点：

(1)要安于平凡。诺贝尔说：“有什么的选择，就会有什么样
的人生。”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意味着选择
了平凡。这就要求教师，要面对现实、理解现实和接受现实，
要善于以积极的心态去工作，以平常的心态去生活。只有这
样，才有可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工作上的强者和生活上的智者。

(2)要爱惜岗位。谈敬业精神先要谈爱岗，一个不爱岗的人很
难做到敬业，因为爱岗是一种情感体验，敬业才是一种行为
体现。

(3)要用心工作。有一句话说得好：用力做事只求把事做完，
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好。这里所指的用心，是用什么心?我认
为这个心，主要是指教师的爱心、责任心和事业心。

二、要提升专业能力

教师的能力可分为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从实际意义上来说，
教师最重要的专业能力，就是进行实效性教学和进行实用性
教研的能力。

1、提升“实效性教学”的能力。所谓实效性教学，就是要追
求有实际效果的教学。实效性教学，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上，
但又不只局限于课堂教学，它体现在备课、上课听课、评课
和考试等教学工作全程中。

(1)要提高备课能力。教师的主要时间和精力，不应放在加班
加点上，而应放在精心备课上。备课要做到既备教材，更备
学生和教法。

(2)要提高上课能力。一个教师的真功夫主要体现在哪里?主
要体现在课堂，主要体现在选择和组合最适合自己和学生的
教学方法。一堂课的“亮点”，不是教师怎样“教”，而是



学生怎么“学”。因为课堂教学的“主角”不是教师，而是
学生。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学会因人制宜、因科制宜、因时制
宜选择好教学方法。

(3)要提高听课能力。能帮助教师提高最快的方式就是听课。
听课，关键在听，但又不仅仅是听，同时还要看、想、
记。“听”，应重在听授课教师如何去明确和实施教学目标，
如何去创设教学情境，如何对学生进行教学点拨与引
导。“看”，应重在看师生如何进行双边互动，看学生讨论
的问题有无价值，尤其要注重看教师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教法，和看教师如何去指导学生选择学法。“想”，应重在
去品悟人家的教学思路、教学方法、教学“绝活”，看人家
有何教学特色;品悟学生通过这节课，得到了哪些有助于他们
发展的能力;品悟在这堂课中师生在教与学中有哪些创新和失
误;品悟人家有那些经验对自己有用。“记”，应重在用自己
的语言记要点、记体会，尤其是记别人的教学“亮点”和自
己的不同意见。

(4)怎样提高评课能力。评课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明确评课目的。评课的目的不是为了区分这节课上
得好或上得差，更不能放在专找人家的短处，把授课教师
当“靶子”打。对于授课教师在讲课中出现的问题，应就事
不就人地当成一个大家在教学中容易遇到的问题提出来，让
大家对此进行议论，让评课变成议课，让大家在议论中，去
交流教学经验。

其次，要找准评课的主体。评课的主体到底是教师还是学生?
现在一般只评教师，而不评学生。这是一种有欠缺的评课投
向。评课不仅要评教师教得怎么样，更要评学生学得怎么样，
也就是说评课应从重评教向评学转变。

再次，要注意评课的方式。现在评课的方式一般是座谈。事
实表明，这种方式并不好，不少教师都是搞“假评课”，也



就是不说真话或不说话。

2、提升“实用性教研”的能力。“苦干有余、巧干不足”，
是当前在教师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工作常态。要改变这种工作
常态，可行办法就是要学会在研究状态下工作，善于结合实
际去进行实用性教研。所谓实用性教研，就是我们应本
着“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针对自己在教育教学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有意义的实际问题而进行的校本研究。

三、要搞好心理调节

种种调查情况表明：如今教师已越来越成为了心理障碍的高
发行业和心理枯竭的高危人群。心理学家卡耐基说：“一个
人事业的成功85%取决于心理素质，15%取决于智力水平。”
这就告诫教师，不仅要注重提高自己的心理保健意识，更要
提高自己的心理康复能力。

1、要经常给自己的心理“减负”。一个教师怎样去转移和宣
泄自己的苦恼和不良情绪呢?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比如，
可用语言宣泄。所谓用语言进行宣泄，就是找好朋友面对面
进行倾诉，或上网通过网友聊天形式进行倾诉。也可用汗水
宣泄。所谓用汗水进行宣泄，就是通过参与一些对抗性较强
的体育活动，以转移和放松自己的内心压力。

2、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英国有一句谚语：“同一件事，
想得开是天堂，想不开是地狱。”所以，我们要经常告诫自
己：遇事要想得开。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人生就是找
乐子。”一个人若能天天保持一种阳光心态，见什么都高兴，
那就等于在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

四、要注重身体健康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除了要强
化身体保健意识，定时进行体检，有病就医外，还要养成一



些健康文明的工作习惯、生活习惯和养生习惯，千万不能把
自己的健康寄托在医生和药物上。

首先，要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干
工作不能废寝忘食，不能过度疲劳。

其次，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很多人都欣赏那种“大碗喝
酒，大块吃肉”的豪爽劲，认为能吃能喝就是身体好。其实，
我们很多传统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

再次，要养成良好的养生习惯。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体锻炼习惯，喜欢散步就去散步，喜欢
打球就去打球，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不要勉强，身体锻炼要
注意适度、重在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