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寒假师德师风教育活动心得体会(通
用5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心得体会对于我们
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以下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
助。

寒假师德师风教育活动心得体会篇一

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我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万丈高楼平地
起，启蒙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扎实、优良的启
蒙教育，就会影响学生后续的学习与发展。作为一名党员教
师，必须要有优良的思想道德风尚，为人师表，率先垂范，
为学生作出表率，只有这样，才会赢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从而使教育教学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寒假师德师风教育活动心得体会篇二

小学教师的工作对象是成长中有极大可塑性的未成年人，教
师的道德表现能够影响一个学生的一生。作为教师，要在自
己的职业道德方面追求卓越，追求高标准，这是构建我们未
来民族道德素质的基础。通过学习“师德教育”讲座，我进
一步深深体会到以下几点：

寒假师德师风教育活动心得体会篇三

团结互助，一方面教师与教师之间要团结友爱、和睦相处，
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另方面教
师与学生之间也要团结互助。廉洁从教，要有高尚的思想道
德情操，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为人师表，模范遵
守社会公德，举止文明礼貌，不赌博，不斗殴，不酗酒，爱



护公共卫生，语言规范健康，禁止粗俗言辞，衣着朴素端庄，
随时以一个优秀教育工作者严格要求自己。

身为一名教师，就有了一份以爱为主题的职业，那就再把你
的爱带给你身边的学生吧，就像宽容自己爱人的小脾气，原
谅自己孩子的恶作剧一样，去接纳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教师
应用自己博大的爱去温暖每一位学生。教师只有爱学生、尊
重学生，才能精心地培养学生，只有爱得深，才能更认真、
更耐心、更细心地对学生进行教育。爱源于高尚的师德，爱
意味着对学生无私的奉献。这在教育过程中，无私地奉献这
种师爱，既是教育成功的关键，又是衡量一位教师素质的重
要内容。

教师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主动经常与学生沟通交流，
愿意与学生成为朋友，建立起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遇事冷
静，不随便发怒，不以威压人，处事公平合理，不抱偏见，
对自己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树立较高的威信。教师重视自
身的道德形象，追求人格完美，教师要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
修养。教师要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有
关规定，以身作则，洁身自好，以德服人，以身立教，为学
生树立起楷模的形象。

学习英雄楷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着关爱每一位学生的誓
言，恪尽职守，无私奉献，不怕牺牲，敢于挺身而出，经受
住了生与死的考验，使学生一个没有少，一个没有伤，一个
没有饿，一个没有病，一个没有亡。在灾难面前，他们挺身
而出，舍生忘死。

回到在日常生活中，想起与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那理解的
微笑、会意的眼神、无声的流泪，这不都是我们用爱换来的
吗？让我们用慈爱呵护纯真，用智慧孕育成长，用真诚开启
心灵，用希冀放飞理想，默默耕耘，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



寒假师德师风教育活动心得体会篇四

“给学生一杯水，教师本身应该有一桶水”。在小学教育中，
我感到在孩子们眼中，教师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是最可
值得依赖的人，他的投手举足，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们，
孩子从教师身上看到了无私的奉献，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
看到了社会的好形象，师德不只是学识问题，更是塑造优良
教师形象的问题。因此对于师德除了要深刻认识其重要性，
更关键就是如何去提高自己的师德。

1、重视学习和实践：认真学习，工作中要时刻牢记自己作为
教师的基本职能：育人，只有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教学经
验丰富，才能胜任此项光荣的工作。而要做到这些，就应该
不断地坚持学习和实践。

2、严以律己，注重言行：为人师表，坚持严以律己，增强自
身的自控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始终保持优良、平和的心
境，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要把自己看作既是个普通的人，
又是个教育者，到了学校就应该把属于个人一切不快和烦恼
留在门外，言谈应该和颜悦色，循循善诱，举止应该优美文
雅，体现心灵之美，自己的穿着应该朴素大方得体，符合小
学的审美情趣。

3、培养优良的内在素养：作为一名小学教师重要的是塑造内
在修养，在日常生活中应加强学习，开阔视野，不断丰富，
充实自己。有认识地从优秀文化中吸取养料，提高自己的内
在素养。

寒假师德师风教育活动心得体会篇五

教师，是传播知识的人，是社会发展的“中介人”，是人类
文明继往开来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培养着一代又一代现
代社会的主人翁，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他
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很大的。在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的



时代背景下，教师这项工作也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教师工
作既有着传统性、继承性，也有其创造性暑期师德师风学习
心得体会4篇。教师要学习历史沉淀的知识，但仅仅如此，是
远远不够的，因为知识在不断的更新，学生个体也在不断发
生变化，所以教师更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以适应不断变
化的学生和社会的需要。因此，随着社会的变迁，教师必须
要有终身学习的观念，并付之于实践中。我认为在终身学习
的社会中，教师应具有以下几学种习角网色：

一、博物学家

教师要有精深的本专业知识。“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
一桶水。”中国一向就很重视教师的专业技能，师范大学按
学科来分系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教师必须精通所教学科的
基础知识，熟悉学科的基本结构和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
了解学科的发展动向和最新研究成果。教师有了宽厚的知识，
才能透彻的理解教材，灵活的处理教材，准确的教授教材。

同时，时代的发展对教师渊博的知识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
代教师不但要有本专业精神而博大的知识，还应有更为广泛
的文化修养，这是因为，各学科的知识联系日益紧密，自然
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不再有鲜明或者绝对的界限。很多时候，
缺乏一方面的知识会限制另一方面知识的理解和深入()，比
如，物理知识的缺乏就会限制语文或外语教师对科普文章的
理解。其次，教育的对象也不再是过去的“单纯”“天真”
的年轻一代，他们通过现代化的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到许多新
知识，他们往往能提出许多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问题，而
这时若教师的知识较为狭窄，就会有碍于其“高大”形象的
树立。知识在不断的更新，因此教师还应像海绵一样不断地
汲取知识，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二、心理学家和艺术家

有人认为教师所掌握的学科知识越丰富，越全面，越系统，



专业素养就越高，教学就越好。这其实是另一种对教师工作
的较狭隘的看法。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老师，
知识渊博，学富五车，对专业知识的精深的了解令人叹为观
止，但可能这样的教师却并不受学生的欢迎，经常是，老师
只管自己授课，学生只管自己玩乐。这是为何?因为这一类教
师无法将自己所掌握的精深的专业知识形象地传授给学生。

因此教师还必须了解学生的兴趣、心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
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师生间的有效互动。新世纪的教师
必须具有一定的教育科学(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的知
识，具有将所掌握的教育理论转变成教育教学的实际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最新的改革一“4+2”就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谓“4+2”就是4年本科专业知识教育加2年的教育管理的学
习。

这样，既巩固了专业的知识，同时又学到了许多教育心理及
教育艺术等必不可少的知识。因为教师并不是被动接受和贮
存他人知识的容器，而应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和创造主
体;真正制约影响教师行为的不是外显的理论，明确的知识，
外显的理论和明确的知识只有内化为教师的信念时，才能真
正对教师的教育行为产生影响;外界他人或古人的研究成果只
有与特定的教育情景相吻合，进而发展成具体的教育学策略
时，才能对教师的教学起作用。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教师个体
的理解力，领悟力和创造力。因此，在新世纪要想成为优秀
的`中小学教师，还应具有较强的悟性，表现力和创造性。有
教育知识而无表达能力的教师在新世纪中只能是不合格的教
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