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童年的秘密个人感悟(实用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我们想要好好
写一篇心得感悟，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
关于学习心得感悟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
助。

童年的秘密个人感悟篇一

读完《童年的秘密》一书，我的归纳主要是从四个纬度来进
行整理，即幼儿生理和心理的发展；幼儿的教育原则及环境；
幼儿的心理歧变。

第一：幼儿生理和心里的发展。

从事物是始终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蒙台梭利指
出，儿童期是人的一生发展中最重要的时期。在不断地生长
和发展变化过程中，幼儿的发展包括了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
发展，这种发展是一种儿童个体生理和心理“实体化”的过
程。透过这一章节的阅读及自己在日常的幼儿教育实践中，
自己坚定地认为幼儿在生理和心理不断变化发展中，最突出
的两大特性是主动发展性和多元智力发展关键期。在传统教
育中，往往将儿童处于在教师主导地位下的被动发展地位，
即使有的学者强调教师只是处在主导地位，儿童才是主体，
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用心性来发展自己，但是，在实
际的操作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实际上演变成教师控
制教育环节的各个过程，包括教学资料、教学方法、教学手
段甚至是直接将自己的知识体系不加修改的'复制到一个处在由
“空白板”向“丰富板”发展儿童的思维体系中。

在阅读《童年的秘密》一书时，我对蒙台梭利的观点十分认
同，我认为儿童本身拥有一种探求外界的冲动和本能，这种



主动性赋予了儿童用心发展的生命力，儿童正是透过主动地
探索来使自己在各方面适应由复杂的因素构成的环境，由此
我认为此阶段的教师不应将环境加以人为改变或安排，而是
将儿童放在其所处的任意自然环境中，正因每一个环境都是
由不一样的因素组成，不一样因素组成的环境，都会对处于
此环境中的个体提出必须的适应要求，也就是每个个体都会
针对相应环境发展相应的适应潜质，当然了，此时教师就应
作为一个外围观察者和辅导者，主要是对儿童的适应动力予
以持续和强化及儿童出现的各种困难予以帮忙，以保证儿童
在此环境中构成必须自己能够凭借主观能动性他驾驭的潜质。
这样能够最大限度的在“关键期”内，发展儿童所能够发展
的各种智力。

第二：幼儿教育的原则及环境。

蒙台梭利认为，为了促使幼儿的心理发展，儿童的教育应开
始于儿童诞生之时，同时，幼儿教育就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一是重复练习。在儿童对外界事物处在敏感期内，正是儿童
发展的关键期。由此，如果幼儿能得到满足其内心需要的活动
（蒙台梭利称之为“工作”）时，他们就能聚精会神的不断
地反复的练习这一行为，直至这一行为到达其所处的年龄得
承受范围内甚至对于一些天才儿童这种发展会超越几个年龄
发展阶段。之因此强调这一点，是想告诉我们的幼儿教育者，
幼儿的好奇心会驱使着儿童不断周围的事物发生了解的兴趣，
由此教育者，不就应限制儿童感知的范围，而是尽可能的多
为其带给环境，这样幼儿就会获得更多的感兴趣的事物，儿
童透过对一个个感兴趣的事物不断地重复练习，就会为儿童
今后的发展带给更多的可能的空间，即使由敏感性构成的个
体潜质，在今后的发展中，并未有什么格外的突出发展，但
对儿童的综合潜质的提高是会有帮忙的。总之，教师要尽可
多的为儿童带给能够使儿童重复练习的环境。

二是自由选取。幼儿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心理需要来选取所



要感知的事物。因此，作为幼儿教育者始重要牢记不好限制
儿童的自由选取性，需要做的是尽可能多的为幼儿带给发展
环境，以满足儿童的自由选取。

第三：幼儿心理歧变的分析。

幼儿在发展过程中，如果遇到了一个充满敌意和不相容的环
境，加上成人的盲目指导与压制及不和幼儿心理发展的不正
确的干涉，会引起儿童心理发展歧变。蒙台梭利总结出幼儿
心理歧变主要有八种表现：心灵的神游、心理障碍、依附、
占有欲、权力欲、自卑感、恐惧、说谎。在幼儿身上，这些
心理歧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

因此，一个幼儿有可能同时拥有几种心理歧变。心理歧变作
为一种功能性的失调，会使幼儿的心理处于紊乱的的状态。
由此，作为幼儿教育者务必及早的发现这些问题，同时要及
时的运用各种有针对性的手段和措施，较及时，较快速的解
决存在的心理歧变的问题。当然了，对于这些心理歧变，由
于复合的形式不一样，也就要求教育者应用不一样的解决方
案。因此要求教育者，要在实践中充分的积累各个方面解决
问题的经验与手段，以便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潜质。

第四：成人与儿童冲突的克服。

在儿童发展的过程中，尽管成人为儿童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
切，甚至为了儿童的成长采取了各种手段和方法，但这并不
意味着儿童必须能够发展的很好，正因成人只是从他的角度
出发来认为儿童就应怎样发展，怎样发展会更好。这样成人
就使儿童用“自己的身体，别人的大脑”在发展，而并非是
儿童利用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大脑并辅之成人的帮忙来发展。
当然，家长也不期望自己的付出会给孩子的发展其副作用，
只是正因他们的无意识行为会影响儿童在其自身发展规律支
配下的正常发展。



童年的秘密个人感悟篇二

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给我留下了很多的启示，现从以下三
个方面简单谈一下我的体会和认识。

一、对儿童的认识。

书中讲到，儿童拥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本能。这种本能，能使
儿童做出惊人之举。如果这种本能遭到了破坏，那就意味着
儿童将会软弱和缺乏活力。成人对这些不同的状态没有直接
的影响。但是，如果儿童在其敏感期没有按他的敏感性的指
令行事，他将永远丧失这种天赋的力量。

二、对成人的质疑。

实际上，成年人应该努力去理解儿童的需要，这样就可以给
他们

三、教师的心理准备。

对教师而言，观察儿童的方法是极为重要的。所以，仅仅有
教育理论知识是不够的。教师首先必须系统地研究自我，使
自己的内心做好准备。这样，教师才能摆脱最根深蒂固的缺
点，事实上，这些缺点会妨碍教师与儿童的关系。为了发现
这些潜意识的弱点，我们需要一种特殊的引导。我们必须像
其他人看待我们那样对待自己。教师必须一开始就研究自己
的缺点，以及自己的坏脾气，而不是过分关注“儿童的脾
气”，或者“纠正儿童的错误”，甚至是关注“原罪的影
响”。只有先清除你自己眼中的沙粒，你才能清楚地知道如
何消除儿童眼中的尘埃。

发怒是一种罪恶，谨慎的态度能控制发怒。当我们跟儿童打
交道时，他们不理解我们，也不能保护自己免受我们的侵犯。
他们接受我们所说的任何东西。他们不仅接受虐待，而且每



当我们责备他们时，他们总会感到错在自己。教师应该经常
对儿童的困境进行反思。儿童并不能用理性来判断待遇是否
公正，但儿童能感觉到某些事不对头，并因此变得抑郁和心
理扭曲。儿童出于对成人的怨恨或对轻率行事的成人的反抗，
就用怯懦、说谎、出格的行为、没有明显理由的哭闹、失眠
和过度的惊恐来表现，因为他们还无法用理性弄清楚抑郁的
原因。作为一名教师，就必须自我反省，摒弃专制，必须去
除内心的傲慢和愤怒，必须学会如何使自己变得谦虚和宽容。
这些就是教师必须具备的美德。这种心理上的准备将给予我
们所需要的平衡和沉静。教师必须沉静，这种沉静由心灵的
谦虚和理智的纯洁组成，是理解儿童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童年的秘密个人感悟篇三

看着书最后写的一句话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也是突然
间感觉压力油然升起。不是因为书里面的事件造成对于环境
的感伤，也不是因为“好人蝌蚪”变得对于孩子是不是应该
还给陈眉而心生感伤。究竟是因为什么有压力，其实就像我
看完书在笔记本上手写的那样。

每次看书的过程中，还有开始看一本书，看书结束之后都在
笔记本上记录一些所思所想。

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在很多方面满足了很多人的审美，满
足了很多人的共识，对人的灵魂起到了影响，对人的精神进
行了洗涤，我们就是在经历中逐渐成长，我们就是在别人的
经历中学着去成长，我们更是在经历中学着用自己的思想武
装自己，这样的武装不是为了攻击外界，而是为了让自己百
毒不侵，让自己历经风雨仍然悠然自立，走过半生，归来仍
是少年!



童年的秘密个人感悟篇四

最近，在学习之余较系统的读了一遍《童年的秘密》。读完
此书，使自我受益匪浅，进一步提升了自我在儿童教育方面
的知识，并且使得自我较为凌乱的儿童教育观念得到系统的
梳理，并使得自我原有知识架构中的错误的观念及错误的知
识建构，得到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下方我将自我读《童年
的秘密》的心得体会，做一整理。

动地探索来使自我在各方面适应由复杂的因素构成的环境，
由此我认为此阶段的教师不应将环境加以人为改变或安排，
而是将儿童放在其所处的任意自然环境中，正因每一个环境
都是由不一样的因素组成，不一样因素组成的环境，都会对
处于此环境中的个体提出必须的适应要求，也就是每个个体
都会针对相应环境发展相应的适应潜质，当然了，此时教师
就应作为一个外围观察者和辅导者，主要是对儿童的适应动
力予以持续和强化及儿童出现的各种困难予以帮忙，以保证
儿童在此环境中构成必须自我能够凭借主观能动性他驾驭的
潜质。这样能够最大限度的在“关键期”内，发展儿童所能
够发展的各种智力。

物发生了解的兴趣，由此教育者，不就应限制儿童感知的范
围，而是尽可能的多为其带给环境，这样幼儿就会获得更多
的感兴趣的事物，儿童透过对一个个感兴趣的事物不断地重
复练习，就会为儿童今后的发展带给更多的可能的空间，即
使由敏感性构成的个体潜质，在今后的发展中，并未有什么
格外的突出发展，但对儿童的综合潜质的提高是会有帮忙的。
总之，教师要尽可多的为儿童带给能够使儿童重复练习的环
境。二是自由选取。幼儿会根据自我的兴趣和心理需要来选
取所要感知的事物。所以，作为幼儿教育者始重要牢记不好
限制儿童的自由选取性，需要做的是尽可能多的为幼儿带给
发展环境，以满足儿童的自由选取。

题，同时要及时的运用各种有针对性的手段和措施，较及时，



较快速的解决存在的心理歧变的问题。当然了，对于这些心
理歧变，由于复合的形式不一样，也就要求教育者应用不一
样的解决方案。所以要求教育者，要在实践中充分的积累各
个方面解决问题的经验与手段，以便丰富自我的理论知识和
实践潜质。第四：成人与儿童冲突的克服。在儿童发展的过
程中，尽管成人为儿童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甚至为了儿
童的成长采取了各种手段和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儿童必须
能够发展的很好，正因成人只是从他的角度出发来认为儿童
就应怎样发展，怎样发展会更好。这样成人就使儿童用“自
我的身体，别人的大脑”在发展，而并非是儿童利用自我的
身体和自我的大脑并辅之成人的帮忙来发展。当然，家长也
不期望自我的付出会给孩子的发展其副作用，只是正因他们
的无意识行为会影响儿童在其自身发展规律支配下的正常发
展。

童年的秘密个人感悟篇五

读了意大利着名教育家和改革家玛利亚·蒙台梭利的《童年
的秘密》，觉得这本书真的让我了解了很多，特别是书中讲
到我们成人对儿童缺乏理解，在与儿童打交道的过程中，成
人会慢慢变得自私自利，或者以自我为中心，只会从自己的
角度出发看待与孩子有关的一切，这样最终结果只能使他们
之间误会越积越多。儿童并不是什么也不懂，有时候成人应
该站在儿童的角度看待事情，多欣赏儿童，也要对自己的行
为多做自我反省。

比如，孩子会要求自己拧瓶盖、吃饭、穿鞋等，他们会完全
沉迷在这些在大人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工作中，在一遍遍的
尝试、重复中探索、发现、兴奋着、愉悦着，但成人们看不
下去了，最后一切事务全部由父母代劳。

儿童成长的.步伐需要成人的等待，书中举例：带孩子出去散
步的时候，当孩子停下来的时候，大人也应该停下脚步等待
孩子，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大人往往会因为自己不愿等



待，不断的催着孩子往前走。有时候对儿童的尊重，我们人
还是动物做的好，像小象跟着象群走，走累了，停下来时，
大象也会停下来等待。看到这里我想到了曾经看到带着蜗牛
去散步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让我们知道，尊重儿童成
长步伐。

我觉得成人真的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对儿童的成长我们真
的不能再干预太多，有时候成人的“冷眼旁观”，对于儿童
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看这本书，解开了心中有些疑惑，更愿意去站在儿童的角度
去看待事情，感觉让自己的理论知识也增加了不少，看来多
看书真的还是有这个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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