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教师的教育哲学观心得体会(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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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心得体
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
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儿教师的教育哲学观心得体会篇一

刚刚入园的孩子被老师带进了图书馆，大家散坐在地毯上，
接受人生第一课。老师的背后是一排排摆满了书的书
架。“孩子们，我来给大家讲个故事好不好?”“好!”老师
从身后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讲了一个童话故事。老师讲完
故事后对孩子们说：“孩子们，这个故事就在这本书中，这
本书是一个作家写的。你们长大了，也一样能写这样的
书。”老师停顿了一下，问：“有哪位小朋友也能来给大家
讲一个故事呢?”一位小朋友马上站起身讲起来：“我有一个
爸爸，还有一个妈妈，还有……”稚嫩的童声在室内回荡。
老师用一张上好的纸，很认真地把这位小朋友讲的“故事”
记录下来。“下面，我请一位小朋友来为这个‘故事’配个
插图。”一位小朋友主动站了起来，走上前，在纸上画了一个
“爸爸”，一个“妈妈”，又画了一个“我”。老师认真地
伸出双手把它接了过来，附在刚才记录的“故事”的后面，
然后取出一张精美的封皮纸，把它们装订在了一起。老师在
封面上写上了作者和插图者的姓名，并写上“出版日期”。
最后，老师把这本“书”高高举起：“大家瞧，这是两位小
朋友‘写’的第一本书。孩子们，你们看到了，写书并不难。
虽说你们现在年龄还小，只能‘写’这样的小书，但我相信
等你们长大了，学会很多知识以后一定能写出大书，成为伟
大的作家。”

其实，简单也是教育艺术。这节“作文课”因其“简单”，



才格外富有感染力，让孩子初次品尝就喜欢上了学习。我以
为，越是高超的教育艺术越是简单的。无论是活动气氛的营
造，还是具体过程的展开，抑或材料的准备，都毋需刻意，
简单才显自然。这其中，关键在于教师要能巧妙、合理地利用
“简易的环境”，让教育在这“纯净如水”的滋润中获得效
果。

活动过程的简单，一是行动的“简约”，教师“惜言如
金”“惜力似银”，只在必须说和必须做的时候才给予必要
的帮助。教师要充分提供机会、平台，鼓励孩子动口动手，
不要怕孩子说得不流利，做得不准确。二是程序的“简约”，
环节应“格外清晰”，转折少一些，节奏缓一些，以照顾到
孩子的差异，充分展示教学过程的细腻和精致，让每个孩子
都寻找到自己喜欢的“美味”。

此外，对于成功的体验也应是简朴的。一是让参与者成为成
功者，就像本案例，听故事的、讲故事的、画插图的，每一
个孩子都可以获取不同程度的成功。二是让努力者成为成功
者，让努力者多一些体验、多一些收获。

简单也是好的教育。与其让过于花哨的形式、过于繁琐的过
程、过于迷茫的模式捆绑住孩子，不如充分利用好身边
的“简单资源”，让教育呈现出美好、温馨的形象，焕发出
迷人的光彩。

幼儿教师的教育哲学观心得体会篇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幸福的追求从物质层面趋向于心
理层面。幸福教育逐渐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尤其
是在幼教领域中更是备受关注。作为幼儿教师，我也深深感
受到了幸福教育所带来的启发和震撼。在这篇文章中，我想
要分享一下自己在幸福教育方面的心得和体会。

二段：幸福教育的背景和意义



首先，我们要理解幸福教育的背景和意义。随着人们对于教
育的不断深入和提高，教育的目标从传授知识转向了培养品
格。而幸福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们的幸福感。幸福教育的目
标不是让学生们追求名利和物质，而是注重心灵层面的成长。
通过幸福教育，学生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实现美
好的自我价值和人生理想。

三段：幼儿园幸福教育的现状

目前幼儿园的幸福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幼儿园依然存
在枯燥无味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感到厌烦和乏味。
幼儿教师的幸福教育思维不够成熟，缺乏系统性和创造性。
但是，幸福教育在幼儿园中的实际应用不仅可以改善学校环
境，还可以更好地引导幼儿形成一种自主、自信、良好的学
习态度和人际态度。

四段：幼儿教师对幸福教育的应用

作为幼儿教师，我们更应该在幸福教育方面加强学习和实践。
我们要把幸福教育融入到幼儿园的日常管理中，让孩子们在
课程中感受到快乐、幸福和成长。比如，我们可以在每周的
课程中设置幸福主题，让幼儿体验和爱上幸福生活。此外，
我们还可以利用幸福教育，帮助幼儿解决心理困扰，增强家
庭与学校之间的联结，创造一个健康、积极的教育环境。

五段：结尾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幸福教育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作为幼
儿教师，我们更应该在幸福教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不
断学习、实践和创新，我们可以将幸福教育的理念活生生地
呈现在幼儿的面前，让孩子们在幸福教育的引领下茁壮成长。
让我们一起努力，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幼儿教育环境吧！



幼儿教师的教育哲学观心得体会篇三

第一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不再只是传递知识，更加注重培养学
生综合素质。而“幸福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得到
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身为幼儿教师，我深切感受到，幸福
教育对幼儿的成长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它注重的不仅
仅是知识，更是孩子们的心灵与情感体验。今天，我想分享
一些我在幸福教育中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

对于幼儿来说，学习兴趣的培养至关重要。如果孩子们不喜
欢学习，那么他们学习的效果肯定不会好。幸福教育注重的
是发掘孩子们的兴趣和潜能，这也是我作为一名教师需要重
视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我的教学中，我尝试着通
过各种形式来引导孩子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通过
游戏、实验等方式，让孩子们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和快乐，从
而培养他们对学习事物的热爱与探索欲。

第三段：

在幸福教育中，培养孩子们的情感体验也是非常重要的。孩
子们的情感发展不仅会影响他们的精神成长，还会影响到他
们的行为、态度等方面。我经常使用情感教育来帮助孩子们
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让他们知道如何感受到幸福和快乐，
与此同时，也要引导他们学会接受负面情绪，让他们知道情
绪的种种表现是正常的，从而培养出乐观向上的性格和积极
健康的心理状态。

第四段：

听取孩子们的意见和想法，让他们成为课堂中的主体，是幸



福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我的教学中，我充分尊重孩子的个性、
生活经验、思想动态和创新意识，经常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
的想法，并且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孩子们合作、分享，让他
们成为课堂中的能动力。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能让孩子们
体会到自己在课堂中的价值和意义，让他们学习到的知识更
加贴近自己的生活。

第五段：

在幸福教育中，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是最为重要的。我经常利
用体育、音乐、美术等方式来调节孩子们的情绪，让他们愉
悦地度过一天的学习生活。同样，在我的课堂中，我也会引
导孩子们学会自我保护，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同时也不受到
不必要的伤害和扰乱。只有身心健康的孩子，才能更好地去
探索、创造、学习，才能更好地感受到幸福和快乐。

总结：

幸福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情感氛
围。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我感到幸福教育深深地影响着我的
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能让孩子们走
出自己的心灵世界，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从而在幸福
教育中茁壮成长。同时我也相信，随着幸福教育理念的深入
推广，越来越多的幼儿教师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业智慧，
用心用爱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学习环境，让孩子们
在快乐中学习，在幸福中成长。

幼儿教师的教育哲学观心得体会篇四

幸福教育是以幸福为目的的一种教育理念，旨在培养孩子们
快乐幸福的人生态度和行为习惯。作为幼儿教师，我深深地
感受到了幸福教育的重要性。下面我将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希望对其他幼儿教师有所启发。



第一段：为什么幸福教育是如此重要？

孩子们的幸福是我们的责任，是幼儿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培养幼儿们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重他们的
情感和心理健康。幸福教育可以帮助幼儿们建立积极的人生
态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和自主性，提高情商，并且能够帮
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并与人沟通交往。

第二段：在幼儿教育中应如何贯彻幸福教育？

幸福教育的落实需要从教育环境、教学内容和教师角色上全
面贯彻。首先，我们可以借鉴“班级制”教育模式，在幼儿
园中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让幼儿在和谐的群体中学会理解、
尊重、合作和共同成长。同时，教育内容也应紧密联系孩子
们的生活，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到各种活动中，并且在实践中
锻炼自己的能力。幼儿教师还应积极扮演着引导者和支持者
的角色，在教育中应用各种因材施教的方法，满足每个孩子
的需求。

第三段：怎样实现教育目标？

在实现幸福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采用多种方法和策略。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学习环境，激发他们的创
造力和想象力。同时，鼓励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并与其他
幼儿教师形成合作，从而帮助更多的孩子受益于幸福教育。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重孩子们的与家长的沟通，让他们了解
到我们正在为他们创造更美好的成长环境。

第四段：幸福教育的实践体会

我在幼儿园工作多年，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级别、不同性格的
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需求。在实际教育中，
我尝试着不断学习使用新的教育方法，不断了解和帮助孩子
们成长。在班级管理上，我尝试着用多种方法培养幼儿间的



友谊和信任，帮助孩子们独立地思考、探索问题，培养他们
的自信心和团队协作精神。这些经验让我深刻了解到了幸福
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实际应用价值。

第五段：结论

通过实践，我发现幸福教育确实可以带来积极的变化。在幼
儿园教育中实践幸福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幼儿的智力、身体
和心理健康，还可以提高幼儿教师应对不同问题的能力。我
相信，只要我们持续地努力和探索，幸福教育将会在幼儿教
育领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幼儿教师的教育哲学观心得体会篇五

在“互联网+”时代，家长对孩子使用手机等新媒体有着不同
的态度。一种是放任鼓励孩子使用。家长认为学习使用微信
等社交工具可以扩大孩子的社交圈，app应用也可以辅助他们
的学习，况且移动互联网技术也是未来时代的发展趋势，使
用新媒体设备还可以激发孩子对信息技术的探索兴趣。于是
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家长坐在一边翻看着手机，孩子在旁
边也在摆弄手机家长在一起谈笑风生，一群孩子则拿着手机
或平板在一旁玩得不亦乐乎。就这样，手机等移动设备就逐
渐成为孩子“迷恋”的“玩具”。另一种则是严格禁止孩子
接触任何新媒体设备。他们认为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媒
体设备会给孩子的眼睛等造成很大的伤害，良莠不齐的网络
信息会给没有辨别能力的孩子带来心理上的伤害。而且一旦
孩子“触网”成瘾之后，则很难戒除。因此，他们将孩子与
网络完全阻隔开来。

其实，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化成为这个时代的发展趋
势，互联网设备也逐渐成为未来生活、工作与学习的必备工
具。现实生活中幼儿接触与使用新媒介的状况已超乎我们的
想象。20xx年，“儿童与媒介”调查报告显示，幼儿园学生的
手机接触率为91．8％，平板电脑的接触率为83．4％，电脑



的接触率为80．6％，接触和使用手机等新媒介已经成为大势
所趋。尽管如此，英国心理学家西格曼博士指出，政府应颁
布法令禁止9岁以下的儿童接触电脑，因为儿童过早接触电脑
会影响到智力发育。我国青少年问题专家孙云晓也认为“9岁
前不要让孩子单独‘触网’”。真实的生活经验与直接体验
是幼儿获得社会认知的重要方式，幼儿特别需妻通过现实生
活世界培养其人际交往能力，而不是通过电子媒介中片面的、
虚拟的和碎片化的世界。因此，对于幼儿使用移动智能终端，
我们不是简单地阻隔而是正确引导。

首先，持开放的态度，同时加强监管指导。网络新媒介本身
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
家长“谈网色变”，对孩子“触网”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为避免受网络负面信息的熏染，父母干脆直接让孩子与网
络“隔离”，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其实不可取。当身边的同
伴都在谈论和使用手机游戏或社交工具时，孩子会感觉与他
们之间有“隔离”而难以融入同伴群体，而且网络本身有着
丰富的信息与学习资源可供孩子选择与使用。

其次，不能让孩子单独“触网”。可以允许孩子使用手机等
新媒体，但一定是在父母或成人的监管与指导下而非他们单
独使用，这种监管指导本身也是一种对孩子的陪伴。当孩子
的认知能力还不足以支撑其独自使用网络新媒介时，通过父
母的陪伴或共同使用，可以监管孩子的使用方式与过程，同
时还能让孩子获得一定的新媒体知识，如教孩子如何发邮件
等。

第三，做好内容的筛选与时间控制。内容良莠不齐与无法控
制使用时间是家长反对孩子使用网络最主要的理由。父母应
该从一开始就给孩子选择合适的有教育意义的媒体工具和应
用软件，积极引导孩子学习使用，从而形成探索的兴趣。同
时一定要严格控制使用时间，如规定只能在周末使用，而且
只有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才能使用，每次不能超过20分钟。
这样也就可以较好地解决孩子网络“上瘾”等问题。



通过成人的正确引导和控制，孩子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进行
学习与游戏，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媒介素养，从而既能科学
地“触网”，又不被互联网给“网”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