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防止被骗的心得体会 如何在儿童成
长中防止自卑情结读后感(通用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心得体
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从而不断提升自己。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
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防止被骗的心得体会篇一

女儿回家跟我讲，说语文老师留了一份作业给我，让家长写
一份《背影》的读后感，其实真的有诸多感慨，但真写的时
候却又无从下笔。多年以前，父亲就是当时教我学这篇文章
的老师，但当时却没有太多的感觉，只是觉得文字很平实，
很叙事，时至今日，再次重温，始觉出其字里行间的美来。

这些年，父亲做过很多事，但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的背影，
倒是我，曾经留下了很多的背影给他，虽然我没有回头，但
我能感觉到，在火车站的进站口、在村头、在小区的院门口，
那一直落寞地目送我远行的身影。

防止被骗的心得体会篇二

《在反思中成长》一本是由幼儿园一线教师写的可读性较强
的书。书中的一篇篇案例体现了作者的真心和细心，体现出
一线教师在平凡的工作中发现的不平凡，融合了他们对教育
现象的理解和对事件深层意义的思考。一个个富有教育意义
的小故事，给我很多以启发，让人产生共鸣。

案例《不愿认错的东东》中描述，东东是个非常调皮捣蛋得
孩子，经常恶作剧吓唬别的小朋友，对老师的批评和要求从
来都是满不在乎的，可以说这是一个老师眼中的“问题儿
童”。但是案例中的老师非常细心，她能够查找到孩子异常



行为背后的原因，深信每一个伤害别人的孩子都隐藏了一颗
受过伤的心。于是，老师对东东伸出了爱心之手，通过家访
了解到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家庭教养方式不一致。通过不
断地与家长沟通，以及在幼儿园给予孩子及时的肯定和鼓励，
园所和家庭的教育形成了合力，双管齐下，这个孩子慢慢发
生了改变。

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有些孩子身上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行
为，老师要做好家长工作，一起寻找问题产生的原因。家长
工作做得细致了，家长就能全面关注孩子的发展，孩子的问
题也能迎刃而解了。

这本书启示我们要善于从小事情中总结和思考，感受和体会。
这里，关键是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善于把握事件的意
义，做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教师将自己的教育实践和身边
发生的小事记录下来，在写作的过程中对事件进行梳理，引
发思考，从而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把行动的过程作为研究的
过程，持之以恒，就能够从简单的事情中看出端倪，使自己
的思想和认识更加深入，增强自身的职业敏感度。只有让思
考伴随平凡的日常教育工作，伴随教育行为的记录，教师才
能在反思中获得专业的成长。我们都应该向书中的老师学习，
做一个细心的人、当孩子出现了问题要从自己的行为上找答
案，而不是把答案硬塞在孩子身上，从教育行为反思，寻求
更合理的教育对策促使孩子成长，促进自己的专业成长。

防止被骗的心得体会篇三

《不愿认错的东东》中写道，东东异常调皮捣蛋，经常恶作
剧吓唬别的小朋友，对老师的批评和要求从来都是满不在乎
的，可以说这是一个老师眼中的“问题儿童”。但是案例中
的老师非常细心，她能够查找到孩子异常行为背后的原因，
深信每一个伤害别人的孩子都隐藏了一颗受过伤的心。于是，
老师对东东伸出了爱心之手，通过家访了解到孩子出现问题
的原因是家庭教养方式不一致。通过不断地与家长沟通，以



及在幼儿园给予孩子及时的肯定和鼓励，园所和家庭的教育
形成了合力，双管齐下，这个孩子慢慢发生了改变。

教育实践中，有些孩子身上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行为，老师
要做好家长工作，一起寻找问题产生的原因。家长工作做得
细致了，家长就能全面关注孩子的发展，孩子的问题也能迎
刃而解了。

这本书启示我们要善于从小事情中总结和思考，感受和体会。
这里，关键是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善于把握事件的意
义，做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教师将自己的教育实践和身边
发生的小事记录下来，在写作的过程中对事件进行梳理，引
发思考，从而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把行动的过程作为研究的
过程，持之以恒，就能够从简单的事情中看出端倪，使自己
的思想和认识更加深入，增强自身的职业敏感度。只有让思
考伴随平凡的日常教育工作，伴随教育行为的记录，教师才
能在反思中获得专业的成长。

防止被骗的心得体会篇四

一、从孩子的角度看问题，是幼儿园教师的第一要务

从孩子的角度看问题，去理解孩子，体会童心，是当好幼儿
园教师的第一要务。书中有许多案例都说明了这一点。比如
《让你再咬我!》这则案例中的孩子因为口腔溃疡，吃饺子时
嘴巴疼而对饺子生气了，说这是饺子咬了她的嘴巴，这正是
孩子幼稚可爱的想法。一般的人听到这句话可能会觉得很奇
怪，甚至会觉得这是孩子不想吃饭故意捣乱，但是案例中的
这位老师却非常细心，她能够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想到孩子
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经过仔细观察，她发现了孩子口腔
溃疡的真相，从而理解了孩子的行为，避免对孩子妄加批评，
不仅使孩子的健康得到了保障，而且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
没有使孩子受到委屈。



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很多言行在大人看
来可能是很怪异的，有时甚至会觉得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只
要你把自己放在孩子的位置，从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你就
会明了一切。这需要教师有耐心，当发现孩子有异常行为时，
教师第一反应不应该是生气和责备，而应该是冷静观察和分
析。比如在《种子发芽了》这则案例中，孩子“拔苗助长”
的行为在大人看来是非常荒唐的，但是这种貌似“荒唐”的
行为背后隐藏着孩子的好奇和探究的愿望。幸好案例中的老
师能够巧妙地引导孩子，帮助孩子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
还帮助孩子认识到了植物生长的客观规律。

书中还有许多短小精悍的案例反映出孩子们非常喜欢与老师
亲密接触，但他们常常会为此发生争抢。如争拉老师的手，
争站离老师最近的地方，争让老师梳头等。如果老师不理解，
可能会埋怨孩子在故意捣乱或不听话。但老师如果能够从孩
子的角度看问题，那就会是另外一种解决办法，比如在平时
的活动中增加一些与孩子身体接触的动作，摸摸孩子的头，
拉拉孩子的手，或者用眼神和孩子交流，让孩子感觉到老师
是关注他的，老师是喜欢他的。老师时不时地向孩子传递老
师爱他的信号，会使孩子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有利于良好
的师幼关系的建立。

二、孩子的背后有一个家庭生态系统，家园合作是寻求问题
解决的有效途径

孩子是生活在家庭这个生态系统之中的，孩子的行为会受到
家庭生活的影响，比如孩子待人接物的态度和举止会受父母
教养方式的影响，孩子的情绪状态会受到父母情绪的影响等。
所以，不能孤立地看待孩子的某些行为问题。对孩子出现的
异常行为，教师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广泛收集信息，深入查
找背后的原因，尤其是要和家长沟通，家园合作才能真正解
决孩子的问题。

《不愿认错的东东》中写道，东东异常调皮捣蛋，经常恶作



剧吓唬别的小朋友，对老师的批评和要求从来都是满不在乎
的，可以说这是一个老师眼中的“问题儿童”。但是案例中
的老师非常细心，她能够查找到孩子异常行为背后的原因，
深信每一个伤害别人的孩子都隐藏了一颗受过伤的心。于是，
老师对东东伸出了爱心之手，通过家访了解到孩子出现问题
的原因是家庭教养方式不一致。通过不断地与家长沟通，以
及在幼儿园给予孩子及时的肯定和鼓励，园所和家庭的教育
形成了合力，双管齐下，这个孩子慢慢发生了改变。

教育实践中，有些孩子身上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行为，老师
要做好家长工作，一起寻找问题产生的原因。家长工作做得
细致了，家长就能全面关注孩子的发展，孩子的问题也能迎
刃而解了。

这本书启示我们要善于从小事情中总结和思考，感受和体会。
这里，关键是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善于把握事件的'意
义，做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教师将自己的教育实践和身边
发生的小事记录下来，在写作的过程中对事件进行梳理，引
发思考，从而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把行动的过程作为研究的
过程，持之以恒，就能够从简单的事情中看出端倪，使自己
的思想和认识更加深入，增强自身的职业敏感度。只有让思
考伴随平凡的日常教育工作，伴随教育行为的记录，教师才
能在反思中获得专业的成长。

“在反思中成长”这篇文章，对教师的教师反思实践进行了
阐述，把反思分为对教学活动的反思、对游戏活动的反思、
对生活活动的反思、对个性化教育的反思四个方面。引导教
师形成一种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思维方式与职
业生活习惯，在工作中体验生命的意义，实现个人、教学、
研究的真正融合。

文章中还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教师在写教学笔记中存在的几个
问题：1、找不到事情可写2、找不准问题所在3、发现“闪光
点”却不去写4、对教育笔记加以“修饰”5、为“写”



而“写”6、分析观点有错误。确实如此，更多的时候我是感
到无话可说。

教学前进行反思，使教学成为一种自觉的实践，并有效地提
高自身的教学预测和分析能力。在每一次活动前，我都会对
前一次的活动进行反思，想想自己是否与孩子亲近尊重了孩
子的发展；是否适时的介入活动，有效的引导幼儿；是否对
孩子的问题、行为做出了及时的反馈……除此之外，我还会
对孩子在本次活动中的一些表现进行估计，孩子对这个游戏
的兴趣会怎样，是否会出现比较激动的场面，一旦出现该怎
样较好的引导；回答问题时孩子会回答哪些方面的内容，考
虑各种答案的可能性等。

教学过程中进行反思，使教学高质高效地进行，提高教学调
控和应变能力。活动中我常常会对孩子的一些表现、活动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及时的反思、调整。

我认为教学后的反思更为重要，它能使教学经验理论化，提
高教学总结能力和评价能力。因此每一次活动之后，我都会
对活动中自己的教学语言是否恰当、与孩子的关系、眼中是
否有每一个孩子、指导策略是否正确、对孩子的表现是否及
时反馈等进行反思，总结本次活动的优缺点，使其成为今后
活动的一个借鉴。

通过这篇文章的学习，使我认识到，要不断加深对反思深刻
含义与重要性的认识；也让我了解到，反思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回顾，而是思考、反省、探究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各个
方面，如目标、内容、组织、教学策略、师幼互动等，存在
的问题并加以调整，需要反思的问题不一定是单纯的“不
足”或“缺陷”，也可以是在以幼儿言行为镜反思自身问题
深刻剖析其行为背后的理念支持，挖掘思想深处自己也许从
未意识到的观点信念，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进而从调整改
善自身教育行为做起来影响幼儿，实现与幼儿的良性互动。



为了使自己成为一名反思型的教师，要时刻关注幼儿，关心
幼儿的发展；希望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断的积累，
使自己的教学更机智，更加新颖，更富有特色与魅力。

防止被骗的心得体会篇五

在第五章中阿德勒讲到了自卑情结是如何形成的，而第六章
就接着为我们讲述了如何在儿童成长中防止自卑情结。这章
中讲到了在儿童成长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就其中
几个谈谈自己的体会：

1.孩子是否懒惰？阿德勒认为一个孩子在学校没有完成任务，
那么他更愿意被视为懒惰，而不是无能，或缺乏天赋。一个
懒惰的孩子一旦做好某件事情，他就会得到赞扬，并且听
到“他如果不是懒惰，就能做好许多事情”。这个小孩对于
这种说法感到完全心满意足，因为他认为，他不再需要证明
自己的天赋和能力。还有那些缺乏勇气、精神不振、不能集
中精力和总是依赖别人、不独立的孩子也是属于这种类型。

在日常教学中，我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有个学生留过级，
成绩相当差，但我发现她并不是很笨，只要用心听，也不至
于不及格。但是，这个学生学习态度很不端正，上课不愿意
听，课后作业不完成，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考试时，她连题目
都不看，拿起笔乱写一通，其实只要认真做，不至于分数那
么低。曾经，我经常惊讶于她的这种表现，为什么明明会做
的题目她都不愿去做呢？难道她愿意得低分？难道她甘愿被
嘲笑？现在，我似乎能明白她的想法了。我想她的.做法只是
想证明她并非没有能力，而是不愿意学，而是懒惰，只要肯
学，还是能学好的。看来关键是她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她害
怕面对失败，害怕经过努力思考以后考试分数还是不尽人意，
所以，她索性选择最极端的方式：乱写一气，会做的也不做。

2.孩子对教师是什么态度？阿德勒认为通常，孩子们会隐藏
他们对教师的真实情感。如果一个孩子总是批评他的同学，



并试图贬损他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贬损他人的
倾向就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这种儿童盛气凌人，吹毛求
疵，总以为比别人知道得多。他们实际上用这种方法来掩盖
自己的虚弱。

对于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班级里的一位学困生，他学习积
极性相当高，但成绩一直不尽人意。有次考试，这个学生依
旧考的不好，却还要取笑一个优等生，取笑人家没有考到优
秀。当时，我就非常恼火，心想，自己考得分数那么低，却
还要取笑人家，你有什么资格呢？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他这
样做只是证明：连优等生都没考到优秀，所以我考得分数低
是应该的，不是我笨，而是试卷太难，或是其他原因。他想
用优等生没考到优秀来为自己的低分找借口。表面上他满不
在乎，还盛气凌人地数落他人考不好，其实他是在极力掩饰
自己的虚弱，自己的自卑啊。这样想想，觉得这孩子还是挺
值得同情的。我要做的不应该是批评，而是引导啊！

作为一个教师我越发觉得懂得心理学，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
是多么重要。只有设身处地的从学生角度去想，去寻求儿童
产生不良行为的真正原因才能对症下药，取得良好的教育效
果。

黄春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