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师读后感(精选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帮助!

幼师读后感篇一

这段时间，抽空看了一下《幼儿园班级管理》一书，感觉受
益匪浅。切实，孩子如果没有上幼儿园的时候，孩子的时间
是非常自由的，没有规矩和规定时间，俗话说：“没有规矩，
难成方圆。”幼儿在幼儿园里，不仅是有了一定的常规，对
孩子的身心也得到了锻炼。

书中说到：在儿童方面，教师应该撇弃那种将孩子视为成人
的客观附属物或“小大人”的观念，梳理科学儿童观。在老
师的角度看孩子，时常将孩子的行为或多或少的和摆在成人
的观点，以成人的做法来给孩子定位，孩子身心各个方面都
需要合理的照顾和保护，孩子应该有主动、自由和充分活动
的权利。在教师角度方面，教师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室一
项需要童心、爱心和责任心的工作，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且
必须具有广博学识的工作。幼儿教师是幼儿健康和安全的保
护者，是幼儿全面发展的引导者，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
尊重。

看了这本书后，感觉作为一名幼儿教师，首先应该将自己的
自身素质及业务水平进行不断地提高，在教育技能方面需要
具备科研能力，心理咨询、心理诊断能力，电化教育软件设
计、应用及电脑操作能力，计划于组织能力，观察与评估能
力，意外事故处理能力。对于小班的幼儿，生活的管理需要
知道一切安排要切合幼儿的能力，拟定明确的工作步骤，给



予充分时间和重复练习的机会，提供适当而充足的设备，给
予赞赏和鼓励，持之以恒。

根据这些，我的不足还有很多很多，看来我还有很多方面需
要自己去学习，根据书本所讲到的和自己实践所遇到的，进
行提醒和反思，并将自己的不足弥补起来，争取每次都有新
的收获。

幼师读后感篇二

《童年的秘密》是意大利著名教育家和改革家玛利亚。蒙台
梭利的著作。阅读这本书，我对儿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
儿童观也有了一定正确的理解。

时代的发展，思想的进步，人们愈发认识到对儿童认识研究
的重要性。

书中，作者提到这样一个观点——通过儿童的精神研究潜意
识。如果婴儿期遭受了超常的痛苦，就会在潜意识中留下印
记，成人后，外界刺激就可以唤醒沉睡的潜意识，严重者甚
至会导致精神疾病的发作。儿童在童年期受到的创伤大多来
自成人对儿童天性的压抑。社会赋予了成人儿童监护者和教
育者的角色身份，他们也的确付诸自认关爱儿童的行为，但
他们常以自我为中心，从自己的角度揣度儿童的心理，自以
为是的判断儿童行为的对错，压抑儿童个性的发展，却不曾
真正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

无需引导，刚出生的婴儿就能进行最初的心理塑造活动。每
个孩子都有自我塑造的天赋，借助外部提供的工具构建内心
世界。儿童是非常喜欢游戏的，他们的任何活动都以游戏为
基础，他们在游戏中熟悉环境，吸收新事物。

雨果。德弗里斯发现了动物的敏感期，而研究儿童的人员，



通过对儿童生活的观察，儿童也同样拥有敏感期，并且应用
于教育活动。如果把握好敏感期，儿童会得到奇妙的发展。
敏感期间，儿童以异常快速，强烈的方式与世界构建联系。
可若儿童在敏感期内特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反应强烈，
异常痛苦，经常会做出成人眼中任性的行为。这种时候就需
要成人对真正理解儿童的内心，及时满足其需求。但儿童异
常的行为常得不到成人的重视。儿童对秩序敏感的时期是儿
童最重要也最神秘的敏感期之一。尤其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
中，儿童对秩序的要求更为明显。儿童对秩序有着天生的热
情和需求本能，虽然对秩序的敏感期是一个暂时性，阶段性
的阶段，但若是世界给儿童留下混乱不堪的印象，负面情绪
就会影响儿童的心理。儿童可能会表现出任性，迷茫的行为。

儿童成长过程中，成人往往只注重其身体的发育，而忽略儿
童心理发展的需求。我们更应该学着去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
正确判断理解各阶段儿童出于心理需求所表现的行为，满足
他们的需求，才能真正促进儿童身心的全面发展。

幼师读后感篇三

这是一本记载幼儿教师与幼儿之间的行为往来的书籍，书中
以案例的形式记载了若干个师幼互动行为，同时，他用35张
图表将研究的成果以数据的形式给我们展现了孩子在对人、
对事所持的各种内在的尺度，寄予的各种期望、企盼、要求
等，呈现孩子的心灵世界。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个人的一生都好比一条有起点和终点
的线段，注定了要和其他的线段相遇、相交接成一个又一个
网点，直到生命结束，每个人都有了一张标志他曾经作为人
生存过的网。想了解一个人、了解他人对他的影响，我们不
能只是停留于查看他所编织的静态的网，而是要去亲历一下
他与他人相交接的动态的过程。因此，书中作者用了许多发



生在幼儿园的真实的师幼互动案例描述性的记录了孩子的几
多欢乐、几多愁!走进教师与幼儿的现实生活场域，走进了他
们进行行为往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微小空间。在这些案例中孩
子们具有独特的内在尺度、动机、意愿、需要与冲动。以及
老师时如何去了解孩子、知道他们的思想，并花很大的精力
去为孩子“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等等。作者以主管的关注
者的身份对师幼互动行为发表种种先见，力图以白描的手法
展现师幼互动行为的现实所在。

幼师读后感篇四

近阶段一直在读丽莲·凯兹博士的《与幼儿教师对话——迈
向专业成长之路》一书，不愧是国际著名的儿童教育专家，
毕竟从事儿童教育、教师成长研究多年，对儿童发展与教育、
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乃至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具有丰富、深刻、
独到的认识。

书中分上下二篇，上篇为“幼儿与幼儿教育”，下篇为“幼
儿教育议题”共十六章。无论在探讨儿童发展、幼儿教育的
目标、内容、幼教的专业化、幼教机构的评价，还是教师角
色、教师与儿童关系、专业幼儿教师的行为、教师的专业成
长等问题时，凯兹博士时刻向我们展示着她对这些问题的省
思、检视与理性的把握。譬如儿童自尊的培养是教师和家长
都关心的一件事，但是目前用来培养自尊的做法实际上是在
养成儿童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以及关注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而不利于培养幼儿适宜、积极的自尊。她多次指出“自尊无
法从直接教导或劝告儿童觉得自己很好中获得”，教师应
该“帮助儿童处理所面临的负面反馈、挫折及失败”，只有
在适量的、明确且充分的正面反馈中才有助于增强儿童的自
尊。这些观点既反映着凯兹博士所秉持的客观、审慎的态度，
批判与反思的理性以及她对问题的辨证的把握，也体现了她
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彰显她独特的学术品格和精神。
使人领略到一种作为研究者的竟社和境界，一种在幼教领域



中孜孜耕耘的勤奋态度，滋养与凸现着研究的内在价值与魅
力。

读了凯兹博士的书，在感受到她丰富的教育经验和理论成果
的时候，同时深深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与无知，在幼教
的海洋中我只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我想，只有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修养自己的内涵，使自己具有一点学有所想，做有所
依，思有所悟，才能做一个真正优秀的幼儿教师。，才能担
负起幼教的重任。

帮助孩子长成为“地球公民”

在1月2月的幼教核心期刊中，有一篇名为《帮助孩子长成
为“地球公民”——美国斯坦福幼儿园规则教育》。这片文
章主要写了美国加州洛杉矶第六区斯坦福幼儿的规则教育，
让我知道了所谓的规则教育是什么样的，并可以运用到日常
的教育教学中。

“引导幼儿学会遵守现有的规则，是帮助他们成长为地球公
民的第一步”。这就是规则教育的的大目标。这是一个人性
化的教育目标，教育幼儿成为一个社会人。规则教育包含两
个部分，园级规则和班级规则，具有统一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在大规则的统一下，班级教师根据班级情况制定班级的规则，
看上去很普通的规则都具有广泛的迁移性。

在这篇文章中还写到了规则教育的方法，我觉很适合我们教
师去看一看，每月的“斯坦福幼儿园好公民”和一日的“小
老师”被认为是该园规则教育中行之最有效的方法。在对待
幼儿的纪律问题的上，这篇文章也提到了一系列的处理方法，
方法的步骤是非常的科学合理的，幼儿园配有相应的心理教
育老师。

我们教师日常也应该加强自身的幼儿心理学的知识，更好的
服务于孩子们。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应该重视到如何尊重孩子，



如何教育他们真正教育他们成为一个身心发展健康的人。

幼师读后感篇五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做过一首诗：“人人都说小孩小，小
孩人小心不小。倘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可见，
孩子的世界是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解读。作为一位
幼儿园老师，我有的时候也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疑问。

为什么有的孩子会一直尿裤子?

为什么有的孩子不愿意安静地入睡?

为什么有的孩子会把别人的玩具放进自己的抽屉?

这些行为不是盲目的，而是代表了孩子们内心的需求，通过
这些看似有点不太正常的表达需求的方式，我们从中可以了
解到许多关于幼儿的信息。

面对犯错的孩子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孩子都可能犯错，原因有所
不同，教师不应该一味地责骂幼儿，而是应该用亲切的态度
询问幼儿具体原因，了解孩子们心中真正的想法，才能找到
真正的解决方法。

面对敏感的孩子

有的时候，我们在放学的时候与家长聊起宝宝在园的一些日
常表现，就在这不经意之间，给孩子的心理也可能造成一些
变化。老师的一个眼神、一句话语、一个疏忽，都会带来很
深刻的影响。每一位孩子都很敏感，幼儿与成人之间的认知
水平不同，成人眼中的大事可能是孩子们认为的小事，而成



人认为的小事在孩子们心中却是大事，因此教师不能以自己
的尺度或角度衡量幼儿，更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孩子。

面对行为反常的孩子

面对行为反常的孩子，我们年轻教师往往处理起来不那么容
易。《在反思中成长》这本书中，都呈现出了许多这样的现
实案例。通过集中的归纳，我总结了一些方法：

1、通过与家长的沟通，了解孩子的反常行为，以及行为背后
的原因;

2、向幼儿表明自己心目当中对其更多的关爱，使幼儿产生安
全感和自信心;

3、善于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帮助孩子解答各种问题;

4、在同伴面前肯定孩子的进步，给予鼓励。当然具体事例还
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

犯错、敏感、反常的孩子并不是让人头疼的孩子，只是要求
我们老师要多一份宽容、包容，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孩子带
来的许多种可能性。

《在反思中成长》让我懂得了成长的目的、成长的方法、成
长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去解决。孩子就像是一只等
待生长的小种子，需要我们耐心的照料、呵护，它才会发芽、
开花、结果。重要的是不能带给小种子一丝伤害。所以，我
们幼儿园老师要理解孩子、观察孩子、陪伴孩子，和孩子一
起享受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