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儒道经典心得体会(实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
思。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
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儒道经典心得体会篇一

近几年，市面上越来越多教育的书籍让老师们眼花缭乱，想
选择一本语言中肯一些的书也比较难。在假期里，教体局推
荐的一些书目中，我选择了这本《师道：为师亦有道》来读，
是因为被封面上的一行字给吸引了：“审视教育本真，倾听
教师忧思，分享成长策略，明晰教师立场，重塑教师信
仰。”这句话字字说到了每位老师的心里。

这本书共五章：立场、信念、冷眼、策略、忧思。标题简介
二概括。这本书都是收录了一线教师的教育评论和随笔，正
如前言所说：“让教师说话，为教师说话，说教师的话”远
比对教师说话更重要，也能更有效的促进教师的发展。

什么的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没有多少新的
话题，教育更不需要多少‘创新’，只需要教师始终明白一
件事情，那就是——学生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学生，教育是
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教育就是开启智慧，健全人
格，要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
成为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简言之，教育的目的就
是让学生像人一样生活，像人一样活的美好。”

“累”，现在的孩子活的太累。作者张常关老师说了这么一
句话“一切的发明创造都源自自由思考，一切的成功教育都
源自内心的需要。让我们多学一学古人，给教育一些‘闲
暇’，还孩子一点自由吧！”这句话，说出了孩子们的心声，



学生们在老师和家长的“百般呵护”下没有了自由和思考的
时间。孩子们最宝贵的青春和娱乐玩耍的时间就这几年，而
孩子们最美好最富想象力的大脑，被看不到边际的书海冲刷
成了光滑的石头。在假期前的一天，我问了班上的孩子都谁
报了辅导班，结果90%的孩子的假期被辅导班所占据，有50%
的孩子报了两个以上的辅导班，还有几个孩子参加了四个。
看到孩子们举起的小手，我的心里更多是是无奈，“不输在
起跑线上”成了家长们让孩子上辅导班的动力。让孩子睡个
懒觉，让孩子去公园里玩玩，给孩子插上想象的翅膀，可以
让他们飞的远些。

“尊重”。在看到这个词语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认为就是在
教育学生的时候不打骂学生。而在几年前，尊重学生已经不
仅仅只是单纯的不打骂学生这么简单。在课堂上，老师一味
的侃侃而谈就是不尊重学生；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老师不
给孩子留有思考的空间就是不尊重；在学生回答问题出现错
误的时候，老师粗暴的打断就是不尊重。

《不要抢占学生的舞台》这篇文章，我明白了尊重要打从心
眼里表现出来。文章有这么一段话：“不要抢占学生的舞台，
好课应当让“彩”出在学生身上。学生自己能做的事教师不
要去做，学生自己能说的话教师不要去说，学生自己能想出
的问题教师不要急于给出答案。教师要把学习的权利还给学
生，要尽可能多地安排学生去活动，师生对话，学生与文本
对话，学生与学生对话，在互动中锤炼语言，发展思维，增
长智慧。”

老师上课要讲，而且一定要讲。但讲时忌滔滔不绝，旁若无
人，话匣子一打开就兴奋不已，难以收住。牢记不要把课堂
当成教师一个人表演的舞台，而忽略了尊重学生，每节课要让
“彩”出在学生身上，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大胆质疑的精
神。学生回答问题偏离轨道时，要果断地将其引回主题。

什么样的课堂决定着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先学后教”



这种模式培养了学生会学习，善思考，高效率。只要我们教
师尊重学生，给学生机会和时间，学生就一定会给我们惊喜。

儒道经典心得体会篇二

师道，为师之道，为师应有道，为师亦有道。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对教师这
一职业的精神指导和人格引领，其中包含了很多的内容。为
师之道是个谈不完亦道不明的话题。师学、师技、师德、师
仪……林林总总，深刻而又复杂。我仅从师道之师德的一个
方面粗浅地谈谈自己的感受。

教师的职业道德涉及方方面面，诸如热爱教育事业，爱护、
尊重学生，尊重家长、与家长合作，尊重、团结同伴等。谈
到教师要爱护、尊重学生，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教师有一
颗与学生“同悲共喜”的心是十分重要的。

何谓“同悲共喜”？我觉得教师要在学生的世界里感受他们
的喜怒哀惧、需要与意愿，以一个支持者、肯定者、合作者
的身份与学生“同悲喜”、“共进退”。让学生感觉到“吾
道不孤”，有前进的勇气和动力。

教师与学生展开的对话对其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教师时而给
其榜样示范，时而给其信息刺激，时而给其温情关怀，时而
给其肯定鼓励。其中教师表现出来的对学生想法、行为的认
可、接纳、理解与尊重是学生情绪稳定、自主互动、勇于挑
战、不断进取的重要保障。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学生满怀信心与期望地将自己的“奇
思妙想”传递给老师，然而这智慧的火苗却被教师的一盆冷
水无情地浇灭了。学生的想法与建议是不可忽视的教育资源。
童年是一座宝藏，孩子就像是一个集聚了巨大能量的“小太
阳”，敏感的老师善于捕捉孩子迸发的“火花”，引导其燃



起智慧的火焰。

好的老师总是有那么多“好点子”，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想
象力多么的丰富，关键是他们有一颗敏感而包容的心，善于
抓住孩子生活中的小细节，对学生的自发活动、想法与建议
予以接纳，并表现出喜悦、理解、赞同与支持，孩子的这些
看似不起眼的一举一动，也许就蕴含着教育的契机，这是对
教师敏锐的感知和宽广的胸怀的考验。教师善于与学生“同
悲共喜”，与学生建立相互信任和接纳的关系，那么学生就
会不断表达自己的想法，释放自己的能量。这是为师的一种
艺术，为师之道亦体现在这些小细节当中。

儒道经典心得体会篇三

又迎来了一个暑假——2013年的暑假，教委办发的教师读物
《师道：为师亦有道》。这是中国教师报资深记者、编辑，
马朝宏编辑的一本书。今天，我把妈妈接到家里来玩，拿起
这本书，我开始朗读给她听，她被感动了，我们母女一起被
此书中各位一线教师他们对教育的种种感受及对教育的理解
和激情深深地感动着。

一篇一篇的文章，是一个一个的教育的故事。越看越吸引我
的眼球，直到爱不释手。在看孙宝华校长的《学生的表情》
时，他朴实无华言语中，充满了对学生的爱，像一个小孩子
似的跟学生一起开心，一起伤心，做为校长的他，能感受到
学生的喜怒哀乐并理解他们，我想在他领导下的学生和老师
一定也能露出灿烂的笑容。

印象深刻的是《不要抢占学生的舞台》这篇文章，从孔子的
因材施教到卢梭的儿童中心说，都是在倡导“以人为本”。
课堂是老师的主阵地，我们到底应该把课堂还给学生，还是
炫耀自己？这个问题在新课改理念下已不需要质疑。而如何
让孩子们在有效的课堂上展示自己才是我们第位老师最值得
关注的。《不要抢占学生的舞台》就讲了不少的例子及相关



的分析。雏鹰要展翅飞翔，就应该给它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
学生想要学得更多的东西，就应该真正拥有课堂，教师只需
聆听、引导，用真诚的语言给与赞赏。

教育的希望在于每位教师的成长，教师的成长不只是阅读和
接受别人的知识和思想，更重要的是独立思考，且思且行，
不断反思。在教学中，我感到教师有没有童心对于教学效果
有着重要的影响。童心就是真诚，童心让人心上无邪，身上
无恶，形上无垢，影上无尘。作为教师，有童心是爱学生的
一种表现。说教师没有童心，就是教师把教师当做一种职业，
把教学当做一种工作，一种机械化的工作。有童心的教师学
生喜欢，工作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果。要想取得事半功倍的
教学效果，我有感于此书中的几点做法：做领关雁给学生示
范，显真诚在现实教学中，教师的示范和声情并茂的讲解是
引领学生学习的关键，跟学生一同成长，会使学生感到亲切，
更加喜欢学习。亲人般的称呼学生，显亲情很多名家教授，
称呼学生都是“孩子们”，让人感到师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
拉近了。叶圣陶先生说过：“我如果当小学老师，绝不将到
学校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
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
友”。那不是假意殷勤，仅仅浮在嘴唇边，油腔滑调的喊一
声，而是出一于真诚，真心认他们作朋友的亲切表示。小朋
友的成长和进步是我的欢乐，小朋友的.赢弱和拙钝是我的忧
虑。有了欢快我将永远保持它，有了忧虑我将设法消除它。
契合孩子的心作评价，有童趣评价学生是教师每天都要做的
事，评价得当，就会有好的效果，如果评价马虎潦草，学生
就会觉得老师应付自己，渐渐地学生也会应付你了。我认为
评价有童趣，就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要说是高中的学
生，每一个学生的内心都有长不大的快乐。做朋友和孩子一
起互动，显平等我认为和学生做朋友，以心换心，才能得到
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你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孩子王”，
就能一呼百应。尊重学生的思维方式课堂上我们尊重学生的
思维方式，尊重学生的思考角度，尊重学生的“未成年状
态”正是有了这样的包容与点化，学生才乐意在课堂上自主



阅读探究，才愿意在课堂生活过程中自由地展示童真。

有位老师问：“花儿为什么在春天开放？”其中有一位小女
孩站起来说：“因为花儿看到春天太美了，她就忍不住想和
春天比美。”老师听后，改变了原来的答案。这位老师也跟
孩子们一样拥有一颗纯真的童心，她理解童心，爱护着童心。
老师们，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跳绳，踢键子，猜谜语，下棋，
玩捉小鸡，一起游戏，演课本剧，享受课堂，幸福工作吧！

儒道经典心得体会篇四

我不禁假象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问起孩子他来学校为了什
么而学时，他们会怎么样回答。我想可能很多孩子尚未思考
过这个问题，或者他们也考虑不清楚到底为了什么而学，因
为社会环境、家长、学校及老师的种种引导，可能让孩子弄
不清楚学习到底为了自己还是外界。每每看到孩子们在日记
上或者在素质报告手册上写出自己某段时间或最想说的话
是“下次考试考双百”抑或“在学习上超过某位同学”等等
此类的话，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是同情、是自责还是无
奈。当今的孩子们怎么了？别说当今的孩子们了，往前追溯，
就拿我来说，在学校度过了将近20年读书生涯，认真思考过
这个问题吗？以前的我不也是为了考取好的成绩，或是为了
让父母高兴，为了得到老师的赞扬而努力学习的吗？所以，
这不是当今在学生当中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待解决的
问题。

孩子们学习动机的不明确不能怪他们自己，我们应该思考的
是家长和老师的教育方式。我很同情现在的孩子们，同情他
们没有快乐的童年，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整天忙碌于上学、
参加兴趣班和特长培训班等，家长们生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尤其是在学习上让孩子与周围的同学比，他们经常
使用这样的奖励策略——这次考到多少分，会奖励你什么。
这样无形中引导孩子学东西是为了与别人比较，是为了让自
己的父母高兴等，长期以往，孩子们消失了学习的内部动机。



对教师来说，我们何尝不是通过考试成绩来评每年的三好学
生的，虽然有时候也会参考孩子们的平时表现，学校期末考
试后，也同样以各科考试的平均分来给各科教师进行评价，
虽然素质教育的口号依然很响，新课标在实践仍然实施得脚
踏实地，但我们还是很难摆脱应试教育的魔咒。

孩子为了父母的奖励、为了获得老师的赞许等如此的动机虽
然能在短时期内让孩子努力学习，但不是长久之计，一但这
样的外部刺激失去了作用，那样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因此，
我们——与孩子朝夕相处的家长和老师要注重培养孩子对学
习的兴趣及他们的内部学习动机，让他们明白学习的目的和
动机，端正学习态度，遇到问题进行正确的归因，才能让我
们孩子真正乐在学习中！

儒道经典心得体会篇五

趁着暑假我拜读了《师道——为师亦有道》，这本书是一本
教育教师读物，其主旨正如书的封皮上所写：“审视教育本
真，倾听教师忧思，分享成长策略，明晰教师立场，重塑教
师信仰。”

里面的文章都是一线教师自己写的，他们一直在孜孜不倦的
探求教育的本质，力求自己遵循教育规律，儿童成长的规
律——这就是为师之道。道即规律，道即孜孜的追求规律。
而不是评职称，拼分数，或者获得什么职务和奖励。

这本书共五章：立场，信念，冷眼，策略，忧思。标题简洁
而概括。这本书都是收录一线教师的教育评论和随笔，正如
前言所说：“让教师说话，为教师说话，说教师的话”远比
对教师说话更重要，也能更有效的促进教师的发展。

何为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没有多少新的话
题，教育更不需要多少‘创新’，只需要教师始终明白一件
事情，那就是——学生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学生，教育是一



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教育就是开启智慧，健全人格，
要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成为
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简言之，教育的目的就是让
学生像人一样生活，像人一样活的美好。”

其实，教育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难。教育就是“使人成为
人”。同样的，教师呢，作为活在孩子中间的成年人，和学
生一起面对世界，并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教师的教要以学生的学为目的，要努力把舞台还给学生。先
学后教这种模式，课堂不喧嚣很宁静，学生能够沉下心来，
静悄悄地学，静悄悄地思，只有心与课堂环境都静，学生才
能学得进去，学得扎实。当自学指导中的问题提出后，学生
能自学会的，教师就不要讲，不要急于给出答案，但是遇到
学生通过自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教师还是要讲。我们应该
放手让他们在每一个机会面前尝试与思考。只有放手，你才
会知道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只有放手，你才会发现什么是
他们的专长。老师要讲，但不要滔滔不绝，旁若无人，话匣
子一打开就兴奋不已，难以收住。不要把课堂当成教师一个
人表演的舞台，而忽略了学生的感受，每节课要让“彩”出
在学生身上，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大胆质疑的精神。

这本书中的文章给了我很多启迪和思考，也使我感受到智慧
的快乐，也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思考我如今的教育学生的方
式，我会付诸于实践，更好的关注孩子，促进自己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