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德得体会(优秀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心德得体会篇一

加强德育工作，不应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除了需要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外，还需要导之以行、持之以恒；它不仅要
求学生“懂”，而且要使学生“信”，要求学生躬行践履，
最终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唯其此，德育工作才能有实效，
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德育的前提在于“真”。有人说，青少年学生的眼睛象摄像
机，耳朵象录音机，大脑象电子计算机。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中学生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长智力、长道德的时期，
他们既善于模仿，又会对外界事物作出自己的判断，真诚的.
环境能陶冶出高尚的情操，而虚假的氛围只能塑造出变态的
人格。“假作真时真亦假”，德育一旦进入误区，必将对学
生的身心造成极大的损害，甚至误人一生。这样说绝非言过
其实，危言耸听。

其实，老一辈的教育家都是十分重视“求真”教育的。叶圣
陶、夏丐尊先生在《立达学园旨趣》一文中就指出：“我们
的人格教育第一个要素就是诚实。社会上许多罪恶都生于虚
伪。待人不诚，于是有欺诈凌虐；待己不诚，于是有失节败
行。这种风气，学校教育要负大部分责任，因为种种繁琐的
条文，形式的奖惩和敷衍的手段都是培养虚伪的祸根”。陶
行知先生也说过：“千教万教，教做真人；千学万学，学做
真人”。



愿我们的上级机构在抓德育工作时少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愿我们的学校领导在开展德育工作时把育人放在第一位，
时时教学生求真，学做真人。

心德得体会篇二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有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神奇法
宝——如意金箍棒，想大就大，想小就小，大到顶天立地，
小到耳中可藏。wps也有一个神奇的法宝——页面缩放，可让
你眼前的文章随心所欲，自由缩放!

现在使用电脑的中老年朋友越来越多，写写回忆录，整理作
品集，准备讲话稿，跟文字编辑软件打交道的机会还真不少。
可他们总担心自己眼神不好，看不清屏幕上的小字。wps文
字2012的页面功能，让中老年朋友读写文章更方便了。

一、认识页面缩放工具。

使用页面缩放工具，文字本身并没有发生改变，只不过是显
示比例发生了变化，相当于使用放大镜或老花镜。

二、页面缩放工具的用途。

1、轻松读写。中老年朋友读写文章时，可将页面先放大以适
合自己视力。

2、打印预览。文章编辑完成后，可将页面缩小查看整体效果，
起到与“打印预览”类似的效果。

3、查看笔画繁多或容易写错的汉字。像“q”“j”“纂”“蠡”这
样笔画较多的汉字和像“尴”“尬”“笫”“赣”这样容易
写错的汉字以及令人头痛的繁体字，就算耳聪目明的青少年
朋友也很有必要放大了看仔细。



心德得体会篇三

人生在世，我们常常忙碌于追求自己的欲望和目标，往往容
易忽视了生活中那些微小的感动和帮助。然而，当我们学会
感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感恩的心态能带给我们无尽的力
量和快乐。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需要学会感恩他人的帮助，
感恩生活的点滴，并从中汲取心德的力量。

首先，感恩他人的帮助是我们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石。在
生活和工作中，我们时常需要他人的帮助，无论是工作上的
合作，还是生活中的关爱，他人的帮助都是我们成长和进步
的助力。然而，当我们习以为常，将他人的帮助当作理所当
然时，我们就会忽略了感恩之情。而当我们学会真正地感恩
他人的帮助时，我们会对人的关怀和信任有更深的体会，也
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友谊。

其次，感恩生活的点滴是我们心灵滋养的源泉。生活中有许
多美好的瞬间，然而由于我们过度追求成功和物质的拥有，
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微小的幸福。而当我们学会感恩生活的
点滴时，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微笑、每一次欢声笑语，都是
生活的礼物。无论是漫天的星星，还是清晨的阳光，都能给
予我们无尽的力量和安慰。因此，当我们学会珍惜生活的点
滴时，我们的心灵会变得更加富足和满足。

再次，感恩心德能提升我们的修养和境界。人生一路走来，
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挫折和困扰，这时，我们需要学会感恩
心德，去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当我们感恩心德时，我们会
发现，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一种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都是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机会。而当我们学会感恩心德时，我
们的内心会变得更加宽容和坚强，我们会从容面对生活的挑
战，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困扰和困难。

最后，感恩心德是我们走向幸福的保障。在这个物质至上的
世界中，我们很容易迷失自己，追求更多的拥有和成功。然



而，当我们学会感恩心德时，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幸福来自
于内心的满足和感恩的心态。我们可以感恩那些支持和爱护
我们的人，感恩那些给予我们帮助和关怀的人，感恩那些让
我们成长和进步的人。而当我们学会感恩心德时，我们会发
现，幸福不是远方的梦想，而是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因
此，感恩心德是我们走向幸福的保障和指引。

总之，学会感恩心德是我们成长和进步的必经之路。感恩他
人的帮助和关怀，感恩生活的点滴和幸福，感恩心德能提升
我们的修养和境界，也是我们走向幸福的保障。让我们学会
感恩，让感恩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让感恩成为我们前
进的动力和力量。

心德得体会篇四

我是一位小学教师，在教育战线工作已经有17个年头了，从
工作至今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我觉
得要想带好一个班级，必须注重班级管理。班主任既是班级
学生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教育者，又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
人，还是联系班级与科任教师，沟通学校与学生家庭以及社
会教育力量的桥梁。在我的班主任工作中，我最大的感受是
充实。它不仅需要爱心与细心，更需要创造，因为你面对的
是充满创造力的孩子，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孩子的问题也
越来越多了。

我校所处的位置是城区，所以学生也比较杂，学生的本身素
质和习惯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在教学工作中也总是遇
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下面我就谈一谈我在班级管理中遇到
的问题和处理的方法。

案例：

我班有个学生叫刘德伟，他是从三年级上学期从五三转入我
班的，这个学生淘气，学习成绩差，下课了欺负小同学，还



偷拿别的同学的笔，更严重的一次还偷了同桌的10元钱，花
了8元后剩下了两元，有同学举报后我找到他，还不承认，后
来是我拿起了电话向他的妈妈证明家里没有给他钱后他才承
认的。就把他单独叫到了办公室，开始，我找他谈话，给他
讲一些道理，希望他能够知错就改，以学习为重。可是他口
头上答应得很好，老实了一两天，之后还是我行我素，毫无
长进，每次批评他的时候我会被气得半死，想要放弃他了。
但是回过头来又一想，还是不能这样，如果放弃的话就有可
能毁掉了孩子的一生，也对不起我这个老师的职业，我还要
尽我最大的力量去转化他。于是，我痛下决心，不转化你，
我就不配做老师！

为了转化他，我首先从家庭入手，他家家里还有一个哥哥，
比他大两岁，念五年级，学习成绩不错，在家表现也好，父
母比较喜欢，他在家里是一个被忽视的角色，所以在家里他
总是不说话。于是我就找到了他的家长把孩子在校的表现向
家长进行了描述，家长每天忙于生意对孩子的在校情况并不
知晓，听到了我的话后感到惊讶，没想到孩子会表现得如此
的差，所以表示一定会配合学校管好孩子，我建议家长要与
孩子多沟通，多谈心，了解了孩子的想法才能知道如何去教
育，家长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接着我在学校里也通过经常
找他谈心，谈话中问他：“爸爸妈妈每天做生意辛苦吗？你
想让他们失望吗？你想做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好学生吗？好，
那你要怎么做呢？”“我要好好学习，听话，不拿别人东西
了，不让爸妈操心，要像哥哥一样，让他们也喜欢我”“好，
那咱就做好一个，让他们看看。”后来，他无论是在纪律上，
还是在学习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当他有一点进步时，我
就及时给予表扬、激励他。使他处处感到老师在关心他。他
也逐渐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明确了学习的目的，端正了学习
态度。

可是，他的学习底子差，为了能提高他的成绩我特意安排一
个责任心强、学习成绩好、乐于助人、耐心细致的女同学跟
他坐，目的是发挥同伴的力量。事前，我先对这个女同学进



行了一番谈话：为了班集体，不要歧视他，要尽你自己最大
的努力，耐心地帮助他，督促他使其进步。这位同学满口答
应，并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或课堂时间帮助他。经过了上段时
间的努力，他纪律明显好转了，学习积极性提高了，从此再
也没有了拿人东西的现象了。我与他的家长沟通了解情况，
家长反映他回家愿意把学校的事说给他听了，性格也不那么
内向了，为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想，“老师没有教不
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说得一点儿也没错，
我们的孩子就需要用爱心和耐心去感化。

反思：

一、以人为本，爱心感化。

作为一个教师，都应“以人为本”，尊重每一位学生，关心
爱护每一位学生。我们教育学生，首先要与学生之间建立一
座心灵相通的爱心桥梁。这样老师才会产生热爱之情。如果
我们承认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那么教育的过程便不仅
仅是一种技巧的施展，而是充满了人情味的心灵交融。“爱
是教育好学生的前提”。对于刘德伟这样的孩子，要敞开心
扉，以关爱之心来触动他的心弦。“动之于情，晓之于理”，
用师爱去温暖他，用情去感化他，用理去说服他，从而促使
他主动地认识并改正错误。

二、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常言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每位学生的实际情况是不
同的，必然要求班主任深入了解弄清学生的行为，习惯，爱
好及其落后的原因，从而确定行之有效的对策，因材施教，
因人而异，正确引导。因此，我就以爱心为媒，搭建师生心
灵相通的桥梁。与他谈心，与他交朋友，使其认识错误，树
立做个好学生的念头；充分发挥学生的力量，安排一个责任
心强、学习成绩好、乐于助人的同学跟他坐，给予学习和思
想上的帮助；自己面批面改他的作业，让他感到老师的关心、



重视用关爱唤起他的自信心、进取心，使之改正缺点，然后
引导并激励他努力学习，从而成为一个好学生。

所以做为教师，特别是小学的班主任教师，我们一定要用信
任的眼光去看每一个孩子，帮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让他们
找到自信心，这样他们才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爱心、耐心转化学生的法宝德育论文]

心德得体会篇五

第一段：引入话题及个人感受（心怀感恩，感恩心得）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忽略了身边的一切美好和幸福，往往更
容易看到悲伤和不如意。然而，当我们学会感恩，内心的悲
喜就更加平衡，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美好。在我的人生旅程
中，我也体会到了感恩的力量带给我带来的心得与体会。

第二段：感恩给予人的成长和力量（感恩为善人、为生活和
为自己）

我曾经遇到很多善良的人，他们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和支持。
每当我回想起这些经历，我总是充满感激之情，在心中默默
向他们说一声“谢谢”。这种感激之情不仅让我记住了这些
人的好，更激励着我要成为一个有用之人，回报这个社会。
而对于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我渐渐明白，在每次跌倒
之后，我们都要怀着感恩的心态，学会从其中汲取经验和教
训，不断成长。对于自己的一切，不论成功与否，都要怀着
感恩之心，要学会欣赏自己的努力和成果。

第三段：感恩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和亲情（感恩家人、朋
友和恩师）

家人、朋友和恩师，他们的存在在我们生活中是那样的重要。



他们给予了我温暖、关爱和指导，是我前行路上的真正支持。
因此，我常常觉得，要怀着感恩的心对待每位关心自己的人。
无论是亲人的嘘寒问暖还是朋友的帮助支持，都让我感到幸
福和温馨。而对于恩师，更要怀有崇敬和感恩之情，因为他
们的点拨和悉心教导，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和知识。对于这
些美好的人和关系，我常常感恩涕零，并努力珍惜这些珍贵
的友情和亲情。

第四段：感恩传递正能量，影响他人（感恩不仅是一种情感，
更是一种力量）

感恩不仅仅只是表达出那一句简单的“谢谢”，它更是一种
情感和力量。每当我被人帮助时，我内心总是充满了一种想
要回报别人的愿望。因此，我开始行动，用我的行为影响和
帮助他人。在一个社群活动中，我加入了志愿者队伍，积极
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这种行为不仅帮助别人，更让我发现了
自己的价值，在帮助中感受到了喜悦和满足。通过自己的努
力，我希望能够将感恩的心传递给更多的人，让这种正能量
传遍整个社会。

第五段：总结感悟与未来展望（感恩心得的价值和意义）

感恩心得不仅给予了我成长和力量，也提高了人与人之间的
友情和亲情。更重要的是，感恩传递了正能量，影响和改变
了他人。在我心中，感恩是一种强大的情感和力量，它让我
们对生活保持感激之情，对他人怀有崇敬之心。我深信，只
要心怀感恩，就能够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和困难，成为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未来，我将继续怀着感恩
的心态，感激与支持我的人，并用我的行动传递感恩的力量，
影响更多的人。

感恩心德心得体会通过叙述个人的感受，从感恩给予人的成
长和力量、感恩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和亲情、感恩传递正
能量，影响他人等不同角度展开论述。最后通过总结感悟与



未来展望来说明感恩心得的价值和意义。整篇文章贯穿了主
题，并用实际经历来支撑观点，使文章具有逻辑性和连贯性。

心德得体会篇六

爱心――德育之法宝

西藏林芝地区第二高级中学明玛旺杰

古人说“亲其师，信其道”，要让学生信其道，我们必先让
其与老师亲近，什么最能使其亲近，当然是爱心了。谁都不
会拒绝别人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尤其是这一群正在成长，
需要人关心的孩子。爱心是处理师生关系的一把金钥匙，是
我们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不二法宝，富有爱心是教育工作
者必备的心理素质。现在的高中生，对教师的绝对权威在学
生心目中开始动摇，学生的独立自主欲望日渐增长，教师一
味的高压恐吓显得专制而粗俗，且易于造成对立情绪的滋长，
教师一味的说教显得嗦而空泛，且易于产生厌倦的不良情绪，
而真诚的爱心才能唤醒学生的心灵。师爱是我们职业情感的
体现，师爱来源于对教师职业的一颗丹心。目睹现实不少学
生的自暴自弃的原因正是缺乏爱的滋养，有一种被人厌弃的
心理感受，以致于产生破罐子破摔的不良行为。作为教师应
该用爱心找回学生被失落的自尊，用宽容找回学生被淡化的
自信。那么教师应该怎样去爱学生呢？爱学生就应该像父母
对待自己孩子那样，在学习、生活及心理多方面关心帮助引
导学生健康成长，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
素质，使学生不仅有知识而且会做人。

一、帮助学困生重拾自信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每一个班级里都会有一些学困生，作
为一名班主任，肯定对此要有心理准备，要有面向全体学生
不偏爱优生，不岐视后进生，不让学生掉队的思想观念，这
也是学校教学活动最基本的要求。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教



师应该关注学困生的学习进步，设身处地帮助后进生找准成
绩不佳的具体原因，是态度兴趣问题还是基础差学法不对，
找准了“病因”方能“对症下药”，然后有针对性的因材施
教逐步提高，帮助学生渡过难关。现实中许多学困生并非智
力有问题，而是学不懂学不进去，大多是没有学习兴趣而富
有上网兴趣，老师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理解知
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感悟知识的奥秘和学习的乐趣。有些学
困生是因为贪图舒适的生活方式，缺乏刻苦进取的精神，教
师应引导学生明白“少小不努力，老大徒悲伤”的道理，列
举古今中外的典型事例使学生明白“功夫不负有心人”，从
而为学生注入勤学苦练、吃苦耐劳的学习动力。还有些学困
生很想学习，但就是学不好，这就是学习方法出了问题。我
们应联合学科老师，依据学科特点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
方法和技巧，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更快
地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帮助他们重新找回学习的信心。班
上的学困生虽然不多，但对整个班风的影响却很大，所以我
们转化好了这一部分学生，就等于为建设良好的'班风奠定了
基础。转化学困生的工作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我们不仅要有
耐心更要有爱心，持之一恒方有成效。

二、疏导问题生的心理问题

这里的问题生不是说的都是喜欢打架，不遵守纪律的学生，
而是一些性格孤僻，缺乏自信，性格暴躁易怒，具有不良的
心理特征的学生。对问题生的管教虽然费心忧心，但更需要
家长和老师的耐心和爱心。外向生大多自负胆大妄为自制力
差，而内向生多半自卑胆小怕事、孤僻寡言，自负自卑都是
自信的误区，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心理特征，若不及时对他
们进行疏导，就会对学生的进步和性格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
响。作为教师应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用道德、法
律、纪律、校规等行为准则强化对一些调皮学生的教育，提
高他们的规则意识和道德素质，增强他们的自我约束力。用
聊家常、观美景、谈理想等多种方式启迪自卑者被冷落的心
灵，为他们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和平台，鼓励他们参加集体



活动，培养他们热爱生活、乐观进取、勇敢合作的品质。值
得注意的是，对这些问题生我们更要有爱心，要把他们看成
自己的孩子，而且是大孩子。我们要尊重他们，用对大人的
方式对待他们，要充分地信任他们，以朋友的语气平和的态
度晓之以理，切忌简单粗暴的训斥责骂，处于青春期的他们
逆反心理是最重的，特别爱面子，对老师的当众批评易产生
敌对情绪，尤其是自卑的心理重的学生往往表现得又特别自
尊。这正是问题生不能正视自己往往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表
现，所以教师以正面激励为主，尊重学生的人格，这样学生
才会乐于接受。我们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及时给予肯
定和表扬，让学生找到自信的内容，享受成功的喜悦，增强
自信。现实中许多老师都讨厌调皮生、动辄请家长甚至于逼
其辍学，这些学生一旦流向社会，就更加无拘无束，会成为
社会的隐患。

三、生活上关心爱护学生

高中生到学校里来，更多的时候是和我们老师在一起，班主
任和他们相处的时间是最长的。现在的家长忙于自己的事，
对学生的关心也比较少，他们也特别需要大人的关爱。所以，
我们应该多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实际困难，
为他们减轻生活中的痛苦烦恼及压力。学校应重视学生的健
康教育，预防流行性疾病的发生，培育良好的卫生习惯，开
展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增强学生体质，让他们在繁重学习
中也能有健康的身体，学会劳逸结合。一个班级应该有一些
生动有趣的班级活动，它既可以陶冶学生情操，又可以增强
班级的凝聚力。总之，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将对学生的健康
成长发挥重要作用。

高中生是祖国和民族的希望，关爱学生，使其健康成长是我
们所肩负的重要职责，学习上关爱学生就会帮助学生打开智
慧之门，走向知识的殿堂，心理上疏导学生就会帮助学生提
高心理素质，走出心理误区，养成良好的性格。生活上关爱
学生就会使学生富有爱心，热爱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学会善待他人善待社会。

总之，关心爱护学生的成长关键在教师，核心在爱心，只要
我们能对学生真诚地付出我们的一片爱心，就能做好德育工
作，把他们变得更加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