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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心得是在实习期间对所学知识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反思和成长。鉴于军训
心得写作的重要性，以下是一些精选的军训心得范文，供大
家参考和学习。

幼儿园科学保教培训心得体会篇一

这次学习感触颇深，收获颇多。感触最深的是xx幼儿园非常
重视幼儿园的保育工作。保育工作在幼儿园保教工作中占据
了重要的位置。她们现在正在探索积极的主动保育工作，主
动保育就是通过向家长、教职工宣传科学育儿知识、科学保
育的重要性，让幼儿园的教职工、幼儿家长自觉、主动的参
与幼儿的保育工作，使保育工作由过去的被动转化为主动保
育，真正做到保育、教育并重。

通过本次参观学习，我对于自己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保育员的工作与每个幼儿息息相关，它关系到每个幼儿的健
康成长。因此，作为保育员都应时刻去关心、照顾他们。如：
在生活上、饮食方面等，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悉心地
照顾幼儿，更好地协助班级老师做好各项保育工作，并着重
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配合老师开展教学活动

配合老师开展各种游戏活动，让老师更好的开展教学活动。
协助组织户外活动，作好护理工作（如：上厕所、喝水，适
当地增减衣物等。）

二、良好的清洁卫生习惯



养成饭前便后要洗手的好习惯，帮助幼儿学习自己卷衣袖，
在老师的指导下会用肥皂洗手。提醒幼儿不咬手指，不把玩
具放入口中；会用毛巾洗脸，保持衣服整洁。

三、良好的进餐习惯

指导幼儿安静愉快的进餐，坐姿自然，会正确使用餐具，养
成细嚼慢咽的好习惯；并且不挑食、不浪费、不用手抓菜，
不掉饭粒，不剩饭菜，不弄脏衣服等。帮助幼儿克服依赖性，
培养幼儿的独立性。

四、良好的睡眠习惯及穿脱能力

能安静地就寝，睡姿正确，不蒙头睡，有序的穿脱衣裤、鞋
袜等。

五、良好的学习环境

坚持每天的消毒工作：餐具、用具、玩具等用84消毒液消毒，
床上用品勤洗换，保证每月都晒足够的阳光，使幼儿在整洁
舒适的环境中成长，为幼儿营造通风、干净、温馨的学习环
境。

此外，主动与家长沟通，深入了解观察幼儿，有针对性地与
班上其他两位老师共同合作教育幼儿。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更加投入到保育工作，再接再厉，争
取更大的进步！

幼儿园科学保教培训心得体会篇二

中心幼儿园给予我们这次培训的机会，感谢蔡园长对我们的
关怀，感谢吴老师的陪同学习，感谢一起去培训的伙伴们，
一个星期里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通过这次的培训使我明白了保育员工作的重要性，保育员工
作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育员是保育员工作
的具体实施者，作为幼儿教师的助手，她辅助幼儿教师的幼
儿的保健，并协助教师对幼儿进行的教育，虽然每个幼儿园
的工作职责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是一样的，职责与要求都是
一样的，其目的是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我深刻的认识到从
事保育员这个工作，要学习的知识还很多，无论是教育还是
保育都是我学习的目标，要把本来做得好的方面坚持下来，
还要认识自己的不足，吸取别人的精华，使自己成为一名合
格的保育员。以下是我的两点心得：

一、主动学习，了解幼儿的年龄特征，对幼儿的行为进行有
效解读

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健康当成首要任务，树
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我们保育员的工作不仅仅只是负责幼儿
的饮食、卫生、安全等琐碎事务，更要配合好教师对幼儿进
行良好的生活习惯、文明的行为举止、正确的人际交往等生
活适应能力的训练，这就要求我们保育员要主动学习，学会
学习，才能尊重孩子、读懂孩子。

二、树立服务意识

幼儿园是为幼儿和家长服务的，我们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保育员不仅要有有爱心耐心责任心还有一颗服务的心：为幼
儿园服务，为幼儿服务，为家长服务。

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幼儿园工作做出自己的努力！做出属于
我们保育员的一片天！

幼儿园科学保教培训心得体会篇三

通过学习《幼儿园保育教育评估指南》使我感触颇深。指南
里的每一条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去反思。通过学习，我



更明白了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化水平的重要性，也使我找到了
自己努力的方向。

在我们一日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幼儿等待和时间的隐性浪费，
特别是在一些集体活动中，由于不同幼儿完成“任务”的速
度不同，于是出现时间浪费和等待的现象。如：老师把幼儿
用书一本一本地发到幼儿手中：在上课的时候，全班幼儿等
着老师去制止那个正在上课讨论无关的话题幼儿，等他安静
下来了再继续上课；午睡后动作快的幼儿早就把衣裤穿好，
在等待着还没穿好的同伴………。

孩子在园就这八个小时，作为教师应该怎样利用好一日活动
的各个环节，怎样尽自己的能力让孩子在园的八小时过得更
充实更有价值？细细反思起来，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但
也寻找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我觉得《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将对我们的`保教工
作在操作意义上起到指引和规范的作用！在今后，我将不断
用自身的执教行为去实操其中的每一项要求。

幼儿园科学保教培训心得体会篇四

这次基层幼儿园教师培训，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了新课
改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使我的教育教学观念进一步得到更新，
真是受益匪浅。下面是我通过培训获得的几个方面的体会：

一、广泛学习科学的教育理论。

县幼儿园园长张梅霞在幼儿教育科学理论方面的阐述简要精
辟，为我们的教学实践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为我们的教育
科学理论注入了源头活水，他们又结合幼儿园实际工作让我
们了解如何在幼儿园进行教学工作。

幼儿园教育工作应该坚持体、智、德、美诸方面的教育互相



渗透，有机结合。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符合幼儿的年
龄特点，注重个体差异，因人施教，引导幼儿个性健康发展。
幼儿教育要面向全体幼儿，热爱幼儿，坚持积极鼓励，启发
诱导。合理地综合组织各方面的教育内容，并渗透于幼儿一
日生活的各项活动中，充分发挥各种教育手段的交互作用。
创设与教育相适应的良好环境，为幼儿提供活动和表现能力
的机会与条件。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中。

教师的职业是相通的，热爱事业，热爱孩子是第一位的。幼
儿不同于小学，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差，是一生品德行为形
成的最佳时期，好模仿，是非观念在萌芽时期等特点要求我
们幼儿教师要有更高尚的人格魅力，要正直，和善，温柔，
可爱，要因可爱而美丽动人。我们既要做到母亲般的关爱，
又要做到高于母亲的教育，从思想上、品质上给予渗透影响，
教育他们使他们是非概念清晰，引导他们能关爱别人，带动
他们积极乐观开朗，实事求是使他们诚实，幼儿教师要有"敬
业、乐业、专业、创业"的精神，要公正地爱每一个孩子，我
们带给他们的应该是最美好，最公正，最无私的爱。

二、学习技能技巧，提高个人能力。

这次的培训还给我们安排了县幼儿园部分骨干教师的示范课，
跟着县幼儿园领导和骨干教师学习，我们获得了很大帮助。

康东芳老师的体育教育示范课让我们目不暇接。在她手里，
简单的一张报纸摇身一变就成了很好的教育资源，成了孩子
们游戏的体育用品。一会儿让孩子们把报纸穿在身上跑，和
报纸比赛，一会儿把报纸揉成小纸团投掷。孩子们玩的乐此
不彼。整个教学都在活动中完成，遵循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
符合幼儿的心理特点，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与学习。

白娟老师结合她自己幼儿园美术教育实践，给我们上了一节
美术示范课。使我们学到了一些幼儿园美术教学的方法、美
术教学的手段，让我们知道美术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单单一



个制作画框就有很多讲究，例如画图的要领，颜色搭配等。

罗红梅老师的舞蹈示范课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她结合舞蹈
实例，边播放音乐边示范讲解，使我们在幼儿舞蹈方面拓展
了视野，把握最新教学动态。

有人说过：开展好一次活动，不仅是知识信息的传播过程，
更是一个心灵交汇的心理场。如果教师在活动中的表现只是
平平淡淡，没有激情，那么幼儿的情绪也不会特别高涨。因
此我觉得在活动中激发幼儿的情感，教师自我的情感体现是
非常重要的，这直接影响到了活动的成功与否。

三天的幼儿教师培训结束了，但留给我的却是深深的回忆，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牛顿曾经说过："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
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些成功的经验为我今后的教育教学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缩短了探索真理的路途。

为基层创办幼儿园提一点建议：

1、 幼儿教育基本以活动为主，我认为必须配备专用的幼儿
活动场所。

2、提供一些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的大型玩具，以及一些小型益
智玩具。

3、适当的给幼儿提供一些课外读本。

4、我认为每个幼儿园必须配备一名专业的幼儿教师。

希望创办幼儿园的园长们能考虑我的建议，我也希望我能成
为一名合格的幼儿园教师



幼儿园科学保教培训心得体会篇五

20xx年2月11日，教育正式颁布了《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
指南》，同时附了详细的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标，这
个评估指南，与我们每一位幼儿教师息息相关，换一句话说
就是我们的保教过程、保教质量有了相对量化的标准了，我
们日常的保教工作，都要以此为依据去执行与实施，这是咱
们学前领域的`第二个指南，第一个指南是《3-6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是以儿童发展指标为依据。今天这个评估指
南评估的是老师专业能力。且要求教师每学期进行自我评估。
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视程度，评估指
南中的评估内容，主要包括方向，保育与安全，教育过程环
境创设，教师队伍等五个方面，共15项关键指标，和48个考
察要点，在学习完《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后佳佳
幼儿园教师有了很深的感触和思考，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是教师走向专业的指挥棒、
也是隐形支持教师走向专业的拐杖；它不仅仅是评估的指标，
也是扶持幼儿园成为高质量的助手；是引领教师对儿童学习
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对师幼互动游戏能力水平的强化，
更加重视“游戏是儿童的基本活动”的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