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师教育教研心得体会 教师教研学
习心得体会(模板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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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教育教研心得体会篇一

11月29日星期四下午我参加了天河区数学主题为《数学的教
学专题研讨》的教研活动，听了小学数学核心组、中心组和
年轻的精彩报告，收获良多。

1、要善于总结：在教研分享的中，每个老师的研究都经过了
很多的尝试，他们在每次的教学活动之后，都进行了总结。
总结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让我们少走弯
路，从而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教育教学水平，也为我们发表xx
奠定基础……。

2、要善于积累：每次教学活动之后，教师都会在学生那里得
到很多的资料，如果你把这些数据资料及时采集和分析，你
就有了更多的相关资料，也为你研究教学提供了数据支持，
你的课题研究就有了支撑……。

3、关于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如何让学生
在学习中能突破这个难点是我们教学需要思考的，特别是对
学困生的教学。潘老师对学困生进行系统的对比练习的方法
给了我指引，线段图的.方法更是授之于渔了。

4、关于线段图：线段图在解决问题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是学生解决问题时的重要工具，能让学生更加直观的理解
和分析题意。反思自己的教学，我觉得自己在教学没有更好
地利用线段图进行教学，使得学生在解决问题中缺少分析的



方法，结果也就更不如意了。

教师教育教研心得体会篇二

6月14日，明村小学部分骨干教师一行来到了青岛市第二实验
小学进行教研参观学习，认真体会过后，受益匪浅。

本次参观学习的主题是关于“幸福课堂的教学模式”的研讨，
由第二实验小学的两位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展示了两节特别而
充实的语文、数学课例展示。首先是由吴倩倩老师带来的一节
“特别的语文课”，是关于《钱学森传》的一节导读课，吴
老师首先以感动中国颁奖词入手，引导学生猜测本课重点人
物——钱学森，以观察、讨论、故事等多变的课堂教学模式
客观的让学生自主整理出了本书的时间线，以时间为顺序完
整的了解人物事迹，又通过视频切入的形式帮助学生进一步
生动的认识了“爱国志士钱学森对祖国的忠诚”，帮助学生
完整了解人物形象，最后以随笔的表现形式大胆发挥学生想
象力——“钱学森爷爷，我想对您说”，整节课堂内容充实、
紧凑，教师表现力、亲和力强，师生互动的气息充盈在整节
课中。

紧接着由青年骨干教师王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节精彩的.数学
复习课——《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王老师独出心裁，
一改以往传统的课堂导入形式，采用了学生自主总结、回顾
的形式，以“学生主人公”的课堂抓手为契机，递进展开本
节课的重点，又让学生自主填充思维导图，以选择、填空、
应用、综合训练等多种全面的题型加强学生知识复习效果，
切实巩固所学内容。

两件优秀课例展示结束后，与会参观的老师们在讲解老师的
带领下开始参观校园，各种各样新奇、独特的教学元素让我
们对于接下来的优质化教学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身为一名青年教师，从这次的研学参观中，我深知自身专业



素养提升的重要性，要在平凡的课堂中，给孩子更加丰富多
彩的复合体验，在日常教学中更加用心去做一名让学生爱戴
的老师，树立自身的职业目标，培养日渐加浓的职业认知和
荣誉感，为成长为一名新时代的好教师打足基础。

教师教育教研心得体会篇三

20__年6月14日，明村小学部分骨干教师一行来到了青岛市第
二实验小学进行教研参观学习，认真体会过后，受益匪浅。

本次参观学习的主题是关于“幸福课堂的教学模式”的研讨，
由第二实验小学的两位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展示了两节特别而
充实的语文、数学课例展示。首先是由吴倩倩老师带来的一节
“特别的语文课”，是关于《钱学森传》的一节导读课，吴
老师首先以感动中国颁奖词入手，引导学生猜测本课重点人
物——钱学森，以观察、讨论、故事等多变的课堂教学模式
客观的让学生自主整理出了本书的时间线，以时间为顺序完
整的了解人物事迹，又通过视频切入的形式帮助学生进一步
生动的认识了“爱国志士钱学森对祖国的忠诚”，帮助学生
完整了解人物形象，最后以随笔的表现形式大胆发挥学生想
象力——“钱学森爷爷，我想对您说”，整节课堂内容充实、
紧凑，教师表现力、亲和力强，师生互动的气息充盈在整节
课中。

紧接着由青年骨干教师王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节精彩的数学
复习课——《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王老师独出心裁，
一改以往传统的课堂导入形式，采用了学生自主总结、回顾
的形式，以“学生主人公”的课堂抓手为契机，递进展开本
节课的重点，又让学生自主填充思维导图，以选择、填空、
应用、综合训练等多种全面的题型加强学生知识复习效果，
切实巩固所学内容。

两件优秀课例展示结束后，与会参观的老师们在讲解老师的'
带领下开始参观校园，各种各样新奇、独特的教学元素让我



们对于接下来的优质化教学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身为一名青年教师，从这次的研学参观中，我深知自身专业
素养提升的重要性，要在平凡的课堂中，给孩子更加丰富多
彩的复合体验，在日常教学中更加用心去做一名让学生爱戴
的老师，树立自身的职业目标，培养日渐加浓的职业认知和
荣誉感，为成长为一名新时代的好教师打足基础。

教师教育教研心得体会篇四

作为一名执教大班的教师，我很荣幸参加了20_年中大班幼儿
园教师的培训活动，感觉真是受益匪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
说，对我们的教学和认识都有很大的提高。从一场场不同风
格名师的精彩讲座中，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了新课改的
发展方向和目标，反思了以往工作中的不足。一些对教育教
学工作很有见解的专家们以鲜活的实例和丰富的知识内涵及
精湛的理论阐述，使我的教育教学观念进一步得到更新。

以前培训也较多，对新课改也有一定的认识，但通过这次特
级教师的培训，我才发现自己的认识不系统、不全面。通过
培训让我认识到了只有努力，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做好一名
教师。作为语文教师，不是只懂一些语文理论知识就行，我
们要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培养自身良好的人文精神，这样
才能把自己的人文精神渗透到学生身上。而且语文教师还要
学高为师，有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和艺术修养，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引导学生发现教材、生活中的美，才能引导其去感受，
去创造美。通过这次的培训，我有以下几点感悟：

一、教师要多读书,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想给学生一滴水，教师就必须具备一桶水。专家们的讲座就
充分印证了这句话。他们用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旁征博引给
学员们讲述深奥的理论知识，讲得通俗易懂，让我们深受启



发。那么在工作中，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对知识充满渴求的孩
子，将他们教育好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这使我更体会到学
习的重要性，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不断加强修养
才能胜任教育这项工作。加强学习不仅仅只专业方面，要扩
充到各个领域，不断的提升自身的修养和素质。教师应把学
习贯彻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将学习与实际教学结合起来，
努力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方法。

二、提高思想认识，净化灵魂。

培训其实是一个反思、进步的过程，通过这次的培训，我一
次次禁不住问自己我该怎样做?做什么样的教师?怎样做一名
优秀的教师?与优秀老师、与教学大师相比，我自身不足很明
显。这次培训，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难忘的充电机会。不仅让
我能以更宽阔的视野去看待我们的教育工作，学到了更多提
高自身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的方法和捷径。也明白了“爱”
是教育永恒的主题，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去爱我们的学生，
怎样让我们的学生在更好的环境下健康的成长。更懂得只要
我们教师是一个幸福并快乐着工作的人，才会让学生感受到
幸福并快乐，才能培养出更多的社会需要的幸福并快乐的人。

三、加深反思，提高自身教育教学水平。

通过培训，我认识到了反思的作用，知道一位优秀教师的成
长一定离不开反思。反思让我认识了自身在教育教学上的不
足，反思也让我认识到了怎样才能做好一名教师。好的语文
教师是一座桥。是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课本，学生与社会之
间的桥。在教学中，教材是语文知识的载体，学生是获取语
文知识的主体。教师的任务是如何能让学生从教材中获取知
识，并把这些知识迁移，运用到自身发展中去，教师这座桥
就是为学生走进教材，与教材交流，汲取知识养分而铺设的
一条通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解决学生与教材交流时出现的障
碍和引导学生怎样更好理解教材，运用好教材。我们不能把
我们对教材的认识强加给学生，而是要给学生发挥的余地。



同时也要承认学生对教材理解的差异性，教师应该是学生与
教材联系的纽带。在课堂上，教师应该作为引导者出现，而
不是主导者。这一点我认为应从减轻学生阅读时的心理压力，
提高学生感悟上入手，要让学生感受到阅读教材是一种享受，
而不是沉重的负担。教材是砖，要用来引玉，而不是作为单
纯的任务来完成。所以语文教师在教学时不要让学生感到阅
读就是为了回答问题和做“条块”式的分析，而要他感到阅
读是为了感受一种美，我们要设计好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
学生发现不了或感受不到的艺术美和思想美，使学生感到教
材不仅是知识的载体而是艺术，思想的结晶，要让学生萌发
从教材中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欲望，我们在教学中重点教给学
生理解教材的方法，让学生运用这种方法获取他们需要的新
知识并加以运用，以达到叶圣陶先生所说的：“教是为了不
教”的终极目标。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了一个教师成长公式：成
长=经验+反思。如果一个教师仅仅满足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
进行深入的思考，他将永远不会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更
谈不上成为教育专家。我们当然不必要人人都能成为教育专
家，但时时反思自己的教学，将自己的教学经验成功地记录
下来，对我们教师来说，都是一种宝贵的经验，都是一种不
可估量的财富。

教师教育教研心得体会篇五

20xx年6月14日，明村小学部分骨干教师一行来到了青岛市第
二实验小学进行教研参观学习，认真体会过后，受益匪浅。

本次参观学习的主题是关于“幸福课堂的教学模式”的研讨，
由第二实验小学的两位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展示了两节特别而
充实的语文、数学课例展示。首先是由吴倩倩老师带来的一节
“特别的语文课”，是关于《钱学森传》的一节导读课，吴
老师首先以感动中国颁奖词入手，引导学生猜测本课重点人
物——钱学森，以观察、讨论、故事等多变的'课堂教学模式



客观的让学生自主整理出了本书的时间线，以时间为顺序完
整的了解人物事迹，又通过视频切入的形式帮助学生进一步
生动的认识了“爱国志士钱学森对祖国的忠诚”，帮助学生
完整了解人物形象，最后以随笔的表现形式大胆发挥学生想
象力——“钱学森爷爷，我想对您说”，整节课堂内容充实、
紧凑，教师表现力、亲和力强，师生互动的气息充盈在整节
课中。

紧接着由青年骨干教师王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节精彩的数学
复习课——《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王老师独出心裁，
一改以往传统的课堂导入形式，采用了学生自主总结、回顾
的形式，以“学生主人公”的课堂抓手为契机，递进展开本
节课的重点，又让学生自主填充思维导图，以选择、填空、
应用、综合训练等多种全面的题型加强学生知识复习效果，
切实巩固所学内容。

两件优秀课例展示结束后，与会参观的老师们在讲解老师的
带领下开始参观校园，各种各样新奇、独特的教学元素让我
们对于接下来的优质化教学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身为一名青年教师，从这次的研学参观中，我深知自身专业
素养提升的重要性，要在平凡的课堂中，给孩子更加丰富多
彩的复合体验，在日常教学中更加用心去做一名让学生爱戴
的老师，树立自身的职业目标，培养日渐加浓的职业认知和
荣誉感，为成长为一名新时代的好教师打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