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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师读书笔记 4 篇与幼儿园教师课例研修心得合集 

 

幼儿园教师读书笔记 4 篇 

 

幼儿园教师读书笔记(一) 

我认真读过《捕捉孩子的敏感期》之后才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

幼儿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了解。其实，读过此书之后感受颇深。很多

时候成人自以为是按照成人世界的法则教导孩子，而我们并没有发现

是我们有意识的闯入了他们的世界，破坏了儿童世界的法则，还沾沾

自喜的认为我们是为他们好。其实，作为“异物”闯入幼儿的和谐世

界的我们所做的不是按照成人社会的日常规律和相关法律教导幼儿要

怎样做，而是要认真了解孩子的世界，读懂他们的内心，当孩子们能

够安心放心的敞开心扉接纳你的时候，你才能和他们成为朋友，开始

发挥你来此世界的引导者的作用和目的，而在这之前，一切都是徒劳

无功。 

孩子的敏感期即为关键期，而幼儿关键期的发展是决定孩子一生

的关键，作为一名教师，要在充分了解幼儿各年龄层发展关键期的方

面的同时，也要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注意正确的引导幼儿，最大限

度促进幼儿更快更好的成长。幼儿的不同年龄阶段有着相对应的发展

关键期。 

0--2岁：新生儿从刚刚出生就开始敏感的对待这个世界，无论从

视觉、听觉、口腔、手、还是行走和语言方面，都是幼儿在这个年龄

阶段的关键期。当新生儿睁开眼睛的那一霎那他们就从视觉开始观察

这个充满阳光的世界，这时的我们要为幼儿提供科学的视觉环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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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单纯的是为幼儿锻炼眼睛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视觉敏感期的阶

段的幼儿的视觉与大脑发育与治理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关系。视觉是人

脑获得外界信息的重要渠道，能显著影响脑部发育。这一时期的幼儿

开始用口认识外部世界，因此吃手指的现象不断出现。当我们发现吃

手指的现象在幼儿生活中发生的时候，要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绝对

性的禁止。幼儿在不会用语言表达的阶段，他们用口去探索这个未知

世界，从口到手这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当我们在安全的条件下，采取

满足孩子口腔的味觉和触觉，给孩子提供较硬的食物的科学方法并随

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孩子的手及其他器官也会出现敏感期，到那时，

孩子用口探索世界的方式就会悄悄的退居二线了。相反，很多幼儿到

了上幼儿园的年纪还是出现“吃手”这一现象，这很大一部分因素是

家长的制止的原因。 

2--4岁：这阶段的幼儿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由独立个体成长到

集体生活。很多时候，我所在的小班经常会出现“抢玩具”、“在椅

子上爬来爬去”、“从衣服、鞋子上扣亮晶晶的小亮片”的这些现

象，最初的我是采取制止的方法告诉孩子们这些行为时不正确的，而

不没有深刻的反思到这些正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在自我意识的产

生、空间感、和关注细小事物的敏感期方面的发展。对待“什么都是

我的”的幼儿，我们要给他们充分的选择，不要谴责还自己的行为，

若是强迫孩子归还属于自己的物品给别人，孩子会丝毫感觉不到安全

感。在正确引导幼儿的同时，要给他们足够的权利自己决定。而幼儿

对细小事物的观察，皮亚杰认为：儿童首先是通过简单图式发展认知

和认识外在世界的。因此，儿童起初对世界的认识一定是从微观开始

的，并且外在世界在他们眼里也是微观的。“亮晶晶”这一现象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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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在小二班每天都在上演。从开始的制止到现在的别随意丢弃孩

子收集的小玩意儿，我深刻体会到观察细小事物对孩子的重要性。为

孩子“创造”一些小玩意或是带领幼儿进行一节对“亮晶晶”的观察

教育活动课远比经常制止孩子在生活中“玩亮晶晶”要更科学、实际

且更能解决问题。针对每一年龄阶段的幼儿的发展情况和哪些关键期

在这阶段发展对幼儿进行了解，是用正确的方法引导幼儿发展的一项

必不可少且非常重要的环节。不仅如此，很多时候在幼儿的日常生活

中还会出现“排斥一些幼儿”的奇怪现象，原来这正是孩子处在人际

关系的敏感期。这时我们要正确认识到幼儿的人际交往关系的重要

性。人际关系很好的幼儿和人际关系很差的幼儿的区别不是在他们喜

不喜欢交往，而是在于他们的个人心理品质和社交能力。行为表现是

一项很重要的因素，表现友好、积极的交往行为就会受欢迎，而那些

抢夺玩具、推打小朋友的孩子就成了受排斥的儿童。这时候对孩子进

行正确的行为指导便显得至关重要。但很多时候，这两种幼儿都会受

到老师的关注，而经常会不记得 “受忽略儿童”，不受欢迎，也不受

排斥。这时，我会经常发动全班幼儿进行“记名”的游戏。那些孩子

们都不记得名的幼儿在某一阶段我会采取着重让他们进行表演、回答

问题等方式使其受到关注。虽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孩子的人际交往

技能，但至少用科学的方法正确的解决幼儿之间出现的问题。 

年纪再大一些的儿童，比如 4--5岁的中班幼儿会出现一些关于婚

姻和性别方面的问题等，5--6岁的大班孩子会在秩序方面、文符号和

数的排列组合等抽象方面产生一些问题，这就要求最为儿童导师的我

们在生活中认真观察、正确指导幼儿走出困惑，不进如此还要重视家

园教育，幼儿园是孩子的第二个家，是孩子成长的沃土。但只依靠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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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单方面的教育是不够的，家长的紧密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

要环节。 

很多时候，孩子常常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但是当他们一旦意识

到就会自己反省，他们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而作为教师的我们，要耐

心的等待幼儿改正错误，这是每个孩子在成长中的必经过程。老师的

耐心教导，家长的支持配合，家园携手共同教育为孩子顺利通过敏感

期奠定坚实的基础，促进幼儿健康快乐的成长。 

幼儿园教师读书笔记(二) 

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可见，作为一名教师

并不容易，而作为一名深受幼儿和家长亲睐的教师更不容易，其肩负

着是无数人的希望和重托。对新时代的教师也无疑是一次对知识、教

养能力、综合素养的考验，其中教师对教学活动设计就是一个值得研

讨的问题。 

<<做最好的老师>>中李镇西老师的话说得富有智慧和哲理，道出

了他的心声，也说到了我的心坎上，它是我以后工作的航标灯，指明

了我工作的目标和方向。 

我以前只知道教育需要“爱”，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表达这

份爱。一直以来，我认为“严”才是真正的爱，因为有句俗话说得

好：“严是爱，松是害。”所以，在我的课堂中，我决不允许幼儿有

丝毫的怠慢，哪怕回一下头，摸一摸下巴……我都认为这是违反课堂

纪律的，必须予以批评教育。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们出奇的

“乖”，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为此，我一度沾沾自喜，为自己的

“高明”而“喝彩”。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渴望能和孩子们一

起玩、一起乐，但师道尊严令我望而却步。看了李镇西老师的“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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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师爱的源泉”，才唤醒了我心中尚未完全泯灭的童心。我才真正认

识到那是因为我缺少一份童心。 

一直以来，我一贯以成人的标准来衡量幼儿，以成人的眼光来看

待幼儿，希望他们变成我想象中的幼儿——“小大人”，个个成为懂

事、听话、尊敬老师、孝敬父母、多学习少玩的完美类型。孩子们成

了我制造的模具中的工具。孩子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了解吗?不，我并

不知道。而李老师呢?他能够在教育幼儿时“向幼儿学习”，他能够大

声疾呼并真诚的实践着“请尊重幼儿的选举权”，他努力追求着“成

为幼儿最知心的朋友”“回答幼儿最关心的问题”，他勇于在幼儿面

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也谆谆教诲着年轻老师要“乐于请教”“勇于

思考”“广于阅读”“善于积累” 。李老师说得好：“ 教育是心灵

的艺术。如果我们承认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那么教育过程便决

不是一种技巧的施展，而应该充满人情味;教育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充

满着对人的理解、尊重和感染，应该体现出民主与平等的现代意识。

虽然就学科知识、专业能力、认识水平来说，教师远在幼儿之上，但

就人格而言，师生之间是天然平等的;教师和幼儿不但是在人格上、感

情上平等的朋友，而且也是在求知道路上共同探索、前进的、平等的

志同道合者”。读着李老师的文，感悟着他的心灵，回忆着自己的教

学行为，我陷入了沉思：“亲其师，信其道”，古人尚却明白的道

理，可我实在汗颜。幼儿成了学习的机器，学习的乐趣又从何说起，

幼儿的个性该如何发展?幼儿是有差异的，有的文静、有的好动;有的

乖巧、有的调皮……好玩是他们的天性，只有在玩中学、乐中学，才

能真正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我们为什么不让孩子学海无涯“乐”

作舟呢?为什么一直让他们徜徉在“苦海”之中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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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他们的天性呢?现在，我才明白把一个个天真活泼的小幼儿教成“小

大人”式的幼儿，是教育的悲哀。因为我们剥夺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

的时光——童话般的童年。 

作为教师，在面对幼儿时要保持一颗童心，以自己的童心唤起幼

儿的童心，以自己的爱心唤起幼儿的爱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走进

幼儿的心灵，才能够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

谈我们的教育。我们要创设平等、民主、和谐的教育氛围，放下自己

的架子，用爱心营造积极健康、生动活泼、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让

爱心成为照耀幼儿心灵的阳光，培养幼儿健康的人格，使幼儿的素质

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有关幼儿园教师读书笔记精选 

幼儿园教师读书笔记一： 

只有当他成为自己的主人并遵循一些生活规则时，他才能管住自

己的行为，我们才认为他是一个守纪律的人。这样的纪律具有灵活性

概念即不易被理解又不易被采用。但它包含一个伟大的教育原则，它

不同于旧式教育里那种绝对的，不容辩驳的高压政策下的“不许动”

的原则。 

心得：这一段话给我的教学路程上点燃了一盏明灯。回顾自己以

前的教学过程中也曾想“约束”孩子。当孩子们说话时觉得他们太吵

了，希望他们安静。可是这种 “约束” 对孩子们没有任何作用。相

反孩子们想说的、想做的欲望却更强烈。因为在此时我是“主人”，

而孩子们是“服从者”。所以他们的行为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外人

强加的，所以孩子们的安静时一时的，只要我一离开，他们便会很快

的开始交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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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接触蒙氏教育，开始了解蒙氏时，尤其当我阅读了这段话语

之后，我才找到了真正“管理”孩子的方法，想让孩子遵循一些生活

规则不是去管理他，而是让他成为教室的主人。 

作为教师的我们要忘记那些“不许动”的原则，因为这种“不许

动”的背后，隐藏的是孩子们那种强烈的“我要动”的欲望。所以不

管用什么活动，我们都应该让孩子去动，在满足孩子需求的前提下提

出要求，这时孩子们“安静”了，有秩序了，这是孩子们自己的纪

律。在自由之后所获得的纪律。 

所以这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不管什么时候，孩子才是他自己的主

人，当他成为自己的主人时，老师只需要给予正确的引导，他就能很

好的发展。 

幼儿园教师读书笔记二： 

正确看待幼儿之间的争吵，有利于孩子心智、交往等方面能力的

提高。在幼儿园里，争吵、告小状，是一种常见现象，有时为一把小

椅子，甚至一点儿小纸片儿也会争起来，教师面对这种现象，常常是

采取简单的阻止方法。从表面上看，教师是在制约幼儿的不良行为，

似乎充当了正面施教的角色，其实教师这时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这种现象的发生。因为对于幼儿来说，争吵、闹纠纷并非都是坏事，

而且往往有着成人施教所不能替代的重要意义。教师应该通过孩子们

的争吵和纠纷，去了解孩子心中的世界，了解他们对于事物的看法，

从而帮助他们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争吵或闹纠纷，使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可能得到锻炼 ,一

次户外活动，我将孩子带到放有轮胎的教学楼顶玩滚轮胎。轮胎只有

十一个，孩子却是几十。这时许多行动慢一点的孩子空着手跑过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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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琨琨、星星有轮胎都不让我玩”，我笑着说：“是吗?想个好

办法也能玩到的，去想想办法吧!”有的孩子听我这么一说，就跑去从

别人手上夺，力量强的仍能玩着，弱一点的便被夺走了。这时不断有

“老师，某某抢我的轮胎”的叫声，琨琨也跑过来大声叫着：“老

师，雨桐把我的轮胎抢去了!” 雨桐小小的个子，敢夺琨琨的?我正在

疑惑，雨桐也不示弱，说：“他玩好了，都流汗了。” 琨琨不服气地

说：“我没玩好，还要玩!” 雨桐说：“光你想玩，我也想玩一会

儿!”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辩不止。这时有孩子喊“老师，有人打架

了”其实，从我对他们说“想个好办法”时我就看在眼里，听在耳

里，只是为了锻炼孩子们的交往能力，有意让他们自己去玩到轮胎。

当看他俩争执不下，才决定去处理的。我心平气和地问：“雨桐，你

为什么抢琨琨的玩具?” 雨桐见我先让他解释理由，就得意地说：

“老师，你看琨琨玩得头上都出汗了，还不让我玩玩。”接着我又用

商量的口气对雨桐说：“雨桐，琨琨和你一起玩好不?” 这时雨桐想

将轮胎送给老师，老师接过轮胎做了个向他们方向滚的动作，俩孩子

“咯咯”笑着追轮胎去了。 

在对幼儿施教时，教师常常会发现，一些平时话少和因教师提问

而怯场的孩子，在与同龄孩子争吵时，往往面无惧色，变得口齿伶

俐，思路敏捷，用语丰富。可见，争吵有利于锻炼幼儿的语言表达能

力。当然，由于幼儿词汇较缺乏，语言表达能力普遍较差，他们有时

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且语言的情景性较强;他们不容易理解

抽象的词语，对于那些虽然具体但表达程度不同的词语也难以区分，

例如常常把推、拉、挤、碰、踩等词语统统用“打”来代替，从而夸

大了事实。如上例中，雨桐和琨琨本来只是争吵，可一幼儿却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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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他们“打架”了。这种夸大事实的现象在幼儿中是常见的，多是

由于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差造成的。争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幼儿

运用语言的一种实践，只要老师给予适当引导，对幼儿的语言发展是

有益的。 

在争吵和闹纠纷中，幼儿明辩是非的能力有可能得到提高 

前天中午，幼儿分组洗手，准备吃午饭。这时，洗手间传出了哭

声和叫声。原来，健健将水刷到了小岚的颈膊里，把衣服给弄湿了一

片。只听小岚说“我给老师说，你把我的衣服弄湿了。”健健站在一

边说：“我没有看见，又不是故意的。”小岚边哭边说：“你看见

了，是边笑边弄的!”这时，潋潋走过来了，边用手绢给小岚擦眼泪边

说：“小岚别哭了，健健不是故意将你的衣服弄湿的，一会让他给你

说对不起。走，咱们去吃饭吧。”老师看到这一情景，没有去干涉，

因为孩子们自己已经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了。这时，我找了一条干毛

巾，悄悄交给健健，让他主动给小岚道歉并把干毛巾垫在小岚的湿衣

领里。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幼儿年龄虽小，却已有了一定的道德准则

和美好情感。他们之所以发生争吵，是因为起初都认为自己有理，这

说明都有了一定的是非观念。幼儿的这种是非观念虽然还比较肤浅，

但是是很可贵的。在上述事例中，教师只是在认真观察分析的情况

下，对幼儿给予了不露声色的引导和帮助，这样更有利于问题的解

决。 

(三) 在争吵和闹纠纷中，幼儿人际交往能力有可能得到培养 

一天早锻炼罢回活动室，孩子们都去拿小椅子准备吃早餐。贝贝

突然为自己做有记号的椅子和杨军争吵起来：“你为什么抢我的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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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这个是我的。给我!” 杨军理直气壮地说：“又不是你从家了拿

来的，我先拿到的，就不给!”贝贝央求说：“是我爷爷给我刻的记

号，你看。” 杨军将信将疑地看椅背上刻有“贝”的小椅子，然后还

是不大情愿的说：“好吧，还是还给你。”贝贝大概见杨军没坚持不

给，就说：“现在你先坐，吃罢饭了你还我哦?”杨军态度坚决地说：

“不，给你。”贝贝也便语气温和地说：“我俩就坐一块吃好吗?”于

是，两个小朋友笑笑，一块去取饭了。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幼儿之

间的争吵和纠纷，是幼儿人际交往中产生矛盾的表现。孩子对自己心

爱的东西是很感兴趣的。一把小椅子应该由谁坐，在孩子心目中是有

一定道德标准的，这种标准在争吵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

体。也正是在这种争吵甚至打闹中，幼儿学会了观察和分析，有了学

习与他人交往的机会，并在观察学习过程中掌握与同伴相处的技巧。

如果孩子之间始终和平相处，没有矛盾冲突，反而缺少了这种机会。

所以，成人常常发现，有些幼儿一分钟前是“敌人”，一分钟后又成

了游戏伙伴。孩子一般不会像成人那样因利益冲突而长久记恨对方。

在玩耍中，孩子的最大利益追求是玩得开心、尽兴和获得成功。为了

这种利益，孩子可以马上发生冲突，也可以马上和好。 

如今的幼儿，很少有与人交往的机会，缺乏与同伴交往的经验。

孩子进了幼儿园，由于环境的变化和交往经验的缺乏，必然会产生人

际冲突，于是其行为往往会出现两个极端，一是表现为懦弱胆小，二

是表现为有攻击性行为。因而，幼儿间的争吵现象不时发生。作为教

师，应当通过这种现象细心地分析幼儿心理，了解发生争吵和纠纷的

原因，正确评判幼儿的行为，注意给予适时正确的引导，帮助幼儿尽

可能地掌握与伙伴友好相处的方法，促进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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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争吵和闹纠纷中，幼儿可以学习自我控制和谦让 

那天，幼儿在室内自由活动时，我将新换的插塑玩具发给孩子们

拼插，孩子们兴奋极了，“哗”一大箱玩具像切西瓜似的被孩子们瓜

分了。一会儿满怀成就感的叫声此起彼伏，有说“老师，您看我插的

魔方”、“老师，您看我做的金箍棒”……这时，正在插汽车的森森

对牛牛说：“牛牛，把你那个车轮借给我用一下好吗?”牛牛本来正忙

着摆房子，但见森森插的汽车很新鲜，忙说：“我也要做汽车。”森

森见牛牛的轮子没有用，也没给的意思就伸手去拿了一个，突然牛牛

叫起来：“我喊老师，森森抢我的车轮子了!”森森说：“你放着不

用，我的汽车三个轮，用一下不行吗?”边说边生气的将轮子摔向牛

牛。牛牛看见森森生气的样子，就说：“我俩一起做汽车行不?”说

着，就将自己的玩具一下全推到森森面前。两人一起拼起汽车来。 

事实上，幼儿之间有时生生小气儿，撅撅小嘴儿反到能缓和缓和

矛盾。很多时候都是由于其生理和心理特点造成的。幼儿大脑皮层的

神经细胞容易兴奋，加之其性情活泼、好奇心强，往往在新的刺激下

会产生不合常规的现象。再者，幼儿肢体运动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

经发育不完善，同时注意还不健全，所以控制能力较差，而又处于抽

象思维为主的阶段，所以行动缺乏明确的目的性，常会不假思索就行

动，且行动带有很大的冲动性。这些情况的存在，都需要幼儿在与同

伴争吵、闹纠纷的矛盾中经受教育和锻炼，从而学会自我控制，学会

谦让。 

我觉得在幼儿园里，争吵、闹纠纷，是幼儿交往中常见的一种现

象。教师面对这种现象，往往采取简单的阻止方法。从表面上看，教

师是在制约幼儿的不良行为，似乎充当了正面施教的角色，其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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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因为对于幼儿来说，争吵、闹纠纷并非都是坏事，而且往往有利

于他们交往能力的发展和心智的健康成长，有着成人施教所不能替代

的重要意义。作为教师，不应当简单地充当宣判是非的法官，而应当

通过孩子们的争吵和纠纷，去了解孩子心中的世界，了解他们对于事

物的看法，从而帮助他们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在争吵和闹纠纷中幼儿明辩是非的能力有可能得到提高。 

二、在争吵和闹纠纷中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可能得到锻炼。 

三、在争吵和闹纠纷中幼儿人际交往能力有可能得到培养 

四、在争吵和闹纠纷中幼儿可以学习自我控制和谦让。 

由此可见，孩子们争吵、闹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教师毫无根

据的强行阻止和不问青红皂白的指责、批语。教师要想避免这种急不

择言、简单从事的做法，就必须努力提高自己对幼儿现象的分析判断

能力，以便采取适当的方法，给予正确的引导和帮助。 

《给幼儿园教师的 101条建议——美术教育》读书笔记摘抄 

美术活动是幼儿比较喜欢的一种艺术活动，也是幼儿认识世界、

探索世界的重要手段。在活动中幼儿手脑并用，不仅发展了手部的小

肌肉，同时还促进了大脑的发育，对于幼儿智力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作为幼儿园的老师在指导幼儿开展美术活动时，怎样的引导幼儿大胆

的绘画?以及教师怎样运用好美术活动中的范例? 

针对这些问题，我从《给幼儿园教师的 101条建议——美术教

育》这本书中找到了答案。作者结合实践操作，给我们举出许多可行

性的建议，获益匪浅。 

书中讲到要让幼儿大胆的作画，就要给幼儿创设宽松的心理环

境。如要信任幼儿，用和蔼的态度与幼儿交流，尊重幼儿有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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