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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师德师风个人学习总结（精选4篇）

篇1：老师师德师风个人学习总结

         所谓师德就是指每位一般老师所必需具备的职业道德，当然也包括自身的内

在修养。不管是训练谁，都应当以人为本，树立自身形象。究竟老师是孩子的学习榜样，在孩子

心中是一面矗立不倒的旗帜。每位老师都应当有仆人翁精神，应当把塑造人，培育人，训练人作

为自己的目标，这样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师魂......

         师德是全部老师人格的详细体现，你必需要把关怀同学、喜爱同学、了解同

学放在首位。从实际动身，勤业爱生，那样你才可能收获同学真挚的感情。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

，使我深深体会到他们的纯真，活泼。俗话说，亲其师，则信其道，信其道，则循其步，喊破嗓

子不如做出样子，所以说老师是同学的向导，旗帜。不是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由于我

们时刻肩负着为祖国培育重要人才的历史使命。我认为好的老师首先必需有敬业精神，充分熟悉

老师工作的重要性，才能做好老师。

         在家里面，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者，在学校，老师就成了孩子的表率，我们的

一言一行，都会对年幼纯净的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就是古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的'意义所在了。比如最近天气渐热，在课间时，孩子们都感觉很口渴，会争抢的拿杯子去倒水喝

，很简单会发生不当心踩到脚，或不当心把水倒到了别人身上等小事，从而发生打架骂人大事。

在这时，老师不应只用嘴巴说让他们排好队倒水，不推不挤，这样虽然会有肯定的效果，但是有

些孩子是不太会来听，他只想喝到水就可以了。所以老师应发挥老师的榜样作用，也拿着杯子在

排好队的孩子后面来排队倒水喝，他们也就会学着老师来排好队喝水了。这样有助于培育他们的

生活常规意识。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老师就是给天使缝补翅膀的人......

刹那间我感觉到我背负的老师这个词意义是多么的重大啊。原来在我身边的都是一群漂亮的天使

啊！是啊，他们是天使，可以会给你带来惊喜，带来幸福，带来一些你所意想不到的是事。我们

选择了老师这个职业，就等于选择了一种浪漫的生活。每天我们把爱与责任放在自己的左右心房

，伴着孩子们一颗颗稚嫩的心灵砰然而动。

         我经常在思索，我们能给孩子们什么样的爱？是偏爱还是博爱？我们可以选

择爱人，选择职业，却不行以选择同学。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可每一片树叶都有属

于自己的美；班级里也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气味，有时候

我们会当着孩子们的面说：“xx小伴侣表现不好，老师不喜爱你了，xx小伴侣真棒啊，老师最喜

爱你了。“孩子们听到这些话，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埋怨“xx小伴

侣屡教不改，看到他就头疼。”然而，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这样的训练方式恰当吗？要承认

和关注幼儿的个体差异，避开用划一的标准评价不同的幼儿，在幼儿面前慎用横向的比较，这样

的方法我们的确运用起来了吗？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去爱孩子？爱某个孩子，爱某些孩子？爱听话

的孩子，爱表现突出的孩子？不——这样的爱是偏爱！基于责任，我们的爱不应是偏爱，而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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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带着博爱的眼神去看待每一个孩子，让孩子们在布满鼓舞的目光中找寻胜利和自信。慢慢

地你也会发觉自己在付出爱的同时，也收获了很多很多。作为一名幼儿园老师，我们可能经常会

听到一些圈内消息：哪个老师拿钢勺打了孩子的头；哪个老师体罚孩子，扭孩子的耳朵；哪个老

师训斥污辱孩子，致使孩子产生心理疾病；哪个老师对孩子实行暴力措施⋯⋯每每听到这些消息

，我们会很伤心，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慨叹幼儿老师的素养，呼吁关注孩子的心理，强调老师

不能体罚孩子。更要以身作则，要有责任心，责任心，是一种使命感，老师的责任心主要体现在

教书育人上，体现在训练教学行为的细节上。责任心是“以身作则，爱岗敬业，心存大爱”的巨

大动力。老师在同学的心目中有很大的作用，要求同学做到的，我们自己首先就要做到。我们要

严于律己，常常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发觉自身不足的同时，乐观改正，给小伴侣留下一个

正义的老师形象。

篇2：老师师德师风个人学习总结

         划一根火柴，闪亮一下就熄灭了，但倘若用一根火柴去点亮一堆火，就可以

放出比一根火柴大十倍、百倍?p千倍，乃至无数倍的热量。我想我们老师群体就是一根火柴，我

们在燃烧时，不但点燃学生们，还点燃了我们的人民群众，点燃中国数亿人民的心灵!我们的教育

就是一艘大船，我们教师就是那掌握人民命运大船的水手!作为师者，我会不怕困难勇于创新，为

我们的教育事业作无限的贡献，做时代的先驱;作为师者，我更应注重师德师风，在生活学习中教

会我们学生如何做人。

         要使学生对教师尊敬，的源泉便是教师的德和才!

         师德师风建设，不同于法律，它是以善恶、荣辱等观念为标准，通过社会、

学校、传统习惯和自我的内新心来评价的。道德问题是每个人每天都要碰到且无法回避的问题。

做人要有道德，做教师更要有崇高的道德水准，要以德服人，以德育人。师者，不光要传道、授

业、解惑，更重要的是给学生起到示范作用，潜移默化，让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通过与老师的

接触，用心体会，从中感悟。我们教授学生的同时，多与他们交流，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关爱

他们，同学们也会敬重这样的老师，愿意上他的课。

         作为一名年青教师，学生本来就比较与我亲近，但仍有学生不会主动与我交

流，大多是敬而远之。刚开始我的心情很急躁，不知道怎么办，但经过询问学生和有经验的老师

后，我发现是自己还有很多方面没做好。比如，有时候学生做题作错了，我很生气便大声的说学

生，那样学生就产生了畏惧心理而不愿意和我交往;还有在上课时，由于很多胆小的同学不爱举手

，我也没多在意，便没抽那些学生回答问题，可久而久之学生们就没有积极回答问题的习惯了，

而我在无形中也减少了与学生交流的机会⋯⋯这以后我一改以往的作风，加强与学生们的联系，

课上课下融为一体，并在生活游戏中，教给他们很多的知识和有趣的东西。学生们现在都爱和我

在一起了，我的宿舍是我们交流谈心的密室，我那群可爱的学生们是我心灵的阳光!

         当然，教师的道德和作风，是在一点一滴中体现的。作为一名教师，在教学

改革不断更新的今天，过去的那种教书匠式的方法肯定是不再可行的了。现在的学生，比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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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多了更多的想法，受外界的影响也更大，在提高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应该用什么手段来教

育学生?

         我认为，要教育好学生，杜绝学生的逆反心理、厌学情绪，让学生真正喜欢

上这门学科，尊敬老师，绝不是靠武力手段，或是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应该用自己的爱心去感

化他们，孩子有时是淘气，有时是一时管不住自己，并不是真的想要犯错误。有一次在上课的时

候，我要求每个学生将自己的家庭作业本拿出来，可很多同学的作业本都不见了。面对这样的情

况，我是该停下进度来追查那个“凶手”吗?如果找到了他，全班同学肯定会群起而攻之，对他的

自尊心应该是一次伤害。我让学生们安静下来，告诉他们：“可能是有小朋友和我们捉迷藏呢，

下课的时候他就会把本子还给大家的。”我不断的安慰因为作业本不见而着急的学生，并努力说

这是一个玩笑。果然，在下课的时候，我发觉不翼而飞的学生作业本又回来了。原来是一个成绩

较落后的学生自己作业没做好，而想藏了别人的，我那些话使他知道自己错了，并很感谢我给他

的启发让他改了过来!

         也许这是件小事，可是我们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就应该多着眼于这样的小

事，树立良好的师德师风，首先严格自律，时刻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教育是用心去感化学生教育

学生，绝不是去伤害他们的自尊心。

         其实我们的教育就是奉献，无私的奉献!我，一位平凡的小学教师，正在用21

岁的青春年华为人民做贡献，为教育事业添砖加瓦，使我们的教育更添色彩!

         在将来的教育工作中，立足于我的本职工作――语文教育，我将更努力的树

立好自己在学生中的榜样，引领学生们内心那盏灯，让他们在社会中去发光发亮!

         我要力争做一名无愧于人民的教师。

篇3：老师师德师风个人学习总结

         教师是以人育人的事业，直接担负着培养下一代健康快乐成长的历史重任。

其中师德是最主要的。师德，即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及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

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通过对幼儿教师师德的学习，本人深刻地体会到：

         一、爱岗敬业。

         首先，要忠诚于教育事业，服从领导，认真完成领导分配的各项工作。要对

幼儿教育尽心尽力。积极进取，努力创新。认真设计每一节课，让孩子在每节课中都能学到知识

，在工作中严于律己，加强自身的学习，不断地更新知识，认识自身的不足，虚心学习，不断进

取。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工作能力等的培养。只有爱岗敬业，教师才能积极面对自身的社

会责任和社会义务，才能自觉、不断地完善自我，才能在教育活动中有所收获。

         二、尊重每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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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幼儿都渴望得到老师的爱和尊重，要与幼儿平等相待，不能把幼儿当下

级随便呵斥。只有把爱传递给幼儿，把幼儿看重，幼儿得到老师的尊重，他们才会尊重和喜欢老

师。爱生是教师必须具备的美德，教师一个关注的眼神，一句亲切的话语，一个手势都能给幼儿

带来安慰和鼓舞。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少一点批评，多一点鼓励。老师要以宽大的胸怀去爱每一

个孩子，以真诚的爱心和关怀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做到一视同仁，不带任何偏见。应用欣

赏的眼光去善待每位孩子，在他们的心田中播种“自信与自尊”、善良与宽厚“的种子，让他们

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享受美好快乐的童年。

         三、努力进取。

         作为传道授业的老师，只有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

断地完善自己，才能教好幼儿。如果自身散漫，怎能要求幼儿认真。老师要正确的面对自己的工

作责任心，提高自身的素质，这要求自己不断地学习，充实自己，积极探索，不断开辟新的教法

。

         四、以身作则。

         教师的言行对幼儿的思想、行为和品质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的一言一

行，幼儿都喜欢模仿，这将给幼儿成长带来一生的影响。因此，教师一定要时时刻刻为孩子做好

榜样，凡要求幼儿要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坚持严于律己。

         行动实践远胜于说教。师德不是简单的说教，师德需要培养，需要教育，更

需要每位教师自身的修养。我深深的体会到，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让我们加强师德修

养，“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躬行实践”，以高尚的师

德情操去陶冶孩子的品格，照亮他们的人生道路。

篇4：老师师德师风个人学习总结

         县幼儿园十分重视全体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各项工作

的首位，我园在教职员政治思想工作、师德师风建设方面的思路，可以概括为：以营造学习、研

讨、交流、写心得的教师人文环境氛围为目标;以法制学习教育和组织教职工开展活动为依托，形

成良好的师德师风学习氛围，树立教师的公仆形象。

         一、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学习内容

         我园拟订了“教师政治学习、师德训练计划”，每次学习内容都落实到具体

的人。由两位园长根据计划去准备内容，拟订学习提纲。

         组织教职工学习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幼儿园安全责任划分和教师的义务》

等，并联系实际进行宣讲，从教师的政治思想教育，师德师风建设与深化素质教育的高度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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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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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学习形式及时间

         我们利用每周星期一下午组织教师进行分组专题的学习。个别有临时的内容

增加学习时间。学习形式是集体统一学习与小组交流为主。

         三、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开展的活动

         1、组织全体教职工学习《纲要》，认真组织师德论文、典型案例、学习心得

、教育教学经验总结的评优活动。

         2、组织讨论，交流思想，每人撰写读书笔记不少于10篇，学习心得不少于3

篇，师德论文一篇。

         3、每半月一篇教学反思。

         4、通过园本教研、教学能手竞赛让教师结合自身的实际，以《纲要》理念为

指导，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

         5、积极开展“三评”活动，开展家长问卷调查和召开家长座谈会。让学校工

作的方方面面自觉接受社会和家长的监督，切实改变学校和教师的工作作风。

         6、开展丰富多彩的幼儿活动，如：六一汇演、幼儿手工制作赛、生活常规竞

赛等，以实际行动不断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

         7、开展评选师德师风标兵的活动，评选出本园政治水平最高、师德师风最好

、业务能力最强、无私奉献最多的优秀教师——罗小辉、孙艳君。

         8、每位教师认真撰写了个人师德师风学习总结。

         总之，我园通过狠抓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深深体会到：只有制度完善、加强

过程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才能保证师德建设有成效。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不断总结经

验，进一步提高师资队伍的师德水平。使我县幼教工作迈向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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