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书吧（www.wenshuba.com）
办公文档免费下载

老师教育随笔（组合3篇）

篇1：老师教育随笔

         教育随笔

         由于台风的影响，这几天小雨不断，还时有阵雨。这不，今天早上突如其来

的大雨让上学的孩子乱了阵脚。出门的时候，只是零星小雨，都没想到要带伞。

         家长们都非常自觉，尽管雨越下越大，但是到了校门口，习惯地让孩子下车

，孩子背上书包跑进去了。尽管只有几十米的路程，但是看到孩子淋着雨，真是心疼。

         于是，我们两位值日的老师，还有站岗的两个高年级学生，开始护送那些没

伞的孩子进教室，可是孩子一群又一群，来不及。怎么办？看到撑伞的孩子让他们等一等，让没

带伞的孩子和他合伞一起走。

         合伞，那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两个人共撑一把伞，尽量地靠紧一点，为

了不被雨淋湿。很多孩子经过老师的引导能够非常乐意和其他同学合伞。特别是一些家长，当孩

子从爸爸或妈妈的车上下来时，我让孩子与其他同学合伞时，家长非常支持，让孩子照顾好合伞

的同学。

         可是，今天，也让我发现原来并不是每个孩子都会合伞。当我让没带伞的孩

子与他人合伞时，他瞪大眼睛，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当我再次说明两个人合伞时，他却飞也似

的逃走了，这样的孩子不是一个两个。还有一些有伞的孩子，当他与其他同学合伞时，却知道该

把伞往同学那边挪一挪。我告诉他该怎么合伞时，他还一脸的不理解。

         雨开始小一点了，又走过来两个孩子，看得出，他们不是父母送来的。两人

似乎认识，一边走一边还聊着，可让人吃惊的是，一个孩子撑着伞，另一个孩子只是用自己的手

护着头。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两个人竟然没合用一把伞呢？走到我面前，经过我的提醒，他们才

意识到，笑一笑，一起合着伞进教室了。

         很明显，这是独生子女时代的后遗症，家里没有兄弟姐妹，一个孩子有多少

人宠着，爱着，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与人合作，与人分享。

         今天的合伞，一定会让孩子难忘，也许会记一辈子。希望今天的合伞，成为

孩子学会合作，学会分享的起点。

篇2：老师教育随笔

         教师教育随笔【教育随笔---老师，今天还区角吗】

         午休起床后，孩子们总会习惯性的问一句：老师，今天还区角吗?如果听到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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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回答，孩子们就会微笑着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区域，偶尔，如果听到否定回答，小小的失望

就会爬上脸庞。

         想想孩子们喜欢区角是在何时?还真的想不起来。也许就是在平时的细雨润物

中，孩子们慢慢喜欢上了那份自由的选择，自主的操作。如何细腻的提示孩子进入区角，实践中

我们摸索出音乐提醒法，欢快熟悉的音乐一响起，孩子们就知道区角活动开始了。操作中忙得不

亦乐乎的孩子，活动结束时也不愿放手，要么偷偷看看老师继续埋头苦干，要么旁落无人依然我

行我素。操作是快乐的，操作后的整理更是重要的，他让孩子知道物归原处，让孩子在合作中知

道有序摆放等等。多次摸索后，我们得出依然是音乐提示，忙忙碌碌中音乐响起，孩子们知道活

动结束了，该是整理区角场地的时间了。

         区角后的评价既是本次活动的小结，又是下次活动的引领。评价时我们表扬

鼓励先进及活动中的优秀范例，给孩子树立以后模仿的对象;我们会结合实际评价活动中需改进的

地方，给孩子以提醒。评价时我们会展示典型作品，下次活动时，孩子们就会在此基础上再发挥

创造，又会出现更上一层楼的作品，再评价，再创新，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的区角因为孩子们

的创新，也在不断地递进深入。

         我们的区角活动进行了已经一年半的时间，随着不断的总结，困惑也在不断

地产生。我们也遇到了或这或那的困惑，有时我们安排的区角孩子兴趣不浓，做着做着就自然的

夭折有时我们投放的材料难度过大或过易，其生命力也没有旺盛多时;有时我们困惑有些材料使用

一次后如何处理;有时我们发现孩子们的活动的确需要指导，可不知如何指导才能让孩子们对活动

操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就在种种困惑之时，我有幸聆听了华教授的讲座，让我的困惑顿时拨云见日

，我知道了游戏应该是孩子一种自发、自主、自由的活动，过多规则的设计，只会让孩子循着设

计好的路线慢慢地找到答案，这样的活动孩子们无法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无法驰骋自己的想象

，不喜欢也就自然而然了。

         通过聆听华教授的讲座我还明白了：材料的投放应该注意后期的利用。比如

孩子在美工区制做了纸盒汽车，我们不止用于展览，也可以投放到玩具区供孩子们玩耍，同时也

可以投放到小超市，供孩子们买卖，还可以投放到收集起来，合适的时候开一个汽车展......

         通过聆听我更加懂得了：我的指导介入应赶在孩子将要放弃游戏之前，孩子

们因我的介入，又重新玩起了游戏。我知道了介入指导应该源自不断地观察与了解孩子的行为过

程中，应该源自对孩子学习与发展目标的极为熟悉。

         心得映入脑海，工作无疑会更加得心应手!今后我将带着这些新的所得，同我

的孩子们一起游戏快乐!

篇3：老师教育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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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大班老师教育随笔《让小鸟飞起来》

         今天正忙着组织大班小朋友的区域活动，活动室里一下乱起来,怎么回事奥：

原来是一只小鸟闯进了活动室，然后又想快快逃离，于是在活动室里乱飞一起，随后撞在窗口玻

璃上，栽倒了地下，一动也不动了，小鸟撞晕了。

         我走进捡起了小鸟，小朋友的注意力早已转移到这里。看我捡起了小鸟，都

争着说：老师，我要我让妈妈给我炒炒吃我拿回家喂我的小猫嘘

         孩子们停止了争吵声。

         幼儿园生活的特殊性，决定了一日活动皆课程，进行一次关于鸟的课程，这

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把小鸟轻轻地放在手心里，这是一只涉世不深的小鸟，嘴角的黄边还没

完全退去，身上的羽毛还显的稚嫩。

         小鸟、小鸟，我是一只漂亮的小鸟。我顿了顿说，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

个朋友吧。

         小朋友一起围过来，从鸟嘴、羽毛、爪子看起，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说开了小

鸟的嘴尖尖的，亮亮还没说完呢，明明接上话语它专吃虫子呢，小鸟的羽毛滑滑的，真舒服红玉

的小手触摸到了小鸟的羽毛,小鸟的爪子细细的看来，孩子们都能抓住小鸟的外部特点，观察的还

细致。接下来我想往更深层引入小鸟、小鸟，我们的朋友。我打量着所有的孩子们说：老师为什

么说它是朋友呢，谁能告诉老师呢它吃地里虫子明明说;它吃树上的虫子新会说;依然接着说它吃菜

上的虫子;小鸟都吃害虫的孩子们知道的可真不少，连害虫都出来了。可是，浩然刚才说要拿回家

给他的小猫吃，小朋友们说这样行吗我有意的说。不行、不行我们要保护它怎么保护它我把它装

在鸟笼里、晚上我搂着它又是一些奇特的想法。这时撞晕的小鸟已完全恢复了意识，惊讶的叫着

。小朋友的想法小鸟不喜欢，它的家是大树，它的家是蓝天，小鸟只有在天空中才能飞起来。你

们说怎么办我们让小鸟飞走吧。好!我把小鸟交给了刚才吵着要妈妈炒炒吃的宏伟，说：就由你来

放飞小鸟。孩子们一起来到了院子里，宏伟张开了小手，孩子们一起喊着小鸟、小鸟、快飞吧！

         小鸟在孩子们的期待中，展开翅膀飞走了。所有的孩子都屏住了呼吸，目送

着远去的小鸟。此时此刻，我相信所有的孩子身心都愉悦。一次教育很简单，一次教育很可行，

他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把只要把随意变成有意，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学业上的，更有心灵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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