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工作计划的内容有哪些(精选10
篇)

做任何工作都应改有个计划，以明确目的，避免盲目性，使
工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优秀的计划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
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计划范文，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工作计划的内容有哪些篇一

腊八节曾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节期在每年农
历的十二月初八日，其节俗活动多样，节日内涵丰富，腊八
节的习俗内容有哪些的呢?本文是本站小编整理腊八节的习俗
内容的资料，仅供参考。

腊八节，俗称“腊八” ，即农历十二月初八，古人有祭祀祖
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吉祥的传统，一些地区有喝腊八粥的习
俗。相传这一天还是佛祖释迦牟尼成道之日，称为“法宝
节”，是佛教盛大的节日之一。

腊八粥也叫“七宝五味粥”。中国喝腊八粥的历史，已有一
千多年。最早开始于宋代。每逢腊八这一天，不论是朝廷、
官府、寺院还是黎民百姓家都要做腊八粥。到了清朝，喝腊
八粥的风俗更是盛行。在宫廷，皇帝、皇后、皇子等都要向
文武大臣、侍从宫女赐腊八粥，并向各个寺院发放米、果等
供僧侣食用。在民间，家家户户也要做腊八粥，祭祀祖先;同
时，合家团聚在一起食用，馈赠亲朋好友。

腊八蒜就是在阴历腊月初八的这天来泡制蒜，是北方，尤其
是华北地区的一个习俗。其材料就是醋和大蒜瓣儿。

腊八前一天，人们一般用钢盆舀水结冰，等到了腊八节就脱



盆冰并把冰敲成碎块。据说这天的冰很神奇，吃了它在以后
一年不会肚子疼。

“腊八豆腐”是安徽黔县民间风味特产，在春节前夕的腊八，
即农历十二月初八前后，黔县家家户户都要晒制豆腐，民间
将这种自然晒制的豆腐称作“腊八豆腐”。

腊八面：中国北方一些不产或少产大米的地方，人们不吃腊
八粥，而是吃腊八面。隔天用各种果、蔬做成臊子，把面条
擀好，到腊月初八早晨全家吃腊八面。

腊八节起源

农历十二月初八，是我国汉族传统的腊八节，这天我国大多
数地区都有吃腊八粥的习俗。腊八粥是用八种当年收获的新
鲜粮食和瓜果煮成，一般都为甜味粥。而中原地区的许多农
家却喜欢吃腊八咸粥，粥内除大米、小米、绿豆、豇豆、花
生、大枣等原料外，还要加萝卜、白菜、粉条、海带、豆腐
等。

腊八节又称腊日祭、腊八祭、王侯腊或佛成道日，原系古代
欢庆丰收、感谢祖先和神灵(包括门神、户神、宅神、灶神、
井神)的祭祀仪式，除祭祖敬神的活动外，人们还要逐疫。这
项活动来源于古代的傩(古代驱鬼避疫的仪式)。史前时代的
医疗方法之一即驱鬼治疾。作为巫术活动的腊月击鼓驱疫之
俗，今在湖南新化等地区仍有留存。 后演化成纪念佛祖释伽
牟尼成道的宗教节日。夏代称腊日为“嘉平”，商代为“清
祀”，周代为“大蜡”;因在十二月举行，故称该月为腊月，
称腊祭这一天为腊日。先秦的腊日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成日，
南北朝开始才固定在腊月初八。

《说文》载：“冬至后三戍日腊祭百神。”可见，冬至后第
三个戍日曾是腊日。后由于佛教介入，腊日改在十二月初八，
自此相沿成俗。



何故岁终之月称“腊”的含义有三：一曰“腊者，接也”，
寓有新旧交替的意思(《隋书·礼仪志》记载);二曰“腊者同
猎”，指田猎获取禽兽好祭祖祭神，“腊”从“肉”旁，就
是用肉“冬祭”;三曰“腊者，逐疫迎春”，(《荆楚岁时
记))中记载)。腊八节又谓之“佛成道节”，亦名“成道会”，
实际上可以说是十二月初八为腊日之由来。据传，佛教创始
人释迦牟尼修行深山，静坐六年，饿得骨瘦如柴，曾欲弃此
苦，恰遇一牧羊女，送他乳糜，他食罢盘腿坐于菩提树下，
于十二月初八之日悟道成佛，为了纪念而始兴“佛成道节”。
中国信徒出自虔诚，遂与“腊日”融合，方成“腊八节”，
并同样举行隆重的仪礼活动。

腊八节食俗

腊八粥也叫"七宝五味粥"。我国喝腊八粥的的历史，已有一
千多年。最早开始于宋代。每逢腊八这一天，不论是朝廷、
官府、寺院还是黎民百姓家都要做腊八粥。到了清朝，喝腊
八粥的风俗更是盛行。在宫廷，皇帝、皇后、皇子等都要向
文武大臣、侍从宫女赐腊八粥，并向各个寺院发放米、果等
供僧侣食用。在民间，家家户户也要做腊八粥，祭祀祖先;同
时，合家团聚在一起食用，馈赠亲朋好友。中国各地腊八粥
的花样，争奇竞巧，品种繁多。其中以北平的最为讲究，搀
在白米中的物品较多，如红枣、莲子、核桃、栗子、杏仁、
松仁、桂圆、榛子、葡萄、白果、菱角、青丝、玫瑰、红豆、
花生……总计不下二十种。人们在腊月初七的晚上，就开始
忙碌起来，洗米、泡果、拨皮、去核、精拣然后在半夜时分
开始煮，再用微火炖，一直炖到第二天的清晨，腊八粥才算
熬好了。

更为讲究的人家，还要先将果子雕刻成人形、动物、花样，
再放在锅中煮。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在腊八粥中放上"果狮"。
果狮是用几种果子做成的狮形物，用剔去枣核烤干的脆枣作
为狮身，半个核桃仁作为狮头，桃仁作为狮脚，甜杏仁用来
作狮子尾巴。然后用糖粘在一起，放在粥碗里，活象一头小



狮子。如果碗较大，可以摆上双狮或是四头小狮子。更讲究
的，就是用枣泥、豆沙、山药、山楂糕等具备各种颜色的食
物，捏成八仙人、老寿星、罗汉像。这种装饰的腊八粥，只
有在以前的大寺庙的供桌上才可以见到。

1、陕西腊八节的习俗。腊八粥熬好之后，要先敬神祭祖。之
后要赠送亲友，一定要在中午之前送出去。最后才是全家人
食用。吃剩的腊八粥，保存着吃了几天还有剩下来的，却是
好兆头，取其“年年有余”的意义。如果把粥送给穷苦的人
吃，那更是为自己积德。 有些不产或者少产大米的地方，人
们不吃腊八粥，而是吃腊八面。用各种果品、蔬菜做成臊子，
把面条擀好。到腊月初八早上全家人一起吃。

2、甘肃腊八节的习俗。传统煮腊八粥用五谷、蔬菜，煮熟后
除家人吃，还分送给邻里，还要用来喂家畜。甘肃武威地区
讲究过“素腊八”，吃大米稠饭、扁豆饭或是稠饭，煮熟后
配炸散子、麻花同吃，民俗叫它“扁豆粥泡散”。

3、西宁腊八节的习俗。腊八节并不喝粥，而是吃麦仁饭。腊
月初七晚上将新碾的麦仁，与牛羊肉同煮，加上青盐、姜皮、
花椒、草果、苗香等佐料，经一夜文火煮熬，麦仁饭异香扑
鼻，十分可口。

4、江浙腊八节的习俗。江苏人吃腊八粥分甜咸两种。腊八粥
里要加入茨菰、荸荠、胡桃仁、松子仁、芡实、红枣、栗子、
木耳、青菜、金针菇等。如果煮的是咸粥的话，在里面加入
青菜和油即可。

传说一：相传，在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有个净饭王，他
有个儿子叫乔答摩·悉达多，年轻时就痛感人世生、老、病、
死的各种苦恼，发觉社会生活徒劳无益，并对婆罗门教的神
权极为不满，于是，在他29岁那年，合弃王族的豪华生活，
出家修道，学练瑜珈，苦行6年，大约在公元前520xx年，一
天，他在佛陀伽耶一株菩提树下，彻悟成道，并创立了佛教。



史传，这一天正是中国的农历十二月初八日，由于他是释迦
族人，后来佛教徒们尊称他是释迦牟尼，也即是释迦族圣人
的意思。 据说在释迦牟尼成佛之前，曾经修苦行多年，饿得
骨瘦如柴，决定不再苦行。这时遇见一个牧女，送他乳糜食
用。他吃了乳糜，恢复了体力，便端坐在菩提树下入定，于
十二月八日成道。夏历以十二月为腊月，所以十二月八日称
作腊八。中国汉族地区，将这一天作为释迦牟尼的成道日，
于是腊八成了佛教节日。佛教传入国后，各地兴建寺院，煮
粥敬佛的活动也随之盛行起来，尤其是到了腊月初八，祭祀
释迦牟尼修行成道之日，各寺院都要举行诵经，并效法佛成
道前牧女献乳糜的传说故事，用香谷和果实等造粥供佛，名
为腊八粥。这便是腊八粥的来历。

传说二：关于腊八粥的来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典故。据说，
明太祖朱元璋小时候家里很穷，便给一家财主放牛。有一天
放牛归来时过一独木桥，牛一滑跌下了桥，将腿跌断。老财
主气急败坏，便把他关进一间房子里不给饭吃。朱元璋饿得
够呛，忽然发现屋里有一鼠洞，扒开一看，原来是老鼠的一
个粮仓，里面有米、有豆，还有红枣。他把这些东西合在一
起煮了一锅粥，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
又想起了这件事儿，便叫御厨熬了一锅各种粮豆混在一起的
粥。吃的这一天正好是腊月初八，因此就叫腊八粥。 其实，
国喝腊八粥的历史，已有一千多年。最早开始于宋代。每逢
腊八这一天，不论是朝廷、官府、寺院还是黎民百姓家都要
做腊八粥。明代的用料，加江米、白果、核桃仁、栗子等煮
粥。到了清朝，喝腊八粥的风俗更是盛行。在宫廷，皇帝、
皇后、皇子等都要向文武大臣、侍从宫女赐腊八粥，并向各
个寺院发放米、果等供僧侣食用。在民间，家家户户也要做
腊八粥，祭祀祖先;同时，合家团聚在一起食用，馈赠亲朋好
友。著名的雍和宫腊八粥，除了江米、小米等五谷杂粮外，
还加有羊肉丁和奶油，粥面撒有红枣、桂圆、核桃仁、葡萄
干、瓜子仁、青红丝等。 按照中国农历，每年十二月被称为
腊月，而腊月初八日又被称为“腊八节”。 “腊”，《说文
解字》称“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可见“腊”本是



古代的一种在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举行的祭祀活动。《风俗通》
记载：“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腊，汉改曰腊。腊者，
猎也，田猎取兽祭先祖也。”各种禽兽经过一年的生长，膘
肥毛美，歇冬的农人猎之用于祭祀，可谓取之有道，用之当
时。 但当时腊祭的日期并不固定，规定在每年冬至后的第三
个戌日举行，并将这个日子称为“腊日”。将“腊日”定为
每年的“腊月初八”始于南北朝时代。南朝梁代的宗懔在
《荆楚岁时记》中明确记载说：“十二月八日为腊日。”于
是，腊八这天便成为腊月里重要的一个节日了。

工作计划的内容有哪些篇二

中专升大专考试要考些什么内容，内容范围是什么？不知道
的考生看过来，下面由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中专升大专考
试内容有哪些”仅供参考，持续关注本站将可以持续获取更
多的内容!

参加中专升大专考试的需要看考试者选择的专业，专业不同
所考的课程也不一样，建议同学可以查看一下个人所要报考
的自考的学校专业情况，以及此专业要求有哪些课程等。只
有全部课程都通过了，才能取得合格，达到专升本目的。基
本上在选择中专升大专选择专业后才能看到自己需要考试的
内容有哪些。

自学考试课程结构分类有政治理论课、公共基础课、专业基
础课、专业课。政治理论课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公共基础课包括大学语文、英语(一)、英语(二)、高等数
学(工专)、高等数学(工本)、高等数学(一)、线性代数(经管
类)、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物理(工)、计算机应用基础。

中专升大专要读几年

1、参加中专生普通高考升大专的一般需要三年;

2、参加自考大专考试，部分自考大专专业一年半就可毕业;

3、参加成人高考大概也是需要三年;

4、参加网络教育考试时间不确定，所有科目合格即可;

5、参加国家开放大学考试一般需要两年半。

中专怎么升大专全日制学校

全日制的大专文凭相对来说，在市场上的认可度高些。但是
想要中专升全日制大专文凭，还必须要参加全国统一的考试，
还要每一个科目都达到最低的录取分数线。在填志愿的时候
要量力而行，不要太高估自己。

中专可以升大专的全日制学校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创办于1999年，前后经历了10年本科办学
和10年高职办学。1999年，学校前身四川师范大学南洋学院
成立;2002年学校更名为四川师范大学信息技术学院。2007年，
因政策调整，在同属于公办民助、招收三本二专学生、按新
机制运行的川师大非内设二级学院四川师范大学信息技术学
院、外事学院基础上，经省政府批准，组建四川城市职业学
院。2020年7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四川城市职业学院的基
础上增挂四川城市技师学院，技师学院当前在校学生4000多
人。学校被列入四川省“十三五”高校设置规划升本院校。

学校组建以来，坚持“服务城市化发展，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的办学理念，紧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面向先进制



造业、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同步同频，对接成都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和四川天府新区建设，坚持产教融合，多元协
同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现代服务业4
大专业集群，基本形成了土木建筑、电子信息、交通运输、
财经商贸、装备制造、公共管理与服务、文化艺术、教育与
体育等10个专业群54个专业。

推荐阅读：

中专升大专多少钱 关于中专升大专的形式

中专升大专怎么升 关于中专升大专方法

中专升大专难吗 关于中专升大专的学校

中专升大专怎么升,关于中专升大专方法

中专升大专怎么报名

中专升大专怎么自考,自考大专条件

中专升大专难吗,关于中专升大专学校

中专升大专多少钱,关于中专升大专形式

工作计划的内容有哪些篇三

1、贯彻执行公司业务策略，协助业务负责人完成lng采购与
销售任务。

2、跟进合同进程，完成lng销售指标，全额及时回收销货款。

3、积极拓展市场，对lng零售用户、工业用户等各类客户资



源进行巩固与开发。

4、负责调查、了解客户需求，维护客户关系。

5、收集、分析竞争对手信息与客户信息，制订营销策略。

6、根据市场发展状况，研判价格走势及行情，提供采购与销
售价格依据。

7、拟定市场促销计划并跟踪实施。

8、协助客户联系本地相关部门解决业务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与困难。出现的问题、须办理的手续，帮助或联系有或单
位妥善解决。

9、完成主管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工作计划的内容有哪些篇四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与人交
往的日益频繁，礼仪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商务等方
面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学习礼仪知识，运用礼
仪规范，对提高我们自身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周一下午，公司对全体员工进行了金正昆教授主讲的礼仪
视频学习的培训，通过视频礼仪知识的培训，我深觉得自己
在礼仪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公司组织的礼仪培训活动非常
有必要，对我深有感触，受益匪浅。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的传承也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文明礼仪一直处于相当重要的位
置。如今，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礼
仪更显得尤为重要，它内容之多，范围之广，可谓包罗万象，
无处不在。一个人的举止、表情、谈吐、对人待物等方方面



面，都能展示一个人的素质修养，一个单位的整体形象。

因此，在平时工作与生活中，着重注重四个方面提高：一是
强化自律意识，提高自身服务能力；二是端正思想态度，提
高自身道德修养；三是讲究学习方法，提高自身礼仪水平；
四是注重学以致用，提高工作效率。

视频培训课程从我们的发型、衣着、装容、配饰到商务仪态
礼仪站姿、坐姿、眼神礼仪、微笑礼仪、手势礼仪致意礼仪
握手礼仪名片礼仪、介绍礼仪，相互介绍。尊者居后原则，
先将年轻者介绍给年长者；将地位低者介绍给地位高者；将
客人介绍给主人；将公司同事介绍给客户，将自己公司的同
事介绍给别家公司同行；将非官方人事介绍给官方人士；将
资历浅的介绍给资历深的；将男士介绍给女士。

介绍时动作：手心向上，介绍时一般应站立，特殊情况下年
长者和女士可除外，在宴会或会谈桌上可以不起立，微笑点
头示意即可。此外还有交谈礼仪、座次礼仪、电梯礼仪、行
进中礼仪。各种场合各种礼仪注意事项都进行了深刻形象的
讲解。

轻松灵活的掌握商务礼仪能在工作中做到如鱼得水，不会因
为自己的失礼影响到正常的工作，还可以作为人际沟通的一
个工具。说是礼仪，其实也可以说是教我们如何与人相处，
从一个人的举止习惯怎样看出是怎么一个人，这绝对是一门
学问。

看来我真是应该好好多多练习，对于说话方面的技巧，也归
为礼仪，我完全赞同，不只是在工作上，在生活中，这也是
值得学习的，平时的时候也知道自己和别人说话时要感同身
受，遇到事情应先从对方角度出发告诉对方这样一来对方会
有什么好处，只是总是不注意得到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说话艺术上学会怎样去赞美别人，就像礼仪本质是我心存



善意在合适的时候把他用合适的方式转达给对方，多数的时
候对方都会转送回来，这样一来我们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虽
然只学了些皮毛，但我相信只要是出于真诚的赞美，有诚意，
一定可以获得预期的效果。

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树好自
身形象，树好公司形象，那么，我们的生活将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的社会将更加温馨和谐。

工作计划的内容有哪些篇五

劳动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为劳动法规所调整而形成的权利与
义务关系，是劳动法律规范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下面是小
编整理的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有哪些，欢迎阅览。

根据劳动法的规定：

(1)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2)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3)休息休假的权利；

(4)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

(5)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

(6)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

(7)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

(8)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不同的划分标准： 劳动者的职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实际



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最重要的)。

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可分为：

(1)全民所有制单位劳动法律关系。

(2)劳动人民群众集体所有制单位劳动法律关系。

(3)劳动者个体经营单位劳动法律关系。

(4)私营企业劳动法律关系。

(5)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劳动法律关系。

(6)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劳动法律关系。

(1)劳动关系属于经济范畴，劳动法律关系属于上层建筑；

(3)劳动关系内容是劳动，双方形成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劳
动法律关系则是法定的权利与义务，双方必须依法享有权利
并承担义务。

联系是：劳动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劳动法律关
系则是劳动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

1)劳动法律关系的产生：是指劳动者同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
律规范和劳动合同约定，明确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形成劳动
法律关系。产生劳动法律关系的劳动法律事实，只能是劳动
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合法行为，而不是违法行为。

3)劳动法律关系的消灭：是指劳动者同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
律规范，终止其相互间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劳动法律关系
的消灭，就是劳动权利义务关系的消灭。消灭劳动法律关系
的劳动法律事实，包括行为人的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及事件。



工作计划的内容有哪些篇六

美术联考是以省、市为单位组织的美术专业统一考试，美术
联考成绩省内的二本院校以及所有地区的三本，专科以及少
部分二本院校承认。美术联考成绩对考生来说很重要，考生
通过省联考之后才可以继续报考其他学校在本省组织的单招
考试。(单招考试及学校自己在个别省内设立考点进行专业考
试)因而美术联考很重要，他相当于一个通行证。下面来和小
编具体看看美术联考到底是什么?需要做哪些考试准备吧!

美术联考是美术高考的一种形式，有的省市统一组织考一次
美术专业。是艺术类考生在12月到1月份进行的类似高考的考
试，所有的考生必须通过联考才能进入各大高校进行校考，
可以说联考是校考的通行证，通过联考很容易，可需要考上
学校的联考分数就必须达到各大高校的最低投档线，各地的
考试时间不同，但都在校考之前，难易程度也不同，联考也
可以解释为多个学校或某个地区举行的统一考试，如美术联
考。

一般美术院校的录取规则各有不同，不过主要分以下几类：

3.按美术专业和文化的一定比例综合录取：文化课和美术专
业加试均通过该校的分数线后，按文化和专业的一定比例相
加综合录取。比如一般大学。

联考只要求掌握艺术的基本规律、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联
考虽然是通往大学的必备证件，但是也不要害怕。扎扎实实
练好基本功是重点，以不变应万变!

首先考查的'是基本的造型能力，构图一定要完整、准确;其
次是大的关系，如速写是大的动态关系，素描是黑白灰的关系
(也就是明暗层次分明)，色彩就是大的色彩关系的准确、分
明;再就是深入刻画;最后高的标准就是要有表现力(画面的精



神、气质和美感)。联考大部分考生都可以过。

1、考前复习 多画速写

联考前，考生一定要坚持专业训练。但训练力度不宜过大，
要有张有弛。专业准备的目的是要保持对造型、色彩观和表
达的敏感。速写是最好的手段，简便，直观，所花时间短，
联考前可多画。内容训练要有针对性。在教师指导下，对可
能涉及到的内容都要画到。形式准备上，按联考时间来进行，
会使考生更从容。

2、考前准备 不必备新画具

什么科目用什么工具作画要提前想好、备好。最好跟平时训
练保持一贯性，不要临时更换。特别是考试时不要准备新画
具，这会影响发挥，画色彩要有一套自己熟悉、得心应手的
工具。

3、考场发挥 不求新不模仿

考试当天要给赶考预留充足时间;进考场后立即找自己的位置，
一般位置事先已安排好，如果位置不理想，如角度太偏，只
能看到后脑勺等，可请监考老师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适当
调整。试卷发下后，画前最好先在指定地方写好姓名和考号，
需要粘贴封胶时一定要仔细，做到横平竖直，边不要超过一
厘米。动笔前要做到意在笔先，先构思再动笔。开始画了，
要按平时方法画，不要标新立异，特别不要左顾右盼，觉得
人家画法好，就临时改变。看别人的方法好就模仿，是考试
大忌，只会弄巧成拙。交卷时保护好试卷，注意撕胶带时要
往外拉，不要把试卷撕破，如果画还未完全干就要交卷，就
跟监考老师交待：请等画完全干后再摞在一起。考完后收拾
好画具，不要丢三落四。

1.考生应在考试前一天到考试地点了解考场及有关注意事项。



2.考生不得携带任何书刊、报纸、稿纸、资料、定形液(素描
科目除外)、通讯工具(如手提电话、寻呼机等)或有存储、编
程、查询功能的电子用品、照相机进入考场，自备画板内不
得夹带任何纸张。只准带必需的文具，如蓝(黑)色字迹钢笔、
圆珠笔、签字笔、铅笔和橡皮、绘图仪器、颜料以及无字典
存储和编程功能电子计算器。

3.考生应在每科开考前30分钟，凭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身
份证、军人身份证件)进入考场，对号入座。入座后考生应将
准考证、身份证和报名缴费凭据夹在画板的左上角，以备查
对。

4.考生除在试卷上填写规定的项目外，不得作其他任何标记
或小构图，否则答卷作废。

5.考生必须用蓝(黑)色字迹钢笔、圆珠笔或签字笔填写规定
的项目。字迹要工整、清楚，填涂要规范，不得使用涂改液。

6.考生对试题内容有疑问时，不得向监考人员询问。但遇试
题分发错误和字迹模糊问题，可举手询问。

7.色彩、素描科目考生迟到15分钟不得入场，速写科目不得
迟到，否则将被视为放弃该科目考试。考试开始30分钟内不
得离开试室，考试结束前30分钟才准交卷离场。

8.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不准吸烟。交卷后，不得在
考场附近逗留、谈论。

9.考生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夹带，不准有意让他人抄袭答题
内容，不准接传答案或者交换答卷等。

10.考试终了时间一到，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经监考人员逐
个核查无误后，方可逐一离开考场。试题和答卷不准带走。



美术考试的评分规则是以全省总的参加考试的人数乘以百分
之六十过线，没有过美术联考分数线的学生，不得参加一本
二本高考的投档。

1、水粉画要干透：

学生们在考色彩时，试卷如果没干透，很容易与别人的试卷
粘连，这样画面就会被破坏，从而影响成绩。考生不妨准备
一个小吹风机，画完画后及时吹干，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了。

2、后勤工作要跟上：

艺考对考生的体力要求是很大的，考生尽量不要一个人参加
考试，尤其是去外地考试的考生，提着那么重的画夹，到了
考场后胳膊、手都酸了，会很影响画画的感觉。

3、审题一定要清楚：

考生在画画之前，一定要看清题目要求，不要自作聪明。比
如有的考试题目只要求你画苹果，你就不要再添个猕猴桃，
否则有作弊之嫌。注意观察身边专业基础好的考生画面，并
非抄袭，对自己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4、条形码要贴实：

现在的艺考试卷，都是以条形码来判别考生的身份，条形码
一旦失落，考生成绩就没了，所以考生一定要注意将试卷上
的条形码是否贴实，防止失落影响成绩。

5、画画时想着要点：

考生从一开始落笔，就要静下心来，想着平日里是怎样练习
的，要在脑中回忆老师交代的要点，这样下笔时就比较有准



头。画画要沉着冷静，切忌匆忙下笔，做到心静笔畅。

6、考试期间不多想：

一所学校的考试科目，一般都有两至三门，在一门考试结束
之后不要多想，不论画的如何好，也不论画的是否失误，都
不要再回忆靠过去的内容了，最重要的是静心把所有科目考
完后，可以和同学们一起讨论，为下面的考试积累经验。

7、考场上不受影响：

美术生考试中，很容易受周围考生的影响。要是发现旁边考
生问题出得比较多，别急着笑话别人，先看看自己是否也有
同样的问题存在，如果身边碰巧遇到高手，也别被打乱节奏，
该怎么画就怎么画，高手毕竟只是少数。

8、以考代练很重要：

在联考结束后，参加几所校考非常重要，考试是最好的练习
方式，美术生报考的学校不宜太多，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实际
来安排决定自己所报的院校，考生要争取做到越考越镇定，
越考越有有信心。

色彩静物：苹果，橘子，香蕉等水果。

素描头像：免冠的人物头像

速写：一般是十六开纸画两个 ，一个坐姿，一个站姿

工作计划的内容有哪些篇七

中华武术可谓是博大精深，流派十分的多样，只要掌握一定
的基本功，那么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修身养性。下文



是由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武术基本内容，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是运用踢、打、摔、拿等方法，按照进攻、防守、还击的运
动规律编成的拳术对练套路，有时打拳、对擒拿、南拳对练、
形意拳对练等。

徒手对练是运用踢、打、摔、拿等方法

是以器械的劈、砍、击，刺等技击方法组成的对练套路，主
要有长器械对练、短器械对练、长与短对练、单与双对练、
单与软对练、双与软对练等多种形式，常见的有单刀进枪、
三节棍进棍。双匕首进枪、对刺剑等。

就是有一方是空手练习，另一方则是持有器械进行的攻防对
练的套路，像空手夺刀、空手夺棍、空手进双枪等练习套路。

集体演练是集体进行的徒手、器械或能手与器械的演练。在
竞赛中通常要求六人以上，可变换队形，图案，也可用音乐
伴奏，要求队形整齐、动作协调一致。

搏斗运动是两人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斗智较
力的对抗练习形式。目前武术竞赛中正在遂步开展的有散手、
推手、短兵三项。

是两人按照一定的规则使用踢、打、摔。拿等方法制胜对方
的竞技项目。

就是两人遵照一定的习武规则，运用扳、挤、按、采、靠等
手法，双方进行粘连粘随，通过肌肉的感觉来判断对方用劲
力量的大小，然后借劲身体的发劲将对方推出，以此来获得
胜利的竞枝项目。

通过肌肉的感觉来判断对方用劲力量的大小



是两人手持一种用藤、皮、棉制作的短棒似的器械，在16市
尺直径的圆形场地内，按照一定的规则。使用劈、砍、刺、
崩、点、斩等方法进行决胜负的竞技项目。

跆拳道以腿为主、以手为辅，其核心主要在于腿法的运用。
所以在跆拳道的攻击方法中起主导地位的是腿法，腿法技术
在整体运用中约占四分之三，因为腿的长度和力量是人体最
长最大的，其次才是手。

腿的技法有很多种形式，可高可低、可近可远、可左可右、
可直可屈、可转可旋;威胁力极大，是实用制敌的有效方法。

其次是手法;手臂的灵活性很好，可以自如地控制完成防守和
进攻动作;同时也可以变化为拳、掌、肘、肩的多种用法，进
行实战。

而在竞赛规则以外的跆拳道实战中，人体的一些主要关节部
位亦可以用来作进攻的武器或防守的盾牌;这是跆拳道技术的
本质，如人体的手、肘、膝、脚等关节部位是跆拳道实战中
最常用，最有效的击打武器。

咏春拳，中国拳术中南拳之一。该拳内容主要包括小稔头、
标子和寻桥3套拳，以上、中、下三搒手为基本动作。身型要
求护裆，沉肩，落膊，抱拳，护胸。主要手型有凤眼拳、柳
叶掌等。

主要手法有挫手、撩手、三搒手、左右破排手、沉桥、黏打。
主要步法有三字马、追马等。攻防中多采用闪身、贴身、紧
迫和紧打，动作敏捷，快速，刚柔相间。

柔道是一种以摔法和地面技为主的格斗术。日本素有“柔道
之国”的称号。柔道是日本武术中特有的一科，是由柔术演
变发展而来的。



在日语中是“柔之道”的意思。就是“温柔的方式”。柔道
部分起源于一种古代日本武士空手搏斗的技术——柔术。柔
道通过把对手摔倒在地而赢得比赛，它是奥运会比赛中唯一
的允许使用窒息或扭脱关节等手段来制服对手的项目。

柔道是一种对抗性很强的竞技运动，它强调选手对技巧掌握
的娴熟程度，而非力量的`对比。

1、武术的攻击性比较强，由攻、防等动作组成，所以，在练
武术的同时，也还要进行品德教育，凡事以德教人。

2、青山年初学可以选择简单的短小的动作与套路，比如扎马
步、蹲跳、压腿等。

3、选择柔和的优美的动作，这样可以增加练习的积极性，如
马步劈拳、弓步轻身抱拳等。

4、练习时间不宜过长，合理安排时间，劳逸结合。

5、要有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初练时不可能一下子要求其做
到准确无误，跟着指导老师，边做边学。

6、凡事都需要有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
情况下练习武术，切勿求快，加倍练习只会适得其反。不断
琢磨武术动作，把工作做到标准正确后坚持练习，才能把自
己练成铜墙铁壁，身体健康。

面对一定高度的物体，左脚跟放在物体上，脚尖勾起，两腿
伸直，两手扶按在左膝上，或用两手抓握左脚，然后上体立
腰向前下方振压，用头顶尽量触及脚尖。两腿交替进行。

右腿支撑站立，左脚从体侧放置到一定高度的物体上，脚尖
勾起，右臂上举，左掌立于胸前，两腿伸直，腰部挺立，上
体向左侧下振压，振压幅度要逐渐加大，直到上体能侧倒在



左腿上。两腿交替进行。

两腿伸直前后叉开成直线。左腿后侧着地，脚尖上翘;右腿前
侧着地，脚背扣在地上，两臂立掌侧平举。两腿交替进行。

右腿支撑站立，左脚从体侧放置到一定高度的物体上，脚尖
勾起，右臂上举，左掌立于胸前，两腿伸直，腰部挺立，上
体向左侧下振压，振压幅度要逐渐加大，直到上体能侧倒在
左腿上。两腿交替进行。

右腿伸直支撑，左腿屈膝提起，左手扶膝，右手抓住左脚，
然后将左脚向前方伸出，直至膝关节挺直，左脚外侧朝前。
两腿交替进行。

右腿屈膝全蹲，全脚着地;左腿向左侧伸直，脚尖内扣;两手
分别抓住两脚脚背，成左仆步;腰部挺直，左转前压。左右仆
步交替进行。

并步站立，两手十指交叉，直臂上举，手心向上;上体前俯，
挺胸，塌腰，两手尽力触地。再两手松开，用两手绕过双腿，
抱住两脚跟部，尽量使自己的上体、脸部贴紧双腿。

开步站立，两臂伸直前举，以腰为轴，上体做前后屈和甩腰
动作，两臂也随之甩动。

两脚开立，略宽于肩，上体前俯，以髋关节为轴，两臂向左
前下方伸出。然后挥动两臂，随上体向前、向右、向后、再
向左做翻转绕环。左右涮腰交替进行。

两脚开立同肩宽，两臂伸直上举;腰向后弯，抬头，挺腰，双
手撑地身体呈桥形。

面对一定高度的物体，两脚开立同肩宽，上体前俯，两手抓
住横杆，抬头挺胸，塌腰，用力向下振压。



左弓步站立，左手扶按左膝，右臂以肩为轴做直臂的顺、逆
时针绕环。两臂交替进行。

开步站立，以肩关节为轴，两臂分别向前和向后做直臂绕环。
顺、逆时针绕环交替进行。

工作计划的内容有哪些篇八

科目四又名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考试试卷由50道题目组
成，题目以案例、图片、动画等形式为主，题型为判断题、
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满分100分，90分合格。以下是小
编为您整理的驾考科目四考试内容有哪些相关资料，欢迎阅
读！

安全文明驾驶操作要求、恶劣气象和复杂道路条件下的安全
驾驶知识、爆胎等紧急情况下的临危处理方法，以及发生交
通事故后的处理知识等。

1、根据所考的'驾照类型从相应的科目四考试题库中按比例
抽取50道题进行答题，小车类驾照从1128题中抽取，大车类
驾照从1124题中抽取，每题2分。

2、考试时间为30分钟，答题过程中错12分(6道题)即终止本
场考试。

3、考试题型分对错题（1--22题）、单选题(23--45题）、多
选题（46--50题）。

4、考试题目包括图片题、情景识别题、文字叙述题。

科目四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其实和科目一有着很多相同
之处，但是科目四更加注重考核驾驶人的实际操作技能，由
于学员考试前基本上没有多少实际操作经验，所以最好的技



巧就是多做模拟题，做题时，把自己当成有行驶经验的老司
机，置身在试题的模拟情景中，想想自己如果真的遇到这种
情况该如何反应。这样子就能将题目记得更牢!

工作计划的内容有哪些篇九

2017年考研国家线预计3月15日公布。你知道考研复试内容会
有变化吗?下面百分网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详细内容，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想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持续关注我们应届毕
业生考试网!

受在职研究生首次纳入统考的影响，2017考研多地报名人数
出现大幅增长，考研报名人数共有201万人，相比2016年，增
加了24万人，增幅13%以上。人数的增加必然带来更为激烈的
竞争。

专业硕士型研究生渐成主流，16年的研究生招考中，专硕报
名人数已经高达48%左右，而2017年部分地区专业硕士报名人
数已经超过了学术型硕士，其中报考北京招生单位专业型硕
士占比52%，湖北省报名专业硕士占比54%。

在专业硕士招考热度的持续高温下，今后报考专业性研究生
录取难度会持续增大，录取分数会持续增高，导致复试的考
核筛选也更加严苛，各院校在以往综合素质和专业课考核的
基础上，还可能增加更多对专业技能的考查。

近两年教育部规定，要求复试现场录制视频，保证复试公平
性，虽然很多高校研究生复试还未执行此项规定，但从2017
考研开始，将会有很多院校响应教育部号召，在复试考试结
束后，将组织人员对考场录像进行全程回放检查，绝不放过
任何违纪违规人员，此项规定在保证考生的权益同时，也对
考生复试综合能力的要求更高。



从近两年的研究生初试来看，目前的考试着重考查考生对基
础知识的掌握，也考查考生综合分析问题、理论联系实际、
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比如部分专业，像临床医学、口腔医
学、中医专业学位硕士就是2017研究生考试招生改革的大事
件，不仅推进了分类考试，同时加大了初试和复试考核的内
容实用性，不仅注重理论知识，更加推进了专业知识、专业
技能、职业素质考核有机结合，提高考查实效性。

初试报名的人数激增，专业硕士的'持续发热，导致2017考研
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初试的火热，也会使考研复试进入一
个相对严苛的筛选阶段，因此各位考生要全力以赴备考复试，
切不可掉以轻心。

总结前辈教训：关注师兄师姐经验谈，对于你也许有不一样
的帮助;

摆正复习心态：面试很重要，但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
力，让自己放松准备才是王道。

工作计划的内容有哪些篇十

优化学生学习方式，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优化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方式，提高数学学习的有效性

新学期伊始，在学校科研管理的大方针的指导下，结合上学
期课题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优化学生学习方式，提
高教学的有效性》课题研究的实际出发，结合个人课题的自
身特点，进一步进行课题研究。在上学期理论学习的基础上，
采用多种形式，如：自主学习、开设研究课、成果展示等，
从各个方面增强自己的理论水平，并增加教学实践次数。

1、树立起教师在自主学习中的作用，培养学生在数学课堂上



自主学习，探究的技能的养成。

2、构建小学生自主学习的具体目标，形成促进小学生自主学
习的指导策略，提高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水平。

3、小学生自主学习和课堂探究的意识得到增强，自主学习的
能力得到提高、自主学习的习惯以及自主学习的品质得到培
养。

1、端正思想，统一认识。组织课题组及全体老师认真学习现
代教学理论，认真学习《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数学课程标准》
以及《泰山教育》等各种优秀期刊杂志，互相探讨，共同提
高，写好学习心得，并使之服务于实践。

2、充分挖掘教材的实践活动因素，数学本身源于人类的社会
实践活动，在运用数学教材学习过程中，我们应该让学生运
用自主学习，探究的方式帮助学生喜欢数学，学好数学。

3、对现有教材可作适当改组，创造地运用教材，尽量增加计
量、统计知识的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理解现实生活的工
具。

4、贯彻自主探究学习观点，搞好课堂教学。首先要营造一个
宽松的学习环境，为学生留有探索与思考的余地，让全体学
生全方位参与教学过程，成为学习的主体。

5、注重学具的操作，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的能力。小学生思
维正处于具体形象为主的发展阶段，小学生具有爱玩、爱动
的思维特点，创设合理的适时的动手操作活动，给学生提供
动手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的能力。

1、积极参与课题组开展的教研活动。

2、注意及时收集相关资料，总结得失，以便以后总结。



3、加强学习相关理论知识，认真做好学习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