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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是我帮大家
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孵化实验心得体会篇一

化学知识的实用性很强，因此实验就显得非常重要。

学生做实验绝对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看法，这样就要
有充分的准备，若是做了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实验，那么做了
也是白做。实验总是与课本知识相 关的 在实验过程中，我
们应该尽量减少操作的盲目性提高实验效率的保证，有的人
一开始就赶着做，结果却越做越忙，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在
做实验时，开始没有认真吃 透实验步骤，忙着连接实验仪器、
添加药品，结果实验失败，最后只好找其他同学帮忙。 特别
是在做实验报告时，因为实验现象出现很多问题，如果不解
决的话，将会很难的继续下去，对于思考题，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互相讨论，请教老师。

我们做实验不要一成不变和墨守成规，应该有改良创新的精
神。实际上，在弄懂了实验原理的基础上，我们的时间是充
分的，做实验应该是游刃有余的， 如果说创新对于我们来说
是件难事，那改良总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做金属铜与浓
硫酸反应的实验中，我们可以通过自制装置将实验改进。

在实验的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这种能力的前题是学生对每次实验的态度。如果学生在
实验这方面很随便，等老师教怎么做，拿同学的报告去抄，



尽管学生的成绩会很高，但对将来工作是不利的。

实验过程中培养了学生在实践中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了良好的探究能力和科学道德，例如团
队精神、交流能力、独立思考、实验前沿信息的捕获能力等;
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增强创
新意识。

上面的化学实验心得体会，非常适合大家进行化学实验报告
的写作，对大家进行化学实验心得写作非常有效。

孵化实验心得体会篇二

面临新世纪的普通高中新课程从xxxx年秋季起在xxxx等地开
始实验,随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改革。xxxx年与义务教育
课程相衔接的我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在教育部的部署下拉
开了帷幕。高中新课程改革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和内容、
课程实施和评价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在课程
设计上引入学习领域和模块设计的概念、在课程管理上引人
选课制和学期分段，在课程考核和评价上实行学分制方式等，
既为普通高中教育带来新的理念和方式，也使我国普通高中
教育面临巨大的挑战。首先迎接新课程改革挑战的是教师。
新课程要求广大教师转变教育理念----从以知识为本转变为
以学生发展为本。其次，教师要树立新的学生观。下面从课
程的基本理念、师生关系、教材处理、教学方式等方面谈点
体会。

高中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时
代需要，促进高中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加强课程与社会
发展、科技进步及学生生活的联系;促进学习方式的多样化，
发展高中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愿望和能力;创建富有个性的课
程制度和学校文化。贯穿其中的核心理念是：为了中华民族
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总之，新课程目标定位是---
三个发展---为了全体学生的发展，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



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只有了解了新课程理念的`内容，体会其
精神，才能在新课程实验实施中把握课改的方向。

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教材要有灵活性、伸缩性、和可选择
性。所以教师和学生可以有选择地使用教材、学习教材。教
材的取舍和调整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如果教师仍然象过去一
样机械地使用教材，将不可避免地或增加学生的负担，或无
法满足学生的需要。因而教师应灵活地、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在新课程的背景下，教师要转变角色，重新认识师生关系。
应该改变以教师主体的教学为学生主体的教学，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平等对待学生，尊重学生，热爱学生，鼓励
学生创新，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为此教师须努力
塑造新角色，不断地促使自己从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拥
有者转变为组织者、帮助者、合作者;促使自己从“教书匠”
转变为专家型教师。

新课程标准提倡任务型教学 ---“倡导任务型教学模式，让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感知、体验、实践、参与和合作
等方式，实现任务的目标，感受成功。” 语言学习的“任
务”是指有目标的交际活动或为达到某一具体目标而进行交
际活动的过程。在任务型教学中，教师围绕特定的交际目的
和语言项目，设计出可操作性强、任务化的教学活动，教学
活动中让学生用英语完成各项真实的任务，从而培养学生运
用语言的能力(即用英语做事的能力)，并在学习过程中感受
成功，获得情感体验和调整学习策略，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
任务型教学模式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有效途径之
一，它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和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教育理
念。

课程改革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其成功需要广大师生乃至于
全国人民的努力。



孵化实验心得体会篇三

大学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只学习课本的知识已经不能满
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拓展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自己专
业水平，我在大二下学期参加了宁德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实
验，在为期一年的实验中，我学到了很多。

（1）cnds的合成研究：以茶叶渣为原料，通过水热合成法制
备出荧光性能良好的cnds；利用高分辨电子衍射显微镜
（hrtem）、x-射线衍射仪(xrd)和元素分析仪等表征手段来观
察cnds结构、形貌等。项目考察了不同合成温度、物料与水
的摩尔比对合成cnds发光特性的影响。分别考察了cnds在不
同的有机溶剂、ph、离子强度和紫外灯照时间条件下对cnds荧
光强度的影响。

（2）建立cnds的光化学传感体系：利用廉价易得的茶叶渣为
原料合成cnds，将其作为荧光探针，用于水体中cr6+离子的
检测。分别考察了溶液中ph、反应时间等因素对检测cr6+离
子的影响，确定其最佳实验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一年的实验，在萍萍老师的指导与帮助
下，我与我的组员们都学到了更多专业课上不能学到的知识
及技能。同时，我们的实验动手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地提高，
我们在实验前虚心向师兄师姐学习荧光分光光度仪的使用方
法，汲取师兄师姐的教训，实验进行到后期，小组成员已经
能独立完成自己的项目，而我已经能独立解决实验中遇到的
难题了，帮助组员完成实验，这对于我来说，是实验过程中
一个很大的提升。而实验前期经常出的一些低级错误，比如：
分析天平称量少量药品，无法准确量取；在做实验时一个人
不能独立完成；经常打碎实验仪器，这些问题在我和组员多
次练习之后，都被我们克服了。通过再次的大创实验，我知
道了遇到问题时，可以自己和组员相互合作通过查找文献、
实验验证等手段进行解决，养成了我们独立解决问题不再一



味依靠老师的良好习惯，掌握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
知识技能都是通过这次大创实验的锻炼获得的。

其次，在这次大创实验中，我真切体会了合作的重要性，只
有快乐的合作才能使枯燥的实验过程充满欢声笑语，事半功
倍。我们团队有xx以及我，其中我是主要负责人。在实验中
分工是很重要的，在实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我们解决不
了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就只能师兄师姐或者老师请教，虽然
在实验过程中总是有所磕磕碰碰，但我们还是完成了所有的
项目目标，成功在宁德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自
己的成果《茶叶水热法合成荧光碳纳米点的研究》一文。而
美美，娟娟，小明他们不仅仅是我的队友，更是我的朋友，
虽然在实验中难免因为一些问题而发生一些不愉快，但就是
通过这些才使我们更加了解彼，更加配合默契，更利于实验
的顺利进行。我很高兴能认识这些朋友，实验已经结束，但
我们四个人的友谊却无边无际直到永远…这次的实验使我明
白了团队的凝聚力是多么的重要，一个团队只有在团结一心
时才能走到最好，凝聚力是一个团队的灵魂。

最后，在实验过程中也培养了我良好的实验素养：不违反实
验操作，不损坏仪器，不浪费药品的，在不影响实验的前提
下尽量节约资源，每次实验完毕，要清洗、清点和摆好实验
用品，遇到困难也会根据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寻找解决方法，
而不是一味的问别人。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学化学的学生该具
有的基本素质。

一年的实验结束了，面对枯燥的实验，而且大都周末做实验，
我的抱怨虽然有，也没有了放弃的念头，当室友问我大创时，
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从这次大创中学到了对我以后发展很有
用的东西，我为这次参加大创的所感所得感到自豪。

孵化实验心得体会篇四

事是人做，做事的同时明白人最终是重点。明白什么是因地



制宜、因势利导、轻重缓急、察颜观色、用户是上帝但又非
绝对。态度认真和头脑清楚应该是做好一个项目的基本条件。
写点个人体会，供大家指点，在讨论过程中共同提高水平。

体会一：了解项目是什么项目，谁提出来，解决什么问题。

项目开始阶段是一个最重要的阶段。项目经理在接手一个新
项目的时候，首先要尽可能地多从各个方面了解项目的情况，
从接触各类角色的人从中获取不同信息进行过滤、形成自己
对项目的认识。这个项目是什么项目，具体大概做什么事情，
是谁提出来的，目的是解决什么问题。

体会二：项目牵涉的项目干系人，了解他们对项目的看法和
期望是什么。

这个项目里牵涉哪些方面的人，如投资方、具体业务干系方、
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方、技术监督方等等，项目经理在一个项
目中提前接触了不同角色的人，可以让你在做项目碰到问题
的时候，就每件事情分析哪些人会在什么方面支持你，哪些
人会出于什么目的反对你，从而提前准备联合朋友去对抗敌
人，让事情向你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
有永远的敌人，只有一致的利益。

体会三：本公司领导对这个项目的看法和重视程度。

体会四：项目计划制定，通知公司内部相关人员、用户。使
得整个项目参与人员保持步调一致，信息畅通。

体会五：需求确认阶段，引导用户但要切合实际、站在双方
立场考虑问题，让用户更感受到你是来为他们做项目、而不
是只为你公司做项目、需求确认落实到纸面。

麻烦很多。



体会七：项目经理在整个过程中，自己脑子要清楚未来有那
些事要做，做到什么程度，对手上资源、各个事情要有优先
级考虑。

让他们从理想回到现实也是项目经理的分内工作。

体会八：验收前准备，提早与用户沟通验收标准、验收形式。

验收前，除了做好文档工作，即可交付成果以外，多花时间
搞清楚客户的做事情流程、验收形式、验收效果是很重要的
事情。

孵化实验心得体会篇五

那是风和日丽的一天早上,我坐在家里悠然自在的看报纸。几
个黑体大字引人注目：一条细线可以钓起冰块！不是吧？我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便试做起来。

我从冰箱里拿出冰块，放在杯子里，撒点盐，边开始我
的“钓鱼”了。我满怀信心地把细线放进撒了盐的冰块上，
往上一提，只见冰块刚粘在线上就掉下来了，我反复试了几
次，都是毫无收获。我真的想放弃了。正当我气馁的时候，
姐姐看了看我，却说：“我想不是报纸作的假，而是你不会
做，你要放弃，你就是缩头乌龟！”我生气极了，说：“我
不要做缩头乌龟，最多我再做一次！”我拿起报纸有认认真
真的看一遍。哦！原来是顺序搞错了。报纸上说“先把细线
放在杯子里，再撒上盐，冰块就会像与般轻而易举地钓上来
了。”而我却先把盐撒在冰块上再把细线放在杯子里。

我得意扬扬，重新做起防盐的步骤。我先把细线放在杯子里，
再撒上盐，然后把细线往上一提。啊！简直就像千万吨钢铁
系在一根头发上一样。细线把所有的冰块都钓上来了。顿时，
我感觉到细线上的不是冰块，而是成功。我终于成功了！



通过这次的钓冰块实验，我知道了：做每一件事，无论遇到
什么困难，都不要半途而废，到最后就能尝到甜的滋味，酸、
苦和辣只是成功的调和剂。

经过这次的测试技术实验,我个人得到了不少的收获,一方面
加深了我对课本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实验操作能力。
现在我总结了以下的体会和经验。

这次的实验跟我们以前做的实验不同，因为我觉得这次我是
真真正正的自己亲自去完成。所以是我觉得这次实验最宝贵，
最深刻的。就是实验的过程全是我们学生自己动手来完成的，
这样，我们就必须要弄懂实验的原理。在这里我深深体会到
哲学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弄懂实验原理，而且体会到
了实验的操作能力是靠自己亲自动手，亲自开动脑筋，亲自
去请教别人才能得到提高的。

我们做实验绝对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看法，这样我们
就要有充分的准备，若是做了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实验，那么
做了也是白做。实验总是与课本知识相关的，比如回转机构
实验，是利用频率特性分析振动的，就必须回顾课本的知识，
知道实验时将要测量什么物理量，写报告时怎么处理这些物
理量。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应该尽量减少操作的盲目性提高实验效
率的保证，有的人一开始就赶着做，结果却越做越忙，主要
就是这个原因。我也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在做电桥实验时，
开始没有认真吃透电路图，仪器面板的布置及各键的功能，
瞎着接线，结果显示不到数据，等到显示到了又不正确，最
后只好找同学帮忙。

我们做实验不要一成不变和墨守成规，应该有改良创新的精
神。实际上，在弄懂了实验原理的基础上，我们的时间。



孵化实验心得体会篇六

通过了这一周的电工的实训，我们确实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拓展了自己的的视野；培养了我们的胆大、心细、谨慎的工
作态度；增强了我们的动手、操作的能力；操作的时候要心
细、谨慎，避免触电及意外的受伤，培养了我们的规范化的
工作作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齐宝谦老师的讲授中，虽
然存在较多的抽象概念，庞大的电路和设备，但齐师给我们
做了正确的示范，指导我们亲自动手来检验所学理论，大大
地激发了我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齐老师每次让学生实验
时，总会强调一些细节性的问题，例如；要在检查好线路连
接后再通电、对实验仪器的保护，彷佛对学生很不放心，但
是并没有所谓的事必躬亲，再三嘱咐，这也有一个好处：试
验堕落的可能性大大削减，而且安素性也大大增加了。

实训当中感触最深的便是实践联系理论的重要性，当遇到实
际问题时，只要认真思考，运用所学的知识，一步一步的去
探索，是完全可以解决遇到的一般问题的。本次实习的目的
主要是：使我们对电子元件及电路安装有肯定是的感性和理
性熟悉，培养和锻炼我们的实际动手能力。使我们的理论知
识与实践充分地结合，做到不仅具备专业知识，而且还具备
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能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应用型技术
人才，为以后的顺利就业作好准备。

孵化实验心得体会篇七

在第一学期的专业导论课程之后，我们初步认识了船舶与海
洋工程这个专业，所以在这个学期，我们脱离幻灯片，脱离
那些图片，文字，看到了真正的实验室，船舶就是这样造出
来的。每个星期的星期四下午，两点开始，拖着尚未完全清
醒的身体，我们游走于各个实验室，听老师娓娓道来，每一
个实验室的故事，每一个实验室的作用。这是上个学期专业
导论之后，在我看来，应该是一次实践吧，我们更进一步了
解了我们的专业，虽然其中老师说的很多专业名词我还是没



有听懂，但是认真听听还是会觉得，我有再进一步了解了这
个专业，可是说专业导论的延续外加实践。

前几个星期，我们在性能实验室中听老师介绍了一些有关船
性能方面的知识，参观了大型船模拖曳水池，大型深浅操纵
水池，当时还看见学长学姐在做实验来着，估计过一年两年
就到我们了吧。虽然这些实验室现在看起来有些陈旧，虽然
我们现在看见的只是一些钢啊，铁啊，水槽啊，更加确切一
些的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生了锈的钢铁，还有感觉里面很
脏的水槽，可是这些实验室里东西当年可都是国内很先进的
实验室装备，大型船模拖曳水池：深浅两用，且能作船队试
验，在国内独具特色；2，大型深浅操纵水池：为亚洲人工操
纵水池之最；3，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造船工艺与设备实验室，
其“肋骨冷弯机器人”实验设备为国际领先水平；4，大型结
构试验平台与完备的静力、动力加载与分析系统国内同类高
校第一； 5，循环水槽、风洞、24单元造波机、计算机工作
站及相关软件等高水平研究平台。这些实验室都是研究船体
性能 ，船舶性能，广义上指船舶各种性能的总和；狭义上指
船舶静力性能和动力性能的概括。狭义的船舶性能与船舶的
主要尺寸、形状及载装情况等有密切关系。在理论研究中，
以流体静力学为基础研究船舶在不同条件下的浮性、稳性及
抗沉性等，以流体动力学为基础研究船舶的快速性、适航性
及操纵性等，这些都是船舶最基本的性能。听完之后真的觉
得船舶也是一样很神奇的东西，在那样的风浪中，居然还可
以载着这么多的物品航行，另外那些军舰什么的更是厉害了，
这么大的体积还可以有这么快的速度，不禁对造船工作者肃
然起敬，克服了这么多的阻力，造出这么厉害的船舶。 接下
来，我们参观了有关船舶构造的实验室，构造决定性能，所
以船舶的构造可以说是相当于人的身体一样，皮相当于船壳，
骨头相当于船体骨架等等，都是一一对应很重要的。通过老
师讲述，我们初步了解到一般船舶是由船壳、船体骨架、甲
板、船舱和上层建所组成。船壳又称船壳板,船的外壳,它包
括船侧板和船底板。



船体的几何形状是由船壳板的形状决定的。船体承受的纵向
弯曲力、水压力、波浪冲击力等各种外力首先作用在船壳板
上。船体骨架是由龙骨、旁龙骨、肋骨、龙筋、舭龙骨、船
首柱和船尾柱构成，它们共同组成了船舶骨架。甲板位于内
底板以上的平面结构，用于封盖船内空间，并将其水平分隔
成层。甲板是船梁上的钢板，将船体分隔成上、中、下层。
甲板对保证船体强度及不沉性有重要作用，而且提供了布置
各种舱室、安置武器装备和机械设备的面积。甲板数量多少
视船舶的大小，取决于舰艇的类型、使命和主尺度。通常小
型舰艇有1～3层；中型舰艇有3～5层；大型舰艇有5～10层。
船舱是指甲板以下的各种用途空间，包括船首舱、船尾舱、
客舱、货舱、机舱、锅炉舱和各种专门用途船舱。上层建筑
是指主甲板上面的建筑，上层建筑位于上甲板围成、主要用
于布置各种用途的舱室,如工作舱室、生活舱室、贮藏舱室、
仪器设备舱室等。供船员工作起居及存放船具。上层建筑部
分有首楼、桥楼、尾楼、甲板室及各种围壁建筑。当然，以
上大多是我上网查的，老师虽然向我们做了介绍，但不至于
这么详细。

然后就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船舶操作的轮机实验室了，轮机
实验室的老师很负责的在介绍船上有什么设备，分别是什么
作用，虽然我们是船舶与海洋工程，不是轮机工程，按道理
来说我们更关注的应该是船舶构造，但是我们还是听得很有
意思。轮机综合实验室主要系统有：主推进系统，船舶管系，
船舶电站系统，机舱自动化系统，柴油机数字化监测与诊断
系统。其中我们详细认识了船舶管系，有机舱燃油系统，机
舱润滑油系统主海水和主淡水管系，压缩空气系统，机舱舱
底水，压载水，消防水系统。首先向我们介绍的是机舱燃油
系统，船上一般有柴油和燃油当然还有润滑油，老师在这里
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用汽油而是用柴油呢？汽油要点
燃，柴油是压燃，为了安全起见所以选用柴油。离岸的时候
耗能量少，靠岸的时候耗能量多，原因是靠岸的时候需要调
用多种系统，但是离岸的时候就不用这么多，所以靠岸的时
候耗能量比较多。还有我们了解到原来还有重油和轻油之分，



重油通过管道的时候要加热，这样才能顺利在管道中游走，
否则就会凝固在管道中，所以在离岸的时候通常是用重油，
在靠岸的时候通常用轻油，为的是保护机器，如果用了重油，
凝固在管道中将为下次启动带来很大的麻烦。接下来介绍的
是主海水和主淡水系统，这个系统主要是为了冷却机器。为
什么还分海水和淡水，原来海水中盐含量高，容易腐蚀机器，
于是要把海水先进行淡化，首先我们想到的是盐水分离，但
是老师说这样盐分还是太高了，最后他告诉我们，一般来说，
是用蒸馏这种方法将盐水转化成淡水。冷却本来目的是要带
走能量的，但是柴油机主要靠获得高温来为系统提供能量，
如果能量被都带走了，那就不符合经济效益，所以是用高温
淡水对机器进行降温。高温淡水用完之后盐水再对其进行降
温，之后循环利用，达到降温目的。油水系统介绍完毕后，
我们看到压缩空气系统，压缩空气系统，顾名思义是通过空
气压缩机来产生的热量，供其他部件使用。

最后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船舶种类，通常按用途分类：一般
运输船舶 客船、杂货、散货等。专用运输船舶 集装箱船、
木材船、滚装船、冷藏船、油船、液化天然气船等。多用途
船舶 矿散、矿油等。特种用途船 科考、破冰、救助等。其
中我们最感兴趣的当然就是豪华游轮，超级豪华游轮通常是
指排水量在100,000吨以上的超级游轮，截止到20xx年年底，
这样的超级游轮已经超过15艘，其中最大的游轮要数20xx
年12月进行处女航的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的“海洋绿洲”号。
该游轮长约360米，宽约47米，吃水线以上高约65米，共16层
甲板，设有2700间客舱，能搭载搭载6360名乘客及2160名船
员。排水量22.5万吨，被誉为“活动城市”。真是非常向往
这样的超级豪华游轮！

此次的认知实验我收获了很多，从以前到现在任何科研无一
不是经过实验的验证的，也可以说，实验是检验理论的唯一
标准，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决不能容忍自己读死书，死读
书，只是在理论上去分析而缺乏实践，我相信，只要我们肯
动手动脑，再辅之以勤奋和坚持，必能不断提高我们的实干



能力，必能不断的创新，为我国的造船事业发展与进步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