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题报告成绩影响论文成绩吗(优秀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
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种水稻的心得体会500字篇一

“白胖子，穿金衣，个头只有一丁点儿，三餐里，不可少，
我们每天都想它。”同学们，猜猜我是谁？没错，我就是一
粒稻谷！

我的神奇之旅要从和农民伯伯的相遇开始，是他把我洒到一
块田里。我打量四周，田不大，里边有少量的水。我和我的
小伙伴也因为农民伯伯而有了不一样的归宿，有的小伙伴被
洒在岸边，有的小伙伴浮在水面上，而我和大多数小伙伴一
样，都沉入了水底。我们为什么会沉入水底呢？难道是因为
我们太胖了吗？因为一直沉浸在水底，我的身体也渐渐地湿
透了。慢慢地，我发现我的身体开始发胀，这种感觉很奇妙，
似乎有一种力量在帮我不断向上，这种力量让我发胀的身体
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金色外衣给撑破了，探出我白嫩嫩的芽
儿，我的芽儿也由一开始的一个小尖儿变成了两片三片细长
的叶子，也就是你们常说的”禾苗”。

我们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有的小伙伴慢慢地开出了第一
朵花，我也不例外，使劲让自已开出更多更漂亮的花，风一
吹来，我的花粉也会随着被带给其他的小伙伴们，小伙伴的
花粉也会飞到我的身上来，那气味好闻极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正随着微风在暖阳下跳舞的我感觉
到一阵刺痛漫过全身，我大叫一声“哎哟”，而且不只有我



发出了痛苦地呻吟声，我的伙伴们也因为疼痛在不断地呻吟。
低头一看，原来是几只飞虱正在我身上贪婪的吸着我的汁液。
我更加用力地摇摆着我的身体，想把这些可恶的飞虱从身上
赶走，却发现即使把它们从自己身上赶走后，它们也会飞到
其他同伴的身上，真让我们叫苦连连。正当我们一愁莫展的
时候，我们的邻居——鸭子大哥和青娃兄弟都出来帮忙了，
只见鸭子大哥一伸脖、一张嘴“吧唧”一下，就吞下了几十
只虫子；青娃兄弟更是厉害，它的舌头可以伸出去老远，这
样就更容易帮我们消灭高处的虫子。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
终于战胜了这些害虫。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开始抽穗了。最让我高兴的事情，就是
我要当“妈妈“了，因为这些穗都是我的”孩子”。我的孩
子很多，把我的腰都压弯了，在穗快成熟的时候，就会有小
鸟时不时的来偷袭我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总能感觉
到农民伯伯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他们会帮我驱赶
小鸟；在我渴的时候，帮我们灌水；饿的时候帮我们施肥。

光阴似箭，秋天到了，我的孩子们也由原来的绿衣裳，换成
了金色外套，个个精神抖擞地向外张望。一阵微风吹过，我
和孩子们欢快地跳起了丰收舞。

轰隆隆、轰隆隆……农民伯伯们开始收割了，他们第一个收
割的就是我，当我看见我的孩子们蹦蹦跳跳地朝着收割机而
去，我发自内心的笑了。因为我知道他们奔赴的是需要他们
的地方，他们能够带给需要他们的人们喜悦。

这就是我——一颗平凡却被需要的水稻一生。

种水稻的心得体会500字篇二

第一段：引言（120字）

插水稻是我国古老的种植传统之一，它不仅是农民们的重要



经济来源，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最近，我有机会亲自参
与这一过程，插水稻的心得让我对农耕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

第二段：准备工作（240字）

在插水稻之前，充分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要。首先，土地必须
被耕翻，以确保水分进入土壤，并为稻谷提供良好的生长环
境。其次，水稻苗种的选取也至关重要。我学到，选取良种
水稻可大大提高产量和品质。此外，为了保证最佳生长条件，
我的导师还教会我如何施肥，并确保稻田中的水分处于适宜
的水位。

第三段：插秧的技巧（240字）

插秧是插水稻的重要环节。在我第一次插水稻时，我发现需
要一定的技巧和耐心。首先，我学会了正确的插秧姿势，通
过双手轻轻将水稻苗盖入稻田中，确保它们牢固地定植在土
壤里。其次，我还学会了如何在适当的间隔和行距上插秧，
以保证每株稻谷都能得到充足的阳光和营养。

第四段：插水稻的意义（240字）

插水稻不仅仅是一种体力劳动，它也有更深层次的意义。通
过参与农田耕作，我感受到了农民们辛勤劳动的艰辛和对土
地的深情。与农民们共同劳动的过程中，我体验到了助人为
乐、团结合作的精神，这些价值观将有助于我在以后的生活
中更好地与他人相处。插水稻也使我更加珍惜粮食，它让我
更加明白粮食背后的努力和农民们为我们每天的饭碗付出的
汗水。

第五段：结语（360字）

通过插水稻这个过程，我不仅学到了耕作知识与技巧，更重



要的是获得了对农民生活与价值的新理解。我们每一餐的米
饭背后都是农民们辛勤劳作的结果，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
他们每天都在田间地头辛苦工作。同时，我也认识到环境保
护的重要性。插水稻过程中的施肥和灌溉不仅要注意合理用
水，还要选择环保的化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土地，珍
惜资源，并为可持续农业做出贡献。

在插水稻的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新技能，也获得了对农田
劳作和环境保护的新认识。这一体验不仅增进了我的知识，
还加深了我对农民辛勤劳作的敬意。我将继续保持对农耕生
活的关注，并努力为农田劳动者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种水稻的心得体会500字篇三

稻子在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千百年来，人、土地和稻子
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我从小是吃滋养了人们躯体和生命的稻
子长大的。稻子是我家乡主要的粮食作物，它滋养了我的身
体和生命。

春天，农民伯伯把二三寸的秧苗到田里，灌足了水，接着除
草、施肥，秧苗一天一天的长大了。

到了初夏，正是水稻生长的好时光。看，稻花开花了，小的
可怜的花儿和谷粒差不多，嫩绿的颜色，没有香味儿，只有
细小的花粉挂在稻穗上，十分不起眼。但它仍旧不动声色地
默默生长。

转眼间，夏末金秋来到了，水田中的稻子长的已有半人高了，
跟春天那二三寸的秧苗已不相同，虽然仍是那纤细的茎，狭
长的叶，但却换上了一身金金色的衣服，长出了一粒粒颗粒
饱满的稻穗。微风一吹，一望无际的稻子，像金涛似的，一
浪高过一浪，沉甸甸的谷穗不断向人们招手致意，它们欢笑
着，翻滚着，一层赶着一层，一浪高过一浪，欢快地奔向远
方，跟茫茫的蓝天相接。



稻子全身都是宝，把谷子碾成白花花的米，那时人们吃的粮
食；金黄的茎和叶不仅可以当柴烧，还可以用来做造纸的原
料，稻子的作用真大呀！

我爱家乡，更爱稻子那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品格。

种水稻的心得体会500字篇四

在秋季，农民们开始收割水稻，这是每年都要进行的农事活
动之一。水稻是中国农业的主要作物之一，收割水稻意味着
揭开了农民为了这一季的收成所付出的艰苦劳动和汗水的结
晶。收割水稻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农事活动，更是一种生命
与感悟之旅，通过它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劳动和收获的真
谛，同时这也是一种对农耕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第二段：收割水稻的步骤和要点

收割水稻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需要进行多个步骤才能彻底地
完成。首先要选择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打扫好稻田和周边
环境，开始铲刈水稻，切割稻穗，把稻谷割断。然后要把收
割好的稻谷晒晾干，脱去稻壳，选出好的米，打包好保存。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收割过程中要注意安全和环保，不损
坏农田生态，尽量少浪费水资源，切勿乱扔垃圾，保持稻田
的整洁和美观。

第三段：收割水稻的收获和深刻感受

完成收割水稻的整个过程，会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和满
足感，因为这是付出无数汗水的结果。同时，从收割水稻中
我们不仅可以收获丰富的粮食，还能对生命、自然和社会产
生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感悟。我们能欣赏到稻浪风吹的美景，
感受到风和阳光的温暖和舒适，同时也能够领悟到生命的可
贵和劳动的重要性，更加重视环境保护，珍惜清洁水资源等
等。



第四段：收割水稻对我们现代人的启示

收割水稻是一项传统的农业活动，它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
个重要历程，经过多种技术手段的发展和实践成果的积累，
在农业现代化背景下，我们也可以将其与现代社会联系起来，
产生出许多思考与启示。例如，水稻收割前要预测天气，要
安排好稻谷的运输和储存，这不仅需要经验与技巧，更需要
科学的方法和技术的支持；在收割过程中，农民们不断总结
经验和技术，为现代化农业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第五段：结论

收割水稻是一项充满意义和价值的工作，它不仅是农民的劳
动成果的展示，更是我们对自然、生命及环境的热爱和尊重
的体现。通过收割水稻，我们能体验到农民深厚的精神以及
传统文化的魅力，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农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
和进步。因此，收割水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珍贵的经历和
感受，将会继续传承下去。

种水稻的心得体会500字篇五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
首古诗告诉我们，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

不过，我们都生活在城市里，连农田都没见过，自然不知道
农民伯伯辛勤耕作的情形，也不了解粮食是怎样种出来的。
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大米是怎样种出来的。

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的时候，春耕就开始了。一大早，农民
们便开着拖拉机来到田里，开始劳动了。瞧，拖拉机“突突
突”地在田里来回跑，土被翻了起来，大土块被弄碎了，原
先凹凸不平的田地变得十分平整。把地整平后再灌足水，就
等着水稻秧苗来舒适的家落户啦。



播种后一个月左右，秧苗已经长到了八九厘米高，这时，农
民们便把秧苗从苗床里拔出来，准备插秧了。过去没有插秧
机的时候，插秧可是很累人的活儿，每插一把秧，就得弯一
会儿腰，每插一行，就得后退一步，还要留意行与行、列与
列是否对齐。近年来，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使用插秧机来插秧
了。只要把秧苗放在插秧机上，分苗器和插苗器就会自动把
一小丛一小丛的秧苗整齐地插到水田中。插完了秧，水稻田
变得绿油油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插好了秧，便有了一个好
的开始。

稻的叶片边缘经常会在人们手上、脚上划出一道道口子。为
了使水稻健康成长，还需要及时施肥和灌水。在农民们的精
心照料下，水稻迅速生长，并抽穗、开花了。

夏天来了，稻子慢慢由绿色变成金黄色，稻穗也变得沉甸甸
的，收获的季节来到了！收获稻子正值大热天，农民们的顶
着酷暑到田里干活。多亏有了现代化的收割机，农民们不用
像过去那样，用镰刀来收割稻子啦。瞧，收割机多能干，一
片片稻子被割下来，送进机器内进行脱粒。金黄的稻谷落入
收割机后部的麻袋里，脱谷后的稻杆则从另一边掉落到田地
里。

趁着天晴阳光足，赶紧晒稻谷。晒稻谷也有不少活儿要干呢。
首先得去除稻叶和稻穗。将稻谷倒在晒谷场上之后，用谷耙
把稻谷摊开，再用草耙、扫把或者双手将稻叶、稻穗等分离
出来，然后给它们过一遍筛子，把夹在稻叶和稻穗中的稻谷
分离出来。接下来要摊晒稻谷。晾晒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用谷耙扒拉一次，这样可以使所以的稻谷粒都能晒到太
阳。等到傍晚，还得把稻谷收起来，因为到了晚上，露水会
弄湿稻谷。第二天一大早，人们把稻谷再次搬到稻谷场上晾
晒。天气好的话，稻谷连续晾晒两三天就能完全干燥。要是
碰上连续阴雨天就糟了，因为在高温高湿条件下，稻谷很快
就会萌发，农民们的损失就大了。



晒干后的稻谷，接下来还要用风车风选，去除其中的空壳和
不够饱满的稻谷，然后用袋子装起来，存放到粮仓里，或者
送到加工厂，加工厂洁白的大米，再存放到粮仓中去。有些
大米则直接运送到市场上出售啦。

同学们，我们每天吃的米饭，来得多么不容易呀，真是粒粒
皆辛苦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粮食哦！

种水稻的心得体会500字篇六

水稻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因此，种植水稻也是每个农民
必须面对的困难任务之一。我曾经也亲自参与种植水稻，一
年四季，天气不论晴雨，无论寒暑，都需要付出我们不懈的
劳动来确保最终取得一个丰收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我深
刻地体会到了许多种水稻的心得和体会。下面我将从生长、
灌溉、施肥、防治病虫害、收割等方面阐述我的种水稻心得。

一、生长方面

水稻生长是一过程，需花费极大的心力来呵护。水稻生长需
要受到后期施肥、避免灾害、保持良好的土壤环境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约2.5个月的生长周期中，水稻在不同的阶段需要
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在营养生长期要注意适量施肥，并
及时剪除旺盛生长的根须。另外，在维持干湿适中的场地环
境令水稻更加健康生长。

二、灌溉方面

水稻是一种水生作物，因此灌溉是种植水稻的重要步骤。在
开始进行灌溉之前，应设计好稻田的排水系统，制定好稻田
的灌溉计划。给水稻进行适当的浇水，能够保障水稻生长的
正常进行。同时，也要避免过度地浇水，以防稻田的积水过
多。



三、施肥方面

水稻在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因此在不同时期应采用
不同的施肥方式。比如，营养生长期要适量施肥，而成熟期
则需要降低施肥量，以防止水稻吸收过多的营养。特别要注
意灌溉水中含有的营养成分，有时必须控制施肥的量。

四、防治病虫害

在水稻生长周期中，虫害往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虫害
可能会破坏水稻的生长状况，大大影响水稻的产量。因此，
在进行病害防治时，不应该完全依靠化学药品，而应该采取
合理的农法处理措施。

五、收割方面

水稻至充分成熟后进行收割，收割前要适量的补肥。在实际
过程中，正确的收割方式能够让我们获取更丰富的产量和质
量。在采摘时要正确地将插穗折断，以免影响下一年的生长。

总之，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需要认真去处理每一个环节，
勤劳、智慧和坚持是必要的条件，因为在水稻的生长中可以
感受到分享和奉献所带来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水稻收获的喜
悦，不仅仅来自于物质上的回报，更是从中感受到的生命的
美好奇迹。

种水稻的心得体会500字篇七

现把20xx年市农机局工作简要总结如下：

1、对全市农机化重点项目、重点工作实行重点考核。从今年
开始，每年明确1—2项内容进行重点考核，领导督办，一票
否决。20xx年重点考核的项目是水稻机插秧工作。



2、建立农机化工作联系点制度。实行局领导、机关处室和直
属事业单位区域分片挂钩联系，工作项目和责任全包干。

3、实行重点农机企业列名联系制度。按照“农工双赢”的原
则，积极在局企联合服务、联合指导产品用户生产经营活动、
联合落实各项农机化扶持政策、联合开发、联合试验示范、
联合质量跟踪等方面加强合作，努力实现农机行业资源大整
合、大联合的目标，共同推进农机化事业发展。

4、主动跟进配套，大力发展淮安特色农机。围绕发展现代高
效农业，重点发展田园管理机械、二氧化碳气肥发生器、微
型节能果蔬保鲜库、园艺、花卉机械、林业、畜禽和水产养
殖机械、油菜种植和收获机械、花生起垄铺膜机械、山芋收
获和清洗加工机械、秸秆综合利用机械、粮食烘干机械等。
力争从今年开始，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全市形成具有各区域
优势、反映区域特色的农机化项目试验示范基地，做大做强
特色农机产业。

1、创新载体，解决基层的示范和发展集约化问题。从今年开
始，每年确定和扶持20个水稻种植机械化重点乡镇，即拥有
插秧机达60台以上的占40％。

2、注重发展机插秧大户。年初计划累计拥有2台以上插秧机
大户100个，确保每个乡镇至少有1个，努力实现水稻机插秧
在全市范围内各个乡镇的全覆盖。

3、冷静思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大户正确处理
好“五个关系”。一是处理好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的关系，
防止片面追求大规模，盲目铺大摊子；二是处理好理论上的
计划性与实战中的应变性之间的关系，做到既计划周密、合
理安排，又留有余地，实施应急预案，以应对紧急情况（如
秧苗死亡、数量不够）的发生；三是处理好执行操作规范和
降本增效的关系，防止因随意改变技术规范要求、降低用种、
用肥和基本苗的数量而形成的技术推广中“夹生饭”现象的



发生；四是处理好“大而全”与“小而专”的关系，改变目
前许多大户从整田、耕地到育秧、栽插直至病虫害防治、水
肥管理等每个环节都参与的局面，注重将育秧与插秧分离
（即使是大公司，也要合理分工）；五要处理好推广插秧机
和推广机插秧之间的关系。

20xx年，全市新增插秧机1080台，落实机插面积46。3万亩，
分别是去年同期的1。39倍和1。56倍；全市水稻机插秧水平
已达15。

1、大力发展中介组织，组建基层新型农机服务体系。引导分
散的农机手之间、农机手与农机大户之间通过机械联合、人
机联合等方式，创办各类合作组织、协会、专业公司等新型
服务组织，大力培育跨区作业中介组织和经纪人，组建跨区
作业服务队，推进农机服务向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方向
发展。积极探索以农机大户为主体，农机协会等中介组织为
纽带，农机经营户和其他服务组织为基础的农机服务产业化
新模式。鼓励扶持农机手、农机大户和农机服务组织，积极
开展承包式、定单式等形式的新型农机专业服务。

2、拓展农机服务新领域。推动农机作业服务向产前、产中、
产后延伸，在水稻机插秧、机耕地、畜牧业、渔业、运输业、
水利工程等机械化作业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同时，优化农机
跨区作业证的发放办法，实现农机跨区作业组织主体的新转
变。积极探索跨区作业证由主管局委托给既是农机作业协会
的会员又经市县农机主管部门培训发证的具有资质的跨区作
业经纪人和作业队长来发放，努力使跨区作业经纪人和作业
队长成为县区农机主管局委托的、在基层履行农机跨区作业
管理服务等职能的代理人之一。

按照“方便机手、简化手续、行政提速”的要求，以市农机
行政服务大厅为载体，将所有农机化审批和管理服务事项进
大厅，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一
次性办结”的管理服务运行模式，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和开



展“阳光政务”，努力做到农机行政审批达到“程序最简、
速度最快、质量最高”的目标。目前，全市农机系统所有行
政审批和核准的项目，包括农机年度检审、牌证核发、跨区
作业证免费发放、农机优先供油卡免费发放等工作全部在市、
县（区）的农机行政服务大厅或农机监理大厅进行。

种水稻的心得体会500字篇八

水稻是中国传统的农作物，是中国人民的主食之一，自古以
来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观摩水稻，更是了解水稻种植的
最好方式。我有幸去了一趟江西南昌的田间，观摩了水稻的
种植过程，让我对这个传统的农业文化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
解。

第二段：观摩体验

这次观摩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水稻种植的复杂性和艰苦性。在
田间，整个工作过程都是围绕着水稻的生态特性展开的。我
们走在田间，脚底下的泥土软绵绵的，被倾刻掌握捧起，却
不能离开手指缝。我看到农民朴实的脸上和他那忙碌的双手
一样沾满了泥土。他将水稻苗一颗颗地种在土里，耐心地摘
去那片叶子，轻轻地把根下放在泥土里，再轻轻地盖上泥土。
风吹过来时，波涛汹涌的田野中那韵动的噼吱声，竟显得分
外美妙。这完全是出于一颗不放过一分细节的田园心思。

第三段：感悟体会

水稻观摩，让我对农人从晨光初现到日薄西山的一天耕耘变
得更加敬畏。像守望者一般守护着庄稼所需的一点一滴，护
住稼穑带来的丰收。水稻的生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无
疑是传粉和修剪。他们不仅要经常检查水稻生长状态，还需
要认真修剪掉枯萎黄叶、拔去水稻野草、打扫田地垃圾，以
及及时调节土壤含水量等一系列的工作。这需要农民长时间
的观察和耐心的倾听自然，以及对农作物细小变化的敏锐洞



察力。农民在为作物护理的每一个过程，不光是在完成那些
重要的农活，更是传达着那份对自然环境的热爱和尊重。

第四段：对未来的思考

现代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更方便和更快捷的生活，但同时也带
来了环境的恶化和人民整体素质的下降。因此，我们也应当
关注农业的发展和农业文化的传承。教育出圣贤，功成不垂
更。我们要着眼于农业文化，传承和发扬好的农艺和农思，
对农业进行优化和改进，让农民通过现代科技以及好的管理
方法，更高效的耕作出优质的农作物，加大物资的补贴和资
金的配套帮扶，活跃乡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村提供
更健康绿色的食品。

第五段：总结

在这次田间观摩中，水稻的生态特性以及农民的付出让我受
益匪浅。我们要记住农民辛勤的汗水和对生态环境的爱护，
把这种爱好和尊重传承下去，弘扬农业文化，共同建设一个
美好的中国乡村。农业的兴旺，不仅仅是对一个国家而言的，
更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价值。我期待着未来，
农业的发展会更加势不可挡，中国农民在新时代会抓住新机
遇，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壮大中华农业的品牌，在推动我
国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