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种田的心得体会(优秀5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心得体会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清楚地
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以下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去种田的心得体会篇一

有一个士人叫子牢的，听说长梧封人博学多才，便去请教如
何从政的事。

子牢见到长梧封人，说明来意，提出请求。长梧封人告诉他
说：“从前我种庄稼的时候，耕地粗疏，粮食收成不好，这
是粗疏对我的回报；锄草轻率，粮食收成不好，这是轻率对
我的回报。第二年我改变方法，深耕细作，庄稼便长得茂盛，
粮食收成也好了，这一年都丰衣足食。”

子牢说：“先生，您种田的事我知道了，但我应怎样从事政
务，怎样治理人民呢？”长梧封人说：“从政与种田是一样
的，您从事政事不要粗疏；治理人民，不要轻率。”

庄子的弟子曾问庄子如何修道，庄子给弟子讲了上面的`故事
说：“修道也像种田一样啊！粗疏地对待本性，便造成慾望
和憎恶的滋生，这些便是损害本性的芦柴苇草，它们开始萌
发的时候，用来扶助我们的身体，可是时间久了，它们便拔
出了我们的本性，这种情欲滋长，能发生溃烂，并且是不管
什么地方，穿孔而出，像恶疽、疥和痈，以至内热等病的发
生都是啊！因此，粗疏、轻率之态败害真性，是修道的大害。
”



去种田的心得体会篇二

自古以来，农耕文明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石和灵魂。而作为
种植者和农夫，我亲身经历了农田耕种的辛苦与收获，深刻
体会到了种田的艰辛和乐趣。在这个以工业化为导向的时代，
我们更加需要回归土地，与自然和谐相处。以下我将分享我
在种田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示。

第二段：勤奋耕种

种田首先需要一颗勤劳的心，只有付出汗水和辛劳，才能得
到收获的丰硕。在日常的农耕过程中，我们需要及时翻耕土
地，除草除虫，定期浇水施肥。勤奋的耕种不仅是对土地的
负责，更是对自己的负责。只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才
能拥有一片绿油油、风景宜人的田地。

第三段：耐心守望

在农耕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守望和耐心。种子的发芽、植
物的长势、粮食的成熟，都需要时间的洗礼。有时候，我们
会遭遇恶劣的气候和虫害，但不能因此灰心放弃。只有坚持
守望，不断调整和改进，才能在最终收获一片壮丽的丰收。

第四段：绿色生活

种田不仅是一种工作，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农田不仅给我们
提供了粮食和蔬菜，也给我们提供了空气和美景。拥有一片
绿油油的农田，生活的质量也会得到提升。在忙碌的现代生
活中，农田给了我们一个休息身心的场所，让我们远离城市
的喧嚣和压力。种田，让我们回归自然，享受简单而美好的
生活。

第五段：情系农业



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根，农业是国家的基础。作为一名农
耕者，我们不仅要关心自己的田地，还要关心整个农业发展。
要时刻关注农业政策和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逐渐实现
农产品的高效盈利。同时，我们也应该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保护耕地和水源，降低农业对环境的损害。只有让更多
的人投身农业，才能弘扬农耕文明，推动农业的繁荣。

总结：

种田是一项艰辛而有意义的事业。通过勤奋的耕种和耐心的
守望，我们才能收获一片丰硕的土地。农田的绿色生活也使
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种田经验分享给他
人，以期激发更多的人投身农业，为农耕文明的传承和农业
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
增长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去种田的心得体会篇三

（第一首）

紧搂湿草慢煎茶，暂却诗书学种瓜。

半亩荷风摇月影，一园春水护桃花。

渔蓑粗简心无雨，樵履轻灵路有涯。

镰解犁消多少事，银锄挥处乐余家。

（第二首）

谁能小看我农民，种养粮食绿众林；

改善生活凭体力，发家致富靠勤心；



锄头舞动银光闪，汗水纷飞幸运临；

劳作丰年收获好，歉收岁月娌妯亲。

（第三首）

南风又绿两河边，万里农家备早田。

背负青天头对地，朝朝暮暮汗涟涟。

年年种下千斤米，卖与商人四角三。

沃土缘何无照料？心忧黍贱不得钱！

（第四首）

日出东山雾霾尽，春风佛面暖人心。

阳光灿烂精神爽，草木复苏晨雨淋。

双燕立梁房上叫，群龙聚首屋中斟。

家家户户忙耕种，邻里相帮情感深。

（第五首）

高朋相聚在厅堂，置腹舒怀话短长。

执箸佳肴含五味，举杯玉液入衷肠。

豪言壮语谈国事，评古论今赞大唐。

利禄功名抛似土，惟存浩气耀荣光。

（第六首）



管他风雨几十载，早起迟眠报圣恩。

汗洒禾间香五谷，情铺天下绿三春！

堂堂正正吃空饷，碌碌劳劳呕血心。

足饮长思挖井苦，饱食莫忘种田勤！

去种田的心得体会篇四

当年，为了逃避种地，选择了教书。最近，连续的亲近土地，
有感觉种地比教书似乎更有成就感。

前两周，先是去外地买了几十株优质的核桃苗，栽在地里。
然后又从网上弄了些秋葵、胡萝卜、人参等种子，育上，从
来不稼不穑的我，心里居然有了一丝谈谈的牵挂。昨天回老
家，第一件事居然是去地里查看核桃苗活了没有，蔬菜苗出
了没有，地干还是湿，这与我算是破天荒了。

在这个已经基本上打破了靠天吃饭的时代，肥水不愁，一般
只要人下点气力，用点心，基本上能达成种豆得豆、种瓜得
瓜的目标。可是，教书呢，就不一定了！

初三一个孩子，已经连续两次打督学的电话，投诉说班主任
怎样怎样，督学找了我两次。都知道，初三孩子的叛逆期，
那种顽劣是很难以改变的。家长也是泪水连连，束手无策。
这样的问题孩子，老师百倍的用心和付出，并不一定换回一
丁点儿改变。保证一遍又一遍的写，承诺一遍又一遍的说，
可我行我素依旧。

像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每个班主任都会有一本类似的血
泪史。而每个任课老师都会有一本类似的“护师符”，班里
谁要如何待，谁要如何管，谁你千万别惹……中国的教育，
已经病了。有人说，你这样的说法，太过于绝对，还是好孩



子多，那么咱再说说那些好孩子。

就在和他说话的时候，我手里拎着三条鲫鱼，准备给老婆煲
汤的。卖鱼的孩子也是我的学生，初二没读完，就去上武校，
然后武校没上几天就回来了，回来又上了几天，便辍学了。
曾经很是调皮了几年，现在收了心，专心致志的帮助父母倒
腾些水产，生计自不成问题。见我卖鱼，二话没说抓了几条，
并且死活不肯收钱，说是自己抓的。我把两个孩子做了比较，
第二个孩子的社会生存能力、生活能力、幸福度比第一个孩
子要强得多。

一下子记起，曾经和我的同事分享的一个故事：老教师的女
儿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有人给介绍了当年他的得意门生。
叫到家里，吃了顿饭，看到学生厚厚的眼镜片，人情世故一
点不懂，老教师一声长叹！好女婿的标准和好学生的标准是
不一样的。

去种田的心得体会篇五

第一段（引入）

种田是耕耘土地，耕作种植农作物的一项重要农业活动，是
农民朋友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在我多年的农田劳
作实践中，我积累了一些关于种田的心得，特此总结分享给
大家。

第二段（创新）

在种田中，我发现不断创新是取得好收成的关键。过去，我
们多是按照传统办法进行种植，即依赖于自然条件，对作物
的生长情况很少进行干预与管理。然而，如今我们可以积极
参与作物的生长过程，采用科学的手段，比如合理施肥、植
物保护等。这些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促进了作物的增产
和改良，使农民朋友们得到了更好的经济效益。



第三段（耐心）

种田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耐心是取得好收成的重要条件之一。
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说，耕耘一块田地，所需时间往往比我们
预期的要长。在种植过程中，我们需要等待，需要耐心观察
作物的生长情况，并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只有经过长时
间的耐心等待和细致管理，才能收获丰硕的果实。

第四段（勤劳）

勤劳是农民朋友们种田过程中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毫无疑问，
农田是需要劳动的。只有辛勤劳作，才能获得丰收的果实。
在种田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与大自然对话，每天早出晚归，
在酷暑寒冬之中勤劳劳作。通过自己的双手付出辛勤的劳动，
我不仅丰收了土地的回报，更锤炼了自己的意志品质，让自
己更加坚定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第五段（经验）

人们常说，“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在种田的过程中，我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成为我今后种田的宝贵财富。我
经历了风雨，学会了通过经验来判断和解决一些问题。比如，
通过观察作物生长情况，我掌握了灌溉的时机，以及如何恰
当地施肥等等。这些经验不仅提高了我种田的技能，更让我
变得更加成熟和聪明。

结尾段

无论是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种田者，都会从种田过程中得到
许多体会和收获。对种田者来说，创新、耐心和勤劳都是取
得好收成的关键品质。而通过不断积累经验，我们能够更加
熟练地应对各种情况。希望我的种田心得能够对农民朋友们
的农田生产有所启发和帮助，实现增产、增收的目标。让我
们共同努力，为丰收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