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骨干人才个人年度总结 基层骨干
人才培训心得体会(模板5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
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
家可以喜欢。

骨干人才个人年度总结篇一

基层骨干人才是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素质高低直接
影响到企业的整体发展。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加强基层骨
干人才培训尤为重要。我参加过企业组织的一系列基层骨干
人才培训活动，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了解情况

首先，在参加培训前，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情况。在我的经
历中，我们组织了一次自我评估活动，通过评估，我们深刻
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这让我们更好地
理解了培训的重要性，并为之后的培训活动做好了准备。

第三段：实际操作

培训活动不仅仅是理论学习，更需要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
我参加了一次比赛，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团队，通过探究市场
需求、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劣势等多个步骤，我们成功地开发
出了一款新产品。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学习到了团队合作、
市场营销等实践方面的知识，也培养了自身的创新能力。

第四段：交流分享

培训的过程中，交流和分享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组织



了一些小组讨论和分组分享活动，让每个人结合自己的实际
工作经验，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这不仅让我们相互学习，
也增进了团队之间的沟通和合作能力，建立了更紧密的团队
关系。

第五段：总结

最后，总结是我们培训活动的重要环节。我们组织了一次全
员的反思会议，让每个人总结自己在活动中的收获和遗憾，
分享自己对未来工作和学习方向的规划。这个过程让我们更
加深入地认识了自己和他人，同时也帮助我们为未来的工作
规划制定更明智的决策。

总而言之，基层骨干人才培训需要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
不断地践行实践、交流分享、总结反思，才能不断提高自身
素质和企业整体实力，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

骨干人才个人年度总结篇二

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少！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
惜！

这样一些关于浪费时间的诗句在上小学时就被老师常常教育
着，现在想起来都记忆忧新，但自已一直也只是一味的仅把
他当成诗句而已，上周，我观看了李践老师的（时间管理），
看了以后真是受益非浅，让我知道了要很好的完成工作就必
须高效的管理自己的时间。

首先要明确自已的目标，没有目标就没有规划，有了规划就
要一分一秒让它产生价值，不管任何事一旦想到了就要尽快
的去做，就是老师口中所谓的”快快快“不要一味的托延时
间，不要害怕失败，失败一定是要原因的，成功一定是有方
法的，所以要时时总结自已所犯的错误，自已错在那里？要
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进步。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快速的实



现自已的目标。

时间流逝的无影无综，去的快，来的也快。而能否把握时间，
做时间的主人往往决定着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生命的长度掌
握在上帝手中，但生命的宽度却掌握自已的手中。

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黄金，朋友们，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
谏。愿我们都把握今天，从今天开始，争做时间的主人，把
一生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无限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骨干人才个人年度总结篇三

教育类的书籍，对我印象最深就是理论性强，枯燥乏味。假
期骨干教师培训时，我读了《陶行知教育理论》一书，我坦
言自己以前对陶行知先生其说知之甚少，对“没有读过陶行
知的人，不配在中国做教师。”的说法曾经表示过不屑，从
教二十年了，自认为对工作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不辞劳苦，
不也做的好好的吗？可是读了《陶行知的教育名篇》，给我
点亮了一盏心灯。当通过一段段短小、精辟的文字去了解陶
行知先生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生活即教
育”“教学做合一”等他所创立的经典教育理论时，不仅被
这位教育大家的远见与深刻所折服，深感自己对教育的理解
还比较肤浅。

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
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
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
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
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
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育、学校、书本
甚至一切的标准。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服务。我还认识到：



实施爱的教育，保护和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为创新
能力的形成奠定心理基础；实施生活教育，引导学生关注社
会生活，是为学生打开创新思维的源泉；尊重学生主体，指
导学生学会学习。焕发学生活力，是培养创新能力的操作要
求。

教师对后进生应有要有一颗爱心，它不埋在胸膛里，而应擎
在手上，高高举起，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时时感觉到。
老师对后进生更要倾注真诚的爱心，使学生感到老师的亲切、
集体的温暖，从而树起生活的信心，提高学习的积极性。我
们的适度教育更是要求我们对待后进生要有一颗博大的爱心。

陶行知先生还反对限制儿童的嘴、时间和空间的做法。也许
我们认为自己不是这样的人，但陶先生反对的这些问题现在
仍然存在，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学校。五六十人的大班额、三
十五分钟的有限时间、单元课时的限制、需要照顾不同层次
的学生等等，这些是不是让我们感到无能为力呢？课堂上并
不是每个想说的就能有机会说，因为回答问题的机会总是有
限的；并不是每个问题都能及时得到解答，因为课堂总是有
侧重点的；并不是每个孩子的时间都能解放，因为每个人接
受知识的能力是不等同的。作为一名老师来说，总是尽自己
的最大努力解放每个孩子的嘴、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有更
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创造力。我们庆幸我们学
校实施适度教育研究，把学习的乐趣还给了学生。孩子们有
了更多的时间进行生活体验，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做人
的道理，人生的学习，这些都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孩子的心
灵。我想，陶先生地下有知，应该能够感知到今天教育的变
化吧。

掩卷沉思，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名篇如同一面镜子，照到了我
教育教学中的许多问题，点亮了我的心灯。我将把陶先生的
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不断地总结，深入反思，树立全新的
教育理想、教育信念，在实践中努力获得一种职业的自觉。



骨干人才个人年度总结篇四

在医学领域中，骨干人才的培养一直以来都备受重视。作为
医生骨干人才培训的一员，我有幸参加了一次为期一周的培
训。这次培训不仅让我深入了解了医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和技术，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深刻的思考和体验。以下是我对
这次培训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课程设置丰富多样，扩展了知识面

这次培训的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多样，包括了基础医学知识、
临床技能培训以及创新科研成果的分享等。课程设置的多样
性让我能够系统地学习和了解医学领域的最新动态，扩展了
我原有的学科知识面。尤其是在临床技能培训的过程中，我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操作技巧，对提高我的临床能力有着明显
的帮助。

第二段：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增进了沟通与合作能力

在培训期间，我们有幸与医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了面对面
的交流。他们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医疗经验，并与我们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这种交流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专家
学者们对于医学事业的热情和追求。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
不仅积累了宝贵的学习经验，还在沟通和合作能力上有了明
显的提升。

第三段：培训中的团队合作锻炼了我的组织管理能力

培训期间，我们被组织成了一个个小组，开展了一些团队合
作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锻炼了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
我们需要分工合作，明确任务，合理利用每个人的特长。通
过这些项目，我学会了如何与团队成员合作，如何有效地组
织工作，这对于我今后在医疗实践中的团队管理将有着重要
的帮助。



第四段：专业知识的更新让我对医学事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这次培训不仅让我学到了最新的医学知识，更让我对医学事
业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我看到了医学事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也意识到了医生骨干人才在其中的重要性。作为医生骨干人
才，我们不仅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成为医
学事业的推动者和领导者。这次培训让我认识到了医学事业
的宏大和复杂，同时也激发了我不断学习和进取的动力。

第五段：对个人发展的思考和规划

通过这次培训，我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和个人发展有了更加清
晰的思考。我意识到，作为医生骨干人才，我需要不断提升
自己的专业能力，同时还要锻炼自己的沟通合作能力和组织
管理能力。我计划在以后的工作中，积极参与创新研究项目，
提升自己的学术造诣，并努力成为医学事业的发展推动者。
同时，我也会注重团队合作和领导能力的培养，争取更多的
机会提升自己，在医学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这次医生骨干人才培训给我带来了深刻的思考和
体验。通过丰富多样的课程设置，与专家学者的面对面交流，
以及团队合作的锻炼，我不仅学到了新知识，还提升了自己
的沟通合作和组织管理能力。这次培训让我对医学事业有了
更加深入的认识，并对个人的职业规划和发展提出了明确的
目标。我将努力实践所学，成为医学事业中的中流砥柱，为
社会健康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骨干人才个人年度总结篇五

读了《陶行知教育名篇》，感受颇多陶行知是一位为世人敬
仰、怀念的人民教育家。他以毕生的精力，批判旧教育，探
索新教育，致力于教育改革并付诸实践。本书汇集了陶行知
先生平生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精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
学万学学做真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作



为一名教师，“要教人求真，首先要教己求真，求真的知识，
真的本领，真的道德。”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不是用一
两句话就可以概括的。深深体会到“教学合一”、“学生自
治”、“创造的教育”、“创造的儿童教育”等各个方面内
容，集中体现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教学合
一”以及“创造的教育”的独特教育思想。 首先，陶先生提出
“教学合一”。

“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教的
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 陶先
生倡导“生活即教育”，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
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社会即
教育”，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大自然里，使它们任意飞翔。
把学校的一切伸到大自然里，要先能做到“生活即教育”，
这样的学校才是学校，这样的教育才是教育。陶先生主张远
离生活的教育不是真教育，好教育，脱离实践的知识是虚的，
不实用的。今天我们的教学提倡生活化、人文化，也正是陶
老先生的理念，学习离不开生活，学习就在生活之中，学生
活中的问题，已成为我们每一个教师所努力做到的。好的老
师不是教书，也不是教学生，而是如何教学生学。教学一方
面要老师负指导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对
于每一个问题，不是要老师全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
而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过程，组织好，指导学生，
使学生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类似的经验，自己将这个方法找
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
有了这种经验，学生才能自己去探求知识，成为主动学习者。
教师应不断研究，才能时常找到新理，只有学而不厌，然后
才能诲人不倦。如今，新课程倡导的也正是这种教育理念。

每个人成长是全方位的，伴随身高、体重一起变化的是思想
和心灵，虽然后者是隐性的，但是老师、家长还有社会也决
不能忽视。在本书中，陶行知下去女先生积极创设“合理的
生活”亦即“合理的教育”，把学生还原成6—12岁的儿童，
让他们的身心需求得到释放和满足：学生需要交流，我们老



师就是可以家谈的朋友；他们需要倾诉，我们就是忠实的听
众；他们想要解释，我们就给予充裕的机会；他们需要玩耍，
我们就开展“有效课堂”、“有效作业” 的研究，追求“轻
负担、高质量”，其次，是爱的教育。

在两颗心逐渐融化为一的过程中，教师按真人的规范导之以
行，或示范，或帮助，或催化，或促进，每一施教又无不浸
透着期望和成功的喜悦。陶行知最最反对体罚，他准确地说
明了体罚的危害：“体罚是权威制度的残余，在时代的意义
上说它已成为死去的东西，它非但不足以使儿童改善行为，
相反地，它是将儿童挤下黑暗的深渊。”罚非爱，害也。作
为现代学校的教师，我们要记住陶行知的话：“我们奋斗的
工具是爱力不是武力。”动武，意味着教师自身的失职。

教师没有爱，教学也没有激情。没有课堂上师生间心的相通、
情的交融，也就不可能产生教学所需的智慧和吸引学生的技
巧。只爱一部分学生，意味着对另一部分学生冷漠，那是偏
爱，偏爱是一种非理智的情感。陶行知特别反对“纯以面貌
美丑为取舍”的选拔法，他办育才学校施爱于所有难童，包
括有生理缺陷或有病,孩子才是真正的爱。”由此我想到，教
师对学生的爱应是一种理智的诚实的公正的稳定的师爱，它
是高尚情感和科学的严格要求相结合的产物。陶行知称学生为
“爱人”，说明他的教育思想，是把爱和教育视作天生的结
缘。教师爱学生，就有教育，学生爱教师，于是教育产生效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