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心得体会(汇总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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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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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心得体会篇一

根据《2020年33项民生工程省级实施方案》，为切实做好退
役军人技能培训工作，提升退役军人就业能力，将促进退役
军人高质量、稳定就业的政策落实落地，特制定本方案。

我市未参加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或退役军人安置部门）组
织的技能培训的退役军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复员干部)。

全市全年组织实施退役军人技能培训人数1390人，其中埇桥
区430人；砀山县234人；萧县275人；灵璧县265人；泗县186
人，培训合格率达到90%以上。

（一）培训内容。鼓励退役军人结合自身需要，自主选择工
种或项目，参加适应性培训和技能培训，提高适应社会经济
的能力和掌握就业所需的知识及技能。适应性培训应在退役
军人报到后1个月内完成，技能培训应在一年内完成。

（二）补助政策。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
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
发﹝2018﹞26号）规定，退役军人退役后可选择接受一次免费
（免学杂费、免住宿费、免技能鉴定费）培训，并按规定享
受培训期间生活补助，生活补助费的发放与到课率进行挂钩。

（三）资金筹措。技能培训补助经费中央财政按人均约3500



元安排，就业补助资金按人均2400元安排，不足部分由市、县
（区）承担。

（一）确定培训机构。由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确定培训
机构,将培训任务交由师资力量强、实训条件好、教学质量优、
具备资质的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承担，鼓励开展“订单
式”“定向式”“定岗式”培训。

（二）合理设置专业。以就业为导向，根据市场用工需求和
退役军人的培训意愿，合理设置培训专业，提高培训与就业
的关联度，按需求进行实用性培训。

（三）组织报名登记。由各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组织
退役士兵报名登记，认真做好政策咨询和解答工作。

（四）加强教学管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加强对培训机构的监督指导，培训机构
要加强教学管理和学员在校期间的日常生活管理。

（五）资金核拨支付。省财政根据实际培训完成人数下拨中
央补助资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将退役军人
技能培训纳入市以上就业补助资金分配因素。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负责统筹安排使用退役军人技能培训资金。对中央补助
资金不足部分，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提出，同级财政部门从就业补助资金中按照不超过2400
元/人的标准予以保障，具体拨付方式按照培训结束结业人数。
生活补助费由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核定培训人员名册，按
实际培训结业人数拨付。

（一）明确责任，抓好落实。市、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
积极会同人社、财政等部门，做好组织报名、确定承训机构、
教学管理、技能鉴定及就业服务、经费保障等工作。

（二）制定方案，完成任务。各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根



据市技能培训实施方案制定好退役军人参训实施细则，做好
参训人员统计和年度培训实施工作，建立退役军人技能培训
电子档案，实施培训工作月报制度，每月25日前把退役军人
培训情况上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各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于12月8日前将退役军人技能培训进度情况和年度总结报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汇总后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根据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省财政厅关于年度绩效评价的部署和要求开展自查
自纠和绩效评价。

（三）加大宣传，增强效果。各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
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坚持调整改进、稳步发展，注重总结
经验、着力提升服务，动员和引导辖区内退役军人积极参加
适应性培训和技能培训，实现社会适应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双
提升。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心得体会篇二

军人退役后，除了享受国家对于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外，还
需要进行必要的退役培训，以适应民间生活的变迁和就业市
场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军人退役培训的重
要性，也体会到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感悟，下面就和大家分
享一下。

第二段：学习了新的技能

在退役培训中，我学习了很多新的技能，如计算机操作、驾
驶技能、电焊技术等。这些技能不仅有助于找到工作，提高
自身竞争力，也可以为我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尤其是计
算机操作和电子商务方面的课程，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跟上时
代的步伐，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

第三段：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

在退役培训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



过听课、讲座、讨论等多种形式，我对国家、军队、社会和
个人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培训期间还
组织了军地交流，我和其他退役军人一起分享了自己的军旅
经历和所学所得，感受到了大家之间的深厚友谊和情感连接，
更加意识到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第四段：增加了自信心和自尊心

在军营中，我们的任务和职责是明确的，有固定的模式和规
矩。退役后，需要面对更加广泛和多元的社会需求和人际关
系，需要适应更为复杂和多变的环境和情境。通过退役培训，
我学会了如何与人沟通、协调和合作，增加了自信心和自尊
心，不再感到退役后的无所适从和迷茫。

第五段：结语

军人退役培训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推广的重要举措。通过这个
过程，可以帮助退役军人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和就业市场，
同时也有助于加强退役军人在社会心态、职业能力、思想意
识等方面的能力培养。在我看来，退役培训不仅是一项政策，
更是一种关爱和关注，希望更多的退役军人能够了解并参加
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寻求进步和提高，为建设和谐
社会和美好生活作出更多的贡献。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心得体会篇三

军人在军队中服役多年，练就了过硬的军事技能、坚强的毅
力和不屈的战斗精神，但退役后需要转化自己的职业方向，
重新适应社会。为了帮助军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国家与各大
企事业单位提供了各种形式的退役培训。在这种培训中，我
深深地感受到了许多东西，下面就让我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
心得体会吧。

第二段：培训的重要性



军人的退役培训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
会，了解行业。在培训中，我重新认识了自己，发现了我需
要继续学习的技能和知识，提高了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同
时也更加熟悉了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

培训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规划未来，学习如何制定职业规划
和职业发展方向。通过培训，我确立了自己的职业目标，并
计划通过努力实现它。

第三段：培训中的学习

在培训中，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如如何写一份
优秀的简历，如何进行面试，如何挑选合适的行业和公司等
等。

当然，在学习过程中也会遇到困难和挑战，但正是这种经历
让我更加自信、更有耐心和韧性。同时，也收获了一些认识
上的转变，比如主动与他人沟通交流，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
积极面对问题和挑战。

第四段：交流与互动

在培训中，我还与其他退役军人进行了交流和互动。我们互
相分享经验和体验，通过交流激发出更多的想法和新思路。
这种互动让我更能够融入新环境和工作中，促进了彼此的成
长和进步。

同时，我也通过与老师和导师的对话，获得了更多的指导和
建议。这些建议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让我更加明确了未来的
发展方向和目标。

第五段：结语

退役军人需要适应社会、融入工作，培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学到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技能，
充实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同时，培训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交
流和互动的平台，让我们更加容易融入工作环境，获得更好
的职业发展。希望更多退役军人能够参加这种培训，更好地
适应社会，展现出自己的价值与潜能！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心得体会篇四

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提升退役军人技能培训质量，推动建立退役军人技能培训
协调机制，统筹培训资源配置，进一步激发退役军人参训热
情，不断扩大退役军人技能培训覆盖面，根据《安徽省退役
军人培训机构管理办法（暂行）》（皖退军人发〔2020〕23
号）、《安徽省民生工程—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实施方案》要
求，现就开展退役军人异地技能培训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异地技能培训，是指退役军人在所属地以外培训机构参加技
能培训的情形。异地技能培训的实施主体是全省各级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培训名额仍列入退役军人所属地民生工程的目
标任务。

开展异地技能培训的培训机构，应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公布
的安徽省退役军人培训机构目录中遴选。

（一）定向培训。省、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根据技能提升和
就业工作需要，确定相关培训工种（专业），定向开设技能
培训班次。培训学员由市、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结合退役军人个人经历、就业意愿，以市、县（市、区）为
单位统一选派。

（二）自主参训。退役军人可根据培训机构工种（专业）设
置和个人意愿，自主参加技能培训。退役军人选择所属地之
外培训机构参加技能培训的，须到所属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填写《安徽省退役军人异地技能培训申请表》（见附件），
并经审核同意。

（一）补贴标准。异地技能培训费以县（市、区）为单位，
在国家和省技能培训补助总额度内统筹使用，最高不超过人
均5900元，并按规定享受培训期间生活补助。

（二）结算方式。

1. 定向培训，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协调的承训机构直接开
展培训。培训结束后，主办部门会同承训机构对培训合格人
员进行核准，核准结果及时反馈参训学员所属地，所属地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据此拨付培训费用，原则上一个月内完成。

2. 自选培训机构自主参训的，培训费用由参训学员先行垫
付，培训结束并取得相关专业合格证书后，到所属地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备案，提供相关证明由所属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据实核报。

（一）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密组织，严格管理，确保
规范组训、科学施训，务求培训实效。要抓住退役军人返乡
报到的时机，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异地技能培训宣传，“一对
一”传达国家和省有关退役军人技能培训的优惠政策和措施，
激发退役军人主动参加技能培训的热情。

（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做好牵头协调工作，负责技能培
训的动员报名、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培训信息台账建立和培
训机构开班申请、教学计划、学员名册等审核工作。配合各
培训机构做好学员就业推荐、学员资料档案建立等工作，提
高培训质量和水平。

（三）财政、人社部门统筹做好培训资金的安排、拨付与监
管工作，要根据民生工程确定的培训人数，及时按中央和省
级补助标准拨付给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四）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严格遵守专项经费使用管理
有关规定，用足用好技能培训经费，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
作他用，对滞留、截留、挤占、挪用、虚列、套取、私分培
训资金等行为，按照有关规定依法严肃查处。培训结束后，
按要求及时将培训情况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
备案。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心得体会篇五

军人退役后面临着许多转变，要适应和融入社会。为了帮助
退役军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国家设立了军人退役培训项目。
退役培训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让军人更好地适
应社会生活，重新获得生存与发展能力。

第二段：个人参加退役培训的经历

我是一名退役士兵，退役后便报了名参加了退役培训。培训
课程包括了职业技能教育、安全生产教育、创业教育等内容。
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通过交流互相学习，
我增长了不少知识和技能。

第三段：对退役培训的收获和体会

退役培训让我对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入，让我了解到社会的潜
规则和职场的竞争。通过培训，我学习到了很多新知识和新
技能，这些技能对我以后的求职和创业都很有帮助。此外，
培训中的团队合作让我更能适应团队合作的工作环境。

第四段：退役培训的不足之处

尽管退役培训有很多好处，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培
训内容并不完全适应不同退役士兵的实际需要。第二，培训
机构和学校教育的差异比较大，有的培训机构过于注重理论
教学，而忽视实践教学。



第五段：结论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士兵安置政策的逐步完善，退役士兵和国
家之间的协同发展将越来越受到重视。退役培训是一个很好
的契机，可以让我们逐步适应社会，获得更多的职业技能和
自我发展空间。希望退役培训能够更加贴合退役士兵实际需
要，为退役士兵的人生之路加油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