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培训总结(精选5篇)
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总结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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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培训总结篇一

5月22日，在《民法典》颁布两周年之际，循化县司法局普法
小分队深入白庄镇乙日亥村，开展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
伴”为主题的普法宣传活动，营造法治氛围，助力乡村振兴。

在活动现场，县局资深法律工作者靠维福主任通过讲座的方
式，向村民介绍了《民法典》的主要内容、实施意义。用通
俗易懂的言语仔细解读赡养老人、抚养孩子、婚姻家庭、民
间借贷、宅基地使用权等相关内容，并就群众现场提出的法
律问题进行详细解答，引导他们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此次活动共发放《民法典》《法律援助法》《人民调解法》
等书籍、宣传折页、手册1000余本，现场提供法律咨询5人次，
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的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引
导居民形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惯性思维，让法治之光照
亮千家万户。

开展培训总结篇二

经过这几次的新教师培训，让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了更加深
入的认识，使我受益非浅。我的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育
教学理论得到更新，极大的提高了我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教育教学策略。这次培训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对教学规章



制度、教学常规、师德、教育的常识和特点等诸多方面的系
统学习。这次培训我的收获很大，现将自己的心得体会总结
如下：

以前我所理解的课堂教学，就是教师讲，学生听，老师的任
务就是完成自己制定的教学目标，学生的任务是老老实实认
真听讲。通过培训使我深刻地体会到“学生是课堂主体”这
句话含义。教师的任务除了完成教学目标以外，更重要的是
要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而不只
是学会一道题的做法。当学生出现与课堂教学预测所不一致
的行为是，我们决不能埋怨学生，应当及时自我反思，找到
自己教学方法的不足，进行修改，以适应学生的心理特点，
让学生易于接受，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以后我应当做到每节
课后及时反思自己的教学，不断改进教学，以增加课堂教学
的魅力，达到及时调控学生的情绪，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
教学的目的，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

试想一下，如果给上过学前班和没上过学前班的同学都用同
样的方法来讲“2+9”的算法，效果将会完全不同。所以这就
要求我们备课前应对学生有充分的了解，根据学生自身的特
点选择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是整个教学过程结构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是教学的基础要素之一。在教学中可以采取的
方法有很多如：讲解法、演示法、课堂回答、练习、学业游
戏、参观法等很多方法，可供选择。选择了适合学生心理特
点的教学方法以后，还要对教学过程的程序及时间进行详细
的安排记录，认真写好教案。做到每一课“有备而来”，每
堂课都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充分利用各种教具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使课堂效率达到最大值。

课后，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相应的辅导，以满足不同层次
的学生的需求，同时加大后进生的辅导力度。对后进生的辅
导，并不限于学习知识性的辅导，更重要的是学生心理的辅
导。要提高后进生的成绩，首先要让他们树立自信心，例如
教师在批改他们的试卷是可以相对放松，把他们的成绩提高，



让他们觉得自己也很棒，逐渐的建立起自信。通过各种途径
激发他们的求知欲，让他们意识到学习并不是一项任务，也
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是充满乐趣的。从而自觉的把身心
投放到学习中去。这样，后进生的转化，就由原来的简单粗
暴、强制学习转化到自觉的求知上来。使学习成为他们自我
意识力度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再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提
高他们的技能。并认真细致地做好查漏补缺工作。后进生通
常存在很多知识断层，这些都是后进生转化过程中的拌脚石，
在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时，要特别注意给他们补课，把他
们以前学习的知识断层补充完整，这样，他们就会学得轻松，
进步也快，兴趣和求知欲也会随之增加。

素质教育把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重点，正是反映时
代的要求。想要培养出创新性人才的前提是教师要有创新性，
一个古板的老师是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一批具有创新性思维
的学生的。教师在教学中应制造有利于产生灵感的适宜环境
创设宽松的心理环境，让学生有课堂安全感，给学生充分选
择的余地，减少对学生的限制，给学生尽可能多的自由活动
时间，让学生有机会发挥其创造性。除了环境以外还应当注
意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求知欲望，使学生主动
获得知识并促进其创造性的发展。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让学
生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做更深的探究，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
提出问题。鼓励学生大胆假设和猜想，重视学生的知觉思维
能力，直觉是创造性思维活跃的一种表现，在创造发明的过
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帮助学生去发展和
利用它，从而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水平。

作为一名新教师，我不仅要向书本学习，而且要虚心请教其
他老师。在教学上，有疑必问。在各个章节的学习上都积极
征求其他老师的意见，学习他们的方法，同时，多听老师的
课，做到边听边讲，学习别人的优点，克服自己的不足，并
常常邀请其他老师来听课，征求他们的意见，改进工作。其
实，对于教师来说还有一个很好的老师那就是学生，学生给
我们提供的不是一个岗位，而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中国有句



古话“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想这大概也
就是教学相长的道理吧。

在参加培训后，使我更深刻的认识到，做为一名教师，一个
学生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沟通学校与家长、社会的桥梁，
只有自己掌握了新的知识理论才有可能教育好祖国的未来。
我有信心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学习，尽快提高自己的专业
知识和教学水平，胜任自己本职的教学工作，从而真正成为
一名合格教师，为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开展培训总结篇三

翻开历史的画卷，从1954年到20xx年民法典的编纂走过了漫
长的道路，一部“法”的诞生伴随着中国社会60多年跌宕起
伏的发展，伴随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

根据党中央的工作部署，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接
续努力推进编纂民法典工作，先后十次审议民法典相关草案，
组织全国人大代表两次研读讨论民法典草案，采取多种形式
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经过反复修改的
草案，充分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体例科学、结构严谨、
规范合理、内容完整并协调一致。该法典在本次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体现了全国人
民的心声和愿望。

民法典是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法典，使命是打造公平正
义环境。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提供了日常遵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满意度不断加强。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变化的过程
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驱动下的创新创造，在这个过程



中，“法”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民法典作为社会的基本法，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立法表
达。民法典就像一个无形的天网，全方位保护人民民事权利，
每一条法律规定都凝聚社会生活规则的最大共识，让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法制建设更加深入人心。《民法典》的颁
布实施，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座“大厦”
的重要支柱，必将为法治中国建设筑牢根基，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民法典的颁布实
施，标志着我们国家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国依
法治国迈上新台阶。

我国《民法典》是保护公民私权利的法律汇总，从某种意义
上讲，《民法典》就是公民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作
为事关每个公民“从胎儿到身故后五十年”漫长岁月切身利
益保障的法律，《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休戚相关。

民法典的颁布，是维护人民权益的客观需要，大到国家所有
制、土地制度，小到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生产经营、个人
信息保护、私有财产保护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民法
典的颁布，让公民更有尊严地生活，保障人人享有人格尊严、
人身自由、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
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还有各种各样的财产权利等等。
民法典让社会更加公平发展，让群众步入幸福安康的生活。
建设完备的社会财富保护体系，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让公民尊严得到充分尊重、民众智慧得到极大发挥、社会财
富得到充分涌流，是民法典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应当具有
的历史价值。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中国截
至目前体量最为庞大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民法典》共七编，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
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共
计1260条。这1260个条文涵盖了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参与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巨大影响还体现在对其他民事单行法的
吸收合并上。《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后，我们耳熟能详的
《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
《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将
废止，退出现行有效的法律体系。

开展培训总结篇四

为深入学习宣传《民法典》，进一步提高群众的学法、尊法、
用法、守法意识，5月23日，十里铺司法所联合铁路西安机务
段共同开展了“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讲活动，活
动邀请了林麓律师事务所潘国栋律师作专题讲座。

潘律师结合生活中的案例，对民法典的合同编进行了详细的
解读。讲座以案释法，依法论事，内容丰富，阐释精准，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民法典是我国当代公民权利的宣言书，事关千家万户和各行
各业，与每一位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参加讲座的
青年干部职工表示，通过讲座增强了法律观念和法治思维，
提高了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今后要加强学习、宣传民法典，
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学以致用，做学法用法守法的模范。

开展培训总结篇五

为提升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邮储银行潜山市支
行在5月“民法典宣传月”中利用厅堂主阵地开展“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为主题的《民法典》宣传活动。

该行首选让员工熟悉和了解民法典相关内容，加大学习培训
力度，让每个员工对民法典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利用led
屏和视频电视滚动播放宣传活动标语及民法典相关知识小视
频，指引客户在等待办理业务时观看，并在网点厅堂内悬
挂“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横幅，并设立民法典知识咨询台，



向前来网点办理业务的客户普及《民法典》相关知识回答民
法典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在婚前财产等群众关注度较高的问
题方面提供了一对一的咨询服务，推动了广大群众对法治社
会的认知。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使得该行员工对民法典相关知识有了更
深的了解，更主要是的是提升了群众对《民法典》的了解与
认识，营造了普法、学法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