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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分析研究，借此上
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从中提炼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提高
认识，以正确的认识来把握客观事物，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
际工作。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下面是
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跳高技术分析与个人总结篇一

人们对来自石油中的.石蜡非常熟悉.不过,不知大家想过没
有?即使对石蜡这样很普通、很廉价的原料,一旦经高科技打
造后,也可能化普通为神奇,迸发出比蜡烛亮千万倍的光辉!这
方面,一些外国科学家进行了尝试,并且已引起科技界普遍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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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高技术分析与个人总结篇二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问
题.可能性问题是先验真理问题,而综合正是回答先天综合判
断真理问题的关键.本文对康德综合概念的四重含义进行了考
察,它们是逻辑学的综合概念、认识论的综合概念、方法论的
综合概念、存在论的综合概念.本文对相关的分析概念进行了
连带的考察,但是同时指出综合概念是整个批评的基石和线索
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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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高技术分析与个人总结篇三

正式面试包括行为面试和知识面试，

（1）行为面试。几乎所有的行为面试中自我介绍都是一个主
要的内容。自我介绍看似简单实际上很难对付的。通常我们
会想，不就是介绍一下过去的经验吗，那就很容易呀。别人
不了解难道我还不了解自己？但是有没有想过，既然简历上
已经把经验写得很清楚了面试官为什么要求再复述一遍呢？
所以说面试者肯顶希望听到简历之外的内容。

（2）向孔雀学习，有一位公共关系教授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
“每个人都要向孔雀学习，两分钟就让整个世界记住自己的
美”。自我介绍也是一样，面试官给每个人只有两分钟的时
间因此，准备自我面试的第一条要诀是短而精。

轮到他的时候，他一改前面大家沉闷的介绍思路。第一句话



就说：“我今天的自我介绍想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学四
年我学到了什么，一是在大学四年教会了我怎样去学。一个
是什么的问题，一个是怎样的问题。”当时面试官眼睛一亮，
露出赞赏的眼神。简短的回答之后，面试官说：“从你刚才
的自我介绍中，我发现你是一个特别能表达的人，并充满了
创新的火花。”

（4）基于事实的自我介绍。目的是为了获得职业，与自我标
榜、自我吹嘘无关。基于事实的自我介绍才能使气氛变得舒
坦起来，自己也能游刃有余。不能言过其实、夸夸其谈，也
不要设计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应掌握要领单到直入地围绕自
己的资力而谈。

（5）大声的读出来。很多同学面试很多次以后，自我介绍还
是说的自己都不愿听下去，又如何能打动面试官呢？提高自
我介绍水平的最佳方式是写下来，反复研究修改，然后大声
读出来、背下来。建议可以录音。自己听听也可以和同学互
相切磋下。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要不耻于问，
不怕丢丑，旁观者往往能看出自己看不出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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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问
题.可能性问题是先验真理问题,而综合正是回答先天综合判
断真理问题的关键.本文对康德综合概念的四重含义进行了考
察,它们是逻辑学的综合概念、认识论的综合概念、方法论的
综合概念、存在论的综合概念.本文对相关的分析概念进行了
连带的考察,但是同时指出综合概念是整个批评的基石和线索
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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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人权概念的混乱状况，从逻辑的角度入手，说明人
权是人作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其内涵体现于以下三个矛盾：
首先，商品经济赋予人权以自由平等的内核，同时又使人不
成其为人。其次，法律肯定并保障了人权，同时又限制了它
的范围和实现。最后，对现代社会讲，人权是我们的目的，
但却是理想的手段。

关键词：法律，人权，异化，类，共产主义

一、引言

人权一词至今几乎能在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
找到，并且无一例外的被描绘成一个令人向往的美好事物。如
“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
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逐幸福
的权利。”[1]又如“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力上
是平等的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
的人权。”[2]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自从有了人到现在，人
们何曾在那样的社会中生活过？哪怕只有一天。许多美好的
蓝图只不过是写在现实法律中的乌托邦罢了。

不仅如此，就连“人权”这两个字的真正涵义也被人扭曲、
偷换。“人权”成了口号，成了策略；但却从未真正成
为“人的权利”。本文就是基于人权概念的这种混乱状态，
进而想替人权正名。

“人权”，顾名思义应该是“人的权利”，而不是“非人的
物之权力”。人是后面权的所有者。不像其他如财产权之类，
前面的定语是权的对象。人权中“人”是主体而不是对象。
这样理解当然是很肤浅的。所以本文在讨论人权概念时，一



不考证其产生及历史渊源，二不比较纷繁芜杂的人权学说。
而是从“人”的存在状态入手说明“人权”一词的内在逻辑
结构，即它是道德权利，是法律权利，并且还是一种社会理
想；还要说明“人权”是人作为人应享有的权利。

二、从“人”入手说人权

启蒙时代诸先哲提出了人权概念，在他们那里人权是一个美
好的理想，同时也是一个基于某个先验的权威保障而肯定能
实现的社会存在。不过实现是要靠人们去争取的。大凡人们
要得到某物品，总以下面事实存在为要件。譬如人权，首先
是他不为人所享有，或没有充分享有；其次是人们实现它有
可能性；并且人们对它有占有欲，也即它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一）“人不成其为人”――人权产生背景

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经济考察，重
点说明每个阶段人的生存状态。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乐观的，
他认为人是一步步走向自由的，走向进步的。但从另一方面
看，人却是可悲的，至少在第三阶段没有实现之前，人们总
是处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异化当中，处在因异化
而“不成其为人”的状态中。人权观念正是在这种社会中生
长出来，并显得那么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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