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蜀绣调研心得体会800字(优秀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
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蜀绣调研心得体会800字篇一

（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礼记.中庸》有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我觉
得从这次调研中体会最为深刻的一点。由于组长从我们每个
人的长于点出发结合我们个人的特点为我们每个人每天定下
了不合的任务，以使得我们每天都十分的明确本身应该干些
什么，该怎样去干。“凡事有所预”包管了我们团队顺利的
按计划完成采访，调研。这让我明白了，在往后的学习生活
中，要时刻有着明确的计划目标，凡事先“预”。是的，出
发之前，一切永远都是梦想，上了路，才是挑战的开始，只
有当我们坚决目标，带上目标上路，人生才会发出本身的辉
煌。就让我们像易卜生说的那样吧：“不因幸运而抱残守缺，
不因恶运而一蹶不振。真正的强者，善于从顺境中找到暗影，
从窘境中找到光亮，时时刻刻校准并坚决本身前进的目标”。

（二）态度抉择一切

美国作家罗曼.皮尔曾说过：“态度抉择一切。”

第一次参加“三下乡”，我们都没有任何的经验。当设计问
卷、采访等问题一一涌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重要的心中更
是多了一份坚决，我们始终坚信“态度抉择一切”，于是，
在我们共持的这份坚决地心态下，一切的艰苦将不再是艰苦。
问卷设计的欠好，我们就再加班加点的重新设计，一次采访



不胜利，我们就加倍勤快的穿梭于市当局、街道做事处等地。
于是乎，正是由于我们这份优越的心态，我们更坚决了完
成“三下乡”的信念。人生就像一趟旅途，沿途中有数不尽
的坎坷，但也有观不完的春花秋月，若我们的.一颗心总是被
灰暗的风尘所笼罩，干涸了心泉，黯淡了月光，失去了生机，
丢失了斗志，人生岂能美好？忍不住想起美国胜利学学者拿
破仑.希尔曾说过：“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然则这种
很小的差异之间却造就了宏大差异。这很小的差异便是所具
备的心态是积极的照样悲看的，宏大的差异则是胜利和失败。
”

（三）细节抉择成败

汪中求老师有言：“细节不是“细枝末节”，而是居心，是
一种认真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这一点我也是感悟极深。深
刻地记得我们讨论了一个晚上的问卷后，十分艰苦的定下了
最后问卷的。可偏偏我们疏忽了一个小细节，没有区分单位
卷和其他卷，这使得我们的问卷设计的分歧格，我们又不得
不加班加点的重新设计。由此可见，细节抉择成败这一点儿
也不假。

蜀绣调研心得体会800字篇二

(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礼记.中庸》有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我觉
得从这次调研中体会最为深刻的一点。由于组长从我们每个
人的长于点出发结合我们个人的特点为我们每个人每天定下
了不合的任务，以使得我们每天都十分的明确本身应该干些
什么，该怎样去干。“凡事有所预”包管了我们团队顺利的
按计划完成采访，调研。这让我明白了，在往后的学习生活
中，要时刻有着明确的计划目标，凡事先“预”。是的，出
发之前，一切永远都是梦想，上了路，才是挑战的开始，只
有当我们坚决目标，带上目标上路，人生才会发出本身的辉



煌。就让我们像易卜生说的那样吧：“不因幸运而抱残守缺，
不因恶运而一蹶不振。真正的强者，善于从顺境中找到暗影，
从窘境中找到光亮，时时刻刻校准并坚决本身前进的目标”。

(二)态度抉择一切

美国作家罗曼.皮尔曾说过：“态度抉择一切。”

第一次参加“三下乡”，我们都没有任何的经验。当设计问
卷、采访等问题一一涌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重要的心中更
是多了一份坚决，我们始终坚信“态度抉择一切”，于是，
在我们共持的这份坚决地心态下，一切的艰苦将不再是艰苦。
问卷设计的欠好，我们就再加班加点的重新设计，一次采访
不胜利，我们就加倍勤快的穿梭于市当局、街道做事处等地。
于是乎，正是由于我们这份优越的心态，我们更坚决了完
成“三下乡”的信念。人生就像一趟旅途，沿途中有数不尽
的坎坷，但也有观不完的春花秋月，若我们的一颗心总是被
灰暗的风尘所笼罩，干涸了心泉，黯淡了月光，失去了生机，
丢失了斗志，人生岂能美好?忍不住想起美国胜利学学者拿破
仑.希尔曾说过：“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然则这种很
小的差异之间却造就了宏大差异。这很小的差异便是所具备
的心态是积极的照样悲看的，宏大的差异则是胜利和失
败。”

(三)细节抉择成败

汪中求老师有言：“细节不是“细枝末节”，而是居心，是
一种认真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这一点我也是感悟极深。深
刻地记得我们讨论了一个晚上的问卷后，十分艰苦的定下了
最后问卷的。可偏偏我们疏忽了一个小细节，没有区分单位
卷和其他卷，这使得我们的问卷设计的分歧格，我们又不得
不加班加点的重新设计。由此可见，细节抉择成败这一点儿
也不假。



蜀绣调研心得体会800字篇三

这次清明回家，与之前放假回家有些不一样。这次我需要完成
“一大四小”的清明调研任务。本来我以为这是个非常简单
的任务，游山玩水间就可以完成，然而等我真正去做时，才
知道什么叫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回到家我就开始为调研做准备。首先是工具问题：测量工具、
出行工具以及记录工具。要完成这个测量的任务对卷尺的长
度有一定的要求，起码得10米，于是我去楼下超市买了把10
米的卷尺，测量工具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是交通工具的问
题，有些调查的目的地离家较远，幸运的是正好我姐夫这两
天没事，可以开车陪我一起去。记录工具则比较简单，一个
手机、一支笔、一本本子就可以了。

出发测量之前我原以为只要一个上午就能把三条道路全部测
量完毕，结果开车到528县道找到符合条件的道路就花了1个
多小时，正式测量又花了1个小时。尽管调研测量活动比较曲
折，但测量时遇见一个有趣的大娘让我们的行程增加了一些
趣味性。她在道路旁看到我们拿着工具测量记录，就好奇地
走过来，询问我们在做什么，还一脸期待地问我们“是不是
道路要扩建”，我们解释说不是，只是测量耕地里的树到公
路的距离，一听这个她又开始担心，问是不是耕地离公路太
近，不能再种作物，还问种在路旁的作物是否能吃，会不会
被汽车尾气污染等奇怪的问题。我们耐心给大娘解释“一大
四小”调研活动，然后又回答了她另外一些问题后，大娘觉
得我们这个活动很新奇、挺有意义，很开心带着我们一起去
测量。一边帮我们测量，一边跟我们说这里以前是怎么样的，
现在又是怎么样，还不禁感叹时光易逝，变化真快。等我们
测完第一条路已经1 点多，因为姐夫下午有事，便和他约定
第二天上午再去测量另外两条公路。

第二天，我们出发来到其余要测的两条公路——320国道
和525县道。320国道很长，两边山居多，耕地较少，开车跑



很远才找到一处可以测量的点。我们便立即在道路两边各找
了四个点来完成国道的测量任务。紧接着继续去525县道。在
公路上，我发现525县道路边的耕地多是种植水果，如葡萄、
蓝莓、草莓等。恰好525县道路边有很多椿树，测量完成后，
在一位老伯的允许下，我们欢喜地摘了不少椿叶回家，收获
颇丰。

通过这次调研，我真的学到了很多。首先，调研其实并没有
想象中那么简单和轻松。以这次清明调研为例，每个测量数
据背后都暗含着我在太阳下挥汗如雨的几个小时的努力。其
次，调研意义重大。毛主席曾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只有经过调研，才能真正知道一个政策是否具有可行性与科
学性，才能真正明确一个决定的优点或缺点，才能真正的做
到查漏补缺。调研中，隐藏着实事求是的“大”道理。同时，
调研极具趣味性。在调研过程中，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和
事，体会到与自己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如我此次调
研活动中碰到的大娘和大伯，大娘热情、幽默，大伯大方、
朴实，让你实实在在感受到人性之美。

调研其实是一个学习与成长的过程。古语有云，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调研就是通过“行”去理解和验证以前所“读”
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所见所识能够不断开阔自
己视野与胸襟。

蜀绣调研心得体会800字篇四

20xx年11月—12月，在生态宜居学院许超院长带领下，环境
教研室举行了一次企业调研活动，目的在于通过到企业去调
查研究，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企业的用人标准是什
么，以明确市场需求，据此调整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增
加教学与企业对接的紧密度，为发展壮大本专业铺平道路。

此次调研队伍由生态宜居学院院长许超、环境教研室主任姬
瑞华、陈津端博士和我组成。首先于11月18号召开教研室会



议，教研室全体教师讨论了调研方案，做好调研准备，带着
问题走进企业。

12月2日，我们走访了衡山县环境监测站。在刘作云老师的牵
头下，该单位与我校有稳定合作，过去两年我校都推荐了优
秀学生前去实习，效果较好。但是监测站唐站长反映今年的
四个实习学生存在一些问题，故此我们前往访问调查，以求
弄清并解决问题。唐站长反映，我们的学生动手能力还可以，
但理论知识较差，平时有时不够勤快、学习不够主动，并且
有分裂的倾向。据此，我们跟学生进行交流，跟学生分析问
题，提出整改方向，希望学生改进。据上周回访，唐站长表
示他们都有所进步，成效可喜。关于我们的教学，唐站长给
出的建议是：因国家把检测权下放给第三方，现在第三方检
测单位需要大量人才，我们应加强实验室的建设，必要的大
型仪器如原子吸收、液相色谱等都要教会学生使用，让学生
成为用人单位需要的人才。同时，要敦促学生在校期间掌握
好理论知识。

12月6号下午，我们访问了长沙的华时捷环保，与公司方人事
部门陈经理、招聘部门胡主管、在线监测部门孙经理进行了
交流，并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双方先相互介绍公司和学校
的情况，然后就行业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行业企业对学
校办学、对毕业生的要求、课程设置如何与行业企业对接等
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并征求了公司的建议，提出学校对
校企合作、顶岗实习、实训就业等方面的希求。胡主管认为
我们的课程设置没有进行方向细分，结果就是教出来的学生
似乎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精，不利于学生定向就业。胡主
管建议学校可以在学生大二分班，进行方向细分，以定向培
养学生。陈经理建议，大一时对学生进行扫盲教育，使学生
了解企业行业，以明确自己能做什么，再根据兴趣、特长、
就业倾向等进行方向选择。陈经理同时建议，书本上的知识
很生硬，不好教学，应该让学生多去现场了解。孙经理以自
身经历建议学校应增加行业介绍，让学生对本行业、日后的
发展方向有足够的了解。



次日上午，我们又走访了一家电池厂，进行了交流，并参观
了该厂的废气废水处理系统。交流结果与上两个单位大体相
同，故不再复述。

通过这次调研活动，我了解到当前行业企业对学生的要求，
那就是理论知识牢固、动手能力强、能主动学习，还要求吃
苦耐劳，对公司有忠诚度。这些要求应体现在平时的教学中，
应当改进教学方式，增强教学效果，严抓课堂纪律，使学生
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同时应加强实验室建设和校企合作，积
极开展各项实验实训，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此外，还需注
意与企业合作，邀请企业的专家来校讲座，给学生介绍企业
行业的情况。还有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加强与企业的对接与
联系。这些都必须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才能培养出企业需要
的高质量人才。

蜀绣调研心得体会800字篇五

为期十天的调研结束了，回想起铜仁印江清澈的水，黔东南
州碧蓝的天，和那些质朴热情的人，我们总是会一些不舍，
不舍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难忘。两个县城和十个乡村的
人土风情，已然在我们心里留下了浓厚的生命印迹。

我是第二次参加调研，也算得上是一个老队员了，于我而言，
是一个不一样的角色，也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在感到幸运之
余，更多怀揣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因此，我想感谢尹宁老师
和三组所有的“铁狼”们，一路以来的照顾。我喜欢你们每
一个认真踏实的样子，我喜欢你们每一个热情洋溢的风姿，
我喜欢你们每一个自然真切的自己。所有的话，我想都比不
上一句“我是全场唯一真预言家，查杀这匹铁狼”的交情！
我讨厌说离别，就把情绪都放在心里，只为了下一次更好的
相遇。

这次调研，相比第一次的不知所措和懵懂，我对脱贫攻坚，
对农村发展，对贫困户，有了更多地了解，也愈来愈体会到



一个政策成功施行的不易，不禁对所有奉献于这份事业中的
人投以最深的敬佩。可能我的文字写不出什么深意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想记录下来。

在启程之前，李飞老师就嘱咐过我们所有的队员，首先要自
己很好的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内容。一开始可能没有很深刻
的感受，但是深入农村的时候，在自己面对农户时，这种感
受就会特别强烈。作为第一手资料的采集者，想要真正做到
客观，确实需要做足功课。我们需要理解整个精准扶贫的战
略框架，才能更好地去感受贫困界定的意义和扶贫机制的成
果。我们倒背如流的两不愁三保障标准，从我所见所闻中，
覆盖率已经很广了。但是下一阶段的标准是什么呢？如何完
善更好的物质资源分配机制，如何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医疗
服务，以及如何降低农户承受风险的脆弱性，这都需要更好
的答案。真是乘风振羽任飞翔，万里鹏征路正长！

入户后，有两个现象让人深思。一个是农户的家庭收入构成，
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农业总产量
的提高，可以依靠三种方法。一是扩大耕地面积，二是通过
规模经营提高效益，三是提高单位产量。但由于中国数百年
以来人口对耕地已产生持续压力，可耕地悉行利用，同时也
不可能走规模农业的道路。历史规定我们只能走提高单产的
道路，今后也只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很难有别的选择。
而我看见的是，一般的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是务工，也只能是
务工。农户在选择种一亩地收1000-2000斤的谷子保证一家人
吃得宽裕，和外出务工挣2-3万以供养孩子读书娶妻盖房，显
然选择了后者。提高单产，在科学的种养技术推动下，应是
达到了峰点。少数不选择外出务工的农户，很明显都是种养
大户，而这些大户中，更多选择的是种植经济作物，比如茶
叶，或者相对较大规模的养殖鸡鸭?。经济作物获利周期长，
养殖家禽风险大，规模种养启动资金要求高，从这个角度去
看产业扶贫和小额信贷，确实高瞻远瞩，只是不得不承认的
是，政策施行中如何更好地推进农民用有效率的组织方式进
行生产，有我们远远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



二是农户综合素质的形成因素，地理位置真的很重要，一个
好的地理位置决定你能享受什么样的教育医疗和社会资源的
辐射，而这又偏偏不是人为能够决定的。抛开地理位置的客
观条件，还有农户自己的开化能力。如果一昧的选择“养娃-
放牛-养娃”循环的思维模式，很不利于政策实施和效率的提
高。政策由上及下的过程中，难以想象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
以及农户付出了多少努力。我们可能做问卷时，会非常厌烦
为什么这个农户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我们会质疑难道帮
扶人什么都没解释吗，我们也气愤为什么政策宣传会有失位。
但在做问卷的过程中，当我们把一个政策变成各种各样通俗
易懂的提问去努力让农户理解时，当我们因为语言沟通和人
文差异不理解农户的心声时，我们开始明白，说起来总是比
做起来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