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地质精神心得体会(通用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我们想要好好写一
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新时代地质精神心得体会篇一

1、实习目的与任务

地质地貌实习是我们专业基本教学实习环节，地质地貌实习
报告。通过此次实习，使同学们进一步巩固地质地貌学的基
本原理，学习并掌握野外地质地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基
本技能，加深同学们对课堂理论知识的理解，形成比较完整
的学科理论教学体系，为学习其他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

使学生对地质地貌学有一个感性直观地认识，锻炼学生自我
探究的能力和野外勘查实验的能力。

通过对各种地质地貌的观察，认知并了解典型的地质地貌特
征，能对野外的地质地貌构象作出基本的解释，并能做出合
理的推算当地的地质演变历史。

2、实习概况

（1）实习地点：__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

__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位于青岛即墨市城区西侧，总面
积７·７４平方公里，公园内以海拔２３１米的__为最高主
峰，大山、宝安山、团山及长岭等几个侧峰拱卫在周围。山
虽不云高，峰虽不属秀，然而这里丰富而又独特的地质现象，
却使其在地质保护、科研、旅游等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



（2）实习单位：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__级

二、实习内容

1、__自然保护区概况

__自然保护区是1994年__批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习报告
《地质地貌实习报告》。位于青岛即墨市城西4公里处，总面
积7。74平方公里。它集科学地质文化、民族宗教文化和民风
民俗文化于一体，充分体现了__文化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是
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

__自然保护区是全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面积最小的一个，
但区内含有柱状理石柱群、硅化木群、沉积构造、接触变质
带及古脊椎动物化石等丰富的地质遗迹，被地质界称为“袖
珍式地质博物馆”。区内地质遗迹不仅丰富，而且十分独特，
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浅粗面火山岩柱状节理石柱群是世
界“三大石群”之一，高26米，宽150米，单株独立、巍巍壮
观，可与英国的“巨人堤”、美国的“魔鬼塔”相媲美；硅
化木，现已发现并保存完好的有26处，最大的一株长16米、
平均直径0.8米硅化完全、年轮清晰实属罕见；维妙维肖的沉
积岩包卷层理和交错层理胜似一幅山水画，妖娆多姿的接触
变质岩，展现了火山爆发的烈焰对地质的改变，给人留下了
对大自然的感叹。

2、__地质地貌概况

__经历了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燕山运动晚期的火山运动奠
定了__的基础。通过一系列的造山运动，形成了__复杂的地
形地貌和独特的地质构造，特别是__独特的地质遗迹，较全
面的揭示了胶东半岛及山东的白垩纪古地理的原貌及其发展
过程。

__地层的形成为早白垩纪早期，其区域地层划分属莱阳群曲



格庄组。其岩石类型分别由沉积岩和火山岩组成，其中蕴藏
着较丰富的硅化木和独特的'安山岩柱状节理，从而形成了一
个集沉积岩、火山岩、接触变质岩、古生物化石等多种地质
现象为一体的综合性地质宝库。

__自然保护区由主峰__(海拔233.1米)、西峰大山(海拔211.1
米)、小峰宝安山(海拔i45米)、团山(海拔i26米)和长岭组成。
自南、北两侧遥望，__、大山二峰并峙状似马鞍，其地貌类
型属剥蚀准平原上的残丘地貌，山体圆凸，坡度在20度至25
度之间，最高部位在保护区南侧，海拔300米左有，相对高度
达200米。山北坡延至埠南一带，山西坡延至信村岭，山前坡
延至店子山及西流峰山(又名小龙山)，山东坡延至陈家河东
岭，均属低洼不平的平原兼低丘地形，残丘周围之冲沟多呈v
字型和u字型。保护区范围内无较大河流，只有数条季节河及
山北坡截沟堵流形成的几个小型水库，以增加其自身景色。
由于__潜粗面火山岩结构构造特征，使其具有较强的抗风化
能力，再加上断裂构造等因素，在周围沉积岩层逐渐侵蚀夷
平的状态下形成孤立残丘地貌，使之具有山虽不高却有拔地
突起之感。

新时代地质精神心得体会篇二

为加快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响应上级关于师傅带徒弟，一帮
一互相共同进步的号召。我有幸与者光秀、蒋德华、戴林丽、
茶继冰老师进行师徒结队。活动开展已将有一个学年了。在
这个学年内，我努力践行着作为师傅所应尽的各种责任与义
务。尽管心中有几许压力，背上添了许多额外的责任，但我
还是能清醒地认识到搭建的这个培训平台的重要性，也很清
楚自己作为师傅，对徒弟在职培训起着非常重要的引导、榜
样与示范作用。在这一学年的朝夕相处中，我似乎又获得了
许多新的感悟与启迪。

者光秀、蒋德桦、代林丽、茶继冰都是上进心很强，他们年



轻有朝气、能吃苦，比较细心。在这一年里，我们经常相互
听课，交流想法，尤其是作为徒弟的他们，每听完一次课我
们都会在一起讨论，交流，共同讨论哪些地方上得好，哪些
地方还可以怎么上等等一些想法，我也会告诉他们我通过反
思后，把感觉到不足的地方应该改进后告诉她。

从他们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刚参加工作时懵懵懂懂的自己。这
一个时期的新教师就如同人生的孩童阶段，每天都会遭遇许
多未曾碰过的困惑与疑难。往往会遭遇新的压力，新的困惑，
或者是产生新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我首先肯定他们在执教过
程中的沉稳优势，主动施压，着重让他们摆正心态，积极地
应对每一次的教学研讨活动，使他们在教学技能上获得新的
提升。同时也鼓励他们写文章、总结执教过程中比较成功的
经验，整理成功教学案例，这对于他们以后写文章、写总结
等奠定了积极的心理基础。

工作的积极性是否高涨全在于工作态度，当对工作成效持无
所谓的态度时，一切也就没有了努力的理由。师徒结对的活
动让我们觉得工作有成效是一种高层次的幸福，更是一份荣
耀，督促着我们师徒共同去摸索、追求，努力实践“教学的
精彩课堂”。徒弟们经常主动要求我听她课，为了准备一节
充分的亮相课，他们会不断地试教。这些都可以看出，新教
师在努力学习带班经验、积累家长工作经验的同时，他们更
清楚地意识到，会上课，上好课，上学生喜欢的、难忘的课，
这才是作为一个教师最根本的生存之道。徒弟能把自己定位
准确，扬长避短，努力在“可行性、可操作性”上下功夫，
多动脑，认真钻研教材，自发积累经验，渐渐提升自己的执
教综合技能与水平，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一学年的“师徒结对”，它让我意识到自身的诸多不
足。“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其实在师傅这“名”与
“实”之间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的，但既然接受“教与导”的
重任，就只能努力缩小差距，减缓自己的教学盲点了。在提
高徒弟业务水平的同时，我也逐日努力充实自己，勇于向自



己的薄弱面进行自我挑战，试图日积月累的教学反思、总结
提炼、自我完善中逐步凝聚自己的教学特色，然后才能
用“一桶之水中去舀取一瓢之水”，施与他人的同时亦获得
自我发展与自我提升。

新时代地质精神心得体会篇三

为了让我们下学期更好的学习专业知识，在小学期学院组织
我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五天的土木专业认识实习。

(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一次，亲身感受到土木工程是一门大学问，有很多很多的
知识。我还是个连土木工程门都没进的无知学生，要学的很
多，要做的很多，今后的时光应该是自己发奋读书的日子，
是努力求索的日子。

(二)从理论到实践还有一段路要走。

在我们的第一天第一站一座拱桥的施工现场，谢老师
问：“这座桥的拱是双曲线，还是抛物线。”记得当时我的
大脑一片空白，我并不是不知道，但是没有马上反应过来，
为什么呢?没有意识，没有将从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
中去的意识。以后，要多加努力，大学不是高中，要学真本
事，能把课本上的东西运用到实际中去，并有所创新，才能
算是真正学会了，才是真正的本事。

(三)要想学好，先要“三勤”。

在许多工地，特别是桥东开发区房建工地，工地技术人员等
给我们最多、最宝贵经验就是“三勤”，勤看、勤问、勤思。
对各工地、工程，要多留心看，施工技术、施工方法、施工
管理等要多留心看，另外，就是对于专业书籍等要多看;对发
现的问题和不太清楚的地方要多问，问技术人员，问工人师



傅，总之，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问题解决好，搞清楚;对于
任何问题、任何方法等，都要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不要把
问题留给别人去解决，不要简单的照搬别人的方法，思考是
进步的捷径。

(四)学真本事，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这次老师和工地技术人员，让我记忆最深的话就是“学真本
事，有自己的一技之长”。不要死钻课本，但也不要脱离课
本，联系实际，要把本事真正学到手，学过的就要能用的上，
能在将来的岗位上，施展自己的本领。要有自己的特长，用
工人师傅的一句话就是“一招先吃遍天”，要有自己的夺人
之处,才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五)搞工程要能吃苦,要有耐力.

一个连阳光都见不得的人,会有什么作为呢?一个一遇到困难,
就退缩的人更不会有什么作为.这次实习我的又一收获,就是
自己的毅力,又得到了一定的锻炼,为将来更好的走上工作岗
位,准备了一份适应力.

新时代地质精神心得体会篇四

一、实习地的地理状况、行政区域和面积、交通位置、自然
地理和经济地理、以及实习地的地理状况。

二、本次实习介绍

1、实习目的此次工程地质实习区主要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境内，
恰好在我国南北地理、地质分界线上。其地质特征虽属华北
类型，但又有其特殊地方。因煤炭资源丰富，更有早期三胚
层动物化石之—“淮南虫”的发现而蜚声海内外，引起国内
外地质界的较高关注，资料也很丰富，为认识实习提供了良
好的条件。



实习区地处北纬32゜40′，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6℃，年
平均降雨量为969毫米，属大陆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
农业南北特色兼有，南稻北麦，东果西蔬，种类繁多，更
有“八公山豆腐”为一绝，人称“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
岸”。工业以煤炭开采、电力、化工为主，是闻名中外的能
源城市。区内淮南铁路横贯市内，东接津浦，西连京广，北
上京九，南下皖赣。水路、公路交通也很便利。淮南市内总
面积2121平方公里，人口180万。淮河自西向东横贯市内。淮
河以南为丘陵山区，八公、舜耕、上窑“三山鼎立”，海拔
多在200米，最高峰为八公山的白鹗山，海拔242米。淮河以
北为黄淮海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海拔20—40米。

a、通过实习巩固课堂所学的基本理论，理论联系现场实际，
再回归到理论上来，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现场判断、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b、了解矿物和岩石的形成过程、结构、产状等，掌握野外判
断能力。c、了解地质灾害与边坡工程的治理。

4、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积极主动的优良品质和提
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2、实习的任务

a、岩石的肉眼鉴定。

b、地层剖面观察。

c、构造的基本判识。

d、认识各种内、外动力地质现象。

e、边坡稳定性等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3、实习日程安排

略

4、小组情况

指导老师：

组长：

组员：

第二章地层及岩石

1、地层及古生物

淮南地区煤系地层隐伏于新生代松散层下，而淮南煤田却是
从地面炭系含筳地层的研究而发现的。淮南地层与华北地区
类似，但又有其特殊性，如猴家山组、凤台组、四顶山组、
寿县组等都是淮南地区特有的。更因九里桥组中发现世界最
早的后生动世界最早的后生动物化石而闻名于世。

我们在舜耕山的山间风口处发现了波痕，一方面波痕具有示
顶作用，可判定舜耕山的岩层倒转，另一方面由波痕的形成
环境和海绿石的存在可判定舜耕山沉积岩的沉寂环境为海洋
系条件下静水环境下的海成岩石。

我们在罗山山顶的一个废弃采石场处就发现了叠层石元古宙
是真核生物的发展时期，主要是微观或宏观的低等藻类，较
难化石，故很少能见到它们。叠层石是主要能直接观察它们
的标志、，它们是某些藻类活动的遗迹，刘老碑组、九里桥
组、四顶山组均可见到。

众所周知淮南市煤矿资源丰富。原因是晚古生代是陆生生物
大发展的时期。淮南地区当时滨海陆地环境、气候适宜，刚



刚登陆不久的植物长成了茂密的森林，为石炭二叠纪煤的形
成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煤系地层中，陆生植物化石非
常丰富。

2、岩层产状的测量

岩层产状的测量是十分重要的，它是表述岩层空间展布状态，
分析岩层形变和研究构造的重要数据。

首先选定一个较平整的岩层面，注意选定时一定要前后左右
观察一下岩层的位置，不要将节理面或风化面当成层面。

将罗盘折起，短边紧贴岩层面并保持水平，北针所指数据就
是岩层倾向。

将罗盘打开成平面状，将长边紧贴岩层面并保持水平，代表
一个水平面，读出北针所指数据，即为岩层走向。

将罗盘长边沿垂直走向方向紧贴岩层，旋转罗盘底部手柄，
让垂直水准器气泡居中，读出白色短线标志所指数据即为岩
层倾角。

3、实习区域的岩石及其特点

除了掌握岩石的基本知识和识别方法外，还需要借助一些简
单的工具：如地质锤、5%的稀盐酸、地质包等。在观察时，
注意要用地质锤敲开岩石的新鲜面再对其它工作，否则其风
化表面会使观察产生错误的认识。

在学校里，我们能够观察认识到的建筑石材有：泥灰岩、花
岗岩（有白岗岩）大理岩、辉石、灰岩、白云岩等。在学校
外面。我们主要观察到了沉积岩和变质岩中的灰岩、泥岩、
页岩、泥页岩、白云岩、砂岩（石英砂岩、紫红色砂岩）、
叠层岩、土壤等。



实地观察时，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岩石的颜色。因此对岩石
颜色的描述比较重要。通常说来，岩浆岩和变质岩的颜色往
往与其暗色矿物（如橄榄石、辉石、角闪石、黑云母等，它
们含有fe2+的硅酸盐矿物）含量。含量愈高，颜色愈深。岩
浆岩从超基性岩至酸性岩颜色逐渐变浅，是因为暗色矿物含
量渐少，而长石、石英等浅色矿物含量渐高的缘故。在观察
岩浆岩、变质岩的过程中，对颜色的正确描述有助于岩石类
型的识别。而沉积岩中，深色岩层系因其富含有机质所致，
如淮南地区石炭、二叠系含煤岩层多为灰、深灰色。它们往
往代表还原、湿润条件下的产物。而常见于岩浆岩、变质岩
中的暗色矿物极易风化分解，难以在沉积岩中。红色沉积岩
层多含有fe3+，是氧化、干燥条件下的产物，如淮南罗山地区
上二叠统石千峯组的红色砂岩（如图），这就可以解释为什
么晚二叠世后淮南地区再也没有煤的形成。

新时代地质精神心得体会篇五

为了让我们下学期更好的学习专业知识，在小学期学院组织
我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五天的土木专业认识实习。

(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一次，亲身感受到土木工程是一门大学问，有很多很多的
知识。我还是个连土木工程门都没进的无知学生，要学的很
多，要做的很多，今后的时光应该是自己发奋读书的日子，
是努力求索的日子。

(二)从理论到实践还有一段路要走。

在我们的第一天第一站一座拱桥的施工现场，谢老师
问：“这座桥的拱是双曲线，还是抛物线。”记得当时我的
大脑一片空白，我并不是不知道，但是没有马上反应过来，
为什么呢？没有意识，没有将从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
践中去的意识。以后，要多加努力，大学不是高中，要学真



本事，能把课本上的东西运用到实际中去，并有所创新，才
能算是真正学会了，才是真正的本事。

(三)要想学好，先要“三勤”。

在许多工地，特别是桥东开发区房建工地，工地技术人员等
给我们最多、最宝贵经验就是“三勤”，勤看、勤问、勤思。
对各工地、工程，要多留心看，施工技术、施工方法、施工
管理等要多留心看，另外，就是对于专业书籍等要多看;对发
现的问题和不太清楚的地方要多问，问技术人员，问工人师
傅，总之，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问题解决好，搞清楚;对于
任何问题、任何方法等，都要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不要把
问题留给别人去解决，不要简单的照搬别人的方法，思考是
进步的捷径。

(四)学真本事，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这次老师和工地技术人员，让我记忆最深的话就是“学真本
事，有自己的一技之长”。不要死钻课本，但也不要脱离课
本，联系实际，要把本事真正学到手，学过的就要能用的上，
能在将来的岗位上，施展自己的本领。要有自己的特长，用
工人师傅的一句话就是“一招先吃遍天”，要有自己的夺人
之处，才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五)搞工程要能吃苦，要有耐力.

一个连阳光都见不得的人，会有什么作为呢？一个一遇到困
难，就退缩的人更不会有什么作为.这次实习我的又一收获，
就是自己的毅力，又得到了一定的锻炼，为将来更好的走上
工作岗位，准备了一份适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