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训总结的结束(通用7篇)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
怎么写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
家学习。

培训总结的结束篇一

xx月xx日经过为期一天的培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后勤领导
对新员工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培训过程中，能让我把大学本
专业所学的知识和实践工作有效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了学以
致用。单位的领导在各方面都给予我们莫大的帮助，对我们
的学习和生活都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无不体现了单位对新员
工的人文关怀，展现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本次培训最大的收获，就是下午在z校区吴倩老师给我们讲的
职业化塑造课程，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她说的“我们不能控
制时间，但是我们可以控制速度和方向”。说的是一个人的
生活态度，我们要用积极的心态对待每一天，不能怨天尤人，
机会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是
一样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每天微笑待人，用自己的真诚去
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同时也要不断的学习去提高自己。

培训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收获的信息却是无限的，总感觉
一天的时间太短，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总结这次培训的
感受，用以前看到过的一段文字来表述：“在工作中，不管
做任何事，都应将心态回归到零：把自己放空，抱着学习的
态度，将每一次任务都视为一个新的开始，一段新的体验，
一扇通往成功的机会之门。千万不要视工作如鸡肋，食之无
味，弃之可惜，结果做得心不甘情不愿，于公于私没有裨益。
”



培训总结的结束篇二

11月20—22日，我们有幸参加了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操作系
统培训中心对国家精品课程《计算机操作系统课程》的课程
培训，聆听了两位教授的讲座，颇受启发，收获很多。

回顾三天来的学习活动，深有感触；回顾反省自己以往的教
学生活，感慨良多。可以说本次培训活动是传统教学模式的
反思和总结，更是新课程教学理念的树立和开始。

教授关于精品课程的建设报告要点清晰、重点突出、透彻、
精炼。刘老师领着我们解读了精品课程评估指标，阐述了精
品课程建设的要领，详细介绍了申报精品课程应该要做的准
备工作。他所提出的“懂、建、管、用”的教学目标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精讲多练，教考分离，机时为主”的教
学理念，对我触动很大。“教学内容是核心，教学实验环境
建设是基础，培养学生动手和创新能力是根本”；“计算机
类课程教学要实现两个转移：应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主
动学习为主转移，应从课堂面授向学生在实验室操作转移”
这一番经典的话语，开阔了我的教学思路，让我知道在以后
的教学过程中，操作系统课程的教学内容既要包括计算机操
作系统的经典和基本内容，又要包括具有一定深度的知识，
要不断引入新操作系统技术。

老师告诉我们，计算机操作系统教学要灵活使用多种教学方
法，启发学生思维，让学生主动参与，同时结合多种教学手
段，使学生由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和积极探索者，在发
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为学生
的积极参与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去思考、去探索、去发现，
鼓励学生大胆提出问题，改变过去讲细、讲透的教学方法。
这一点引发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激励我们在以后的教学过
程中要注意教学方法的调整与改善。从操作系统教学中的实
际的知识点阐释了什么是互动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推
演式教学、演示性教学等等，例子生动而具体，不仅能够把



复杂的理论简单化，还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老师的课程
内容全面丰富，程老师紧跟操作系统技术发展的脉搏，注重
讲授最新、最流行、最实用的操作系统前沿技术，注意培养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渊博的知识让我自愧不如，让
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只井底之蛙，要走的路还很长
很长，差距也是很大很大。

总之，本次课程培训转变了我们的思维，放飞了我们的思想，
提高了每位教师的知识储备，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启发了我
们的教学思路。此外，本次培训还让我有机会认识了很多来
自五湖四海工作在高校计算机操作系统教育战线上的教师朋
友们，能与他们一起学习、交流让我受益匪浅。在这里我要
感谢教育部组织了这场精彩的培训，感谢xx—xx教授、xx—xx
副教授辛勤的劳动与无私的奉献。

培训总结的结束篇三

无论是谢振安教授的教育学、姚德利副教授的心理学、李xx
副教授的道德修养还是刘泽功教授的教学科研方法论和韩剑
尘老师的高教法规，都从理论联系实际出发，结合日常工作、
学习、人际交往经常面临的问题，深入浅出的分析，绘声绘
色的讲授。既丰富了我们从事思政教学、科研的理论，又教
给我们实际工作的技巧，给了我们一次次心灵的洗礼和思想
的升华。也让我们认识到教师工作的任重道远，要树立终身
学习的理念，勤于思考，多做贡献。以艺术的眼光对待教学，
以园丁的精神呵护学生。

相对于教师职业的崇高要求和责任，两个月的培训时间是短
暂的。理论的学习并不代表人格建设的本身，教师的高尚人
格尚需在“勤勤恳恳为人，扎扎实实做事”的实践中磨练和
构建。“老师如红烛，师德如红烛之光”。岗前培训给我们
播下了火的种子，那么，我会用今后的实际努力把这火熊熊
燃起，去温暖我每一个可爱的学生。



培训总结的结束篇四

xx年3月18日至20日，xx年度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工作总结会
暨工作培训会在重庆市召开。xx年度、xx年度发展中国家技术
培训班项目承办单位和项目归口管理部门共100位代表参会。

重庆市科委李殿勋主任、科技部国际合作司陈家昌副司长和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赵新力副主任到会并致辞。李殿勋主
任简述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促进重庆区域发展以及国际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意义。陈家昌副司长介绍了我国科技援外
工作总体情况，并结合国际科技合作新形势对发展中国家技
术培训工作提出了要求。赵新力副主任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培
训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意见。

xx年科技部共组织了41个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来自8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学员参加了培训。xx年还将举办48个
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近年来，培训内容涉及农林业、医
疗卫生、信息与制造技术、新能源、环境资源等发展中国家
急需的技术领域，在发展中国家广受认可。

国家遥感中心、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江淮园艺科
技有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和重庆医科大学5家xx年项
目承办单位的代表在会上分享了培训工作的成果和经验。参
会代表分领域就培训班工作中的'各环节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
研讨。在20日的工作培训会上，赵新力副主任做了题为“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与国际技术援助”的报告，中国科学技
术交流中心还安排了关于发展中国际技术培训班工作管理流
程及信息管理系统新功能的培训。

培训总结的结束篇五

经过新课程培训，使我逐步走入了新课程。走入新课程后，
对我过去的教学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深该的反思，用新课程的



理念，对自己过去的教育教学方法起先了重新审视，现总结
如下。

面对新课程，教师首先要转变角色，确认自己新课程教学中
的身份和地位，在新课程中，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作为"
平等中的首席"，教师要成为课堂教学中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
者、指导者、参与者。

(1)新课程要求教师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组
织者。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组织就是为学生提供合作交流的
空间与时间，这种合作交流的空间与时间是最重要的学习资
源。同时要为学生创设了合作交流的时间，还必须给学生的
自主学习提供充足的时间。让学生在教学中，自主学习、同
桌交流、小组合作、组组交流、全班交流等。

(2)教学中的引导者。引导的内容不仅包括方法和思维，同时
也包括如何做人和做人的价值，引导可以是一种启迪，学生
迷路时教师不是轻易的指向，而是引导他辨明方向;引导可以
是一种激励，当学生退却时，教师不是拖着走，而是点起他
内在的精神力量，鼓励他不断的向上攀登。

(3)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参与者。教师参与学生学习活动的主要
是：观察、感知、参与、倾听、交流。教师观察学生的学习
状态，调控教学方向，照顾差异，发现"火花"。师与生之间
的交流，有认知的交流，有情感的交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
通过表情、动作来实现交流。

课堂教学活动必须与学生的认识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基础
为起点，体现学生学习的过程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自主建构、
自主生成的过程。学生能简单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对外部
信息进行主动地收集、选择、和处理，从而获得知识。学习
的过程是自主生成的过程，这种生成是教师无法取代的，是
由内向外的生长，而不是由外向内的传授。在教学中要注意
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出发，了解他们已知的，分析他们



未知的，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目的、教学过程。不可一味地
讲解，一味地记忆。只有这样课才能达到有效教学。

新课程评价关注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能只关注学生的知
识和技能的增长，而且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方法以及相应
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合
时代*展需要的身心健康，有知识、有能力、有纪律的创新型
人才。

这是新一轮新课程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我们全体教师期待
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成功。

培训总结的结束篇六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培训前
我对教师身份的原生态理解。经过培训，我的这一认识提高
到新的层次。尤其是对高校教师来说，不仅仅承担着传道，
授业，解惑这一学习的发动者、知识的传播者、评定者角色，
更蕴涵了许多崇高和尊贵的内涵要求。教师是一个角色丛。

首先，父母角色。作为一名教师，要以学生为本，满怀爱心。
无私、平等地呵护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不仅注重他们的学习，
还要关怀他们的生理、心理、情感和社会交往等等，多鼓励，
少批评;多亲近，少距离。在心理学上有“皮格马利翁效应”，
就是强调教师要多给学生正面期望和关爱;其次，朋友内涵。
所谓“良师益友”，就是强调老师和学生要能“交心”，做
知己朋友。老师爱护学生，学生信任老师，建立良好的师生
关系。师生之间的亲和力和融洽度高度和谐;再次，心理辅导
人员、公共关系人员、社会工作者。教师必须要懂得教育学、
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怀有一颗兼容并
包的心了解并分析不同学生的心理特点、人格特征、人生困
惑、心理压力等，以给予及时有效的帮助和排解，除了关心
学生的生理健康，更要关心他们的心理保健和社会适应能力，
以此塑造学生健康的人格;第四，模范公民。“学高为师，身



正为范”就是这个道理。在学生眼里，教师是真善美的化身，
代表了社会道德的评价和准则。教师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
都会在学生心里和身上留下刻板印象，并成为他们效仿的榜
样。这种人格力量是无形和不可估量的。所以，每个老师都
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光辉形象。要做好学生灵魂塑造者和人生
路上的引路人，自己就要有熊皮勇士般的人格魅力。

培训总结的结束篇七

新的教育形势要求我们的教师要成为新时代的新型教师，成
为新时代的研究型教师。作为新时代教师，我们不仅要具备
高尚的师德，还要有渊博的学识，更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
育方法、手段。而这次研修远程培训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搭
建了好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我参加了一个多月的培训学
习，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