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灯光音响工作总结(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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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
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灯光音响工作总结篇一

由于领导决定每周三下午15：00大家相聚我们超山项目部会
议室，我觉得每周会议不仅是建立制度和培训的学习，更加
是增加我们的意识，会议使我们从开始的陌生到慢慢地熟悉，
我深有体会。领导以演讲式的告诉大家时刻认真工作，大家
认真工作都是为了我们这个项目，每次会议都让大家对工程
进度、安全、质量一个全面的认识，我个人觉得开会是我认
真学习的一个过程，学会团结，学会宽容。

根据项目部的安排，项目部每周的进度计划由我进行编制，
这也是学习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机会，因为编制计划不但是考
验我个人语言组织能力和细心的培养，且增加对工程进度的
更深了解，所以不断地加强实践训练和自我认识，才能更多
地掌握相关知识的投入工作。

施工日志是一个技术员成长的重要环节之一，施工日志不仅
仅是语言组织能力、现场了解程度的加深，对我来说也是一
种能力的培养，更使我对目前九栋楼每一步的细节变化都了
如指掌，由于我刚毕业，没有实践经验，对现场进度很多至
观重要的环节都处于朦胧状态，这个时候只有借助图纸来了
解，迫使看图纸，这也是我成长的一个重要过程。

我们部门有三人，一是孙部长、二是资料员邢姐、三就是我，
办公室是我学习最优先的地方，不管交际、工作范围，使我



交际及成长因此得以极大地扩展。

现在时间悄然已过去四个月有余，回首四个月的工作，我一
帆风顺过，也有曾经迷茫过，但无论怎样一定要坚持着，坚
持就是胜利。现在回头看看我个人所获得的知识，那种努力
过后的感觉，只有经历的人才会明白，工作虽然现在得不到
什么实际东西，但是我所学到的东西在以后的人生路会受益
匪浅，所以我要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事，更好地为项目服
务。

我既然选择开始就不会轻易结束，既然来到十七冶，我就会
全力付出，无论遇到什么，我都会坚持。我都会怀着最初的
激情坚持下去，因为我始终相信“没有比脚更远的路，没有
比人更高的山”。

离开校园，我会更加自豪，满怀信心，更好的履行员工的职
责，为项目服务，无论风雨兼程我都会和你们团结一心，把
超山项目做好，当然也更加期望在即将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
新的进步，新的目标，以崭新的面貌来迎接新的挑战。

灯光音响工作总结篇二

近日，我们学习了一篇极有教育意义的文章《灯光》。

文中，郝副营长在战前，依然画着火柴再看一副点灯插图，
可以看出郝副营长有多么希望看到电灯，多么希望看到孩子
们在电灯下读书、学习。这不由地让我想到我们这跨越世纪
的新一代的人们，不珍惜眼前美好的生活，不珍惜先辈们用
鲜红的热血换来的美好幸福生活。

郝副营长为让我们在电灯下学习。自己却在22岁的美好年华
壮烈牺牲了。郝副营长舍己为人，是完全为人们利益工作的，
是多么伟大啊！而我呢？我心中只有自己，好像地球都是围
着自己转似的。心中只有玩耍，不管老师怎样教育自己，如



何管教自己，总给老师添麻烦。

灯光音响工作总结篇三

我说课的内容是湘教版小学语文第八册的第三单元第11课
《寒夜的灯光》，本单元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学习课文，让学
生感悟文中那浓浓的爱意 ，和作者进行情感上的交流，学会
感受来自别人的爱，教育学生做个有爱心的人。

我根据新课程理念、学生学情以及课文内容，拟定如下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是：

哀鸣”等词语的意思。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背诵课文的最后一个
自然段。

情感目标是：

体会节省的农家开灯为“我”照明，感悟他们的守信和友善，
教育学生做个有爱心的人。

一、创设情境来导入新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理清叙述顺序，把握课文主要内
容。在此同时指导理解生字词，扫清障碍。

在这个环节我设计了两个学习任务，一是让学生充分的时间
自学课文，圈出生字、生词，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理解词义;；
二是让学生在独立阅读的基础上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接着检查学生自学效果，在检查学生自学成果时，我先让学
生朗读课文，再认读生字、生词卡片，接着交流对词语的理



解以及课文的主要内容，我相机捕捉学生创造性的见解，顺
势引导学生与文本直接对话。这样既扫清生字词给学生阅读
课文时带来的阻碍，又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使学生对课
文有一个整体的感知。

三、品读课文，让学生带着问题自读自悟，读出自己的感受
和理解。

在这个环节我分两个步骤完成：

（一）是指名学生读课文第1、2自然段，再让学生讨论从哪
些方面可以感知当时情况的特殊，我从中适当引导，让学生
抓住“寒冷的夜晚 ”“ 婴儿发高烧”“ 农民求诊”等词句
来感受当时的情况。接着提问“我”还会出诊吗？这样有利
于引导教学纵深进行。

我让学生围绕这三个问题，自己从课文中找出描写“我”情
绪变化的重点词句，再引导他们抓住壮着胆子——忧虑——
不感到孤独，浑身充满温暖和力量等词句来挖掘“我”情绪
变化大的原因，让他们从中深深 体会到农家人的守信和友善。
为了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农民的的友善，我用投影出示课文中
的三段话：第一段是今夜却如那位农民说的，沿途农家全都
把灯开亮了。一路的灯光指引着我，使我顺利到了那个求医
的人家。第二段是那么复杂的乡村夜路，我怎认得回去的路
呢？我发觉恐惧和忧虑是多余的。第三段是沿途农家的灯都
依然开着，那通明闪亮的灯光仿佛在朝我致意，人们用他们
的灯光送我前行。接着让学生反复地朗读这些句子，再引导
学生抓住“依然”这个词，然后让学生说说从中 感悟到了什
么。

接下来我让全班同学齐读课文最后一句话。再讨论：我为什
么不再孤独？我为什么在寒夜里感到“温暖”和“力量？这
样让学生完全的融入到文本中，与文本的中心碰撞，和作者
产生情感共鸣。再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全文，背诵课文最后



一个自然段，让学生更全面更系统的理解课文。为了丰富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我出示文中的两个句子：第一句是平时，
一入夜荒野总是漆黑一片，因为那时农家用灯是很节约的。
第二句是那么复杂的乡村夜路，我怎能认得回去的路呢？让
学生在不改变句子意思的前提下，尝试着给句子换种说法。

四、拓展延伸，促进学生情感升华

这个环节我引导学生联系课文内容和生活实际，让他们自由
畅谈寒夜的灯光给了“我”怎样的力量？课后再让学生把这
个故事讲给人听。这样把课内与课外相结合，不仅丰富学生
语文基本素养，同时也使学生体会到爱的力量是无穷的，在
实际生活中做个有爱心的人。

五、课堂小结

我让学生把自己学完这篇课文的收获小结一下，通过这一环
节来培养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同时也使文本知识在学生的
心中得到内化。

以上是我对《寒夜的灯光》这篇课文在教学上的理解和想法，
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通明闪亮的灯光仿佛在朝我致意，人们用他们的灯光送我前
行。接着让学生反复地朗读这些句子，再引导学生抓住“依
然”这个词，然后让学生说说从中 感悟到了什么。

接下来我让全班同学齐读课文最后一句话。再讨论：我为什
么不再孤独？我为什么在寒夜里感到“温暖”和“力量？这
样让学生完全的融入到文本中，与文本的中心碰撞，和作者
产生情感共鸣。再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全文，背诵课文最后
一个自然段，让学生更全面更系统的理解课文。为了丰富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我出示文中的两个句子：第一句是平时，
一入夜荒野总是漆黑一片，因为那时农家用灯是很节约的。



第二句是那么复杂的乡村夜路，我怎能认得回去的路呢？让
学生在不改变句子意思的前提下，尝试着给句子换种说法。

灯光音响工作总结篇四

今天，我们学了《灯光》这篇课文，使我深受感动。

作者喜欢在晚上到天安门广场上散步，灯光照在宏伟建筑上，
使人感到光明和温暖。作者漫步在广场上，忽然，身后传来
一声：“多好啊！”使作者沉入了回忆。

1947年的初秋，作者当时是战地记者。挺进豫皖苏平原的我
军部队，包围在一个村子里，激烈的围歼战就开始了。天黑
时，作者来到郝副营长身边。

郝副营长是一位著名的战斗英雄，只有22岁，今晚由他带领
突击连去攻破守的围墙，为全军打通歼灭敌人的道路。郝副
营长倚着墙，手里拿着火柴，他划着火柴，借着微弱的火光，
聚精会神的看着一本书。郝副营长希望围歼战胜利，就让孩
子在灯光下学习。

战斗开始了，突击连把围墙炸开一个缺口，突击连冲进去。
后续部队遭到敌人炮火的攻击，和突击队失去联系。

整个团指挥人都焦急的钻出土堡，望着黑絮絮的夜晚。突然，
就在不远处有一星火光，一闪，有一闪。后续部队冲进围墙，
想起了一片喊杀身。

这一仗，消灭了敌人的一个整编师。郝副营长牺牲了，这位
年轻的战士为了让孩子能够再点灯下学习他却牺牲了。

我们要好好学习，要报效国家，不要那些战士白白牺牲，成
为国家的栋梁！



灯光音响工作总结篇五

《灯光》这篇课文通过对一件关于灯光的往事的回忆，歌颂
了革命先烈的献身精神，说明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激
励我们要珍惜、建设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新中国。

本课中，我认为高老师有三点十分值得我学习：

开课伊始，教师先让学生自学，读课文，找答案。课文主要
讲了一件什么事？“多好啊！”在文中出现了几次？都是什
么情况下说的？说的时候看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为了
学生更好地掌握课文，教师从课文中摘录出了几组词语，既
是重点，又需要学生平时留心。并且教师在让全班学生读会
认会词语后，竟然巧妙性的让学生尝试用上这些词语中的一
个或者几个简要复述课文内容。这不仅在考学生的总结能力，
而且在考学生的运用词语能力和短期连词成句能力。当我觉
得这个问题十分巧妙而且学生回答较为困难的时候，学生们
居然出人意料的回答出来了，还回答的一个比一个好。可见
教师平时授课的训练点十分精细而且用心良苦。

二、设置情境读重点词句，让学生在一次次的朗读中走进郝
副营长的内心，理解郝副营长的憧憬。

在讲授三次“多好啊！”的时候，教师重点深入剖析郝副营
长的心里。从一次次的多好啊中，让学生慢慢的从心底燃起
对郝副营长的敬佩。一句在我们看来很普通的话，很普通的
人，在老师的讲授下，郝副营长眯着眼睛，望着远方说（），
郝副营长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兴奋地说（），郝副营长一边
抚摸着图画，深情地说（），郝副营长头靠在胸腔上，望着
漆黑的夜晚说（）······一次次地读，一次次感情的
逐步升华，一次次心灵的涤荡，这就是高老师的讲课魅力。

教师不仅让学生说说憧憬的意思，而且让学生用自己学过的
词语代替。从而激发学生的词语海洋，一石激起千层浪，学



生的思绪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所以在之后回答他憧憬着
什么？胜利了就能干什么的时候，又是一个高潮的叠起。

总之，高老师整堂课把课文分析的透彻，缓缓道来，可是学
生在这其中仍是占据最主要的地位，学生一堂课学得开心，
学得用心，学得感动。学生不仅懂得了郝副营长是什么样的
人，而且懂得了作者的写作方法，一石二鸟，真是一位好老
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