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总结的理解 对成才成功的看法(优
质5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
较优质的总结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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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总结的理解 对成才成功的看法篇一

对你来说，成才和成功都分别意味着什么?你读成才和成功有
什么看法?本站小编精心为大家搜集整理了对成才成功的看法，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每个学生都渴望自己成功，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材，
每个老师都期盼自己教出的学生取得喜人的成绩。但是，成
长的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成长比成功更重要》这本书
谈了一批最优秀的中国人成长的过程。从王坚到许峰雄，从
张宏江到张亚勤，书中每一个真实的故事，每一段生动的点
评，每一句诚恳的话语都可以成为成长之路上的坚实阶梯，
可以让学生、家长和老师知道自己该怎样做才能不断成功。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美两国教育的对比。美国是当今
世界的no.1，它之所以强盛，主要是因为它拥有最先进的教育
体系：美国的教育是从人的角度去讲，教给你怎么做人，怎
么对待别人，教给每一个公民有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这是
他们的最基本的宗旨。而中国的教育，是从科学技术出发的，
是为了培养科学家，培养人才。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孩子们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叫做"优秀的代价"，结果是导致了他们
的很多不优秀。2。美国的教育体系不仅包括那些知名的高校，
也包括深藏在每一位家长和老师头脑里的先进的教育理念，



如鼓励孩子追寻爱好和理想，倡导合作、主动、创新等等。
中国的教育体系确很像一条制造工业品的流水线，大家都遵
循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标准，走进去的的孩子形形色色，出
来的孩子却都一模一样。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中国是否能成为真正
的科技强国，还要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教育领域赶上西方。中
国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系需要不断发展、变革，中国的下一
代需要在更好的环境下健康成长。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能
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成功是一个人的目标，成长是达到目标的道路，但这道路并
非一帆风顺，有的人没有能坚持到终点，有的人在挫折面前
低下头来，也有的人能用正确的方法和坚强的信念取得了成
功。

"成长比成功更重要"，这是一个多么有味道的句子，这是一
个给人截然不同的感觉的理念。在中国这个以成败论英雄的
社会，要提出这样的理念，是很具有前瞻性和革命性的。

凌志军的《成长比成功更重要》一书，其中记录了微软亚洲
研究所30余位研究员的成长故事，是一个关于教育、人才、
社会的记录与总结。书中记录了一批最优秀的中国人成长的
过程。作者从"微软小子"的成长生活中，采撷一些平凡但隽
永的小故事，他以他独特的论述，使这些小故事变得精妙独
到，在这些故事里，我们看到了欢笑、悲伤、激情、惆怅，
我们看到了一大批聪明、主动的孩子，不断进取、不断超越
自我，直至成功。凌志军希望借这本书，让国人改变对教育
的看法，希望更多的中国学生能在这本书的鼓励下，找到真
正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实验名称：如何成功，如何成才。

实验目的：人活世上，都渴望成功，都渴望成才。如何成功，



如何成才?成才有哪些必须的条件?下面，我们就通过这一实
验来研究证明。

实验用品：大试管两支，"懒惰"溶液1瓶，"知识"颗粒若
干，"刻苦+运用"颗粒若干。

实验步骤：1、分别向两支试管内加入等量的"知识"溶液。

2、分别向两支试管内倒入等量的"懒惰"颗粒、"刻苦+运用"
颗粒。观察并记录其颜色、反应、现象。

实验现象：1、加入"知识"溶液和"懒惰"颗粒的试管反应极快，
溶液由无色透明变成灰色，并生成一种奇臭难闻的黑色晶体。

2、加入"知识"溶液和"刻苦+运用"颗粒的试管反应较慢，溶
液由无色透明逐渐变成金黄色，并散发出一种令人心旷神怡
的特殊气味;同时，生成了一种叫做"成功"、"成才"的晶体。

实验方程式：知识+懒惰=一无所获;知识+刻苦+运用=成功、
成才。

实验小结：由此可见，懒惰是不能获得成功的，也不能成才
的。要想成功，乃至成才，就必须刻苦学习，灵活运用所学
的知识。成才所需的时间并非一朝一夕。在这漫长的时间里，
只有经过无数的成功与失败，方能成才。从古至今，这样的
例子多得是：张继没有落榜的失意，就不会有《枫桥夜泊》
流传千古;赖东进没有当乞丐的辛酸，就不会有"乞丐团仔"的
事业辉煌;曹雪芹没有家庭破败的磨难，就不会有千古名著
《红楼梦》;同样，蒲松龄没有科场的落魄，也就不会成就不
朽之作《聊斋志异》。成功之路荆棘载途，没有坚持到底的
信念，就不能成才。只有战胜挫折，从哪儿摔倒就从哪儿爬
起来，成功之门才会永远为你敞开。

实验时间：20xx年11月28日



成长与成功谁更重要?

在成长与成功之间，人们往往只重视成功，却忽视成长，其
实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就不会有成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成
长的历程，可是他最后不一定成功，但是一个成功的人，一
定会有不寻常的成长历程。因此，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海伦凯勒，美国著名盲聋成长与成功在成长与成功之间，人
们往往只重视成功，却忽视成长，其实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就不会有成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成长的历程，可是他最后
不一定成功，但是一个成功的人，一定会有不寻常的成长历
程。因此，成长比成功更重要。海伦凯勒，美国著名盲聋女
作家。小时候因为高烧，导致她失明及失聪，甚至连话也说
不出来了，她在黑暗中摸索着长大。但她并不屈服这不幸的
命运，她经过老师的指引和教导，克服了种种困难，学习了
写字和说话，并且读了博士。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这是多
么不容易，她成功的原因，就是她在成长中学会了坚强、执
着、独立、自信，她领悟了这些，学会了这些，才使她走向
成功，走向巅峰。如果，在面临不幸时，她只希望能做正常
人能做的事情，每天空想，而并不付出努力，她还会有今天
的成功吗?答案当然的不会!可见成长比过程重要。一个成功
的人，不可能没有付出，而且要付出更多才能达到目标，成
功背后的成长就是付出的阶段，在成长时不仅要克服自己的
困难，还要学习，还要独立，还要坚强，即使是一个小小的
成功，这些也少不了。

我过古时也有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宋国有个人担忧他
的禾苗不长高，就拔高了禾苗，一天下来十分疲劳，回到家
对他的家人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
他儿子听说后急忙到地里去看苗，然而苗都枯萎了。这个故
事很清楚的告诉人们：事物的发展、人的成长，都是循序渐
进的，违背了这个规则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所以成功是建
立在成长之上的，当你只想到成功而忽视了成长的重要时，
就会失败。



是啊，如果没有一段艰难的环境使自己成长，又怎会收获成
功的果实呢?可见成长比成功更重要。成功是一种结果，而成
长则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一味的追求结果，却忘记了享受过
程，过程是最重要的，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当我们说一个人成长了，通常意义上不是指他的身体长高了，
或者年龄长大了，而是指他在精神和思想层面更加成熟了。
成长，意味着一个人的思想更加丰富、心灵更加充实、能力
不断增加、经验日益丰富、意志更加坚强、个性更加圆润。
而停止成长，则意味着一个人停止了对思想和精神境界的追
求，就像一棵树的树枝不再伸向天空，没有了触摸蓝天的渴
望——这类人就算活着，也不再有激情和梦想。 很多人在看
待人生时都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更加看重成功，而常常忽
略成长。成功是什么?按照世俗的定义，当一个人在社会上取
得了财富、名誉和地位时，我们就说这个人成功了。但事实
上，这一成功的定义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从本质上讲，
成功不是得到了什么，而是一个人成长的自然结果。

工作总结的理解 对成才成功的看法篇二

窗前，一片郁郁葱葱，绿色，碧绿色，天空蓝得就像洗过一
样。

我快速做完作业，因为作业完成就可以玩电脑了。

因为这件事，妈妈总是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做作业不要那
么快，快乐正确率低，不如慢点仔细想想······”这
些我都知道，可是我总是这样，当我下定决心时，电脑就在
我眼前舞蹈着，就像快饿死的人眼前都是面包一样，我的眼
前全是电脑。

但彩虹过后还是会有风雨的。第二天，我总会进入许多老师
的办公室，老师的譐譐教导令我眼冒金星，数学老师的话语



更像一把无形的枪，尖利地像我扫来，之后就是打雷，下雨。

老师们都会围绕一个话题：“你现在初二了······”
是啊，我已经初二了，要时时刻刻准备着，迎接未来的中考。
或许我无法成功，但我知道，以后不管成功与否，我都努力
过，这样就成功了。所以，我现在已经减少了对电脑的留恋，
加油吧！

工作总结的理解 对成才成功的看法篇三

把脾气拿出来叫本能，把脾气压回去叫本事……

一个学期已经悄然过去，我们早已为上一个学期画上了一个
圆满的句号。可回忆起上学期的生物课，那真是一段令人失
望的回忆。一个问题回答不上来就是“木头”，两个同学回
答不上来全班都是“木头”，若还有更多，恐怕……恐怕全
级部都是“木头”喽。而自开学以来，生物老师像是变了一
个人似的。

生物老师变得开朗了，最起码会笑了！以前在走廊里还说说
笑笑的，一进教室便来了个“变脸”，弄的教室里紧张兮兮
的，同学们的才能也发挥不出来。课堂上像紧绷着一根弦，
怎么也缓和不下来，每个人都生怕把那根弦绷断，上课如同
上战场，火药味儿浓浓的。而现在课堂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笑
声，可能没有俄罗斯重工业资源那样丰富、充足，但在我们
看来已经很满足了。

生物老师的脸色变柔和了。以前回答错了个题，若运气不好，
赶上老师心情不好，那罚站一节课也是有可能的。而现在，
回答错了能否坐下不再是一件令人忧的事，老是要么轻声细
语的启发你；要么给你慢慢讲解，曾经的“鞭炮”脾气老师，
如今已改变巨大。

老师一点一滴的改变，让同学们对学习生物的兴趣大大增加，



由以前恐惧甚至厌恶变为了喜欢，同学们的生物成绩，自然
也大大的提高了。

让别人去改变，是本能，让自己去改变叫本事，而本能和本
事的区别，就在于让谁改变。

工作总结的理解 对成才成功的看法篇四

2、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王阳明

3、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狄更斯

5、一个从不怀疑生活方向和目标的人，绝对不会绝望。——
莫里亚克

7、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狄更斯

工作总结的理解 对成才成功的看法篇五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80年代年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实施计划生
育政策，我认为,这是国家领导人在对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
增长快等基本国情进行正确分析后的明智决定，因为过大的
人口数量会减慢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大国家医疗、教育、
养老等方面的负担，并带来巨大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
房紧张等诸多问题。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显
著成果:人口增长明显放缓,各个方面的压力大大减轻等。

但与此同时由“一胎制”引起的各种问题也日益引人注意：

一、人权问题

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
会”，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从老龄化社会进



入老龄社会，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47年，德国经过了40
年，而日本只用了24年，速度之快非常惊人。根据联合国的
人口统计数据，中国将在2024年至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
速度与日本大体相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实
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目前的养老
和医疗体系并不完善，要想让独生子女独自赡养两个老人无
疑会使他们“压力山大”。过去的20年中，我们的财富增长
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虽然致富速度很快，但是人口
老化速度更快，也就是说,如果继续坚持“独生子女”的政策，
“未富先老”的担忧将成为现实。未富先老对公共财政转移、
养老、医疗、家庭都会带来压力。

三、劳动力问题

如果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坚持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每
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和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之间的
差距将逐步扩大。据经济学家估算，那么仅从2012年至2022
年这10年间，我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减少一个亿！这意味到那
时我国社会活力将明显减退。社会活力是一切事业发展
的“原动力”，也是国民赖以焕发朝气、积极进取的无形资
源。社会活力减退这一趋向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
造成明显的制约，我国国防的后备力量也势将相应受到牵制。

四、人口红利的消失

我国目前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15至65岁的“生产年龄人口”
仍在增加。这一人口比率较高的国家，往往具有增长潜力。
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从普遍经验来看，如果对人口
结构问题应对得当，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
为此就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吸纳年轻人的劳动力市场。从中国
人口构成来看，人口红利期始于1965年至1970年。当时中国
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由于生产效率低下，1965年
至1978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3.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经济高速增长，但劳动力人口将在2017年转为减少,人口红利



预计在2017年左右结束。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尚不
足4000美元。换言之，如果我国坚持独生子女政策不变,在我
国成为发达国家之前，人口红利就将结束,中国所走的将是世
界前所未有的“在低收入阶段进入老龄化”的道路。

五、独生子女的成长问题

“小皇帝”、“小公主”，一整个家庭都以孩子为中心，让
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生存能力极其低下，
发展不全面。而且，由于独生子女无法在与兄弟姐妹共同生
活中了解怎样与人相处，懂得照顾他人的想法，懂得包容、
妥协、合作等做人的必修课，独生子女相对比较自私自大，
心理上普遍成熟较晚。再者，有个兄弟姐妹会使孩子的童年
更加美好，心灵更加阳光，性格更加完整。

六、文化继承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对于家族情感历来非常重视，然而
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一个家庭中的人口数量，减弱了人们的
宗族观念，亲戚之间的亲情也日益消退。这是中华文明的一
种衰落，也是人间冷漠的一种来源。

基于种种考虑,中国领导人在刚结束的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推出
“全面二胎”的政策，在我看来，这是对我国现有形势的正
确考量。除了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的'问题之外,全面二胎
政策非常适用于当今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现在的年轻夫妻,
尤其是城市人口,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负担的起两个孩子所
需的费用了,在父母工作较忙的时候,孩子们也可以互相照料,
减轻家长的负担。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人口基数大的国情很
长一段时间内并不会改变，我想这也是国家没有完全放开计
划生育政策的原因。

但是，二胎政策是否仍会带来很多问题还有待分析和考察。
比如，独生子女若生育二胎,那么他们将在赡养两个老人的同



时抚养两个孩子,生活压力会不会太大?会不会对医院、幼儿
园、学校等公共资源造成一定的压力?会不会加剧资源环境的
消耗和破坏?这样的担忧还有很多很多,但任何一种制度都不
可能十全十美,我们不能奢求一个制度就能解决我们复杂国情
下的所有问题,只能在全面权衡利弊后作出相对合理的决定。
我认为二胎政策对于如今我国的形势来讲还是非常合理的。

课题如何提出来 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之
一。以前，传统社会存在很严重的养儿防老、重男轻女和多
子多福的观念。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和教育水平
的不断提高等因素，广大人民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许
多家庭不用生二胎甚至生三胎来养老。有些中学生不想让父
母生二胎，怕父母偏心于弟弟或妹妹；但也有些中学生想让
父母生二胎，给自己多个陪伴。那么“中学生如何呢?”对此，
我们团队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调查了一些看法。

课题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通过调查走访中学生的生二胎的看法
并分析，了解现状。分析不同人观点。提出我们的建议。让
初中生认识到生二胎对他们并无坏处。使大家对生二胎有新
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