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制预算应遵循的原则不包括 遵循自然
原则心得体会(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编制预算应遵循的原则不包括篇一

自然是我们的母亲，给予我们生命和生存。如果我们能遵循
自然的原则，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和谐、美好。自然原则是指
自然界遵循的规律和原则，其中包括了人类社会中的各个方
面。在本文中，我将分享我所学习到的遵循自然原则的心得
体会。

第二段：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是人类生存的基石，也是遵循自然原则的重要一环。
根据自然原则，在自然界中“生于天，长于地，成于人”，
我们必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通过正常的饮食和适当的锻
炼，我们可以保持身体积极而健康的状态。而且，有意识地
避免生活中的毒害物质，保持我们的环境干净卫生也是至关
重要的。

第三段：共同生活

共同生活是人类社会的重点。自然原则要求我们遵循是相互
依存的原则。任何一个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到他身边的人，
甚至是全社会。我们需要在生活中保持相互尊重、相互关注
和相互帮助的态度。此外，与人交往时，我们应该注意语言
的选择与表达方式，以和平、友好和善意的态度待人待物。



第四段：资源的合理使用

资源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物资来源，而且资源的合理使用是
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自然原则要求我们尽可能地
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尽可能地使用可再生和有限的资源。这
包括使用节能灯泡和回收利用等措施，也包括选择可持续发
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学会计划和使用资源，以確
保它们能够被绿色地、持续地利用。

第五段：生命的尊重

人类和其它生物一样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仅仅是关
注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忽视其它生命的存在。遵循自然原
则，我们必须尊重生命，不会伤害任何生命。我们应该尽力
去保护和维护自己和其它生物的生存权利。我们应该避免购
买非法、野生动物和植物制品，同时，如果看到有违法现象，
我们应该能站出来提供援助和报告情况。

结论：

遵循自然原则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护生
态环境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会让我们自己受益。在
遵循自然原则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谦逊、自律和责
任感，以及对自己及他人持开放和纯净的心态。我们应该关
注我们的人类存在，保持一个相信、谦虚和大度的心态。当
我们做到这些，我们可以让自己、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社会
从中获益，让我们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编制预算应遵循的原则不包括篇二

自然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和来源，一直以来人们都在追求与自
然和谐相处。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遵循自然原则是非常
重要的。本文将探讨自己对遵循自然原则的感悟和体会。



第一段：自然规律是非常重要的

自然规律是宇宙和万物的普遍原则，贯穿一切生命和事物。
我们把自然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可以保持我们的生命
和自然环境的平衡。例如，在农业方面，我们应该遵循自然
的季节变化和地理条件，去选择合适的植物和动物品种以及
种植时间和方式，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在生活中，
我们也应该注意自然和环境的联系，减少浪费，保持清洁和
地球能源的节约。

第二段：自然原则是我们的基础

透过自然界的视角，我们可以了解到自然界中的万物都有一
个自然规律。我们的生活和思想也是遵循了自然规律。自然
规律是我们生命和行动的基础，凡事都要尊重自然，而不是
去自以为是地去破坏它。通过了解和掌握自然，我们才能更
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愿景。

第三段：自然规律是我们需要遵循的

在现代社会，人们常常忽视自然规律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令
人担忧的趋势。人为的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漫长过程已经
让人们逐渐忘记了遵循自然的重要性。但是，遵循自然原则
是我们必须要实施的，否则我们可能会错过许多重要的经验
和机会。我们应该研究和了解自然的经验和原则，学习如何
在自然的限制和指导下创造和改进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第四段：遵循自然原则的成果

遵循自然原则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我们看到了很多公司遵
循自然原则的成功之路，并成功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我们也
看到了很多人通过运用自然规律理论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发明，
促进了人类前进的步伐。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通过节约用
水，减少汽车排放和一次性餐具等行为进行环保，对自然进



行保护。因此，遵循自然原则是我们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必
需品。

第五段：结语

在遵循自然规律的路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自然的力量，也可
以积累自然的智慧，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敬畏和感恩自
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我们今后必需实现的目标，让我们不
断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遵循自然原则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
走的路，但是只有走上这条路，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协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编制预算应遵循的原则不包括篇三

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源泉，它不仅滋养着万物生灵，也
让人类因之而繁荣发展。然而，随着人类对自然的不断剥削
和污染，环境逐渐恶化，生态系统遭受破坏，严重威胁着我
们的生存和发展。如何遵循自然原则，保护我们的家园，成
为当今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在长期的生活和工作中，我也
有了一些个人的心得和体会，下面就来与大家分享。

第二段：尊重自然原则，保护环境

自然界是一个广阔而微妙的系统，其中各种元素和因素之间
有着微妙的平衡和相互作用，一旦破坏了这种平衡和作用，
就必然会引发环境和生态的灾难。而保护环境的重中之重就
是尊重自然原则。我们不能一味地采取无规划、砍伐和开发
的方式来满足自身需求，而是应该通过科学规划，采用可持
续的开发方式，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的。

第三段：走向自然，陶冶心灵

自然拥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和情感渲染力，特别是在当
代社会，经常会遭受到城市的喧嚣和紧张的工作生活。因此，



更多的人开始追求自然和平静，放弃了钱财和功名。他们在
自然中寻找心灵的舒展，获得了自然简朴、平和和融洽的温
馨感。正如人们常说：“回归自然，多发现。”

第四段：自然医学，指导健康

自古以来，人们就深刻认识到自然与人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
关系，我们的健康也不例外。保持健康、预防疾病就要遵循
自然原则。这不仅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更好的保护，也能
改善我们的身心健康。比如，采用天然的食物、草药，去除
家里室内的有害物质，开窗通风等，都是符合自然原则的健
康方式。

第五段：落实自然原则，推动社会进步

归根结底，自然原则是一个涉及人类自身自由与尊严的大事
业。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自然原则，尽到自己的表里功夫，
并为整个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社会也必然会更加美好、和
谐、富裕。我们需要秉持着“人类是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
的理念，意识到我们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长远维护和发展良
好的生态环境，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总而言之，遵循自然原则是人类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尊
重自然，才能保护环境；走向自然，才能陶冶心灵；实行自
然医学，才能指导健康；落实自然原则，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当我们能够真正地遵循自然原则，让人类的未来充满着希望
和甜蜜。

编制预算应遵循的原则不包括篇四

与提问相伴的，就是答，问与答构成了人们语言交流的重要
形式，谈判中的问答，更是一个证明、解释、反驳或推销本
方观点的过程，通常，同样的问题会有不同的回答，而不同
的回答又会产生不同的谈判效果，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



认为，不会回答，就等于不会谈判，因此，与“问”相
似，“答”也要讲究原则和技巧。

在谈判中，人们应该遵循的答话原则有以下几种。

1、给自己留有思考时间

很多人有这样一种心理，就是如果在对方问话与己方回答问
题之间停留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给对方以己方对这个问题
没有考虑和准备的感觉，而对答如流，就显示出己方的准备
很充分，与此有所不同的是，在谈判的过程中对问题回答的
好与坏，往往不是看回答的速度快慢。

为了对整个谈判有利，在面对对方的提问时，回答问题的谈
判者应该给自己留一些思考的时间，搞清对方提问的真实意
图，再决定自己的回答方式和范围，并预测在己方答复后对
方的态度和反应，考虑周详之后再从容作答。否则，很容易
进入对方预先设下的圈套，或是暴露本方的意图而陷于被动。
实践中可以如此进行，当对方提出问题之后，可以喝口水，
或调整一下自己的坐姿，也可以挪动一下椅子，整理一下桌
子上的资料文件，或翻一翻笔记本，借助这样一些很自然的
动作来延缓时间，给自己考虑对方提出的问题留下一定时间。

2、慎重回答尚未理解的问题

在谈判中，答话一方的任何一句话都近似于一句诺言，一经
说出，在一般情况下很难收回。同时，谈判者中的提问往往
又深藏“杀机”，这是提问者为了获取信息，占据谈判中的
主动所致。所以，如果在不了解问话的真正含义之前贸然作
答，就很可能会掉进对方设下的陷阱，导致把不该说的事情
说出来。鉴于此，对一方的提问一定要考虑充分，字斟句酌，
慎重回答。

3、回答时要有所保留，不可“全盘托出”



谈判中回答问题还有一个大的原则需要注意，即该说的就说，
不该说的则不能说，这是因为，有些问题不值得回答，有些
问题只需局部回答，如果不讲策略地“全盘托出”，就难免
会暴露自己的底细。在这种情况下，提问的一方也就不再需
要继续提问就获得了对他们有用的信息，而自己的一方则会
因此失去继续反馈交流的通道，导致己方谈判中的被动地位。

对此，在实际场景中可以这样应对：当对方提出问题，或是
想了解自己一方的观点、立场和态度，或是想确认某些事情
时，谈判者应视情况而定。如果是应该让对方了解，或者需
要表明我方态度的问题，就要认真作出答复；而对于那些可
能有损己方利益或无聊的问题，则不必作出回答。

4、不给对方追问的兴致和机会

实践证明，在谈判过程中，如果一方面对的是对方连续性地
提问，且提问环环相扣，步步进逼，答话的一方就会掉进对
方的圈套而陷于被动，甚至有可能导致谈判的失败，因此，
谈判者在进行答复时尽量不要留下尾巴，授人以柄，让对方
抓住某点继续提问，而要尽量遏制对方的进攻，使其找不到
继续追问的借口。

一般情况下，有经验的谈判者多会在答复中如此点明：“我
们考虑过，情况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来降低问题的意义；
或是表达“现在讨论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以时效性来抑
制对方的追问等，而一个优秀的谈判者甚至可以通过巧妙的
答话，来变被动为主动，在谈判中抢占上风。

编制预算应遵循的原则不包括篇五

心理学家有一个有趣的公式：一条信息的表达=7%的语言+38%
的声音+55%的肢体动作。这表明人们获得的信息大部分来自
视觉印象。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演讲手势动作遵循原则，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演讲手势动作必须遵循的原则

1、雅观自然

运用体态语言、动作要做到端正、高雅，符合生活美学的要
求。人们听演讲，除了获得信息，受到启迪这外，也需要获
得美的享受。演讲的体态动作要做到姿态优美、恰如其分，
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演讲者的手势贵在自然，自然才见感
情的真实流露，自然才能真实地表情达意，才能给人以美感。
优美自然的体态语言还必须符合演讲者的性别、年龄、经历、
职业及性格等特征。

2、保持三个协调

第一、手势与全身的协调。演讲者的手势从来不是单独进行
的它的，它的一举一式，总是和声音、姿态、表情等密切配
合进行的。演讲以讲为主，以演为辅，没有动作的演讲只能
讲话而已，但动作要和演讲者的体态协调才美。

第二、手势与口头语言的协调。手势的起落应和话音的出没
是同时的、同步的，不可互为先后。如果话说出去了，手势
还没有做;或话已讲完，手势还在继续，不仅失去了它的意义，
而且也使听众感到滑稽可笑。第三、手势与感情协调。演讲
中感情激昂时手的幅度、力度可大，否则小一点，手势幅度
和感情是成正比的。

例如：下面这段演讲词的动作幅度就应该大：

如果说，中国是头沉睡的雄狮，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热情
去唤醒，让他咆哮，让他呐喊!

如果说，中国是条俯卧的巨龙，就更需要我们做主人的用双
手去托起，让他腾飞，让他振兴，让他永远屹立于世界强国
之林!



到那里时，我们都将会自豪地说：“我是中国的主人。”

而下面的一段演讲词的动作幅度就必须小：

3、适宜、适量、简练

一是与演讲内容相适宜。手势动作只有在与口语表达密切相
配合时，其含义才最为生动具体。演讲者的手势必须随演讲
的内容、自己的情感和现场气氛自然地表现出来，手势的部
位、幅度、方向、力度都应与演讲的有声语言、面部表情、
身体姿态相适宜，协调一致，切不可生搬硬套勉强去凑手势。

二是手势的多少要适量，要不多不少。手势动作过多了，一
两句话一个动作就会显得轻挑作态、喧宾夺主，会使听众感
到眼花缭乱，听众甚至会拿演讲者的动作开心。但是，如果
演讲者在台上从头到尾都不运用手势，那样就会显得局促不
安就会失掉演讲的感染力和活力;演讲者的气质、风度也就无
法体现出来，使听众不能深刻理解演讲的思想内容而感到枯
燥无味。

三是手势动作要简单精练。体态语言毕竟是口语的辅助手段，
使用时切忌过多过滥，毫无节制，而应尽量做到少而精。正
像说得多不一定就表明语言能力强一样，态势语言表演过多，
不一定能加强演讲效果。所以演讲中的手势动作应简练、得
体，宁少勿多。演讲者每做一个手势，都要力求简单精练、
清楚明了、干净利索、优美诱人，不可琐碎，不可拖泥带水。
小动作、碎动作千万不要做，重复动作也不要多做。

4、因人制宜

在演讲中态势语的恰当运用可以表现一个人的成熟、自信、
涵养、气质和风度。演讲者要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符合自己
的身份、性别、职业、体貌的、有表现力的、合适的手势。
就性别而言，男性的手势一般刚劲有力，外向动作较多;而女



性的手势主要是柔和细腻，手心内向动作较多。就年龄而言，
老年演讲者因体力有限，手势幅度较小，精细入微;而中青年
演讲者身强力壮，手势幅度较大，气魄雄伟。就身高而言，
个子比较矮小的演讲者可以多做些高举过肩的手势来弥补不
足，这样可以自己形体显得高大一些，而个子较高的演讲者，
可多做些平直横向动作。

演讲手势30种

1.拇指式，竖起大拇指，其余四指弯曲，表示强大，肯定，
赞美，第一等意。

2.小指式，竖起小指，其余四指弯曲，合拢表示精细，微不
足道或藐视对方，这一手势演讲中用得不多。

3.食指式，食指伸出，其余四指弯曲并拢，这一手势在演讲
中被大量采用，用来指称人物，事物，方向，或者表示观点
甚至表示肯定，胳膊向上伸直，食指向空中则表示强调，也
可以表示数字“一”“十”“百”“千”“万”……演讲中
右手比左手使用的频率大，手指不要太直，因为面对听众手
指太直，针对性太强。

4.食指弯曲或钩形表示9、90、……齐肩划线表示直线，在空
中划弧线表示弧形、

6.中指，无名指，小指三指并用式，表示3、30、300……

7.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四指并用式。表
示4、40、400……

8.五指并用式。如果是五指平伸且分开，表
示5、50、500……如果指尖向上并拢，掌心向外推出，有向
前，希望等意思，显示出坚定于力量，又叫手推式。



10.拇指食指并用式。拇指，食指分开伸出，其余三指弯曲表
示8、80、800……如果并拢表示肯定，赞赏之意，如果二者
弯曲靠拢但未接触，则表示“微小”“精细”之意。

12.o型手势，又叫圆形手势，曾风行欧美，表
示“好”“行”的意思，也表示“零”

13.仰手式，掌心向上，拇指自然张开，其余弯曲，这一手势
包容量很大。区域不同意义有别：手部抬高表示“赞
美”“欢欣”“希望”;平放是“乞求”“请施舍”;手部放
低表示无可奈何，很坦诚。

14.俯手式。掌心向下，其余状态同仰手式。这是审慎的提醒
手势，演讲者有必要抑制听众的情绪，进而达到控场的目的，
同时表示表示反对、否定之意;有时表示安慰、许可之意;有
时又用以指示方向。

15.手切式。手剪式的一种变式。五指并拢，手掌挺直，像一
把斧子用力皮下，表示果断，坚决、排除之意。

16.手啄式。五指并拢相夹相触。，指尖向上，就像一个收紧
了开口的钱包，用于强调主题和重点，也表示探讨之意。

17.手剪式。五指并拢，手掌挺直，掌心向下，左右两手同时
运用，随着有声语言左右分开，表示强烈拒绝。

18.手抓式。五指稍弯，分开、开口向上。这种手势主要用来
吸引听众，控制大厅气氛。

19.手压式，手臂自然伸直，掌心向下，手掌一下一下向下压
去。当听众情绪激动时，可用这手势平息。

20.手推式，见“五指并用式”



21.抚身式，五指自然并拢，抚摸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以这
种手势把手放在胸前，往往成为一些演讲者的习惯手势。

22.挥手式。手举过头挥动，表示兴奋、致意;双手同事挥动
表示热情致意。

23.掌分式。双手自然撑掌，用力分开。掌心向上表示“开
展”、“行动起来”等意。掌心向下表示“排除”、“取
缔”;平行伸开表示“面积”、“平面”之意。

24.拳举式。单手或双手握掌，平举胸前，表示示威、报复;
高举过肩或挥动或直捶或斜击，表示愤怒，呐喊等。这种手
势有较大的排他性，演讲中不宜多用。

25.拳击式，双手握拳在胸前做撞击动作，表示示威间的矛盾
冲突。

26.拍肩式，用手指拍肩击膀，表示担负工作，责任和使命的
意思。

27.拍头式，用手掌拍头，表示猛醒、醒悟、顿足，表示愤恨、
哀戚、伤悲。演讲中欧姑娘不太多用。

28.搓手式。双手摩擦，意味做好准备，期待取胜;如果速度
慢表示猜疑;在冬天则表示取暖;拇指与食指或其他指尖摩擦，
通常暗示对金钱的希望。

29.颤手式。单手或双手颤动，必须与其他手势配合才表示一
个明确的含义。

30.双手抚胸表示沉思、谦逊、反躬自问。如果以收抚头表示
懊恼，回忆等。

演讲手势的分类



演讲手势的分类一、按表达功能特点分类：

__________________1__________________情意性手势。在演
讲中运用较多，表现方式也极为丰富。这种手势语，主要用
于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内容，能表达出演讲者的喜、怒、哀、
乐。它的表达情深意切，感染力强。

_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_指示性手势。这种
手势主要用于指示具体人物、事物或数量，给听众一种真实
感。它的特点是动作简单，表达专一，一般不带感情色彩。
指示性手势有“实指”和“虚指”之分。实指涉及的对象是
在场听众视线所能看到的;虚指涉及的对象是远离现场的人和
事，是听众无法直接看到的。

__________________3__________________象形性手势。这种
手势主要用模拟演讲中的人或物的形状、高度、体积、动作
等，给听众以生动、明确、形象的印象。这种手势常常略带
夸张色彩，不能机械的模仿，不能过分的夸张和有过多的表
演痕迹。

__________________4__________________象征性手势。这种
手势的含义比较抽象，如果能配合口语，运用准确、恰当，
则能启发听众的思考，引起听众的联想，给听众留下鲜明的
具体的印象。

演讲手势的分类二、按活动的区域分类：

__________________1__________________肩部以上，称为上
区手势。手势在这一区域活动，一般表示理想、希望、喜悦、
祝贺等;手势向内、向上，手心也向上，其动作幅度较大，大
多用来表示积极肯定的、激昂慷慨的内容和感情。

_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_肩部至腰部，称为
中区手势。手势在这一区域活动，多表示叙述事物、说明事



理和较为平静的情绪，一般不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其动作
要领是单手或双手自然地向前或两侧平伸，手心可以向上、
向下，也可以和地面垂直，动作幅度适中。

__________________3__________________腰部以下，称为下
区手势。手势在这一区域活动，一般表示憎恶、鄙视、反对、
批判、失望等。其基本动作是手心向下，手势向前或向两侧
往下压，动作幅度较小。

演讲手势的分类三、按使用单、双手分类：

单手做的手势叫单式手势;用双手做的手势叫复式手势。它们
能在不同程度上辅助口语的表情达意。在运用时要注意以下
三点：

__________________1__________________感情的强弱。一般
来说，讲到批评或表扬，肯定或否定，赞同或反对时，其情
感特别强烈时，则可用复式手势。在一般情况下，用单式手
势较为合适。

_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_听众的多少。一般
来说，会场较大，听众较多的场面，为了强化手势的辅助作
用，激发听众的情感，可以用复式手势。反之，用单式手势
较为合适。

__________________3__________________内容的需要。形式
是为内容服务的，这是决定用单式手势或复式手势的最根本
的依据。如果离开了内容的需要，即使会场再大，听众再多，
也不宜用复式手势。同样，根据内容的需要，应该用复式手
势时，如果使用单式手势，则显得单薄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