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工作总结的概念 邀请书的概念精选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总结怎么写
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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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工作总结的概念 邀请书的概念精选篇一

贺信是表示庆祝的书信的总称。它是从古代祝辞中演变而来
的。    贺信是指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
个人向其它集体单位或个人表示祝贺的一种专用书
信。    今天贺信已成为表彰、赞扬、庆贺对方在某个
方面所作贡献的一种常用形式，它还兼有表示慰问和赞扬的
功能。

最新工作总结的概念 邀请书的概念精选篇二

今天的市场是买方市场，今天的市场也是竞争日益激烈的全
球化市场。企业要想在市场上生存，除了要努力提高产品的
质量之外，还要对它在市场的活动采取更加先进，更加有效
率的管理运作方式了。供应链管理就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况出
现的，很多学者也对供应链管理给出了定义，但是在诸多定
义中比较的全面的应该是这一条：供应链管理是以市场和客
户需求为导向，在核心企业协调下，本着共赢原则、以提高
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客户满意度、获取最大利润为目标，
以协同商务、协同竞争为商业运作模式，通过运用现代企业
管理技术、信息技术和集成技术，达到对整个供应链上的信
息流、物流、资金流、业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规划和控制，
从而将客户、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服务商等合作伙伴



连成一个完整的网状结构，形成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战略联盟。
简单地说，供应链管理就是优化和改进供应链活动，其对象
是供应链组织和他们之间的“流”，应用的方法是集成和协
同;目标是满足客户的需求，最终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竞争能力。
供应链管理的实质是深入供应链的各个增值环节，将顾客所
需的正确产品(rightproduct)能够在正确的时间(righttime)，
按照正确的数量(rightquantity)、正确的质量(rightquality)和
正确的状态(right status)送到正确的地点( right place)
即“6r”，并使总成本最小。

传统的管理模式往往以企业的职能部门为基础，但由于各企
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职能部门之间的性质、目标不同，造成
相互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职能部门
之间无法完全发挥其职能效率。因而很难实现整体目标化。

供应链是由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销售商、客户和服务
商组成的网状结构。链中各环节不是彼此分割的，而是环环
相扣的一个有机整体。供应链管理把物流、信息流、资金流、
业务流和价值流的管理贯穿于供应链的全过程。它覆盖了整
个物流，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与供应、产品制造、运输
与仓储到销售各种职能领域。它要求各节点企业之间实现信
息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共存、并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供应
链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真正实现整体的有效管理。

供应链管理的关键是采用集成的思想和方法。它是一种从供
应商开始，经由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客户的
全要素、全过程的集成化管理模式，是一种新的管理策略，
它把不同的企业集成起来以增加整个供应链的效率，注重的
是企业之间的合作，以达到全局最优。

传统的库存思想认为：库存是维系生产与销售的必要措施，
是一种必要的成本。因此，供应链管理使企业与其上下游企
业之间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实现了库存的转移，降低了企业
的库存成本。这也要求供应链上的各个企业成员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通过快速反应降低库存总成本。

无论构成供应链的.节点的企业数量的多少，也无论供应链节
点企业的类型、参次有多少，供应链的形成都是以客户和最
终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的。正是由于有了客户和最终消费者
的需求，才有了供应链的存在。而且，也只有让客户和最终
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满足，才能有供应链的更大发展。

通过对供应链管理的概念与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相
对于旧的依赖自然资源、资金和新产品技术的传统管理模式，
以最终客户为中心、将客户服务、客户满意、客户成功作为
管理出发点的供应链管理的确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由于
供应链是一种网状结构，一旦某一局部出现问题，它是马上
扩散到全局的，所以在供应链管理的运作过程中就要求各个
企业成员对市场信息的收集与反馈要及时、准确，以做到快
速反映，降低企业损失。而要做到这些，供应链管理还要有
先进的信息系统和强大的信息技术作为支撑。

最新工作总结的概念 邀请书的概念精选篇三

广义的景观设计：主要包含规划和具体空间设计两个方面。
规划是从大规模、大尺度上对景观的把握，具体包括:场地规
划、土地规划、控制性规划、城市设计和环境规划。场地规
划是把建筑、道路、景观节点、地形、水体、植被等诸多因
素合理布置和精确规划，使某一块基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
使用要求。土地规划相对而言主要是规划土地大规模的发展
建设，包括土地划分、土地分析、土地经济社会政策、以及
生态、技术上的发展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控制规划主要是处
理土地保护、使用与发展的关系，包括景观地质、开放空间
系统、公共游憩系统、给排水系统、交通系统等诸多单元之
间关系的控制。城市设计主要是城市化地区的公共空间的规
划和设计，例如城市形态的把握，和建筑师合作对于建筑面
貌的控制，城市相关设施的规划设计(包括街道设施、标识)



等等，以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环境规划主要是指某一区域内
自然系统的规划设计和环境保护，目的在于维持自然系统的
承载力和可持续性发展。广义的景观设计概念会随着我们对
自然和自身认识的提高而不断完善和更新的。

狭义的景观设计：综合性很强，其中场地设计和户外空间设
计是狭义景观设计的基础和核心。盖丽特·雅克
布(g~teckbo)认为景观设计是在从事建筑物道路和公共设备
以外的环境景观空间设计。狭义景观设计中的主要要素是:地
形、水体、植被、建筑及构筑物、以及公共艺术品等，主要
设计对象是城市开放空间，包括广场、步行街、居住区环境、
城市街头绿地以及城市滨湖滨河地带等，其目的不但要满足
人类生活功能上、生理健康上的要求，还要不断的提高人类
生活的品质、丰富人的心理体验和精神追求。

景观设计分类

水利风景资源是指水域(水体)及相关联的岸地、岛屿、林草、
建筑等能对人产生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自然景观是由自然地理环境要素构成的，其构成要素包括地
貌、生物植被、水以及气候等，在形式上则表现为高山、平
原、谷地、丘陵、江海、湖泊等。自然景观是自然地域性的
综合体现，不同地理类型的自然景观呈现出不同的地理特点，
也体现出不同的审美特点，如雄伟、秀丽、幽雅、辽阔等。

自然景观分地理地貌类景观;地质类景观;生态类景观;气象类
景观;气候类景观。

社会活动的产物。人文景观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具有历史性、
人为性、民族性、地域性 和实用性等特点。

人文景观分古代人文景观和现代人文景观。



古代人文景观分三类:

第一类有儒家的书院，道家的宫观，释教的寺院庙宇、石窟、
塔台。如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白云观。

第二类是以古代帝王将相活动遗迹和重要历史事件纪念地为
主的人文景观资源，如宫殿、苑囿、祭坛、陵墓、祠庙以及
古城古寨、古长城、古战场、古关隘、古栈道等。如兵马佣、
乾陵、长城。

第三类是各种名人故迹、文化遗迹、古桥古道、骨节鼓舞以
及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村寨和独特的民族风情等。如赵州桥、
都江堰、西安半坡人遗址。

现代人文景观是指那些能体现科技文化水平和现代人类高度
创造性的景物。比之古代人文景观，现代人文景观一般具有
体量大，科技水平高和美观大方等特点。像五峰书院、三峡
水库、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

最新工作总结的概念 邀请书的概念精选篇四

我们都知道，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也是著名的礼仪之邦，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饮食礼仪的概念，向大家推荐。

 

中国人的饮食礼仪是比较发达的，也是比较完备的，而且有
从上到下一以贯通的特点。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在中国，根据文献记载可以得知，至迟在周代时，饮食礼仪
已形成为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



这些食礼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在古代社会发
挥过重要作用，对现代社会依然产生着影响，成为文明时代
的重要行为规范。

宴饮之礼有主有宾的宴饮，是一种社会活动。

为使这种社会活动有秩序有条理的进行，达到预定的目的，
必须有一定的礼仪规范来指导和约束。

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都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化的饮食礼仪，
作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

作为汉族传统的古代宴饮礼仪，一般的程序是，主人折柬相
邀，到期迎客于门外;客至，至致问候，延入客厅小坐，敬以
茶点;导客入席，以左为上，是为首席。

席中座次，以左为首座，相对者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
二座之下为四座。

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

宴毕，导客入客厅小坐，上茶，直至辞别。

席间斟酒上菜，也有一定的规程。

现代的标准规程是：斟酒由宾客右侧进行，先主宾，后主人;
先女宾，后男宾。

酒斟八分，不得过满。

上菜先冷后热，热菜应从主宾对面席位的左侧上;上单份菜或
配菜席点和小吃先宾后主;上全鸡、金鸭、全鱼等整形菜，不
能把头尾朝向正主位。

在古代正式的延宴中，座次的排定及宴饮仪礼是非常认真的，



有时显得相当严肃，有的朝代皇帝还曾下诏整肃，不容许随
便行事。

景德二年(1005年)九月，诏曰：朝会陈仪，衣冠就列，将以
训上下、彰文物，宜慎等威，用符纪律。

况屡颁于条令，宜自顾于典刑。

稍历岁时，渐成懈慢。

特申明制，以儆具僚。

自今宴会，宜令御史台预定位次，各令端肃，不得喧哗。

违者，殿上委大夫、中丞，朵殿委知杂御史、侍御史，廊下
委左右巡使，察视弹奏;同职殿直以上赴起居、入殿庭行私礼
者，委閤门弹奏;其军员，令殿前侍卫司各差都校一人提辖，
但亏失礼容，即送所属勘断讫奏。

……

朝中筵宴，预宴者动辄成百上千，免不了会生出一些混乱，
所以组织和管理显得非常重要。

史籍上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太多，我们可以由《明会典》
上读到相关的文字，可以想象古代的一般情形。

“诸宴通例”说：

(筵宴)先期，礼部行各衙门，开与宴官员职名，画位次进呈，
仍悬长安门示众。

宴之日，纠仪御史四人，二人立于殿东西，二人立于丹墀左
右。



锦衣卫、鸿胪寺、礼科亦各委官纠举。

凡午门外饮赐筵宴，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题准光禄寺，将
与宴官员各照衙门官品，开写职衔姓名，贴注席上。

务于候朝外所整齐班行，俟叩头毕，候大臣就坐，方许以次
照名就席，不得预先入坐及越次失仪。

……又题准光禄寺掌贴注与宴职名，鸿胪寺专掌序列贴注班
次。

每遇筵宴，先期三日，光禄寺行鸿胪寺，查取与宴官班次贴
注。

若贴注不明，品物不备，责在光禄寺;若班次或混，礼度有乖，
责在鸿胪寺。

如何以酒食招待客人，周礼、仪礼与礼记中已有明细的礼仪
条文，现在就让大家来看看这些礼仪的具体内容。

首先，安排筵席时，肴馔的摆放位置要按规定进行，要遵循
一些固定的法则。

带骨肉要放在净肉左边，饭食放在用餐者左方，肉羹则放在
右方;脍炙等肉食放在稍外处，醯酱调味品则放在靠近面前的
位置;酒浆也要放在近旁，葱末之类可放远一点;如有肉铺之
类，还要注意摆放的方向，左右不能颠倒。

这些规定都是从用餐实际出发的，并不是虚礼，主要还是为
了取食方便。

其次，食器饮器的摆放，仆从端菜的姿式，重点菜肴的位置，
也都有陈文规定。

仆从摆放酒壶酒樽，要将壶嘴面向贵客;端菜上席时，不能面



向客人和菜肴大口喘气，如果此时客人正巧有问话，必须将
脸侧向一边，避免呼气和唾沫溅到盘中或客人脸上。

上整尾鱼肴时，一定要使鱼尾指向客人，因为鲜鱼肉由尾部
易与骨刺剥离;上干鱼则正好相反，要将鱼头对着客人，干鱼
由头端更易于剥离;冬天的鱼腹部肥美，摆放时鱼腹向右，便
于取食;夏天则背鳍部较肥，所以将鱼背朝右。

主人的情意，就是要由这细微之处体现出来，仆人若是不知
事理，免不了会闹出不愉快来。

再次，待客宴饮，并不是等仆从将酒肴摆满就完事了，主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要作引导，要作陪伴，主客必
须共餐。

尤其是老幼尊卑共席，那麻烦就多了。

陪伴长者饮酒时，酌酒时须起立，离开座席面向长者拜而受
之。

长者表示不必如此，少者才返还入座而饮。

如果长者举杯一饮未尽，少者不得先干。

长者如有酒食赐与少者和僮仆等低贱者，他们不必辞谢，地
位差别太大，连道谢的资格都不给。

侍食年长位尊的人，少者还得记住要先吃几口饭，谓之“尝
饭”。

虽先尝食，却又不得自己先吃饱完事，必得等尊长者吃饱后
才能放下碗筷。

少者吃饭时还得小口小口地吃，而且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
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喷饭的事。



凡是熟食制品，侍食者都得先尝一尝。

如果是水果之类，则必让尊者先食，少者不可抢先。

古时重生食，尊者若赐你水果，如桃、枣、李子等，吃完这
果子，剩下的果核不能扔下，须怀而归之，否则便是极不尊
重的了。

如果尊者将没吃完的食物赐给你，若盛器不易洗涤干净，就
得先都倒在自己所用的餐具中才可享用，否则于饮食卫生有
碍。

尊卑之礼，历来是食礼的一个重要内容，子女于父母，下属
对上司，少小对尊长，要表现出尊重和恭敬。

对此，不仅经典立为文，朝庭著为令，家庭亦以为训。

明史·礼志十有“庶人相见礼”，提到明太祖朱元璋时曾两
度下令，都为的是申明餐桌上的尊卑座次的排列礼仪。

洪武五年(1372年)，凡乡党序齿，民间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
见及岁时宴会谒拜之礼，幼老先施。

坐次之列，长者居上。

十二年(1379年)令，内外官致仕居乡，惟于宗族及外祖妻家
序尊卑，如家人礼。

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

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

古代的许多家庭，少不了以食礼作为家训的训条，教导子孙
谨守。



凡进馔于长，先将几案拂试，然后双手捧食器，置于其上，
器具必干洁，肴蔬必序列。

视尊长所嗜好而频食者，移近其前，尊长命之息，则退立于
傍。

食毕，则进而撤之。

如命之侍食，则揖而就席，食必视尊长所向。

未食，不敢先食;将毕，则先毕之，俟其置食器于案，亦随置
之。

饮食活动本身，由于参于者是独立的个人，所以表现出较多
的个体特征，各个人都可能有自己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不同习
惯。

但是，饮食活动又表现出很强的群体意识，它往往是在一定
的群体范围内进行的，在家庭内，或在某一社会团体内，所
以还得用社会认可的礼仪来约束每一个人，使各个个体的人
的行为都纳入到正轨之中。

“虚坐尽后，食坐尽前。”

在一般情况下，要坐得比尊者长者靠后一些，以示谦恭;“食
坐尽前”，是指进食时要尽量坐得靠前一些，靠近摆放馔品
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座席。

“食至起，上客起，让食不唾。”

宴饮开始，馔品端上来时，作客人的.要起立;在有贵客到来
时，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

主人让食，要热情取用，不可置之不理。



“客若降等，执食兴辞。

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

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道身，
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客人方可入席落座。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进，肴之序，遍祭之。”

进食之前，等馔品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

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
顺序遍祭。

“三饭，主人延客食，然后辨肴，客不虚口。”

所谓“三饭”，指一般的客人吃三小碗饭后便说饱了，须主
人劝让才开始吃肉。

宴饮将近结束，主人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食毕
才停止进食。

如果主人进食未毕，“客不虚口”，虚口指以酒浆荡口，使
清洁安食。

主人尚在进食而客自虚口，便是不恭。

卒食，客自前跪，彻饭齐以授相者。

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

“宴饮完毕，客人自己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和的
餐具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

待主人说不必客人亲自动手，客人才住手，复又坐下。



“共食不饱。”同别人一起进食，不能吃得过饱，要注意谦
让。

“共饭不泽手。”

当指同器食饭，不可用手，食饭本来一般用匙。

“毋抟饭。”吃饭时不可抟饭成大团，大口大口地吃，这样
有争饱之嫌。

“毋放饭。”要入口的饭，不能再放回饭器中，别人会感到
不卫生。

“毋流歠。”不要长饮大嚼，让人觉得是想快吃多吃，好象
没够似的。

“毋口它食。”咀嚼时不要让舌在口中作出响声，主人会觉
得你是对他的饭食表现不满意。

“毋啮骨。”不要专意去啃骨头，这样容易发出不中听的声
响，使人有不雅不敬的感觉。

“毋反鱼肉。”自己吃过的鱼肉，不要再放回去，应当接着
吃完。

“毋投与狗骨。”客人自己不要啃骨头，也不能把骨头扔给
狗去啃。

“毋固获。”不要喜欢吃某一味肴馔便独取那一味，或者争
着去吃，有贪吃之嫌。

“毋扬饭。”不要为了能吃得快些，就用食具扬起饭粒以散
去热气。

“饭黍毋以箸。”吃黍饭不要用筷子，但也不是提倡直接用



手抓。

食饭必得用匙。

筷子是专用于食羹中之菜的，不有混用。

“羹之有菜者用梜，无菜者不用梜。”梜即是筷子。

羹中有菜，用筷子取食。如果无菜筷子派不上用场，直饮即
可。

“毋嚺羹。”饮用肉羹，不可过快，不能出大声。

有菜必须用筷子夹取，不可直接用嘴吸取。

“毋絮羹。”客人不能自己动手重新调和羹味，否则会给人
留下自我表现的印象，好象自己更精于烹调。

“毋刺齿。”进食时不要随意不加掩饰地大剔牙齿，如齿塞，
一定要等到饭后再剔。

“毋歠醢。”不要直接端起调味酱便喝。

醢是比较咸的，用于调味，不是直接饮用的。

“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湿软的烧肉炖肉，可直接用牙
齿咬断，不必用手去擘;而干肉则不能直接用牙去咬断，须用
刀匕帮忙。

“毋嘬炙。”大块的烤肉和烤肉串，不要一口吃下去，如此
塞满口腔，不及细嚼，狼吞虎咽，仪态不佳。

“当食不叹。”吃饭时不要唉声叹气，“唯食忘忧”，不可
哀叹。



类似的仪礼也曾作为许多家庭的家训，代代相传。

凡饮食，须要敛身离案，毋令太迫。

从容举筯，以次著于盘中，毋致急遽，将肴蔬拨乱。

咀嚼毋使有声，亦不得恣所嗜好，贪求多食。

安放碗筯，俱当加意照顾，毋使失误堕地。

……

当代的老少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都多多少少承继了古代
食礼的传统。

我们现代的不少餐桌礼仪习惯，都可以说是植根于《礼记》
的，是植根于人们古老饮食传统的。

喝酒，是中华民族一大嗜好。

喝酒有许多礼节、习俗。

就说斟酒吧，人们在为客人斟酒的同时，常说“满上满上”。

这个满可不能理解为得溢出来，而是指满杯中的八成就行了。

作为主人，要首先为客人斟酒。

酒瓶要当场打开，酒杯大小要一致。

如在座的有年长者，或有长辈、远道来的客人或职务较高的
同志，要先给他们斟酒。

如不是这种情况，可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斟酒，酒经斟满，
但不要溢出来。



作为客人，当主人为自已斟时，要起身或俯身，以手扶杯或
欲扶状，以示恭敬。

还有一种“叩指礼”，就是主人在给客人斟酒时，客人要把
拇指、食指、中指捏在一块，轻轻在桌上叩几下，表示感谢
主人的斟酒。

席上喝酒讲究碰杯，要碰杯就必须把杯中的酒喝干，一口气
喝下去。

还要倒过来让旁人看自己的杯子。

在山区，这一礼俗很严格。

碰杯后不干杯，要再罚酒的，也表示对朋友不够仗义。

进餐的礼仪

去参加宴会，进餐的礼仪很重要，不但要吃得尽兴，而且要
显出彬彬风范。

就座和离席

在入座时应等长者坐定后，方可入座。

如有男士为你拉开座椅，你应落落大方的向对方表示感谢，
然后再从容入座。

入座后姿式端正，脚踏在本人座位下，不可任意伸直，手肘
不要靠桌缘，或将手放在邻座椅背上，应与餐桌保持适当的
距离。

餐巾主要防止弄脏衣服，兼做擦嘴及手上的油渍。

须等到大家坐定后，才可使用餐巾。



餐巾摊开后，应放在双膝上端的大腿上，切忌用餐巾擦拭餐
具。

用餐

用餐时须落落大方，从容安静，不能急躁。

在餐桌上不能只顾自己，也要关心别人。

口内有食物，应避免说话。

自用餐具不可伸入公用餐盘夹取菜肴。

好的吃相是食物就口，不可将口就食物。

必须小口进食，不要大口的塞，食物未咽下，不能再塞入口。

送食物入口时，两肘应向内靠，不要向两旁张开，碰及邻座。

自己手上持刀叉，或他人在咀嚼食物时，均应避免跟人说话
或敬酒。

食物带汁，不能匆忙送入口， 否则汤汁滴在桌布上，极为不
雅。

切忌用手指掏牙，应用牙签，并以手或手帕遮掩。

如欲取用摆在同桌其他客人面前之调味品，应请邻座客人帮
忙传递， 不可伸手横越，长驱取物。

食毕，餐具务必摆放整齐，不可凌乱放置。

餐巾亦应折好，放在桌上。

经过这么细致的准备，是不是对新年的宴会充满了信心和期



待?相信你一定可以成为新年宴会上最炫的dancing queen。

最新工作总结的概念 邀请书的概念精选篇五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万物复苏的春天，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
年，今年我继续担任五年级的班主任工作，和孩子们互利互
勉，继续发扬上学期好的优良班风、学风，在原有的基础上
争取更大的进步。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德育为首，以日常行为规范为准绳，以新的教育理念
为中心，大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力争我班在
各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二、基本情况

本班学生绝大部分学生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他们爱
学

习，有上进心。从上个学期期末测试结果来看，学生能较好
地完成学习任务，学生具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口语交际能
力和写作能力和语文综合运用能力，也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
法。但是有个别学生基础较差，家长又疏于督促，还需老师
加强辅导。个别学生学习自觉性差，不能按时完成作业，还
需要老师好好引导教育。

三、明确目标

俗话说“有目标才有动力”。确立班集体的共同目标是班集
体形成的条件和前进的动力。有了长远的奋斗目标，才能使
同学们团结一致，努力学习，全面发展，共同进步。仅仅有
长远目标还不够，还应有近期的。一个个目标的实现，将使



班级形成很强的凝聚力，才能让同学们鼓起学期的勇气，为
这个班集体的荣誉而努力。

长期目标：形成积极、团结、向上的班风;努力、好学、坚持
不懈的班风，争创文明班级。

中期目标：学会听课，不逃学，认真按时完成各科作业。课
前预习，课后复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近期目标：认识自己的不足，改掉坏毛病，热爱班集体，以
小学生守则为规范，遵守班级校规班纪。

四、实施办法

纪律方面：培养正确的舆论，并利用舆论压力促使学生遵守
纪律，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制定班级的规章制度，约束学
生的行为习惯，每周班会总结一周来学生的表现情况，评选
进步学生。对经常违纪学生循循善诱，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
达成共识。

卫生方面：排好值日生表，制定值日生制度，明确规定值日
生在本天的责任，尽力协助班干部为学生的学习营造良好的
环境。监督乱丢垃圾的现象。 文明礼貌方面：作为班主任，
首先要以身作则。常言说“身正，不令则行;身不正，令都不
行”，言传身教，不仅要教会学生学习，更应教会他们如何
做人。鼓励学生见人要礼貌，主动打招呼，友善对待他人，
做个文明礼貌的好学生。

五、培养班级骨干

班干部是班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班主任工作中的得力助手，
为老师同学排忧解难。他们在学生中应是比较有威信的人。
所以在平日我首先教会他们工作方法，培养他们为积极为班
级服务，为学生服务的意识。由于有了班干部的密切配合，



所以班级班风正，学风浓。

六、转化后进生

后进生能否转化是衡量班主任工作好坏的一项工作之一。因
为他们在班里是比较特别的一群，学习成绩差，不遵守纪律，
无心向学，得过且过。在班里不受欢迎。所以，转化后进生
的工作比教育其他学生要付出双倍的努力。首先把真诚的爱
要给予后进生，要做到思想上不歧视，感情上不厌倦，态度
上不粗暴，方法上不简单。其次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闪光点，
树立他们学习的自信心，让他们再次融入班集体中，感受到
班集体的温暖。

七、多与家长沟通

教育学生只有学校教育而离开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就显得孤
掌难鸣。学校教育应与家庭、社会紧密联系。所以班主任要
及时与家长沟通，发现学生存在问题，及时补救。

八、工作安排表

二月份

1、制定班级制度，对学生进行常规教育。

2、搞好黑板报，布置教室

三月份

1、进行安全教育

2、抓好班级一日常规，杜绝迟到旷课现象，抓好课堂纪律，
督促学生按时完成作业。

3、通过组织学生活动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增强班集体的凝



聚力。

四月份

1、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2、组织学生参加学生组织的各项活动。

3、强化班级制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4、召开家长会。

五月份

1、对学生进行常规教育。

2、做好期中复习指导工作。

3、组织学生利用班队会讲故事，明事理。

4、召开班干部会议。

六月份

1、强化学生的行为规范。

2、组织学生过好六一儿童节。

3、组织学生做好总复习工作。

七月份

1、教育学生注意安全，以防不安全事故发生。

2、做好复习工作，迎接考试。



最新工作总结的概念 邀请书的概念精选篇六

保证书是个人、集体、单位，为响应上级号召开展工作、完
成任务或做错了事，犯了错误并决心改正面提出保证时使用
的专用书信。 这里所说的同法律文书类的保证书不同。它是
某些团体或个人立誓完成某项工作或 发誓不再犯某种错误而
写的保证性的书信或文字材料。

最新工作总结的概念 邀请书的概念精选篇七

表扬信是用来表彰好人好事的先进思想、先进事迹的一种书
信，表扬信可以以组织的名义，也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写。 表
扬信是用来表彰某个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
人的先进思想、先进事迹、高尚风格，用以弘扬正气的一种
专用书信。

最新工作总结的概念 邀请书的概念精选篇八

社交礼仪的概念是什么呢?那么下面小编整理相关礼仪的常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礼仪的涵义

交规范和道德规范的仪式，是社会交往中在礼遇规格、礼宾
次序等方面应遵循的礼貌、礼节要求，一般通过集体的规范
仪式和程序行为来表示。

2、什么是社交礼仪

现代社交礼仪泛指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应共同
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具体来说，就是指交往的双方或多



方借助语言、仪表、仪容、仪态、表情、举止动作等形式，
向交往对方表示重视、尊重、敬意、和友好，塑造自身真、
善、美的形象。

社交礼仪通常包括：见面与介绍、拜访与接待、交谈与交往、
宴请与馈赠、舞会与沙龙等方面的礼仪。

(一)社交礼仪能够促进社会文明与和谐

1、礼仪是道德的一种示范，它代表着社会道德观念和文明程
度

伦理道德的氛围得到强化，从而有益于保持人际交往关系的
纯洁性，有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2、社交礼仪在中国文化中起着凝聚力作用

所以地无南北，人无古今，都有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这将
降低我国地方排斥倾向，人们通过良好的社交礼仪将不同地
域、不同习俗的矛盾降到最低，使融合中国文化从一定程度
上得以融合，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社交礼仪在个人人际交往中具有重要作用

1、交礼仪是人们社会交往中行为的标准和规范

使自己在交往对象心目中保持良好的形象，获得尽可能完美
的社交信誉。

2、交礼仪是交往的枢纽

社交礼仪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是沟通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社会交际是人们相互接触，加深了解，沟通意见的一种最普
通最常见的行为方式。人与人进行交往，双方第一个见面礼



仪是握手问好，面带温和微笑，彼此从眼神传递流露出诚意，
此即为构成人际交往的首要礼仪条件。

正是通过社交礼仪这一枢纽，达成促进情感交流，改善和保
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的目的。

3、社交礼仪是人际关系和谐发展的调节器

“礼尽人舒畅”，同事上下级之间不能没有礼仪;人际关系失
调时，社交礼仪恰当的运用，有时甚至是一句带礼貌的话语，
往往可以缓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融
化相互间的矛盾，释解敌对情绪，从而使人际间的关系得以
改善。这正是社交礼仪的力量所在。

一、真诚尊重的原则

二、平等适度的原则

三、自信自律的原则

四、信用宽容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