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农村农忙劳作的心得体会(精选10
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我们应该重视心
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和分享。那么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农村农忙劳作的心得体会篇一

五一劳动节是我们每一位农民工作的一年中的关键时刻，也
是我们辛勤劳作的时候。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我有幸亲身
参与了农田的耕种和生产，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和体会。
在这里，我将会和大家分享我的五一农忙心得体会。

首先，我发现农忙季节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说
到农忙，大家可能会想到辛苦劳作，在骄阳下挥汗如雨的景
象。这并非单纯的幻想，而是真切的现实。从早晨第一缕阳
光照射到地面上，一直到傍晚日落西山时，我们都要不断的
劳动。农忙时期对我们的体力和耐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在晚上回到家，我们疲惫不堪，但同时也更加珍惜劳动，感
受到了身体的价值和力量。

其次，农忙也让我明白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一个人在田间
地头虽然也可以完成一些工作，但是农忙时期的工作任务是
如此之重，个体的力量远远不足以完成。因此，我们必须充
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在农田耕作中，我们分工明确，团结协
作，互相帮助。这样不仅能够提高效率，也能够减轻个人的
压力。通过团队合作，我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大量的工作，
获得了丰收的喜悦。

此外，农忙也增强了我的观察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在农田中，



我们有时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天气问题、虫害问题和
土壤质量问题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迅速而准确地做
出判断，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不仅需要我们有很强的观
察力，还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储备。在这个过程中，我
不断学习，不断适应，提高了自己的问题解决能力。

农忙的心得体会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农民劳动的尊重和珍
惜。农民是我国的骄傲，是支撑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中坚力
量。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稳定的粮食供应和基本生活所需。在
农忙期间，我亲身体验到了农民劳动的艰辛和辛劳，也更加
明白了农民工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因此，我们应该尊重和
珍惜农民的辛勤劳作，给予他们应有的待遇和尊重。

总结起来，参与五一农忙使我受益匪浅。不仅让我体验到了
劳动的辛苦和困难，也培养了我的团队合作、观察力和问题
解决能力。更重要的是，我更加珍视和尊重农民工的劳动，
对他们做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表示感激。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和付出，能够为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农村农忙劳作的心得体会篇二

2016年10月26日晚8点，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的
“两优一先”“两学一做”特别节目《榜样》在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播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组工干部，
看后感触颇深。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一主题贯穿在《榜样》的始终。
节目中邀请了11位今年受到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到场，通过老党员现场讲
述、典型访谈、先进事迹再现等形式，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平
凡而感人的事迹。节目中有个特别的环节，在现场准备了心
形的印模，通过这样的方式留下在场每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
手印，“每一个誓言都能看到你的初心，每一道掌纹都有一
个动人的故事”，围绕这些手掌背后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中



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无私奉献、执着坚守、有所作为、敢
于担当、勇于创新和承担责任的高尚品格，向我们传递
了“向榜样看齐、做合格党员”的时代感召。

握住“老茧”的手，感悟信念罗官章。基层老党员，退休后
做了普通的农民，回乡扎根深山老林19年，发扬“老牛自知
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带领和帮助乡亲们发家
致富。他决定在牛庄大山里进行天麻有性繁殖试验。经过无
数次失败，在付出鲜血和伤痛代价后，终于换来了沉甸甸的
成果。罗官章收获了人工有性繁殖的第一粒种子，之后他将
这粒天麻种子播在密环菌材上，通过密环菌提供营养，生长
出42颗栽培种。后来罗官章将试验田扩大到46平方米，收获
的天麻卖了5万多元。第一批跟着他种天麻的10多个贫困户，
每户增收超过10万元，成为轰动土家山寨的特大新闻。他
说“对党的事业我负了责任，没有辜负党对我的信任”。罗
老的手布满了“老茧”，但是正是这双长满老茧的手，帮助
乡亲们发家致富，展现了共产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

握住“粉笔”的手，感悟奉献支月英。山村教师，在偏远山
村一呆就是36年。有人说她是傻子，她说山里需要我这样的
傻子。学生说“老师对我们来说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
样”。女儿说“你是一个好老师，但你不是我的好妈妈。”
在现场采访她时，主持人问是什么原因让她选择了36年仍然
坚守在这个岗位，她说“我不是因为有希望才选择坚守，而
是因为只有坚守了才有希望”，多么朴实却又富有哲理的话。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坚守，看到山里孩子的成长，让他们学有
所成。“36年里面我做到了一个人民教师、一个党员应该做
好的事，姑娘的抱怨是对的，因为对他们我实在亏欠的太多
太多了，但是女儿在行动上还是支持了我。这36年的坚守离
不开我女儿和家人的支持。我决定不退休了，一直一直教下
去，教到自己教不动的时候为止”。支老师的手是握粉笔的
手，也是因为这双手，撑起了山里人整整两代人求知的天空，
展现了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



握住“焊枪”的手，感悟坚守李万君。一位焊接师，创造奇
迹的大国工匠。他说焊接工作“不仅是一门技术，更像是一
门艺术，一门功夫。”焊接工作又苦又累，20多年间，用焊
枪证明了自己。看到高铁，他说不出的`自豪，最想做的就是
把这种光荣和精神传承给更多的人。隔着20多米就能知道电
流的大小。他希望徒弟技能不断提高，在生产中不断创新，
都能成为大工匠。有一次一位新加坡的老板开出了比现在
高10倍的价钱挖他去那边工作，被他拒绝了，他说“做人要
知恩图报，我的技能和荣誉是企业、是党给的，尤其我作为
一名党员更要在自己的岗位干出个样来。”这就是独具匠心
的大国工匠，展现了共产党员的执着坚守。

握住“党旗”的手，感悟作为苗振水。河北省驻京党工委书
记，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给流动党员过生日，强化党的
意识，了解流动党员的情况，给特困党员捐款。在农民工中
建立党组织，在各个党支部增经济信息委员和法律咨询委员，
得到了北京各级党委的赞扬。使流动的党旗撑起一面旗帜，
给他们撑起精神的家园。这些党支部书记都不要报酬，是他
们让流动党员有家了，让流动红旗分外的红了。这就是充满
爱的基层党组织，展示了基层党组织的有所作为。

握住“拿枪”的手，感悟担当李贝。一位女警察，她的简历
很简单，9个字:“救过人、卧过底、毙过匪”，她是一位妻
子、一位妈妈，而她的爸爸也是一位优秀警察。她选择自己
热爱的职业苦也好、乐也好都会是一种享受，这是李贝经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身材娇小的她遭受过各种压力，但她从
不惧怕，说自己身上要有那么一股子正气。对毒贩以心换心、
交代遗言的是被她抓回来的死刑犯。她荣获一等功1次，二等
功三次，三等功4次。面对生死和压力，对亲人亏欠很多，这
份职业异常忙碌，但她说要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李贝的这
双手不仅仅是一双拿枪的手，是一双帮助别人的手，更是一
双为我们撑起了平安的手，展现了共产党员的敢于担当。

握住“键盘”的手，感悟创新王恩东。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随着是时代的发展，从打电话、发微信到个人银行存款，再
到国防卫星安全，无疑不涉及到计算机服务器。原来中国没
有自主生产的能力，如果服务器出现故障，服务器的数据往
往会被维修单位就会被掌握，为保障国家信息安全，中国要
研发自己的高端服务器，2008年王恩东承接了自主研发计算
机的任务。“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通过自主研发、自
主创新来实现”，王恩东团队的研发是从零开始的，攻破了
一个个技术难题，在研发过程中申请专利1147多项，获得授
权100多项。这双手是敲打着键盘的手，但这更是一双开拓创
新的手，展现了共产党员的勇于创新。

握住“掌舵”的手，感悟责任“琼沙3号”党支部。有一条船，
一直被人们称为“生命之船”，因为它连接着海南和西沙的
一条脐带，每个月散沙市的居民都在掐着指头算着它什么时
候来，这就是“琼沙3号”船。船上共有船员36人、党员8人，
承担着给岛上军民补给淡水和生活物资以及人员上下岛的重
任。为贯彻落实国家“经略南海”的战略部署，确保“琼沙3
号”轮的正确航向，轮党支部紧扣三沙市维权、维稳等中心
工作，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带头作用。长年
行驶在大海中的“琼沙3号”党员们，风里来浪里行，需要的
不仅是过硬的技术，更需要过硬的思想作风。在三沙，出海
就是出征，安家就是卫国，工作和生活就是奉献。老政委
说“我们的岗位是责任、担当、热爱”。这些是掌舵的人，
这都是握着方向的手，展现了基层党组织的责任之心。

“我始终认识到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
党”这是一位104岁的老战士、老党员秦华礼在节目一开始说
的话，同时也印证了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恪守初心、不负使命
的原因所在。毫无疑问，优秀党员是一面旗帜，是大家学习
的榜样。但是，一提起“优秀党员”，不少人又觉得渴望而
不可及。实际上，优秀共产党员之所以能称之为“优秀”，
就在于他们处理问题、面临选择时，自觉超脱个人情感，将
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念落实到他们平常的工作和点滴的生活
中。



通过观看《榜样》，给我们提供了可以直接学习的标杆，既
让我们受榜样的激励而努力向他们看齐，同时只要我们借鉴
他们的做法，传承和发扬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品质和高尚情
操，在平凡的岗位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同样也可以成为优秀共产党员。榜样的
力量是无穷的，让榜样的精神永绽光芒。

农村农忙劳作的心得体会篇三

五一劳动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农民们一年中最重要的
时节之一。在这个时候，正值春耕、春种和准备夏季农活的
关键时期。五一农忙期间，农民们需要全力以赴完成农田的
耕种和种植，以确保丰收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积累
了一些宝贵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因为经验丰富，与家人配合默契

多年的种田经验使我对五一农忙期间的工作有了更好的掌控
能力。我知道如何安排自己和家人的工作任务，以最大程度
地提高劳动效率。我们相互配合，分工明确，默契十足。我
负责耕地和种植，妻子负责田间管理和农活服务，孩子们则
负责喂养家畜和收集优质的农产品种子。大家各司其职，井
然有序，使农田工作更加高效。

第三段：借助现代技术，提高农业效益

在繁忙的五一农忙期间，我发现现代技术的应用对于提高农
业效益非常重要。我使用了现代化的农机具，如拖拉机、播
种机和收割机，大大地减轻了肉体劳动的负担，提高了工作
效率。同时，我还借助了互联网，利用农业APP获取天气预
报和农业资讯，以便更好地安排工作。这些现代化的工具和
技术，使五一农忙期间的工作更加轻松高效。

第四段：保护环境，发展可持续农业



作为农民，我深知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在五一农忙期间，我
注重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采用更加环保的农业管理方法。
我积极推广有机种植和精细管理，通过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提高农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实现农田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这样的种植方式不仅能够保护环境，还能够提高农产品的品
质和市场竞争力。

第五段：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感受农耕之乐

在五一农忙期间，我亲身感受到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
之处。早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田野上，我就迫不及待地启
动农机，投入到自然的怀抱中。在耕种和种植的过程中，我
和大地紧密相连，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当我看到种子在土
地中生根发芽，长成茁壮的农作物，我感到无限的喜悦和成
就感。这些美好的瞬间，让我更加热爱并珍惜与大自然共同
工作的机会。

五一农忙是农民们全力以赴的时刻，也是一次收获和成长的
机会。通过多年的实践，我深知高效合理地组织工作、应用
现代技术、保护环境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希望我
在农田的努力，能够为家人带来丰收，也为农业的绿色可持
续发展做出贡献。

农村农忙劳作的心得体会篇四

今年的天气可不比去年，大家都说今年是个丰收年哦。呵呵，
想想也是，比如荔枝啦，水稻啦，还有……丰收的喜悦时常
逗留在人们的脸上。这不，荔枝红了，稻谷黄了，放眼望去，
自然的美没有尽头。

在这边，人们已经没有了那种欣赏的闲情，而是陆陆续续地
忙碌着收获！该是收稻谷了，我们也该出发了。这几天的`天
气很晴朗，我们早早来到田间收稻谷了。趁太阳还没起床，
我们五个人干得热火朝天。



大部分人家的还没熟，我们的就可以割了。听说请机子割的
话，是80块一亩。可是，我们这边的不行，没办法，只得用
人工啦！这么多人当中，哥哥好能干哦，干活好拼命，很多
活都是他干完的。呵呵，不过，现在的他也和我一样成黑碳
了。我知道，其实他也很累了，只是不言语。看在眼里，有
点心疼了！

天气变化莫测，我们是割一天休息一天。由于个人不慎，手
不小心被草割了，光荣挂彩。还好，一天下来，干掉一亩，
真不错！后来很累了，想打退堂鼓，可是老哥不放过我，结
果还是坚持到最后！一直到昨天，我终于可以解放了。

农村农忙劳作的心得体会篇五

第一段：引入

采茶是一项古老而繁重的农忙工作，对于茶叶产地的农民来
说，每年的采茶季节是一年中最忙碌和重要的时刻。在过去
的几年里，我有幸有机会参与了采茶工作，亲身体会到了这
项工作的辛苦与快乐。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些我对于采茶的
心得体会。

第二段：忙碌和辛苦

采茶是一项需要耐力和勤劳的工作。茶叶的采摘时间通常在
清晨，因为此时茶叶叶片含水分较少，所以采摘的茶叶更加
干燥，质量更好。清晨起床要在黎明时分，穿戴整齐后，带
上篮子和剪刀，投身到田间。由于茶园地势多山，行走时需
要小心翼翼，以免受伤。在茶园中，天气炎热，太阳高悬，
工作过程中要面对着汗水和灼热的阳光。虽然工作辛苦，但
我们从中收获了农忙的成就感。

第三段：技术和经验



采茶虽然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经验。首先，
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正确地摘取茶叶，以保证收获的茶叶质量。
摘取时，我们需要将浸没在鲜叶枝叶中的茶苗剪刀顺着叶柄
滑动，而不是用力剪断。其次，采茶时要注意保持环境的清
洁和卫生，确保茶叶不受污染。最后，采茶后还需要将茶叶
加以处理和晾晒，以确保茶叶的质量和口感。这些技术和经
验都需要通过实践和和经验不断摸索。

第四段：精神愉悦

尽管采茶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但它也给予我们很多快乐和精
神愉悦。首先，采茶工作让我们与大自然更加亲近。在田间
采茶时，我们可以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感受到清晨的阳光和
微风。这种亲近自然的感觉让人心情愉悦。其次，采茶是一
个团结合作的过程，我们和其他农户一起分享着工作的忙碌
和乐趣，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当第一批新茶制成
后，我们和家人朋友一起品尝，分享着采茶的喜悦和自豪。

第五段：结论

通过几年的采茶经历，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采茶是一项
辛苦和繁重的工作，但它也带给了我们许多快乐和成就感。
它需要我们付出耐力和勤劳，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经验。
尽管如此，采茶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对自然的享受和对农忙生
活的热爱。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参与采茶工
作，并继续享受其中的快乐和成就感。

农村农忙劳作的心得体会篇六

正当五月时节，大人们又忙家中又忙地里，忙得那是不亦乐
乎。我们小孩也与大人跑来跑去，偶尔帮下忙。

这几天大人们都忙插秧苗，我无事了，便来到田边与大人们
一起干。



那一株株秧苗在大人们的手里是那么听话，挺直了腰杆，有
序地排列在秧田里。可是秧苗到了我手里，却是东倒西歪，
怎么也挺不直脊梁。

怎样才能使秧苗直立起来呢？我坐在田埂上，摆着双腿思考。
手中的秧苗有一株太淘气，“咕咚”一声落入田中，我低头
一看，它正挺直了背与微风点头。

“哦！”我想我找到了解决的方法。我站起来，拿起秧苗，
一株株地瞄准目，并扔入秧田中。呵！手变得越来越酸了。

再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看来，我的开动我的脑筋，想
一个更好的办法了。

上古可有女娲用草绳打溅黄泥造人。我为何不学习一下呢？

我用一把的秧苗来实施我的计划“一、二、三”我把秧苗往
脑后一抛，使迅速转过身去，看见了秧苗如下雨般一样。我
乐开了花，把秧苗－批又一批地扔下田。秧苗似在空中飞舞
一般。然后一个个稳稳地落入田中，溅起了阵阵水花。

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可是，一块田还没有插完！于是我站在
田埂上，拿了两根树枝给他们摇晃着加油。大家都笑了。

回到家中，妈妈莫名其妙地笑了。我站到镜子前，镜中的自
已早已成了一只小花猫。

农村农忙劳作的心得体会篇七

农忙是农民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期，也是最辛苦的时期。每一
年，春耕、夏耘、秋收、冬储，这样的循环工作让农民们功
成不必在我，斩获满满的喜悦。然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
很多人也会有一些体会和感悟。下面，我就来谈谈我自己从
农忙中所得到的心得和体会。



一、认识到“劳动最光荣”的真正含义

小时候，我们都听父母说，好好努力学习，将来不再做苦力。
然而，当我亲身参与到农忙生产中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农
民辛苦耕耘的汗水，是任何人都换不来的。每一天的繁忙和
劳动，让我更加明白“劳动最光荣”的真正含义。况且，繁
忙的生产也使我更加珍惜每一个可以休息的时刻。

二、对于生命的尊重和关爱

我曾听过父母说，种地和养育孩子差不多，需要精心呵护。
当我走进田间地头，用心感受作物生长的每一个步骤，才意
识到这话真是太有道理了。从农忙中，我也懂得了尊重和关
爱生命的真正意义，了解到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的宝贵和珍
贵。同时，我也更为深刻地理解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道理，
明白了如何让生命走向美好。

三、珍视劳动的乐趣

农忙虽然繁忙，但是同时也很有乐趣。我始终享受着快步奔
跑在稻田中的快感和举起锄头放手进行行云流水的劳动。不
时听到小伙伴们的开心笑声，看到刚刚种下去的马铃薯慢慢
茁壮成长，这些眼前的美好画面总是能够让人感受到劳动的
乐趣。更重要的是，劳动的辛苦并不是一种恶劣的行动，我
们需要认真地去体验其中的兴奋和快乐。

四、对于坚持和多元化的意识

在参与到农忙中，我发现坚持和多元化思维的重要性。每一
天的工作都需要我们坚持下去，即使身体很累了，也不能放
弃。同时，当生产中遇到各种生病或天气的问题时，需要寻
找新的解决方案对付问题。农忙中，这种思维方式的获得构
成了一个创新和高效的生产环境。



五、感受家庭和社区的生活

在农忙中，我也感受到通常在城市中难以寻找的亲密感。在
这里，人们关心彼此，相互帮助，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精
彩地生活着。家庭和社区中的关系也会因为共同参与农忙，
而变得更加亲密和温馨。

以上就是我从农忙中一些得失和体会，也是让我更加了解自
己所擅长的地方。相信每个人都能够从中收获不少，受益匪
浅。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劳动的真正含义，享受生活带给我们
的美好吧！

农村农忙劳作的心得体会篇八

麦子入场昼夜忙，快打、快扬、快入仓

麦子到了熟的时候，要抢收，抢打，然后快点入仓；因为麦
子熟的一方面很快，不抓紧会丢很多；然后麦收的时候很容
易下雨，造成收获的麻烦甚至浪费很多，所以收麦讲究一个
快字。

麦种三年，不选要变

很多农民朋友常年种植小麦，一旦小麦连续种植三年，这个
时候就要选种，如果不选种的话就要换个品种种植，否则产
量就要下降。

麦收有五忙，割拉碾晒藏

以前小麦收割要经过几个步骤，先是将小麦从地里割倒，然
后再拉回家，再在地上将麦粒碾出来，最后要在阳光下暴晒
几天，最后入仓，步骤一道都不少，现在机械设备隆隆响，
前面三步并作一步走，最后只剩晒和藏了，极大提高了效率。



黄熟收，干熟丢

小麦黄的时候就可以收了，等到完全干了收获就会丢掉很多
粮食，说的收麦子要抓住时机才行；农村里面的种地都是讲
究一个时机，大家把握好了才能收获多。

麦黄不喜风，有风减收成

当麦子黄了快要收割的时候，不能刮风，刮大风能够使小麦
产生倒伏，而且大风能把麦粒刮下来，这两种情况都能导致
麦子减产，农民遭受损失。

秆黑粉，不抽穗;散黑穗，不长粒;腥黑穗，粒腥味

这句话说的是小麦的病，如果杆发黑就不会长穗了；如果穗
黑不长粒，穗如果腥味，那么粒就是有问题了；碰到这种问
题要抓紧治疗，不然损失就大了。

种豆不怕早，麦后有雨赶快搞

麦收以后应抓紧抢种抢栽，时间就是产量，即使遇上干旱，
也要积极抗旱造墒播种，切不可消极等雨，错过时机。

阴种豆子晴种棉，种菜宜在连阴天

阴天种豆子的话最好了，湿度大然后也容易发芽；而种棉花
一定要晴天，今年种棉花赶上了雨水后来出的苗就少很多了；
而种菜最好是连阴天最好了，这些都是种地的一些技巧。

豆勒脖，一个豆粒打不着

种豆子，豆秸不能长的很高，如果到了人的脖子那么就打不
来几个粒子了；庄稼本来就有密度要求，所以不能长太高；
而且都长了豆秸营养也长不到豆子上，所以不长豆粒了。



豆子当宿就翻身，再下大雨就无损

豆子种下后当天就可以发芽，等过几天再下雨就不怕了，就
怕当天播种当天下雨；因为豆子一般是夏天种，此时雨水较
多，所以人们会比较担心下雨。

芒种刮北风，旱情会发生

芒种南风扬，夏季雨满塘

芒种时刮南风，则夏季雨水较多，村里村外的池塘都会下满。
其实，这是很符合科学的，可以用中学地理课的知识来解释。
因为刮南风，说明这一年，从南方来的副热带高气压带较强，
南方来的空气含水汽多，易下雨。

大旱小旱，不过五月十三

山东等地民间说法，农历五月十三，是关公磨刀日，也叫雨
节，是要下雨的。这句谚语很神奇，大部分年份，五月十三
这一天都会下雨，有时候大，有时候下小雨。甚至有时候这
一天上午还艳阳高照，下午突然就会下起雨来。如果真有偶
尔一年没下雨，那么以后可能就会是大旱了。

芒种不种，再种无用

芒种这个时候，既是收麦的时节，也需要尽快种上秋季庄稼，
否则就会错过最佳生长期，影响到作物的产量。

芒种芒种，碰到亲家不说话

这是四川等地的俗语，意思就是芒种时期，农民太忙了，农
活一刻也不能耽误，走到路上碰到亲戚都来不及搭话。

这些祖辈留下来的谚语，不得不说真的很有价值。以前农村
可没有天气预报，没有农业专家教你种田，农民种地、判断



天气，就是靠这些流传下来的经验与智慧。

关于农忙时节的谚语你还知道哪些呢？一起分享一下吧。

农村农忙劳作的心得体会篇九

农忙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它代表着农耕文明的开端和农
民辛勤劳作的标志。从小，我们就在农忙节期间参与各种农
耕活动，亲身体验了农民生活的辛苦和丰收的喜悦。近期，
我参与了学校组织的农忙节实践活动，收获了不少宝贵的体
验和思考。以下是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在农忙节实践中，我对农民们的辛劳工作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和感受。我们下地劳作时，感受到了炎热的骄阳、湿
漉漉的土地和疲乏不堪的身体。这让我切身体会到了农民们
整天劳作的辛苦。他们默默地在田地里劳作，不管天气多么
恶劣，不管身体多么疲惫。他们默默地为全国的粮食生产贡
献了辛勤的汗水和努力。作为一个学生，我深感农民工作的
不易，也更加倍加珍惜他们的付出。

其次，在与农民的交流中，我认识到了农民的聪明才智和不
容忽视的智慧。他们在工作中运用的农事知识和技巧，让我
叹为观止。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如何防
治病虫害。他们通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农事
方法，使农田的产量得到最大化的提高。这些知识和技巧对
于我来说是崭新的，也是宝贵的。我深感到农民的劳作不仅
仅是体力劳动，更是需要智慧和经验的结晶。这也激发了我
对农业科技的兴趣。

然后，在农忙节实践中，我亲身参与了农田里的各项工作，
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劳动的重要性。在忙碌的过程中，我感
受到了劳动的乐趣和满足。我体验到了汗水浸透全身后的疲
惫和舒畅。劳动让我变得更加勤奋和坚持，我也更加珍惜和



尊重他人的劳动。劳动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是一种宝贵的精
神财富。通过农忙节实践，我深刻理解到了这一点。

最后，农忙节实践使我对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在农田里劳作，我看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农民在
整个农忙季节都处于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他们根据自然
的变化来调整工作，尊重大自然的法则。他们在自然环境中
看到了人类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也看到了人们过度开发自
然资源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通过这次实践，我明白了保护自
然环境的重要性，并意识到自己要为环境保护努力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总结起来，农忙节实践让我更好地了解了农民的辛劳工作、
智慧和生活状态。劳动的意义、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和勤奋的
品质都在这次实践中得到了诠释。通过亲身参与农业生产活
动，我受益匪浅，对农忙节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希望未来能
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实践，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

农村农忙劳作的心得体会篇十

我们要坚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过硬的本
领，带出一流的好学生，不遗余力地培养国家栋梁。在学习
的过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边学习边思考，坚持
动脑和动手相结合，坚持媒体运用技巧与业务专业相结合。
要保证学习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发扬求真务实，深钻细研
学风，力戒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要
向实际学习，向社会学习，向同行学习，向学生学习。要坚
持学以致用，把学到的教育技术真正地、更加有效地用到教
学实践中去，从而大大提升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果。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师，无论是从教学课件还是教学思维上，
我们都应该运用信息，积极以新观念、新思路、新方法投入
教学，以适应现代教学改革需要，切实发挥新课标在新时期
教学改革中的科学性和引领性，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和作用，



使学生获得能力的提高。

教学设计是教学活动的基础性工作，事关教学活动的成败。
教学设计是理论到实践的桥梁。一份优秀的教学设计可以是
集教学资源的搜索、多媒体课件的设计制作、教学计划的实
施和教学评价的形成等为一体的，具有目的性、计划性，达
到事半功倍效果的教学方案。

教学媒体既是一种资源，又是一种工具，我们要善于学习，
善于运用。要充分发挥教学媒体对教学的支持作用，从而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重视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审视教学
资源和教学设计的整合，结合教学设计，搜集资源，并创造
性的设计、利用资源制作课件，支持自己的教学工作。同时，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和同事们共享设计和课件，学会评价资
源，评价课件。

随着时代的发展，每一种新的技术都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改变了教师
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在教育资源的使用上，我觉
得要坚持教学资源的使用原则，坚持教学资源的作用表现，
在此基础上，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留意：一是选择合理有效
的教学软件。二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不断地选择定
位“在哪儿，往哪去，怎样去，学什么，如何学”，在每一
个节点都面临着“找去路”的问题。三是发挥好“主导”
与“主体”的作用。处理好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
的“主体”关。

总之，我们传承中华文明，我们肩负历史重托，我们承载民
族期待，我们铸造明日辉煌!让我们乘长风，破万里浪，充分
利用这次国培的有利时机，把学到的教育技术真正有效用于
我们的工作实践，进一步促进我们的教育事业再创新局面，
进一步促进我们的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