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上半年形势与政策课心得体会(优
秀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大家想知道
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
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
助。

上半年形势与政策课心得体会篇一

近年来,中国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多,大学生面临严峻的就
业形势,加之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毕业生的就业受到前所未
有的挑战,大学生在毕业后能否顺利就业,已成为全社会普遍
关注的热点问题。总的来说,大学生的就业前途不容乐观。

1.在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是比较
突出的问题，从整个就业情况看，大学生的供给明显大于实
际需求。不是总量的供过于求，而是结构性的供过于求，主
要是培养的大学生的方向及大学生所应该学习的内容和社会
的实际需求是脱节的。

2.企业用人的时候，首选是相关专业，其次是高潜质的人，
因为企业在发展期需要大量的人员补给，有些人是可以在工
作过程中逐渐培养的，这也为一部分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解
决了就业的问题。

3.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企业普遍实行的保守的发展战略
和紧缩财政战略，一方面人力资源的补给大幅减少，另一方
面用于培养与培训的费用也大幅减少，在招聘的时候会对相
关专业的大学生优中选优。经济危机造成的结果是，无论是
从结构看，还是从总量上看，大学生的数量都是供过于求。



现在高校培养的大学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实践非常缺
乏，即便是对实践要求极高的技工类，很多学校因为种种原
因取消和减少了实践的课程。大量理论的课程让学生在专业
方向上的收益是有限的，缺乏实践能力的大学生成了纸上谈
兵的高手。

企业是非常现实经济实体，需要的人就是能够给企业直接带
来绩效的人，而纸上谈兵的大学生并不能马上给企业带来绩
效，还要搭上老员工给为其辅导，从而影响了企业的整体绩
效。现在很多企业都停止了招聘新员工，尤其是大学生，即
便招聘也是有实力的公司进行的优中选优的战略性人才储备;
而有些有实力的公司，在进行人才的战略性调整，希望通过
现在的经济危机带来的变化，招募和储备一批中高端人才和
优秀的技术骨干，从而迎接经济危机过去后的新的发展。

由此可见，一些企业认为经济危机也是转机，在这个转机的
过程中，良莠不齐的企业进行了自然而然的优胜劣汰，使得
企业乃至整个行业以后的发展会更加规范。而大学生没能在
这一转机中受到青睐，其根本原因是大学生毕业后，不具备
相关工作的胜任力。

4.毕业生的就业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就业期望值较
高，理想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毕业生对自己估计过
高，眼高手低，这山望着那山高;对薪水、福利待遇要求过高，
不顾自身的条件，导致用人单位不敢接收;片面追求大城市，
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不愿去一些小城市发
展;对单位选择过高，“学而优则仕”非要去当官，看重国家
机关、大单位等，对一些小企业不感兴趣，致使高不成低不
就。

上半年形势与政策课心得体会篇二

通过认真学习形势与政策后,加深我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的
形势与政策认识,使之达到一个全新台阶、新高度。



我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
济增长虽然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资源环境上却
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单位gdp能源消耗持续上升。资源的过度
开发导致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大规模进口国外资源和大
气污染的加剧又使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

通过观看这次的视频后，我认为造成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的
问题主要有：

第一，资源供给总量不足，国内保证率低。比如：我国水资
源总量不足;我国重要矿产资源国内保证率低，开采成本高、
品位差。近年来由于国内矿产资源消费大幅度上升，矿产供
需缺口日益加大，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目前铁矿石、氧化
铝、石油、铜矿资源平均有50%依赖进口。由此，这几年也实施
“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政策。

第二，以煤为主的一次能源大量消费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我国一次能源自给率虽然占90%以上，但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例的.近70%。

第三，国际上要求我国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压力明显
增加。我国对国外资源需求的增长推动了全球资源需求总量
上升。

第四，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快速发展客观上推动高能
耗、高污染产业快速成长。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城
市化和国际化在快速发展。在此阶段，正是能源消耗强度和
环境污染程度明显增加的阶段。

面临现在的环境与资源形势，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
决：

在产业政策上。应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
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



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进一步推动钢铁、水泥、电解铝、
煤炭等行业的企业兼并重组;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
资源综合、循环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有序发展替代能源。

在投资政策上。继续把好土地、信贷两个闸门和市场准入门
槛，加强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从源头上节约能源消
耗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在信贷政策上。建立健全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配
合机制。

在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上。积极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完善
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促进资源的节约和高效使用。

上半年形势与政策课心得体会篇三

《形势与政策》这本书依据教育部“形势与政策”最新教学
要点，结合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际，在介绍当前国
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国际关系以及国内外热点事件的基础上，
阐明了我国政府的基本原则、基本立场与应对政策。

上半年形势与政策课心得体会篇四

本次形势政策课的实践活动，我们小组围绕“学思并重、知
行合一”为主题，并以促进学生明国情、懂政策、会做事、
学做人为目的，开展了以下两个活动：“你眼中的十八大”
调研活动与电影《钱学森》的观看、讨论活动。我作为本小
组组长（小组共十人），围绕活动主题，全面策划并指导开
展两项活动。我们组在行动开始之前，召开了筹备会，为活
动良好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一个活动“你眼中的十八大”调研活动中，我们把问卷
设计成针对在校学生部分、白领组、农民工组、个体经营组，
通过对以上四个社会不同阶层人群的调查以了解全社会对党



的十八大的了解程度以及对现今社会问题与展望。通过我们
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社会各阶层人群对党的十八大多少还是
有一定了解的；相比之下，学生与白领等团体的了解程度会
更高一些，这与各团体所从事的职业以及生活环境都有很大
关系；同时，我们也能发现，各阶层人群都能准确发现现今
社会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例如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最后，
我们发现，所有人群几乎一致认为，在未来的十年内我国会
有更好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会有显著提升，这体现了人民
对党和国家的信心！

在第二个活动中，我们组成员集体观看了电影《钱学森》，
通过对电影的观看，我们体会到了钱学森老先生对祖国的热
爱，他能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环境与高薪诱惑，经历重重困难
回到祖国怀抱，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奉献终生。我觉得这一点
优秀的品质是非常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学习的。做为一名中
国人，爱国是最起码的义务；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又肩负着
祖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因此，爱国主义对于我们老说就尤为
重要。只有我们对祖国充分的热爱，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我
们才能成为祖国未来的顶梁柱！我作为一名学生党员，同时
是物理本09党支部书记，深知中国共产党能发展到今天的不
易，也能深刻体会到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所经历的重重
磨难。我想，只有对共产党有充分的信心，对祖国有充分的
热爱，我们才配称为祖国未来的希望！

上半年形势与政策课心得体会篇五

依据中宣部、教育部下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
点”，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高等教育改革形势和大学
生成长的特点而编写。在介绍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国
际关系以及国内外热点事件的基础上，阐明了我国政府的基
本原则、基本立场与应对政策。采用专题式的编写方法，涉
及国际和国内时政热点12个专题。

努力体现权威性、前沿性，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历史与



现实的结合、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结合、学习知识与发展能力
的结合，在相关问题的解读和分析上下工夫，力求达到知识
传递与思想深化的双重效果。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大学生学习
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好帮手，也希望它能够为“形势与政策”
课教师从事教学提供参考，同时为从事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研
究的人员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