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玲玲的画第一课时教案及反思 师说
第一课时教学反思(优秀10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心得感悟怎么写
才恰当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感悟范文，供
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政府工作报告的感悟和看法篇一

接受打赏是因为作家的作品可以产生价值，得到报赏。

打赏是读者感谢作家写出了那篇文章。

读者享受打赏，那是付出的快乐。

打赏是一种自愿的，善意的流露。

不打赏的人隐藏自己的情感，有时并不是出于自私。

我接受打赏是因为我需要把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变成使我继续
生活和写作下去的基金。从去年到现在，我收到的打赏将近
有一万块钱了，这促进了我不断地去写一些文章。如果没有
打赏，我也会写作，也会发布一些文章出来，但绝对不会那
样积极。就如写了作品如果没有报刊发表的话，我的写作可
能会少了动力。因此也可以说，报刊功不可没，无私打赏的
读者也功不可没。

我最初为接受别人打赏而不好意思，后来认为对于作家来说
那是件得不偿失的事，再后来我认为这是无所谓的事儿。我
读到自己喜欢的作品也会打赏。

我对无私地打赏的读者表示感激，但我通常并不直接向他们



表示感谢，我并不想鼓动别人为我打赏。

写作是种付出，打赏也是。

政府工作报告的感悟和看法篇二

编者按：作者作为一名老师也是一名父亲深深感到教育的无
奈，下面我们来看看他对教育的感悟吧!

元旦放假了，女儿却要参加学校补课，我们也只能宅在家里，
否则心里会有愧疚感，幸好女儿内心不太排斥。虽然从小到
大，我们就没有强求她去参加各类培训班，可内心却总也不
踏实，处于中国这样一种教育大氛围下，更多的是一种无奈、
无力。当你无力改变时，只能“随大流”了。

另一种现象，就是力图逃避，选择出国读书。在看《移民的
理由》时曾记下这样一段话，我宁愿把他送到英国去。我也
不指望他能上牛津、剑桥，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
样：上下学能自己走，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到陌生人也
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有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
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和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作为一位教育中人，作为一位父亲，我时常感到焦虑，也理
解了许多家长为什么竭尽全力买学区房、为什么幼升小及小
升初四处择校、为什么周末满大街陪孩子上课?因为不知道自
己要什么，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然后看看别人，他有我没
有，就焦虑了。

看多了一些专家、官员批评家长的“盲从跟风的行为”，这
往往是局外人的姿态，因为他们发表言论时，其子女可能已
经过了这段岁月、可能学在国外、可能“资源”丰富无忧愁。
可作为家长正应了一句吆喝：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教育是必要的乌托邦。我们希望这
种现象能够尽快消失，正如波兰教育哲学家苏科多斯基所说：
目前的现实不是唯一的现象，因而不能构成教育的唯一要求。
着眼未来的教育精神超越了目前的范围，应从共创明天的现
象为目标。

我期待!

作者|石爱平

政府工作报告的感悟和看法篇三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细节”“干货”，令人感动，也令
人鼓舞，一种脚踏实地、勤俭节约、实干兴邦的最美奋斗姿
态从心底油然而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党员干部学习
政府工作报告感想感悟3篇，以供大家参考借鉴!

@党员干部 “抠门”不丢人

5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各项支出
务必精打细算，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
一定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由此所
传递的，是党和政府与群众“同甘共苦”“共克时艰”的坚
定意志。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
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该牢固树立“紧”的思想、“节”的意
识，在“抠门”中“抠”出干群关系、“抠”出精彩人
生、“抠”出良好家风。

啬己奉公，“抠”出同心同德的干群关系。“一粥一饭，当
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以踏石留印、抓铁留痕的决心狠抓四风



建设，腐化堕落的享乐主义和铺张浪费的奢靡之风得到有效
遏制。但仍有少数党员干部不明白“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
勤俭破由奢”的道理，认为只要为群众办了事谋了福，多花
点国家的钱、多占点群众的利都无伤大雅。殊不知“俭则约，
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党员干部的每一次
铺张浪费、损公肥私都可能会导致自身私欲的不断膨胀、不
断腐化堕落，最终损害的是群众对党的感情。“一丝一粒，
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在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期，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做到啬己奉公，形
成“抠门”的习惯，过好“紧日子”，一方面要精打细算，
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另一方面要节用裕
民，不该花的钱“一毛不拔”“一文不取”。对于政府惠企
利民的2万亿资金，要慎用每一分钱，用好每一分钱，“抠”
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抠”出同心同德的干群关
系。

只争朝夕，“抠”出奋力前行的精彩人生。“多少事，从来
急;天地转，光阴迫。”转眼间2020年已经过去五个月，受新
冠疫情的影响，在这五个月中，全国上下的生产生活都受到
严重冲击，各项事业陷于停顿，一季度经济甚至出现负增长。
受一些难以预料的因素影响，中央政府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
速的具体目标，但这并不是没有要求，而是对抓好“六
稳”“六保”，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脱贫攻坚领域，截止到目前仍有52个贫困县、2707个贫困
村和551万贫困人口没有脱贫。可以说，我们面临的形势
是“为山九仞，急需一篑”，面临的任务是“滚石上山，爬
坡过坎”，在决胜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
上，我们仍须负重前行。广大党员干部要拿出“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的干劲，分秒必争，“抠”出更多的时间真抓实
干，“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于寸阴”，将失去的时
间“抠”回来，在持续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决胜全面脱贫
攻坚、推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中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在民
族复兴道路上为自己的人生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崇俭戒奢，“抠”出勤俭节约的良好家风。“风成于上，俗
作于下。”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不仅对个人家庭有直接的影
响，更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奢靡腐化的生活作
风不仅会导致家风败坏，更会导致政风不正，影响国家和社
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周本顺、孟宏伟等违法乱纪受到
法律制裁的领导干部，无不存在生活腐化、家风败坏的问题，
有些领导干部甚至是家族式腐败，对社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广大党员干部要引以为戒，深刻认识“良田万顷，日食一升;
广厦千间，夜眠七尺”的道理，学会过节俭的日子，把勤俭
作为做人标准、政德标准，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率先垂
范。在生活中坚持以节俭为荣，以攀比为耻，以适度为要，
以铺张为戒，不搞豪华宴请的迎来送往，多过“紧”一点的
生活，在上行下效中“抠”出良好家风，“抠”出健康文明
的社会风尚。

“抠门”里有党员干部的为民情怀，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的传统美德。为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大干
部要养成“抠门”的习惯，“抠”出一分一厘用之于
民、“抠”出一分一秒真抓实干，“抠”出健康向上的生活，
“抠”出人民群众更红火的日子。

把握政策机遇窗口期 跑出发展“加速度”

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湖北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为6379.3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下降39.2%，远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疫情影响可见一斑。为全国疫情防控作出巨大贡
献的同时，湖北特别是武汉付出了巨大牺牲，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生保障面临的困难和压力都很大。

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的火速驰援，
让湖北人民尤其是武汉人民看到了战胜疫情的希望、鼓足了
战胜疫魔的勇气。既要抓好疫情防控，又要着力统筹经济社
会发展的当下，湖北经济复苏亦需全国人民“拉鄂一把，助
鄂归队”。党中央研究确定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



政策，犹如一场“及时雨”，温暖人心、提振士气。政府报
告中对政策落实落地作出强调，体现高度重视，更为湖北跑
出经济发展“加速度”指明了具体着力的方向。

支援湖北有暖心加油，更见实际行动。对湖北、对武
汉，“拉一把”“加油”不止是一句口号，从中央到地方，
全社会已然形成一股助力湖北经济复苏的浓厚氛围和强大合
力。国家层面出“实招”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全国各地
也在积极行动。无论是“你为湖北拼过命，我为湖北拼过
单”的抢购风潮，还是对持有“绿码”的武汉、湖北籍人员
给予更多工作机会;无论是对湖北租客免租金一个月，还
是“岗位保留、薪资不减、等你回来”真诚许诺接纳鄂籍务
工人员返岗……“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守望相助的
同胞情义、共克时艰的心手相牵，帮助过湖北取得阶段性疫
情防控的胜利，也定能助力湖北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

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场“硬仗”，需要“他助”
更需要“自助”。当看到，疫后重振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
暂时的，把握好政策机遇窗口期，化危为机、危中寻机是当
务之急。印发《加大金融支持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若干措施》，
多措并举全力保资金、增信贷、降成本、控风险;印发《关于
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若干措施》，打响新
一轮优化营商环境“发令枪”;“湖北重启 抖来助力——抖
音援鄂复苏计划”为湖北企业复工提供新路径、新选择;启
动“百星·百亿助力武汉”直播公益活动，为武汉站台助威、
直播带货……“拉鄂一把”，你们很拼;疫后重振，湖北更拼。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湖北正以实际行动积极回应党中央对湖北
和武汉的充分肯定、关心关爱和鼓励支持。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有中央的关怀重视，有
全国各地的加油助力，有自身的主动作为，“归队”路上，
湖北正在努力跑出发展“加速度”。相信一定能够把疫情耽
误的时间一点一点抢回来，把疫情造成的损失一点一点补回



来，最终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加油，
湖北一定行!

两会声音传递“中国答案”

5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开幕，值此疫情防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的特殊时期，
更显其意义非凡，“民生礼包”释放理念温度，两会声音传递
“中国答案”，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全国上下携手为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凝聚磅礴力量。

立足消费扶贫和产业扶贫实现全面小康。李克强总理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大剩余贫困县和贫困村攻坚力度，开
展消费扶贫行动，支持扶贫产业恢复发展。各地要与时俱进，
紧跟新时代新背景下的科技发展步伐，重视互联网对刺激带
动消费的重要作用，主动探索农业致富增收渠道，借助“直
播带货”、电商平台等营销新模式，引领消费为扶贫事业注
入强劲动力。绘制“一村一产业”的发展蓝图，因地制宜谋
划区域产业布局，着力打造“特色产业”，培育“支柱产
业”，支持扶贫产业发展，助力全面实现脱贫奔康。

强化帮扶力度和政策扶持巩固脱贫成果。在前期广大扶贫干
部和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共同努力下，脱贫攻坚取得可喜成
绩，要继续保持强劲势头，铆足砥砺奋战的干劲，攻坚克难啃
“硬骨头”，也要适时回头看、回头帮，做到脱贫不脱钩、
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扶，巩固脱贫成果。各地要贯彻
落实脱贫不脱政策、摘帽不摘责任的原则，加强异地搬迁后
续扶持，紧盯配套设施建设、住房和饮水安全扫尾工程进度，
强化干部到村入户的帮扶力度，确保政策扶持落到实地、实
处、有实效，保障脱贫不返贫。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完成无缝衔接。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是进入下一伟大新征程的起点，要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的衔接，实现从脱贫攻坚主战场到乡村振兴新征途的转变。



着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各地要坚定走“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振兴路，以产业升级实现两者有机衔
接;要坚定“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的关系，激发主体内生发展
动力助推两者无缝衔接;要持续关注基本民生问题，以问题导
向为遵循努力为人民谋幸福，顺利完成两者的衔接。

两会声音传递“中国答案”，这答案，是坚决保质保量、如
期实现全面小康的庄严承诺，是始终以人民至上奋力书写疫情
“加试题”的大国担当，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为
世界发展做出新贡献的奋斗目标，这答案铿锵有力，向世界
传递出大国的声音。

政府工作报告的感悟和看法篇四

打赏

接受打赏是因为作家的作品可以产生价值，得到报赏。

打赏是读者感谢作家写出了那篇文章。

读者享受打赏，那是付出的快乐。

打赏是一种自愿的，善意的流露。

不打赏的人隐藏自己的情感，有时并不是出于自私。

我接受打赏是因为我需要把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变成使我继续
生活和写作下去的基金。从去年到现在，我收到的打赏将近
有一万块钱了，这促进了我不断地去写一些文章。如果没有
打赏，我也会写作，也会发布一些文章出来，但绝对不会那
样积极。就如写了作品如果没有报刊发表的话，我的写作可
能会少了动力。因此也可以说，报刊功不可没，无私打赏的
读者也功不可没。



我最初为接受别人打赏而不好意思，后来认为对于作家来说
那是件得不偿失的事，再后来我认为这是无所谓的事儿。我
读到自己喜欢的作品也会打赏。

我对无私地打赏的读者表示感激，但我通常并不直接向他们
表示感谢，我并不想鼓动别人为我打赏。

写作是种付出，打赏也是。

政府工作报告的感悟和看法篇五

“孔乙己”，许多人都不陌生，因为大家在中学语文教材上
学过。1918年，近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创作白话小说《孔乙
己》，发表在1919年4月的《新青年》第六卷上，后编入《呐
喊》。

小说描写了清末的知识份子“孔乙己”在封建腐朽思想和科
举制度毒害下，精神上迂腐麻木，生活上懒惰穷困，在嘲笑
戏谑中混度日子，最后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吞噬的悲惨形象。
该文深刻揭露了当时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毒害和封建
制度“吃人”的本质，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

2023年2月，一句“失意书生”的独白登上热搜：

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
下的长衫。

该内容引来大量年轻人的共情，孔乙己被当代网友重新解构，
并如同“林黛玉文学”一样，“孔乙己文学”成为近段时间
网络热梗，席卷了各大网络平台，让多数大学毕业生都以此
来进行自嘲——念了大学，却找不到心仪工作的困顿和苦闷。

孔乙己是如何流行起来的?舆情传播分析：



“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这个网络梗最早可以追溯到1月底，
最早在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上传播。2月25日，“孔乙
己文学”登上社交媒体热搜，阅读量超过1亿。3月16
日，“央视网”发表评论文章《正视“孔乙己文学”背后的
焦虑》、“共青团中央”发表评论文章《脱不掉的长衫?我为
什么不喜欢“孔乙己文学”》，引发大众激烈讨论，直接将
舆情热度推到新的高峰，仅这一天产生的相关信息量就达到9
万。

2023年1月27日0时-3月17日14时，“孔乙己文学”相关网络
信息量约28万。从整体上看，全网对于“孔乙己文学”以中
性表达为主，占比57%。但分时间段看，3月16日开
始，“恶”的情绪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