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适合用于工作总结的诗词(大全7
篇)

围绕工作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进行的专门性总结，总结
某一方面的成绩、经验。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适合用于工作总结的诗词篇一

1 . 失去比得不到可怕很多很多，因为它多个过程叫曾经拥
有。人生在世，总是有难以避免忧伤无助的时候。对生命而
言，接纳才是最好的温柔，不论是接纳一个人的出现，还是，
接纳一个人的从此不见。时间流过了就再也不会来，就像我
们饱经沧桑的面容再也找不回曾经的青葱。

2 . ：

3 . 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杨济翁

4 . 当你的心绪还未定下来，没有能力恋爱。记着，你不是
要拥有对方，而是需要爱。恋爱需要耐性和包容，也是最孤
独的人生旅程。对自己说：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找到所爱。

5 . 每个人，都有命运赋予自己要走的路。这条路有时候宽
阔，有时候狭窄。不过，只要平心静气，满怀希望地走下去，
必然有一条路为你敞开。

6 . 挫折经历的太少，所以总是把一些琐碎的小事看得很重。

7 . 只有启程才会到达理想和目的地，只有播种才会有收获。
只有追求，才会品味堂堂正正的做人，只有保留一份单纯，
才会多些人生的快乐!



8 . 端午到来粽香飘，祝福深深思念摇;愿你“粽”是健康平
安，“粽”是一帆风顺，“粽”是快乐如花，“粽”是幸福
相伴!祝你端午节快乐!

9 . 我的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
在于给予，而不是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

10 .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

适合用于工作总结的诗词篇二

——教师“诗配画”比赛方案

一、活动目的:

为全面展示我校教师与时俱进的时代风采，积极营造诗情画
意的校园氛围，丰富教师课余文化生活，提高教师的艺术素
养，促进教师身心和谐发展；同时，为繁荣民族文化，弘扬
中华绘画艺术，充分展示我校教师良好的精神面貌，我校决
定举办“教师诗配画大赛”活动，让教师充分展示自己的绘
画才能，活跃校园文化，营造浓厚的书香校园氛围。

二、活动主题: 诗韵飘香 书香校园

三、参加对象: 全体教师

四、活动时间

2012年4月6日下午第三节

五、诗配画要求：

1、任选一首古诗进行配画。



2、绘画作品要紧扣诗文主题，应做到主题鲜明，构思生动，
能够用画笔表达诗文意景。

3、在统一纸上绘画,绘画形式不限；画面色彩和谐、线条流
畅、有层次性。

4、在画纸背面书写教师姓名。

5、在规定的30分钟内完成。

六、活动表彰 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教师作品设一、二、三等奖，评选一等奖1名、二等
奖2名、三等奖3名，分别给予表扬及奖品奖励。

适合用于工作总结的诗词篇三

融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为一体，努力处理好人性人文的协调
各种关系，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励人，真心实益为老师和学
生服务。

班子建设是一面旗帜，是学校发展的关键。围绕学校中心工
作，打造一支懂管理、精业务、聚人心、讲奉献、善服务的
干部队伍。一是强化学习意识，打造学习型班子。工作中要
求领导班子成员率先垂范，带头学习、传达上级主管部门在
各个时期的有关精神，主动学习新课程新理念、新方法，大
胆探索课程改革。主动参加各类培训学习，如市家庭教育培
训学习、参加上海市名师培养基地、区中层干部培训学习、
学校信息化实验项目，在一场场专题报告中、在一次次互动
研讨中、在一篇篇的学习小结中，感悟了先进的管理理念、
催生了科学的管理方法、树立了良好的管理形象。

学校重视教师的思想管理和目标管理，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与教育观，增强责任意识，深化师德教育“八不准”，



弘扬爱岗、敬业和精业精神。因为学校的发展，都离不开一
支默默耕耘、敬业奉献、业务精湛的教师队伍。

一是提升学校文化内涵。以学校文化建设为重点，拓展“江
海”文化内涵，大力倡导“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精
神，包容、欣赏每一位教师与学生，善于发现其优点与长处；
践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励志名言，“每天进步一点
点” ——扎扎实实，追求点滴进步，已成为我们每一个教师
的行走的基本路径。

二是加强师德规范教育。学校利用政治学习，组织教师学习
《新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重申教育局颁布“师德教育五
不准”内涵，同时，要求教师把学校“师德教育八不准”落
实到教育教学实践之中，落实到平常的点滴生活之中，努力
做到敬业乐教、廉洁从教、文明执教、爱乐善教，使师德高
尚、学识广博和业务过硬成为每一位教师自觉的追求。

三是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在现有的教职工队伍中，我校1-5
年职初教师21位，占学校在岗。实践“师徒带教、同伴互助、
领导牵手”的新教师培养模式，促进新教师快速成长。本学
期，重点推出“135”教师的培训计划，对青年教师有目的、
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创造条件支持教师外出学习培训，本
学期推送3名教师参加市级培训，21人次参加了区级培训、考
察。在实际教学中，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对
青年教师进行指导，通过过关课、评优课、听课、评课、观
摩课等形式促进青年教师在实践中的锻炼提高。同时，学校
有搭建各类平台，先后组织了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评比课比赛、
备课比赛、一年期教师汇报课活动、市区级教学展示课，在
引、推、拉的`过程中，我们的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其中，叶
晟获得区第十三届教学节“教学新星”的殊荣；卢瑾文、叶
晟、金晔、俞军燕、顾翠、胡晓敏六位教师分别在市区级教
学研讨课上获得好评；陈叶、陈红、盛敏捷等教师的论文分
别获区一等奖、二等奖；盛敏捷、钱刚、唐秀萍等教师的论
文在《奉贤教育》专刊上发表交流；陈红老师又喜获中学高



级教师职称。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学校的栽培，同事的
鼓励，更离不开我们的教师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成长，我们欣
喜，我们教师的个性在张扬，学校也随之发展着。

以养成教育为重点，以“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切入点，
以活动为载体，开展“五融合”活动，把德育工作贯彻到学
校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学科、每一项活动，做到全员
育人、全程育人、全面育人，努力实现德育社会化、生活化、
常规化、基础化、课程化，从基础抓起，追求实效。

适合用于工作总结的诗词篇四

感叹时光飞逝。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论语》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王勃《滕王阁诗》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一剪梅》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孟浩然《岁暮归南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代悲白头
翁》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晋陶渊明《杂诗》

老去光阴速可惊。——欧阳修《采桑子》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黄庭坚《寄黄几复》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适合用于工作总结的诗词篇五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论语》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庄
子·知北游》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王勃《滕王阁诗》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一剪梅》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孟浩然《岁暮归南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代悲白头
翁》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晋陶渊明《杂诗》

老去光阴速可惊。——欧阳修《采桑子》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黄庭坚《寄黄几复》

2. 回首是非功绩：

适合用于工作总结的诗词篇六

古诗词不但是汉语语言文字的典范和精华，也是中华民族宝
贵的精神财富。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先辈，在朗读、吟咏、
背诵中一路走来。有人曾说：“一个能够朗读背诵的民族，
肯定是一个有教养的民族。”“八岁背唐诗，八十不会忘”，
儿时背诵的诗词，让人受益终生。古往今来有所作为的人的
成长实践也一再证明：一个人如果能流畅地背诵一二百首古
诗词，对形成良好的品德，成就一生的事业都将产生极其深
远的影响。



北宋教育家张载提出“书须成诵”，南宋理学家朱熹
称：“大凡读书，须是熟读，读熟了自精熟，精读后理自见
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
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上述言论均说明诵读可以把
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从而实现“以声传情，因声会
意”。

那么何谓诵读？诵读即抑扬顿挫的朗读和背诵。“读”
和“朗读”不同，“背”与“背诵”有异。“古诗词诵读”，
不像单纯地背电话号码，背得快，忘得也快。“朗读”
和“背诵”是一种情感的投入，是高一层次的口头表达艺术，
所以古诗词诵读注重的是朗读和背诵，无需过多的讲解和分
析。

中学语文教学目标却明确地指出：“诵读古代诗词，应有意
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
趣。”不言而喻，古诗词教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有着重要的
地位。在新形势下如何适应新课标的要求，提高古诗词的教
学成效，倾力诠释词作的情感呢？当前中学古诗词教学应继
承诵读传统，大兴诵读教育之风，同时积极创新方式方法，
使之发扬光大。让学生在传承古诗词文化的精髓中，获得丰
富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养分，并切实提升其鉴赏水平和审美情
趣。

古诗词诵读教学以声情兼备的独特方式，创造性地再现了作
品，还原了生活，拉近了与古人的距离。它既可以让学习者
在对作品感知、理解和体验的前提下，与之气息相通，心灵
交融，又可以为课堂教学注入强烈的古为今用意识以及浓烈
的人文色彩。

诗词因汉语语言平仄、押韵、对仗及句式的变化，时或一气
贯通势如排山倒海，时或似断还续声如山泉丁冬。因此，准
确的朗读是学习古诗词的第一步。而教师的范读或名家的标
准朗读录音则能给学生以示范，特别是在古诗词教学中，教



师声情并茂的范读，不但可以缩减因时代的隔阂、语言的变
化带来的识字断句的问题，学生还可以借助对教师表情的直
接观察，揣摩并模仿教师的语气、语调，进而理解课文内容，
体悟感情基调。

当然，教师在朗诵范读时，除需要有一定的普通话基础外，
还必须掌握一些诵读的技巧。诸如音调的高低、音量的大小、
声音的强弱、速度的快慢等，有对比、有起伏、有变化，才
能使整个朗诵犹如一曲优美的乐章，才能使学生被倾情诵读
深深触动，进而感动、沉醉，深入作品的内心，碰撞出思想
的火花，继而产生对作品更深层次的体悟。

然而，在诸多技巧中，应特别强调的是重音、停连、语调和
节奏。重音指在朗读时需要强调或突出的词或词组，甚至某
个音节。突出重音的方法很多，重读只是其中一种，拖长、
快中显慢、前后顿歇都是突出重音的方法。停连指的是语流
中声音的中断和延续，声音中断处是停顿，声音延续处是连
接。语调是由语气决定的，大致可分为平调、升调、降调和
曲调四类。节奏并不完全等于速度，速度只是构成节奏的主
要内容。朗读所形成的节奏种类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紧张型――急促、紧张、气急、音短；轻快型――多扬少抑，
轻快、欢畅；高亢型――语势向高峰逐步推进、高昂、爽朗；
低沉型――语势沉闷、语速缓慢；凝重型――多抑少扬，语
音沉重、坚实、有力；舒缓型――气长而稳，语音舒展自如。

（愤怒的，激情的，语速缓慢）怒（重音）―发―冲（重
音）―冠（停顿3秒），凭―阑（停连）―处、（语调低沉）
潇潇雨歇（停顿4秒）。（语调激昂）抬/望眼，仰天/长啸，
壮怀激烈（停顿3秒）。（语速较快）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
里路云和月（停顿4秒）。（语速缓慢）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稍停顿）空-悲（停连）-切（语调舒缓）（停顿10秒）。

（语速缓慢）靖―康―耻，（语调凝重）犹未雪；臣子恨，
何时灭？（语速稍慢）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语调高



亢）（停顿3秒）。壮志饥餐胡―虏肉（停连），笑谈渴饮匈
奴血（语调激昂）（停顿4秒）。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语速缓慢，语调依次升高）朝―天―阙。

整齐划一的对仗，参差错落的节奏，使诗词本身具有了一定
的韵律。曾国藩在《谕纪泽》的家书中说：“李杜韩苏之诗、
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
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朱自清亦在其《朗诵与诗》一文
中指出：“语言不能离开声调，诗文是为了读而存在
的。”“只有朗读才能玩索每一词、每一语、每一句的意蕴，
同时吟味它们的节奏。”所以，洪镇涛先生曾明确地指出，
朗读是语文的第一教学法。

在以住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能轻易地找到语文教学注重朗诵
的事例。而今，回首细看，你会发现课堂上的朗读仅停留在
字音的纠正，课文内容的熟悉上，学生对课文尤其是诗歌的
理解，只是从教师那里获知一点理性方面的认识，以学生为
课堂主体的特点并未得到良好的体现，他们仍处于一种被动
接受的状态，这显然是不利于语文教学的。

人的个体差异促成了著名的教育理论――“因材施教”的诞
生。然而我国的教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仅强调社会化，
所以个性的发展及创造力的培养，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忽
视，甚至是扼杀。在时代迅速发展，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当
下，教育理论家们不约而同地给出了一致的意见：人的个性
本身就蕴含着创造性。所以，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年代，一个
有个性的教师应把握契机，帮助学生追求社会化的同时，让
学生慢慢地脱离对教师的依赖，突破传统，走向自主、独立，
成为既适应社会又能创造未来的高素质公民。

正因如此，语文教育更应尊重个性差异，课程、教材、教法、
评价等方面都应尽可能地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生对
学习方式的不同选择，促进每一个学生有个性的发展。



朗读的个性化研究在各国教育界早已备受关注，前辈的研究
和实践也充分证明了：个性化朗读能力对学生的个性和健全
的人格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适合用于工作总结的诗词篇七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v^《忆秦娥·娄山
关》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刘禹锡《浪淘沙词
九首·其九》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燮《竹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

《出师表》逻辑清楚，论据充分，有态度、有计划，既有历
史功绩，又有未来展望，堪为范本！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
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
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
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
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
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
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
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
不胜受恩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