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灯光个人总结(精选6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那么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灯光个人总结篇一

1、通过实验找出让手电筒发出彩色光的方法。

2、了解手电筒发出彩色光是利用光的叠加。

3、 探索光的叠加在生活中有哪些应用。

4、掌握科学和艺术相互融合的跨学科知识。

手电筒，红、黄、蓝、绿色塑料袋或者瓶盖，1张白色a4
纸、2个纸巾筒、双面胶。

一、导入

1．教师播放一小段有灯光效果的舞台表演的视频，引导孩子
结合表演区的活动经验，大胆讨论怎样让我们的小舞台也有
不同颜色的灯光效果，激发孩子的探索欲望。

2、介绍手电筒的开关位置及应注意的安全问题。

师：这是一个手电筒，能发出亮亮的光，我们把它当做是舞
台上的灯。这个手电筒前面有一个大眼睛，后面有一个圆圆
的按钮，使劲一按，大眼睛就能发出亮亮的光了。但是，手
电筒打开后要注意安全，不要用手电筒照到自己和别人的眼
睛。请小朋友拿起手电筒试一试吧。



师：你的手电筒能发出亮亮的光吗？是什么颜色的？

小结：我们的手电筒能发出亮亮的白白的光。

二、操作

1．教师展示材料，通过提问引导孩子自主探究。

师：除了手电筒，老师这里还有很多材料，不同颜色的塑料
袋、瓶盖、白纸、纸巾筒和双面胶。我们可以用纸巾筒和白
纸做一个简单的小舞台，将手电筒的光照射在这个小舞台上。
请小朋友们动手试一试吧。

2、 幼儿自主探究让手电筒发出彩色的光。教师巡视观察。

3、 让幼儿分享自己的实验结果，教师点评及总结。

师：你们的方法成功了吗？是怎样做到的？

小结：通过在手电筒前面放置不同颜色的塑料袋或者瓶盖，
就可以照射出不同颜色的光，从而营造舞台上不同颜色的灯
光效果。

4、教师清晰演示全过程，边演示边小结实验要求。

操作步骤：

（1）制作小舞台：用双面胶将白色a4纸的两条短边分别粘
在2个纸巾筒上，使白纸竖起来，变成一个简单的小舞台。

（2）打开手电筒照射白纸。

（3）挑选一个有颜色的瓶盖，如黄色瓶盖，平放在手电筒的
大眼睛前面，发现照在白纸上的光变成了黄色的光。如选择
红色瓶盖，则手电筒照射出红色的光。（注意：瓶盖要贴近



手电筒的大眼睛，要完全遮住它。）

（4）挑选一个有颜色的'塑料袋，如绿色塑料袋，将塑料袋
对折2次，将其包住手电筒的大眼睛，发现照在白纸上的光变
成了绿色的光。如选择蓝色塑料袋，则手电筒照射出蓝色的
光。

（5）将塑料袋、瓶盖两两组合挡在手电筒的前面，发现不同
颜色的材料挡在手电筒前面可以发出不同颜色的光。

三、实践

1、教师引导孩子再次尝试让手电筒发出彩色光。

师：请小朋友试一试老师的方法，看看你的小舞台有没有彩
色的灯光效果。

2．我来当小小灯光师。

师：现在请小朋友们找一个好朋友，你们两个人一个表演，
一个当灯光师，轮流为好朋友的表演照出彩色的光吧。注意
不要用手电筒照到自己和别人的眼睛哦。

四、原理

1、教师引导孩子了解手电筒发出彩色光的实验原理。

原理：手电筒能发出彩色光是利用光的叠加，因为这些塑料
袋、瓶盖是有颜色的，并且是透明或者半透明的，所以将它
挡在手电筒前面，手电筒原本亮亮的白白的光和塑料袋或者
瓶盖的颜色重叠在一起，就可以透出不同颜色的光了。

五、延伸

1、引导孩子了解光的叠加在我们生活中有哪些应用。



师：小朋友你们知道生活中有哪些物品是利用了光的叠加吗？

小结：光的叠加在生活中的应用很多：如滤色镜，彩色电视
机，数码相机能拍摄出彩色照片或影像等。

2、在表演区游戏活动中，做小小灯光师。

小朋友们在舞台上表演时有灯光师给我们打出五颜六色的灯
光，所以我们的表演更加精彩！可是小朋友们在班级上的表
演区表演时，没有灯光师给我们打出五颜六色的光，那怎么
办呢？教师通过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两个问题做出对比，
以此激发幼儿做一个“小小灯光师”的欲望，从而引出“怎
样让手电筒发出彩色的光”这个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激发
幼儿的探索欲望。

该活动利用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手电筒、彩色塑料袋、彩色
瓶盖、白纸、纸巾筒等）作为实验材料，材料简单，容易收
集操作。活动中教师引导、鼓励幼儿进行多种尝试，通过实
验找出让手电筒发出彩色光的方法，了解手电筒发出彩色光
是利用光的叠加这个科学原理，并进一步探索光的叠加在生
活中的应用。

灯光个人总结篇二

郑经理给我们做入职培训的时候教我们勤劳致富，勤俭节约。
的确，我们现在已经是成年人，虽然未能经济立，但是也该
努力学习将来工作所必须的技能。社会在向我们打开大门，
没有理由还躲在学校的温室里睡懒觉。在，每个人都是十努
力工作的，从李总到普通员工身上都散发着热爱工作，努力
工作的正能量，我自然深受感染。每天乐观而勤奋地生活，
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实习以来，我在学校的学习效率提高了。虽然在读的是税务
和法学双学位，别的同学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我还要上双学



位的课。别的同学周末出去玩，我则要珍惜泡图书馆的时间，
把学科作业做完，把专业非专业书籍看完。晚上有空的时候
就去跑步，身体是的本钱，当然不可以放松锻炼。如此忙碌
充实地生活着，因为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满足，我比谈了恋爱
还容光焕发。

在，锻炼我有条不紊的素质，

税务师事务所要求员工具有专业性，严谨性，有耐心和责任
心。繁琐的工作。

最能考验人的意志。要学会在不断重复的工作中领悟出道理，
才会不断进步。帮着粘贴发票和扫描原始凭证，这都是最基
本最琐碎的工作，却都需要有条不紊的素质。

在看似简单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里会有那么多内容。确实，
假如公司的会计出纳人员不够诚实，我真的不会了解还有那
么多的东西。三项费用（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也是一样，做比较分析表时我就简单的`按照明细科目做了对
比，但是项目经理告诉我，本年度的处理方法有些变化我没
有注意，虽然是同样的明细科目，但核算内容发生了变化，
如果直接比较，会发现无重大异常，但是还原到具体经济事
项，就能看出一些东西出来。而且由于行业的特殊性，管理
费用营业费用不仅要单比较，还要加总比较。真是受益菲浅。
对待向供货商收取的进场费、赞助费的税收处理和大连增值
税管理策等问题上两位同事也是非常认真，不但翻出了国税
总局的批文，还要求大连国税局出具同意在大连增值税购进
时即可抵扣的证明。这些行动不仅没有引起客户的反感，反
而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事务所里的生活是紧张忙碌的，两个月的实习每天都是从早
上上班到晚上11点多，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但所有我去过的
公司的会计们都被我们拖累的疲惫不堪。虽然事务所里的同
事看上去都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但这个群体却保持着这个行



业旺盛的精力和敏锐的洞察力，确实无愧于精英的称号。

在沈阳，我还意外的遇上了一个校友，94年从财大会计系毕
业，据说当时还诗关部的，到现在已经是东北大区的财务经
理。北方的校友已是不多，更何况在沈阳？大家谈起37号楼，
谈起后门的各色餐馆，真是亲切万分、欣喜异常。转念一想，
我也是快要毕业的人了，马上也要离开生活了四年的校园，
这里有我的成功与失败，有我的痛苦和快乐，有我曾经的爱。
走上社会，即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漂泊，我相信我会把握
住每一个现在，充满信心的迎接每一天的未来！

灯光个人总结篇三

——李业陶

我与李业陶老师第一次接触是在2018年，因了一篇家教文稿，
我有幸蒙受李老师的教诲，他不厌其烦，连发数段语音，直
到我完成文稿，是我见过的最负责任最耐心的文学老师。经
过那次长时间的交流，我们成了忘年交，私下里互称“爷们
儿”。

爷们儿不仅是我敬仰的老师，还是我的伯乐，在这里，我丝
毫没有抬高自己的想法，仅仅表达对爷们儿举荐的感激之情。
是爷们儿举荐我进了孙武湖畔，当了一名编辑。可以说，自
从当了编辑，我比以前更刻苦、更勤奋了，也能真切地感受
到自己身上些微的进步。至今还记得李老师的话：“爷们儿
啊，咱县文联和作协联合建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你是一中的
老师，文笔也不孬，你愿意为广饶的文学做点贡献，做个编
辑吗？”当时我觉得有点受宠若惊，回道：“李老师，我这
水平行吗？再说，我也没操作过公众号啊。”爷们儿
说：“慢慢学，慢慢学！”我说：“那我愿意！”于是，我
便与孙武湖畔结下了不解之缘。

爷们儿七十多岁了，身体欠佳，曾被颈椎病折磨得进院医治。



但他身上有股子韧劲，尤其是对家乡的那份爱更是到了最深
处。爷们儿祖籍大王镇王李村，对于生他养他的至亲，他饱
含深情地写下了感人肺腑的《不老的亲情树》、《木讷赤子
心》、《如果有来世，我不会让您感到卑微》、《父亲的钱
包》及《惟愿长跪有高堂》等文章。另外，令他念念不忘的
还有那些父老乡亲，记得去年春节我去给他拜年，他刚从老
家拜年回来，对家里父老乡亲的热情赞叹不已，说老家人厚
道，一个劲地非要留他吃中午饭，那份真诚质朴的情谊暖人
心扉。

与村子相依的无疑是土地及土地上生长着的万物，俗话说得好
“头顶一片天，脚踏一方土。”还有“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有谁离得开大地母亲，离得开自己的脚下的这片土地？
《剪一段灯光》再现了村子的风貌，村子的灵魂，把“故土
难离，叶落归根”的情怀展现的淋漓尽致。

你说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能有多少精力，对我们年轻人来说
都做不到的事，他却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好。他不仅写作，
办公众号，还与其他市地联合搞文学采风活动，当他的身影
又出现在文章里，公号上，必会有一篇很长的，饱含深情的
文章问世。他是用心在写，用情抒发。

“业陶”与“陶业”，注定他们之间会发生联系，正如《那
些窑事儿》中开篇就写到的“爷爷为我取名业陶，或者意味
着我就应该担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有一天会写下村子里的
那些窑事儿。”这一写就是五千多字，他回忆的是往事，揉
进的是真情，那一声在时代洪流中发出的长长的哀叹叩击人
心。

《剪一段灯光》共收纳了六十篇散文，大致分为三辑，第一
辑:“那时”，偏重于时代感明显的事物，纵的线条更清晰一
些，以此彰显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第二辑:“那事”，侧重于
更具体叙述某一件或某方面事情，尽管同样是回顾往
事，“断面”的印记更深刻一些。第三辑:“那情”，完全是



抒情文章，而且几乎都记述了具体的人，也是这本书最能打
动读者的部分。

把记忆书进文里，写进书里，也是我的梦想，爷们儿做到了，
我更需努力。我想把《剪一段灯光》中每一段灯光都呈现给
大家，只是不大现实，想来想去，还是把目录附上吧，虽然
只是目录，你也能体会到爷们儿对那片热土深沉的爱，也必
然会勾起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的某段记忆，深层次地挖掘灵
魂深处，继而产生共鸣。

灯光个人总结篇四

《灯光》这篇课文通过对一件关于灯光的往事的回忆，歌颂
了革命先烈的献身精神，说明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激
励我们要珍惜、建设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新中国。

本课中，我认为高老师有三点十分值得我学习：

开课伊始，教师先让学生自学，读课文，找答案。课文主要
讲了一件什么事？“多好啊！”在文中出现了几次？都是什
么情况下说的？说的时候看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为了
学生更好地掌握课文，教师从课文中摘录出了几组词语，既
是重点，又需要学生平时留心。并且教师在让全班学生读会
认会词语后，竟然巧妙性的让学生尝试用上这些词语中的一
个或者几个简要复述课文内容。这不仅在考学生的总结能力，
而且在考学生的运用词语能力和短期连词成句能力。当我觉
得这个问题十分巧妙而且学生回答较为困难的时候，学生们
居然出人意料的回答出来了，还回答的一个比一个好。可见
教师平时授课的训练点十分精细而且用心良苦。

二、设置情境读重点词句，让学生在一次次的朗读中走进郝
副营长的内心，理解郝副营长的憧憬。

在讲授三次“多好啊！”的时候，教师重点深入剖析郝副营



长的心里。从一次次的多好啊中，让学生慢慢的从心底燃起
对郝副营长的敬佩。一句在我们看来很普通的话，很普通的
人，在老师的讲授下，郝副营长眯着眼睛，望着远方说（），
郝副营长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兴奋地说（），郝副营长一边
抚摸着图画，深情地说（），郝副营长头靠在胸腔上，望着
漆黑的夜晚说（）······一次次地读，一次次感情的
逐步升华，一次次心灵的涤荡，这就是高老师的讲课魅力。

教师不仅让学生说说憧憬的意思，而且让学生用自己学过的
词语代替。从而激发学生的词语海洋，一石激起千层浪，学
生的思绪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所以在之后回答他憧憬着
什么？胜利了就能干什么的时候，又是一个高潮的叠起。

总之，高老师整堂课把课文分析的透彻，缓缓道来，可是学
生在这其中仍是占据最主要的地位，学生一堂课学得开心，
学得用心，学得感动。学生不仅懂得了郝副营长是什么样的
人，而且懂得了作者的写作方法，一石二鸟，真是一位好老
师。

灯光个人总结篇五

我在学校刚学完《灯光》这篇课文，我看见了一个学校的深
处有一扇门，我走进去那扇门里。奇迹发生了！

当我醒来时我看见了黑漆漆的天空，有一点微微的火光起来，
看到了《灯光》这篇课文里的郝副营长。我心想这不是郝副
营长吗？难道是我穿越了？‘砰’的一声我回过神说：“发
生了什么？”我慢慢的对着发着亮的地方。看见了他，我对
他说：“你好，请问您的憧憬是什么？”他说：想见一见电
灯，让孩子们能在灯光下学习知识。但是他得死是不可以改
变的。他说：我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来将来的和平换来
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下学习。

郝副营长，我想和你说一声：你是英雄，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来换来和平。

……

我回到了现实，郝副营长的话让我铭记于心。

灯光个人总结篇六

暑假里，我和妈妈每天晚上去广场上散步，每次散步时，我
心里都会想“多好啊！”多好啊这句话并不是我说的，是我
学过的一遍文章，《灯光》里的郝副营长说的:战斗前夕，郝
副营长正倚着胸墙。借着微弱的亮光看一本破旧的书，书上
有一幅插图，图上画着一个小孩，正在明亮的灯光低下聚精
会神得看书。郝副营长看完后，深情地对旁边的战地记者说：
赶明胜利了，咱们也能用上电灯，让孩子们都在明亮的灯光
底下学习，该多好啊！

半个小时后，战斗打响了，郝副营长为了给后续部队照亮前
进的路，于是点燃了那本书，同时也点燃了自己生命的火光。
郝副营长就这样牺牲了，他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能让孩子
们在明亮的灯光底下学习。而他却没来得及见一眼电灯。

今天，我又看到霓虹灯在闪烁，我又想起了郝副营长的这句
话：“多好啊！”忽然我听见几声蛐蛐叫，难道它也爱上了
现在的幸福生活；难道它也爱上了这明亮的灯光；难道它也
爱上了这一个个快乐的身影吗？广场上的小花和小草仿佛都
在为现在的'幸福生活鼓掌，为现在的幸福生活感到自豪。咦，
那一伙子人是要干什么呀？哦，原来是跳广场舞呀！

我来到水池边看到一条条在水池里游来游去，我不禁一笑，
小鱼也在快乐的长大。灯光一直在闪烁着，它照耀着广场上
的万物，照耀着人们快乐的身影。

如果郝副营长也能看到这些该多好啊！如果那写为人们利益



而死的英雄们也能看到今天这宏伟的景象该多好啊！我们现
在的小康生活，都是那些英雄们用无数条性命换来的。

让我们一起珍惜现在的辛福生活，好好学习，努力拼搏，做
一个有作为的当代少年，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