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研室工作计划(实用5篇)
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目标、分析现状、确定行动步骤，并
在面对变化和不确定性时进行调整和修正。计划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时间、资源
和任务。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计划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政研室工作计划篇一

2．回顾性

这一点总结与计划正好相反。计划是预想未来，对将要开展
的工作进行安排。总结是回顾过 去，对前一段的工作进行检
验，但目的还是为了做好下一段的工作。所以总结和计划这
两种 文体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一方面，计划是总结的标准
和依据，另一方面，总结又是制定下 一步工作计划的重要参
考。

3．客观性

总结是对前段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面回顾、检查的文种，这
决定了总结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征 。它是以自身的实践活动为
依据的，所列举的事例和数据都必须完全可靠，确凿无误，
任何 夸大、缩小、随意杜撰、歪曲事实的做法都会使总结失
去应有的价值。

4．经验性

总结还必须从理论的高度概括经验教训。凡是正确的实践活
动，总会产生物质和精神两个方 面的成果。作为精神成果的
经验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物质成果更宝贵，因为它对
今后 的社会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一特性要求总结必
须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 原则，去正确地反映客



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找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得出规律性认
识，这样 才能达到总结的目的。

政研室工作计划篇二

不论何种格式的工作总结，其写作都应遵循以下要求:

(一)掌握客观事实，广泛占有材料

这是写总结的基础。总结，就是总括事实，得出结论。没有
事实就无法得出结论。总结的材料要准确，典型，丰富。写
总结的人得花大量的精力去搜集，积累丰富的材料，又要对
搜集的材料进行筛选，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和典型性。

(二)对占有的材料作认真的分析研究

这是写好总结的关键。认真分析与研究，首先要有正确的指
导思想。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克服夸大成绩，回
避错误的缺点。再次，要坚持运用辩证法，全面地看待过去
的工作。既能看到得，又能看到失;既能看到现象，又能看到
本质;既能看到主流，又能看到支流。最后，要突出重点。总
结不是流水账，不能不分主次地去罗列数字和事例，要围绕
一个中心主题精心选用，分析典型材料，突出主要问题。

(三)反映特点，找出规律

这是撰写工作总结的重点。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特点，好的
总结应当总结出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反映自身特点的以及
带规律性的经验教训。

(四)具体写作过程中的要求

1、编好写作提纲



在编写的提纲中，要明确回答想写什么问题，哪些问题是主
要问题等。就是简单的总结，不写提纲，也得有个腹稿。

2、交待要简要，背景要鲜明

总结中的情况叙述必须简明扼要。对工作成绩的大小以及工
作的先进，落后，叙述一般要用比较法，通过纵横比较，使
得背景鲜明突出。

3、详略须得当

根据总结的目的及中心，对主要问题要详写，次要的要略写。

政研室工作计划篇三

总结是对自身社会实践进行回顾的产物，它以自身工作实践
为材料，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写法，其中的成绩、做法、经验、
教训等，都有自指性的特征。

2.回顾性

这一点总结与计划正好相反。计划是设想未来，对将要开展
的工作进行安排。总结是回顾过去，对前一段时间里的工作
进行反思，但目的还是为了做好下一阶段的工作。所以总结
和计划这两种文体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一方面，总结是计
划的标准和依据，另一方面，总结也是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
的重要参考。

3.客观性

总结是对前段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面回顾、检查的文种，这
决定了总结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征 。它是以自身的实践活动为
依据的，所列举的事例和数据都必须完全可靠，确凿无误，
任何夸大、缩小、随意杜撰、歪曲事实的做法都会使总结失



去应有的价值。

4.经验性

总结还必须从理论的高度概括经验教训。凡是正确的实践活
动，总会产生物质和精神两个方 面的成果。作为精神成果的
经验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物质成果更宝贵，因为它对
今后 的社会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一特性要求总结必
须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去正确地反映客
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找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得出规律性认
识，这样才能达到总结的目的。

政研室工作计划篇四

虽然从初中阶段开始，抽象逻辑思维在个体的认知发展中占
优势，但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经验的支持。进入高中阶段，
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则属于理论型，高中生已能在头脑中进
行完全属于抽象符号的推导，能以理论作指导去分析、解决
各种问题。高中生抽象思维发展的总特点可概括为下面三个
方面：

抽象逻辑思维发展的特点

1.青年初期个体的抽象逻辑思维具有充分的假设性、预计性
及内省性

假设是对因果关系的一种猜想、推测。这个阶段青年的思维
假设性有了明显的发展，他们开始能运用理论假设进行思维，
并能按照提出问题、明确问题、提出假设、制定解决问题的
方案、实施方案、检验假设的完整过程去解决思维课题。青
年初期学生的思维更具有预计性。青年的知识经验不断丰富，
使他们对事物的内在联系了解得更深刻，他们在解决问题时
不仅看眼前更着眼于未来。在解决问题之前他们已经能够形
成计划、方案及策略等。青年初期个体对自身思维活动的自



我意识和监控能力更加明显化，使其思维活动具有内省性，
能调控自己的思维过程，使解决问题的思路更加清晰，判断
更加准确。

2.形式逻辑思维处于优势，辩证逻辑思维迅速发展

形式逻辑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的发展和成熟，是青少年思维
和成熟的重要标志。青年初期个体的形式逻辑思维已发展得
较成熟，同时与辩证逻辑思维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在
学习中，青年学生们逐步认识到一般和特殊、归纳和演绎、
理论和实践的对立关系，并逐步发展出从全面的、运动变化
的、统一的观点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辩证思
维发展的标志。

3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在高中阶段进入成熟期

从少年期开始，个体的抽象逻辑思维开始从经验型向理论型
转化。进入青年初期，这种转化初步完成，这意味着抽象逻
辑思维基本上成熟。主要表现于下面三个方面：首先，各种
思维成分基本上趋于稳定;其次，个体思维差异，包括在思维
品质和思维类型上的差异也基本上趋于稳定;第三，从整体上
来说，思维的可塑性已大大减少，与成人期的思维水平基本
上一致，甚至高于成人。

政研室工作计划篇五

季风气候的形成：

季风气候的分类：

1.东亚季风区：东亚季风系统的主要成员有低层的季风槽，
即热带辐合带、锋面、低空西南风和东南风急流(也包括低层
越赤道气流一西南季风)以及澳大利亚冷高压，中层为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高层则有南亚高压——青藏高压等。



东亚季风系统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海陆热力差异和行星风带的
季节性移动造成的.风系的季节变化.

2.南亚季风区：南亚印度季风是全球最强的季风系统，位于
南半球的南印度洋副热带高压随季节变化向北移近赤道，其
低层气流以逆时针方向流出，与南印度洋东南信风汇合后穿
越赤道，形成越赤道气流，该越赤道气流受到东非地形的影
响，形成索马里急流.索马里急流在科氏力作用下形成西南气
流，由于西南季风来自索马里急流，因此南亚的夏季季风相
当强盛。该季风区的气候特征表现为冬季干燥、少雨，以东
北风为主而夏季潮湿、多雨，以西南气流为主，其总体特征
是冬季季风弱，夏季季风强。

3.其它季风区：澳大利亚也属于季风区，并与亚洲季风是一
个整体，其主要气候特征是冬季季风弱、夏季季风强.非洲东
岸属于印度季风范畴，10～5月为东北季风，7～8月转为西南
季风，西非地区也表现为西南季风与东北季风的交替，夏季
四个月为西南季风，为越赤道流所致，湿润多雨其余时间为
东北季风，气候干燥.北美地区季风现象相对较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