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在学校的总结 学校秋季感恩军训感
悟总结心得(通用5篇)

当工作或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或告一段落时，需要回过头来
对所做的工作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
归纳出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以便进一步做好工
作，并把这些用文字表述出来，就叫做总结。相信许多人会
觉得总结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在学校的总结篇一

今天，我们怀着好奇和期待已久的心情，来到了西湖少年军
校。进行为期三天的军训生活。

一下车，我就发现这里和我们家里以及学校的生活都不太一
样，纪律特别的严。我知道，我们在这里不能像学校里那样
的吵闹。就在集合时，因为我们太吵了，教官给我们了第一
个下马威——五十个深蹲，当然马上就有第二个，第三
个……然后，我们就到了营房整理东西，之后操场集合，集
合我们又用了很多时间，所以教官就罚我们蹲下十分钟，一
开始我以为这有什么大不了，就蹲一下而已，但是过了五分
钟，感谢教官让我知道什么叫绝望。

训练过后，我们就在饭堂开饭，我们人很吵，后果就是我们
只能站着吃饭。吃完饭，我们就回到房间整理内务，铺床单，
套被套，在这过程中，我发现原来我们还有很多不会，要去
学。也知道里那整整齐齐的被子是怎么叠出来的了。

下午，我们去训练，在训练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离真正的军
人还差很多很多，真正的军人是纪律严明，不怕苦，不怕累。
我们学习了站军姿，真正的军姿是脚跟靠齐，前脚掌分开六
十度，手紧贴裤子。我们才站了五分钟就有人撑不住了，开



始动。

晚上我们到操场集合，又因为动作慢被罚蹲下十分钟，我们
就以蹲着的姿势学了一首歌。

这就是我在军训时的第一天生活。让我对和军人有着更深刻
的认识。我要感谢这次军训，让我们整顿了纪律，磨练了意
志，学到了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在学校的总结篇二

炎热未减，炙烤着我的身心。就在酷暑难耐的时刻，我迎来
了一生第一次军训。在这次军训中我也学会了许多。比如：
坚持、有耐心、学会感恩等等。

“沙沙——沙沙——”雨不停地下。我和同学们正在站军姿。
站军姿的要求非常多，要挺胸抬头，双眼目视前方，脚跟贴
紧，脚尖张开约60度，两腿并拢，两肩后张下巴微收。

我照教官说的做，但不一会儿，我就感到腰酸背痛到处痒。
就在我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教官用坚定有力的声音说：“坚
持住啊，胜利就在前方，我相信你们能赢。”

我一咬牙又重新站好。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开始流汗
了，一滴两滴，没有多久就满头大汗。

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加油!你能行!”

这时，教官说：“好了，大家辛苦了，休息一下。”教官的
神情依然严肃，但他的话听起来是如此亲切，如此温和。我
终于坐了下来，如释重负一般，这次我体验到了坚持，并且
懂得了不管什么都不能成为不坚持的理由。



感恩!我们学会了感恩。不管是谁，都应该懂得感恩。那一次，
我们排队去吃饭，训练了一上午的军姿，我们都像一群饿狼
一样飞快地奔向打餐口。当我们都打好餐开始吃饭的时候，
教官又发话了：“全体同学起立!”我们又不耐烦地站起来了。
教官毫不留情地说：“太慢，重来!”我们又极不情愿地重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不久后，我们终于能狼吞虎咽了。
我突然发现教官还没吃饭，他们训练了一上午都没喝过一口
水。我心里一热，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谢谢你们用行动让我
学会了感恩。

军训已经结束了，我却悟出许多道理。我一定要用四句话来
要求我：“善于管理时间，善于管理事情，细节决定成败，
性格决定命运。”加油吧!

在学校的总结篇三

450条——这是2020年，周萌和设计师在沟通图纸细节时，在
文档里记录的问题数量。

33000步——这是宋海强在过去两年里，一天内走过的最多步
数。

两人都是浙江黄龙体育中心工程建设部的工程师。从2019年
底开始，因承办亚运会足球、水球、竞技体操、艺术体操、
蹦床和亚残运会的田径项目，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
游泳跳水馆、田径训练场以及周边配套设施开始了相应的升
级改造，直到2021年底完工。

两年里，宋海强、周萌和其他几位同事反复推敲改造细节，
以求最佳效果。他们爬上过30多米高的半空，感受过夏天正
午毒辣的日头，也从市民的热情中收获了一份荣誉感。



工程建设部部长、项目负责人鹿艳表示，“希望改造后的场
馆能得到大家的好评，不光是保障亚运，也要在全民健身等
方面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我们也能从中得到满足
感。”

探索建筑的秘密

周萌没想到一块足球草坪里藏着那么多秘密。

周萌（左一）向体育局领导介绍足球场锚固草坪系统。受访
者供图

“它分很多种，人工的、天然的、混合的、锚固的。草下面
还有排水层、下砂层、种植层等等，有不同粒径和厚度要求
的石子、砂子，还有排水管、喷灌系统。”

周萌是浙江黄龙体育中心工程建设部的工程师，在亚运会场
馆改造项目中负责设计管理——与设计院对接，确定具体的
改造内容和细节要求，跟踪设计进度和质量。尽管本科和研
究生期间学的都是土木工程，来黄龙前也有五年工作经验，
但体育建筑对她来说是全新的领域。

2019年7月，刚休完产假的周萌参与到改造项目中，“工作扑
面而来的感觉。”日子被一个个新的概念灌满，“赛
事”“流线”“体育工艺”……周萌处在亢奋的状态
里，“觉得很爽，有大项目可以做了。”但她也心虚，“因
为我没有做过，万一不懂怎么办？”

领导拿给她几本关于体育建筑和体育工艺的书，知识涌到眼
前，周萌逐渐了解到，足球场和游泳池的标准尺寸是多少，
误差要在怎样的范围内，在南方的冬季有哪种草可供选择，
塑胶跑道的坡度有什么要求等 ，“不了解的话，就没法判断
（设计院）给的图纸是对还是错。”



这里像一座迷宫。起初，去施工现场时，周萌总是拿着ipad、
看着cad图纸走，“脑子都是蒙的。”黄龙体育中心占地580
亩，相当于54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其中，改造地块总用地
面积约33万平方米，改造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走下来，
大概要2万多步。运动鞋和共享单车会员卡不能少，办公室还
要常备着毛巾——从施工现场回来，大家第一件事就是掸掉
身上的灰。

改造施工图一般是参照旧图纸设计的，但由于场馆已有20多
年的历史，面积又大，有时，破开建筑表面的形状和轮廓，
才发现内部实际情况和纸上的并不一样。“假设这一面墙
是50岁，左半边状态不错，本想着只把右半边做个翻新，改
成20岁，结果发现左右又不匹配了，那么为了最终效果，还
是要全部进行翻新。”

因此，设计师和周萌要花费不少精力，小到一扇门朝里开还
是朝外开，一排座椅是29个还是30个，都要仔细考量。任何
一处微小的改动，都可能引发连锁问题，“朝里开的门如果
朝外开，可能会影响过道的通畅；座椅多塞一个，可能该有
的间距就不够了。”每周二的会议上，设计师要向领导汇报
工作，周萌在旁边听着，那是她最紧张的时候，生怕有哪些
细节他们没考虑到。

但这也是建筑最让周萌着迷的地方。在她眼里，建筑仿佛是
藏了一层层心思的人，是凝固的一缕缕思绪，绝不仅是钢筋
和水泥的堆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建筑表面，这个
面之下其实包含了很多东西，才形成了最后呈现在我们眼前
的样子。”

“碰到了就要去学”

如果说周萌搭起了建筑的筋骨，宋海强就是在连接神经网络。

作为安装工程负责人，今年49岁的宋海强管理着包括高低压



系统、比赛照明、场地扩声、综合布线、智能场馆系统、水
处理等二十多项内容。起初，不少概念对他来说是陌生
的，“碰到了就要去学，最起码要熟悉，知道它的性能和可
靠性，才能把活干好。”

工作中的宋海强。受访者供图

他沉心“钻”下去，琢磨智能化、流体力学，翻看各类建筑
规范和设计手册，知识一点一点补足和扩展开。体育建筑对
安装设备常有些特殊的规定，“比如，日常照明只需要灯够
亮就行了，但体育场馆对照度、色温、r9系数、眩光值有要求，
跑道或篮球场对画线的要求也比较严格。”

考试，是他最习惯的学习方式。备考时知识记得牢，也能更
实在地融进工作里。黄龙体育中心离浙江图书馆很近，走路
不过10分钟，在2020年以前，每天中午宋海强都会背着包出
现在这里，一坐就是两个小时，读各类专业书，再回去上班。
一级建造师、全国监理工程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建
设工程造价员等资格证书，他都一一高分考下来。

靠着30多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一般工程、技术上的问题，
都难不倒他。在这次场馆改造中，他们计划安装投射距离100
多米远的激光投影，在体育场塔楼的四个面上播放影像。最
初的方案是，在地面上做几个铁塔状的架子，把投影设备架
上去，但这样无疑要对周边的环境美观造成影响。

宋海强虽没怎么了解过投影，但接触过类似的投屏设
备，“我觉得斜着能投上去。”他想起了体育场7楼外环梁，
便上去走了三圈，边走边琢磨，“放这个位置应该能投。”
他把设计师喊过来商量，但对方也没把握，又叫来厂家做试
投，最后终于决定就在这里安装。后来证明，在这个位置投
出来的影像，画面切割和效果都不错，对体育场周边的美观
也没有影响。



在施工现场，人们信任他。厂方和总包方就“谁把线接错
了”有了不同意见，请宋海强帮忙定夺；厂家和安装方因设
备发热的原因起了争执，也邀宋海强做裁判；当他要和比赛
照明技术代表讨论时，对方总是把技术总监派来，因为“普
通的技术人员基本上都被问倒过。”宋海强没把自己当权威
看，“大家可以相互交流，懂就是懂，不懂也是一个学习的
过程。”

宋海强在介绍数据传输设备。受访者供图

“没空委婉”

比起从头开始新建，改造旧建筑似乎是更痛苦的学问。

“要新建一个建筑，只要参照图纸，以一定顺序、按部就班
地做就可以了。改造的话，要考虑原来已经固定的结构，尤
其是场馆在使用过程中，一些局部细节和最初的设计已经不
太一样了。而且，多年来，建筑要求也有变化，比如消防规
范就已经更新了很多次，要按照新的要求做。”工程建设部
部长、项目负责人鹿艳说。

改造内容体量大，时间短，要求又高。周萌只觉得，“每天
都有千丝万缕的事情需要协调、解决，涉及很多部门，包括
亚组委。”有段时间，她习惯每天早上7点前就到单位，梳理
一下当天要和设计师确认哪些内容。两年里，她和部门里其
他员工都从未有过双休日。为了保持好的精神、身体状态，
周萌想带着鹿艳跳操锻炼，但没坚持几天就放弃了，“要么
跳着跳着电话响了，要么跳着跳着要去开会了。”她无奈地
笑道。

鹿艳（中）和周萌（右）。受访者供图

加班不是新鲜事。宋海强记得，一次，他和施工人员调试比
赛照明系统，发现有些灯的眩光比较刺眼，便一直调试到凌



晨四点。来不及回家，索性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凑合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7点多继续上班。“两年多里，有半年的时间，每
天晚上要加班到10点左右，天天晚上7点以后走是很正常
的。”

工作也绝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敲几下键盘。改造体育场的屋面
顶棚时，正值杭州盛夏。一天中午，现场遇到了问题，鹿艳
和周萌赶去查看，敞亮又炙热的半空，简直是“恶魔一样”
的环境，至少40摄氏度的空气烤得她们脸和脖子泌出了一串
串汗珠。回到办公室——临时搭建起的板房，周萌摘下眼镜，
拧开水龙头，撩起一捧水往脸上抹。掌心里的水也是温热的，
周萌抬起头，设计师擦肩而过，完全没认出狼狈的她。

宋海强是部门里年纪第二大的员工，头发已有些斑白，但爬
高从来不在话下。体育馆的比赛照明装在28米的高空，体育
场的则在38米左右，宋海强顺着梯子爬上爬下，到半空检查
施工质量。“工程就是这样的，你硬着头皮也要上。”周萌
记得，自己读研时，还爬过100多米高的塔吊，“一个博士师
兄跟着我，他腿都抖得上不去，我说‘这有什么好怕的’，
就上去了。”

宋海强在介绍智慧场馆系统。受访者供图

他们的性子都直接，主要是“没空委婉”。周萌扎着马尾，
戴一副眼镜，看起来很干练，说话声音也大，“靠嗓门活着。
”宋海强看起来总是很儒雅，拿个手电筒在场馆里来回走，
照着每个犄角旮旯，拍照、记录、查资料，大多时候不急不
躁，但遇到抢修等情况，他也会直接指挥工人们，“你做这
里，他做那里。如果发现有问题，必须要向我报告。”

要面对的难题有很多。疫情期间，尽管工作安排好了，但是
货迟迟到不了，宋海强会焦虑；对一处故障的判断，和行业
的专家发生了分歧，他反复推算后，孤注一掷地选择坚持自
己的意见，也要背负不小的压力，还好最后发现自己是对的。



最难的时候，周萌每天晚上两点都会醒一次，打开手机，看
看设计师有没有把图纸发过来。

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完美解决。原有结构对改造的限制很多，
比如，场地中间立着柱子，或是层高不够。“没有办法做到
十全十美，只能说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周萌说。

让公众享受亚运红利

作为浙江省目前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现代化体育设施，黄
龙体育中心于1997年6月动工，2000年10月主体育场建成并投
入使用，常承办大型演出、活动等，曾是绿城足球队的主场。

“20多年了，确实需要一个改头换面的机会，把整个面貌做
个提升。”周萌对黄龙的感情很深，毕业后，她一直在这周
边工作，也经常来黄龙健身、打羽毛球。

作为公益单位，在改造过程中，黄龙不仅要考虑亚运会体育
赛事的需求，也要考虑群众的利益，让公众在赛后享受到亚
运红利。

周萌（左一）在黄龙体育中心接待浙江籍奥运会、全运会冠
军。受访者供图

“不希望让老百姓觉得改造完后还是干巴巴的一个体育场，
而是气氛热烈的，能让大家心情好的地方。”周萌介绍，改
造后的体育场多了不少色彩。航拍的时候，从上往下，能见
到三圈明亮的颜色。第一圈是体育场的三层平台，此前，这
里铺着小瓷砖地面，不少老年人会在这打太极拳，跳广场舞，
改造时，他们对地面和墙面都做了彩色处理。

第二圈是蜿蜒在半空的1000米长、3.2米宽的空中跑道，周边
还配置了全民健身休闲平台，按照春、夏、秋、冬四个主题
配置绿植，有早樱、红梅、茶花、紫薇等，不论什么季节，



人们都能在这见到开花植物。跑道边上也栽了一圈红色月季，
娇艳如一条飘带。第三圈是地面，设置了12米宽的彩绘区域，
用以人车分流。

2021年夏天，亚组委邀请了三四十位市民来黄龙参观，周萌
是讲解员。一行人不停地掏出手机拍照，哪哪都好奇，对周
萌的介绍也总是热烈地回应。最后，她鼓起勇气问，“各位
满意吗？”大家大声喊着“满意”，“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吃的所有苦都值了。”

在周萌眼里，设计的成果、改造的场馆就像是所有工作人员
精心呵护长大的孩子，“建成了，我就觉得开心。”由于并
不是所有道路和场馆都参与改造，所以黄龙体育中心一直对
公众开放着，大家都对那条空中跑道很感兴趣，“即使锁了
门，也有人想办法进来看。”周萌开心也烦恼，“一方面是
对我们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也的确增加了工作难度，不过还
好，跑道马上要开放了。”

目前，亚运会场馆改造工作已结束，进入设施运行和维护阶
段。在9月亚运会开始之前，宋海强和周萌想着把馆内自己经
手的东西再梳理一遍，减少比赛时出现故障的概率。

“比赛的时候不能停电，灯不能灭，音响不能出故障，景观
布置要看起来很美观，总之一切都不能出错。人生很难有这
样的机会，遇到这种大项目，希望有个好结尾。”周萌说。

新京报记者 彭冲

编辑 刘倩

校对 贾宁



在学校的总结篇四

在九月这个桂花飘香的日子里，我们踏着轻快的脚步，来到
了农场。我们五年级的同学将在这里当三天的“兵”，体验
军人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听别人说，军训可以整死人的。
训练了一天，我才发现，其实军训没那么可怕，更觉得军训
是一个磨练我们意志，考验我们体质的活动。

站军姿是每次训练必要的项目，也是让我印象最深的。

“嘟——”一声哨响把我们的魂都勾了过去，大家慌慌张张
地跑到集合的地方，有整了整队伍，走了过去。刚到那儿，
我们便开始站军姿了。

老兵演示好了，轮到我们这群小兵上场了。我把自己的背一
挺，神气地将双手贴在了裤缝上，一动都不动。1分钟，2分
钟，3分钟……刹那间，我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慢。无情的
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我们，豆一般大的汗珠流了下来，碧绿的
迷彩服顿时湿透了，我的脸痒痒的真想去抓，我用余光，瞄
了一眼旁边的同学，他们也和我一样，一脸汗水。我咬了咬
牙，我们是军人，一定要坚持下去!要知道，困难像弹簧你强
它就弱，你弱它就强，加油!加油!

军训生活让我受益匪浅，让我知道了生活在父母的关怀中是
多么的幸福!

在学校的总结篇五

军训将至尾声，雨一直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凄冷的夜晚，我
们围坐在篷下学唱军歌。一首《军中绿花》让我声泪俱下：
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站岗执勤是保卫国
家…待到庆功时再回家…”朴实的歌词在我耳际萦绕，回想
起出门在外求学的一个月，我荒废了，整日在浑浑噩噩中度
过，这让我如何面对家乡的母亲?于是，从此刻起，我就明确



了双肩的担子――努力学习!!

结束了，再泥泞艰涩中战胜了泪水，在寒风凛冽中战胜了畏
惧，在坚苦卓绝中战胜了挑剔，在默默承受中战胜了骄躁，
这就是军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