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疫情期间的磨砺感悟(实用6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想
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
范文大全，供大家借鉴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疫情期间的磨砺感悟篇一

疫情之后，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人生。

疫情期间，我们害怕，焦虑，无法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疫情稳定以来，复工，复学，生活逐渐又有了起色，好像疫
情的影响要过去了，其实疫情还在蔓延，革命尚未成功，我
们还要坚持奋斗下去。不为别的，就为了大家都有个幸福的
家园。

以前，很多人觉得欧美国家好，注重人权，自由，疫情之下
才知道，真正注重人权的是中国。

以前，我们追捧各类明星，而对于医生，护士警察等多是关
注他们执业中的不足，疫情之下才知道，生死关头是谁敢豁
出命去保护我们。

以前，我们对教师的工作多有不满，觉得老师不尽责，总把
工作转移给家长，疫情之下，我们与神兽同笼，才知道平时
老师的压力有多大。

以前，工作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是谋生工具，疫情之后才
知道，工作不仅仅是谋生工具，更是充实生命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以前，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多的心烦，世俗的人生让人彷徨，



疫情之后才知道，柴米油盐人情冷暖其实挺珍贵，只要活着，
能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就是莫大的幸福。世间百态没什么值
得计较的。

以前，我们注重物质追求，疫情之后才知道，亲情和自由才
是真正的人生。

这场疫情有什么遗憾吗？如果它没给你带来关于人生的思考，
那才是最大的遗憾。

疫情期间的磨砺感悟篇二

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疫情期间，我们都有了不同的感悟和心得
体会。这期间，我们经历了许多变化和困难，但也学到了很
多东西。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在疫情期间的感受和心
得体会。

第一段：疫情的震撼

当疫情在我们身边蔓延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它给我们
带来的震撼。由于疫情的出现，我们不能像以前一样自由出
行，不能像以前一样轻松地与朋友相聚。我们不得不戴着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这让我们感觉到很不自在。突如其来的
疫情，让我们对生命、对健康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也让我
们感受到了生活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第二段：疫情期间的感染

尽管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防范病毒的传播，但还是有人感
染了病毒。我也经历了疫情期间的感染，而且并没有太多的
症状。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身体的重要性，并认识
到生病的可怕性。这个经历也让我更加重视卫生和健康，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第三段：疫情的暂停和节奏

疫情的爆发导致许多企业停工，学校停课，人们开始在家里
居住和工作。这导致了很多人的经济损失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但是，同时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计划未来的事情。在这
段时间里，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思考了我
想要做什么事情，如何更好地规划我的生活和未来。疫情期
间我学到了，时光的停滞也有一定的好处，可以让我们思考
未来。

第四段：关注和帮助

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人们的热心和关爱。志愿者们在第
一时间加入了抗疫工作，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伸出援手，捐
款、捐物，以及其他各种方式提供帮助和支持。我们也学到
了关注和支持他人的重要性。在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应该关
注他人的需要，发扬爱心，帮助他人。我们都在同一个地球
上，当一方遇到困难，应该伸出援手。

第五段：珍惜、感恩和终究

疫情可怕，它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好的影响，但同时也使我
们认识到珍惜和感恩。当生活远离我们时，我们才会意识到
多么珍贵。因此，我们应该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包括互相之
间的关系、自由、健康、和平等。尽管这段时期可能会非常
漫长和艰难，但最终，我们一定会度过难关。这个过程也让
我明白，生命短暂而珍贵，我们应该好好地过每一天，并且
为未来做好准备。

综上所述，这段疫情时期对我们产生了很多影响。我们从中
学到了很多，不管是忧虑还是希望、迷茫还是明确。但是，
无论前方有多少泥沼和曲折，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并非常努力
地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到达胜利的彼岸。只有团结和努
力，我们才能够迎来更好的未来。



疫情期间的磨砺感悟篇三

年初受疫情影响，全国中小学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
展开了线上教学活动。老师们摇身一变成了“十八线”主播，
直播初期各种翻车，弄得措手不及。

为了上好网课，我购置了手写数位板一块、手机支架云台一
个、打印机一台、麦克风等；尝试了腾讯课堂、希沃白板5、
钉钉等直播软件；摸索学习了录屏用的“微学习”、“班
迪”软件；剪辑视频用的“快剪辑、剪映、快影、蜜蜂剪
辑”等软件。

两月的网课教学，我用希沃白板5直播上课12节，自己录制视
频网课15节，布置作业练习48次。这期间也在不断反思改进，
感触颇多，下面谈几点自己的感受。

1、需要提前做好适合直播或录播用的课件。课前要拍摄相关
图片素材、剪辑视频短片、设置互动环节等。这些环节耗时
费力，工作量远大于学校教学。

2、网课选题要小，内容不宜太多，时长控制在25分钟左右为
宜。网课教学不能按照在校上课课时安排进行，尽量把课程
分解成若干知识点。时间过长学生容易疲劳，尽量在前10分
钟将要讲的核心内容完成，后面时间多以互动、练习为主。

3、作业练习布置要“精、实”。

网课作业学生还要通过手机或电脑端接收和反馈。作业量不
能太大，否则学生长时间盯着屏幕，对学生视力会造成一定
影响。布置作业要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做到精准、实效。结
合当天学习内容，习题要精挑细选，尽量要通过几道作业题
就能让学生巩固当天所学，不做机械地搬抄等无意义作业。

4、作业反馈和统计。我利用微信小程序“班级小管家”推送



作业，学生可通过拍照、签名、语音、视频等形式反馈。老
师可以在软件内涂鸦批改、ab等级评分、分值评分、优良评分、
奖励红花奖状等。而且后台可以统计学生打卡、红花奖励、
作业完成情况，非常方便。

1、线上教学模式新颖但教学效果不如传统课堂。

线上教学是人机面对面学习，老师无法监管。不能及时掌握
学生学习动态，学生学习任务无法保质保量完成。传统学校
课堂是面授，学生学习动态能第一时间掌握，也能第一时间
及时提醒纠正，课堂效率较高。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过，早上学生在被窝里熟睡，但手机中的
网课还在进行，老师根本无法掌握学习动态。

2、线上教学资源丰富是传统课堂无法比拟的。

网络就是个大海，海里的资源丰富多彩。疫情期间，网上学
习资源像雨后春笋般涌现。有基础类的、有拓展延伸类的；
有完整的课堂教学实录、有具体知识点的微课，而且多数免
费。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资源。

（丰富的资源在学生眼里都是渣渣，他们没有太多兴趣，他
们更喜欢热闹欢乐的抖音、快手平台短视频。）

3、线上教学对学生要求较高，学生必须要高度自律和良好的
学习习惯。

我们常说“生活要有仪式感”，那么学习其实也要有仪式感。
上课铃声响起，学生就会瞬间安静，正襟危坐等待起立，紧
盯老师怎么引课、怎么组织课堂活动等。但线上课程，学生
不自律的话，好点的可能一边吃东西一边听课；更有甚者，
直接视而不见，他们总能找到各种理由错过直播课。作业练
习直接复制粘贴反而轻松愉悦，毫不费力。



我就曾发现，推送给学生的视频录播课，让学生播放到一定
时间截屏反馈，但是学生们直接快进到位置截屏反馈回来。
布置的作业，他们总能找到标准答案，直接照抄了事。

因此，网络教学对学生自律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现阶
段可能还不适宜这些不自律、没有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学生。

综上所述，线上网课教学和传统课堂教学对比，各有利弊。
老师们在应用中尽量扬长避短。发挥出网课便捷、资源丰富、
不受时间地域限制等优势。同时也要尽可能关注学生学习动
态，调整教学思路方法，提高线上教学的实效性。

另外，随着社会发展，5g网络技术的普及，线上教学是大势所
趋，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尽早学会各种信息化教学，做一
名新时期的好老师。

疫情期间的磨砺感悟篇四

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无论是在工作、学习还是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不得不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
我也有了很多感悟和心得，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生命的
脆弱和珍贵。

段落一：珍爱生命，关注健康

新冠疫情的到来，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面对病
毒的威胁，我们必须珍惜每一天的健康，保持清洁、勤洗手、
戴口罩等行为成为了日常必须的习惯。在这个时期，我更加
重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更加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比如
保持充足的睡眠、营养均衡饮食等。只有拥有强健的体魄和
充沛的精神，才能更好地面对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

段落二：学会适应和创新



疫情期间的居家生活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工作和生
活方式。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我们都面临着新的挑战。然
而，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学会了适应和创新。在家办公、
远程学习成为了当下的主流方式，这也催生了许多新的技术
和创意。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采用在线会议等方式，促进交
流和协作。学校也在积极探索线上教育的模式。在这个疫情
期间，我们学会了更加灵活和创新的方式应对各种困难和挑
战。

段落三：关注和关心他人

疫情期间，我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和生活，更始终关注
周围的人们。许多专业的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为病患进
行治疗，他们的无私奉献和勇敢无畏深深感动着我们。我们
也应该把关注和关心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中，无论是行动不
便的老人、需要帮助的残障人士，还是处于低谷的朋友，都
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在这个时期，我们不仅要关注自己
的生命安全，更要关注和关心身边的人。

段落四：感恩

每一次危机都是对我们的考验，同样也是对我们的品质和精
神的考验。疫情期间，无论是政府部门、医院、志愿者还是
普通市民，每个人都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在这个困难
的时期，我们同心协力，共克时艰。当我们看到那些无私奉
献的医护人员、那些保障我们生活的工作人员时，我们更加
深刻地感受到了他们的重要性。疫情让我们更加懂得感恩，
感恩我们身边的人们，感恩这个美好的世界。

段落五：积极面对未来

疫情将会过去，我们也将会在战胜病毒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强
大和坚韧。面对未来，我们不能停下脚步，更不能因为困难
而放弃。我们需要继续积极面对生活的挑战，不断学习、提



高自己，为建设美好的社会做出贡献。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同舟共济，就一定能够迎接未来的挑战。

结语：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经历了很多，懂得了很多，期间也
有着忧愁和不安。然而，我们始终在自我约束、守护他人、
关注我们周围的世界。生活的美好始终存在，希望我们可以
继续保持初心，坚持前行，与时俱进，不断开拓。

疫情期间的磨砺感悟篇五

疫情让我们有了时间去思考生活的意义，也让我们对生命更
加珍惜。我通过这次疫情的经历，对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和
认识。以下是我疫情期间的感悟和心得体会。

第一段：感悟生命的脆弱

疫情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脆弱，一个微小的病毒，就能让整
个世界都陷入恐慌。死亡和疾病的威胁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
意识到健康是很重要的，有了健康，我们才能有更好的生活
品质和价值。同时，疫情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坚韧，无论
是医护人员还是病人，都在迎接生与死的考验，这无疑让我
们珍惜生命并更加尊重生命的价值。

第二段：认识到社区的重要性

疫情让我们更加认识到社区的重要性。在疫情期间，居民们
配合社区管理，共同为预防疫情出了很大的力。社区的防疫
措施让我们有了集中管理和协调应对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彼此照顾和帮助，让人感到温馨和感人。社区防疫也让
我们意识到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和谐共处，才能更好
地应对各种问题和风险。



第三段：重视科学与技术的创新

疫情下，我们更加重视科学和技术。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是疫
情防控的重要保障，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才能在面对未知
风险时作出有力的部署和应对。疫情凸显出了数字化和智能
化的重要性，这个时代不断的变革，也让我们认识到科学与
技术的前沿是如此重要，只有把科学和技术与现实情况紧密
结合，才能创造更多的惊奇与价值。

第四段：对于生活方式的思考

疫情让我们不得不改变日常生活方式，不再那么随便和自由。
我们更加重视健康、安全和幸福。此次疫情让我们认识到生
活方式的差异和风险的存在，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调整生
活和工作方式，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疫情也让我们
对社会的关注度大大提升，不要再低头沉迷于电子设备上了，
而是应该更加关注现实。从现在开始，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
关注周围的人和社区，给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第五段：对未来的展望

疫情结束后，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更加谨慎和有所期待。我们
希望，人们能够在世界和平、健康和自由的环境下生活，积
极参与社交、文化和教育，用心呵护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同
时也注重保护环境，为后代留下更好的世界。

在此次疫情的洗礼下，我们得知生命脆弱而珍贵，社区重要
性巨大，科学技术与生活方式改变是适应社会变革的关键，
而这些我们都应该珍惜和认真思考，为我们的生活和未来注
入一份更加美好的希望。

疫情期间的磨砺感悟篇六

“没有一杆枪离得开子弹”，充实的弹匣是一杆枪精准射击



的前提所在，而科研人员就像是蓄势待发的子弹，精准打击
疫情病毒。科研人员应“闻令即动、争分夺秒”，须“集中
精力搞攻关，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发挥“突击队”
和“主力军”作用，对疫情病毒追本溯源，精准研判，从试
纸设计、样本化验，到毒株分析、疫苗研发，并加强药物、
医疗装备研发和临床救治相结合，加大前沿技术攻关和尖端
人才培养力度，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科技支撑，维护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科研实力见证疫情奇迹。

联动协调 畅通“枪管”流量

“一杆枪从弹匣装填，到子弹射击，枪管的地位可谓之重”。
畅通“枪管”流量，就是畅通“疫”线。坚持“全国一盘
棋”战略部署，“疫情防控”和“科研攻关”两条战线组织
联动，强化科研攻关支撑和服务前方一线救治的部署，坚持
临床研究和临床救治协同，方能打赢这场战争。战场前线是
疫情防控，需要来自大后方科研攻关源源不断的“能源输
送”;同样，科研战线也需要疫情前方将各类临床救治、一线
病情精准传递，科研人员才能“对症研药”，研发出更多成
果并向临床前线倾斜。两条战线联动协调，有力衔接，通力
配合，并肩作战，方能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贡献更多力量。

合作共享 泵足“扳机”力量

“扣动扳机的力量泵得越足越稳，越能精准射击”。随着国
内疫情形势已逐渐好转呈现积极态势，而国外的疫情发展却
不容乐观。有网友戏称，中国已经把“答案”摆到其他国家
桌子上，他们却还是不会“抄作业”。诚然，公共卫生危机
是全人类面临的难题，不是某一个国家能够独当一面的，因
此我们应加强国际间合作交流，共享经验数据，推动在病毒
溯源、药物研发、疫苗设计等方面的科研合作，共同研发出
有益于全人类的治疗手段，一起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毒，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