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品管自我鉴定(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品管自我鉴定篇一

在思想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各
项规章制度，思想端正，能吃苦耐劳，有崇高的理想和伟大
的目标，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关心国家大事。

在学习上，严格要求自己，凭着对知识的强烈追求，刻苦钻
研，勤奋好学，态度端正，目标明确，基本上牢固的掌握了
一些专业知识和技能，作到了理论联系实际；除了专业知识
的学习外，还注意各方面知识的扩展，广泛的涉猎其他学科
的知识，从而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为成为一名优秀
的大学生而不懈奋斗。

在工作上，积极参加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并协助班干部更
好的完成工作，积极参加校开展的各项文体活动，参加社会
实践，继承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生活上，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充实而有条理，有
严谨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作风，为人热情大
方，诚实守信，乐于助人，拥有自己的良好处事原则，能与
同学们和睦相处；积极参加各项课外活动，从而不断的丰富
自己的阅历。

不足之处就是人际交往能力较差，我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一
定会不断的锻炼完善自己，本人坚信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努力，
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学生，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挑战，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毕生的力量。

品管自我鉴定篇二

这次能有机会去印刷厂实习，我感到非常荣幸。虽然只有一
个月的时间，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对于一些从未涉猎过的专
业知识，有了一定了解，对一些平常只在书本上见过的理论
性的概念，也有了感性的认识。短暂的实习生涯虽然已经结
束了，但是整个过程于我而言真可以说是受益非浅。这段短
暂时光里的点滴仍然沥沥在目，我知道，这段经历将会对我
的一生都有莫大的帮助和影响。以下是我在实习期间的一些
总结以及心得体会，希望以此记录下这段充实美好的时光。
走进厂区，只见洁净整齐的环境和次序井然的工作程序。虽
然是国内的制造厂家，但是，到了车间，看过那些先进的流
水线，那些熟练的技术水平，完全会感觉到现代化的管理。
作为印刷产品的制造厂，一些诸如纸屑的飞扬，机器的喧嚣
以及混合着的胶水味油漆味等问题，都是难免存在的，但是
工厂已经把这些都尽可能的减少到最低限度了。走在车间，
这些大多的印刷厂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似乎在我们工厂并没有
太大的困扰，反而是那些管理和效率吸引了大多的参观者。
它的发展就像胶印机那样既有卡卡的坎坎声又有沉重深稳的
声音，它的存在犹如雨过烈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燃眉之
急，从来都从平实中散发着幽香。各个工序的运转井井有条，
从管理者到员工都兢兢业业，为祖国的发展默默的奉献着。

实践感言 在这短短的半个多月中我收获了很多：学到了很多
和印刷有关的知识，了解了很多以前听都没听到过的印刷词
汇。例如，制版（依照原稿复制成印版的工艺过程）、直接
制版（将已排版的数字页面文件由主计算机直接输出到激光
制版机，免除了底片的制作）、图象制版（用手工、照明、
电子等制版方法复制图象原稿的总称）、计算机直接制版
（印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可由原稿直接制版，而且实
现了计算机出版系统与印刷机直接接口，从原稿到印刷一步
完成）、平版印刷（用平版施印的一种印刷方式）、胶印



（印版上的图文先印在中间载体—橡皮滚筒上，再转印到承
印物上的印刷方式）、胶印机（按照间接印刷原理，印版通
过橡皮布转印滚筒将图文转印在承印物上进行印刷的平版印
刷机）、阳图（在黑白和彩色复制中，色调和灰调与被复制
对象相一致的图象）、阴图（在黑白和彩色复制中，色调和
灰调与被复制对象相反的图象）、分色（把彩色原稿分解成
为各单色版的过程）等等印刷行业的专业术语。 另外，我还
了解到了印刷厂的印刷流程。印刷一般分为印前、印中、印
后 印前指印刷前期的工作，一般指摄影、设计、制作、排版、
出片、打样等； 印中指印刷中期的工作，通过印刷机印刷、
检剔出成品的过程； 印后指印刷后期的工作，一般指印刷品
的后加工包括裁切、覆膜、模切、糊袋、装裱、uv上光等。

两个月的暑期生活就这样匆匆结束了，还有我的这次社会实
践。让整日呆在象牙塔的我，尝到了生活的现实和不易。或
许，这种真切的体会，才是最宝贵的收获。今天上完了最后
一天班，在这之后感想颇多！这个社会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单纯好混。“遍地都是机会”

主要体会：

这次的社会实践，一晃而过，却让我从中领悟了很多东西，
甚至这些东西将让我终身受用。工作的时候要学会全力以付，
不要太计较自己付出多少，尽量做到多做事，做有用的事情。
自己努力的工作，旁人也会看到。不管怎样，重要的是工作
的成效和业绩，这才是领导看重的。

不管做什么事情，就算是一件小事，也要认真仔细，绝不能
敷衍了事。可能不起眼的小事是很重要的，所谓细节决定成
败。人与人之间在智力和体力上的差异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
大，很多小事，一个人能做，另外一个人也能做，只是做出
来的效果不一样，往往是一些细节上的工夫，决定着我的思
考：



社会实践能让走出校园的我们，更好的接触社会，了解社会，
加入到社会中。它有助于我们大学生更新观念，吸收新的思
想和知识。同时，社会实践中有很多我们在学校里无法学习
到的东西，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和表达能力。社会实践能够
加深我们与社会各阶层人的感情，拉近了与社会的距离，也
开拓的视野，增长了才干，能更好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希
望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从实践中得到锻炼。

大学生除了学习书本知识，还需要参加社会实践。因为很多
的大学生都清醒得知道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
书”的人不是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大学生要在社会实践中
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通过参加一
些实践性活动巩固所学的理论，增长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
识和技能。因为知识要转化成真正的能力要依靠实践的经验
和锻炼。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日新月异的社会，我觉
得大学生应该转变观念，不要简单地把暑期打工作为挣钱或
者是积累社会经验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借机培养自己的创业
和社会实践能力。现在的招聘单位越来越看重大学生的实践
和动手能力以及与他人的交际能力。作为一名大学生，只要
是自己所能承受的，就应该把握所有的机会，正确衡量自己，
充分发挥所长，以便进入社会后可以尽快走上轨道。

以上就是我的暑假的经历和感受，虽然不是那么的轰轰烈烈，
也不是平淡无味，但至少它是充实的，给我或多或少的带来
的对于人生感受，和一定的影响吧！

品管自我鉴定篇三

大学生活转瞬即逝，转眼之间，作为数字印刷专业的我即将
告别大学生活，告别亲爱的同学和敬爱的老师，告别我的母
校——×××大学。美好的时光总是太短暂，也走得太匆匆。
如今站在临毕业的门坎上，回首在×××大学数字印刷专业
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感慨颇多，有过期待，也有过迷茫，
有过欢笑，也有过悲伤。



品管自我鉴定篇四

ctrl+f是字体号，ctrl+i是居中,ctrl+r是居右,ctrl+l是居
左，ctrl+h变字体,ctrl+j是行距等这些在排版是常用的软件功
能在知道如何用快捷键之后，手就不用在键盘和鼠标之间来
回移动了，这样就会节省很多时间。

公司下辖三个分厂：印报分厂、书刊分厂和商务印刷分厂。
我所在的排版部是属于印报制版室，它同时也是属于印报分
厂。公司为出版物印刷企业，主要从事报纸、图书、画
册、dm单、广告宣传材料等高档印刷业务，是一个集书、报、
刊、商务印刷为一体的综合性印刷企业。公司图书、报刊近
百个品种多次荣获国家、省图书、报刊评比优质奖。公司年
加工生产能力为：书刊20万令以上，报纸40万令以上，商务
印刷10万令以上。

公司最早时是专门为“鲁中生活日报”(鲁xxx报的前身)印刷
报纸，当时的员工只有十几人，设备也只有一套彩色印报机
组，后来为了更好的发展，公司吸引社会资金成立了现今的
有限公司，改制后的公司增加了大量先进设备，接印了《齐
鲁晚报》，《鲁xxx报》部分版面改为双面彩报，成为我省第
二种双面彩报。公司开始涉足地方报、行业报、广告等业务，
进入了盈利发展的快车道，经济实力迅速壮大。

该公司非常重视其所接管的业务完成的质量情况，其对生产
质量的精益求精使得其在市场越来越占据优势，例如我所在
的排版部，排版人员对于每一份报纸都尽心尽力，认真分析
客户的特点，根据其所提供的报纸内容和图片再结合该期报
纸的主题，认真努力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力求把工作做到最
好最完美就是这样的工作态度，使客户对排版人员的工作非
常的满意，排版形成的报纸成品没有退货现象而且得到了客
户的一致认可和赞同。



公司注重企业制度的建设和管理。当生产效能与质量控制出
现冲突时，先考虑的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合理进行
生产组织和协调，切不可一味追求高效能高产量，并把这一
理念落实到各个岗位中的各个工作人员。

品管自我鉴定篇五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作为印刷工程专业的我即将告别大学生
活。在×××（改成自己印刷工程就读的大学）印刷工程专
业四年的大学校园生活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四年的校园
生涯和印刷工程社会实践生活，有过渴望、有过追求、有过
成功也有过失败，我不断地挑战自我，充实自我，学习印刷
工程理论知识，为步入社会和实现人生的价值打下坚实的基
础。

在思想品德上，本人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并有较高的政
治理论觉悟，平时积极地向印刷工程班委团委组织靠拢，参
与印刷工程专业学生集体社区服务活动。在生活中，本人遵
纪守法，经常关心和帮助印刷工程班其他同学，并以务实求
真的精神热心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与印刷工程知识公益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