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艺师任职以来专业技术工作总结(汇
总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总结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
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艺师任职以来专业技术工作总结篇一

2、为公司提供全面的种植技术支持和种植方案;

3、进行植物方案设计和整体效果控制;

4、负责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与设计、监理的协调;

5、为公司内部员工提供种植方面的培训。

任职要求：

2、热爱园林艺术，懂得色彩搭配，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
验积累;

4、了解掌握植物的各种属性(生活习性、形态、品性、色彩)。

农艺师任职以来专业技术工作总结篇二

本学期，我兼任六年级年级音乐课，本着更好地完成教学任
务达到教学目的培养学生有表情地歌唱和感受音乐的能力，
通过音乐的艺术形象，培养学生的革命理想，陶冶高尚情操，
启迪智慧，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作为音乐教师已



有一个学期了，现将这一学期的教学工作总结如下，以便今
后更好地开展工作，弥补不足，精益求精。

一、优化音乐课的教学结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培养学
生创造作准备。

在“应试教育”时期，由于受教育观念，教师素质及学校设
备条件的影响。音乐课虽然较语文、数学等知识性的课有趣
些，但仍然受到“重知轻能”的思想束缚，至使音乐课的教
学一直陷入“教师带，学生跟”的泥潭里，并逐步演变
成“为唱而教，为教而学”的“唱歌课”。这种不但枯燥泛
味，而且严重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对音乐课的教
学也毫无积极性可言。与素质教育的精神大相径庭，必须全
面纠正。因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成为当务之急。为此，
我慎重选择了“愉快教学”模式。

让学生在教师的挚爱中，采用学生自己喜爱的方式，主动学
习。为较快的顺利实现学习兴趣转变这个目标，我因势利异
的发挥音乐课本身就有的“愉悦”特牲，加上经常采用出其
不意的教学创意，很快的就吸引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了确
保学生对音乐课有常上常新的感觉，我屏弃了“一本教材，
一张嘴”进教室的旧法，不断的变换引用风琴、口琴、收音
机、影碟机、甚至多媒体电脑等教具辅助教学。同时，在授
课中，不在限于教会学生唱，而是把识谱知识、乐器伴奏、
配乐游戏、音乐欣赏、音乐舞蹈等各种能力的培养用为教学
任务。让学生既长知识又长能力，让学生自始自终兴趣盎然
地主动参与。

经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发现学生们不但对上音乐课的兴趣明
显增强，而且还激发了他们对语、数等多门功课的兴趣。原
来，他们把对音乐课学习的热情情不自禁地带到了语文、数
学各科学习及日常生活之中。这说明：音乐教学能够促进学
生创造力的培养。



二、培养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音乐是多种基本手段的综合表现，他是有由旋律、节奏、速
度、力度、音色、调式等要素有机的结合而成的。同时，音
乐作为心灵的语言，是音乐家通过现实生活而发出的感受，
并用音乐语言传递给人们。因而，教会学生欣赏音乐，让他
们用心灵从音乐中领悟喜、怒、爱、恨、哀、乐等情感，也
就是说教会学生欣赏音乐就显得非常必要。在教学中，我主
要是让学生学会用“耳”、用“心”、用“感情”去欣赏音
乐。

如从高亢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可以激发起学生的斗
志和爱国之情;从内涵深厚的劳动号子中，可以感受到对劳动
的热爱以及对敬业精神的鼓舞;从各种曲调悠扬的动听的“民
歌、山歌、小调”中，不但可以感受到美，还能够引导学生
对学习、演奏及创作产生欲望。这种欲望，既包含了与作者
心灵的共鸣，也包含了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实践意识。这种意
识，就是创新的动力。

三、在音乐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引导保护学生的好奇心，
形成强烈的`创新精神。

好奇心是创造的前奏，也是创造性的原动力。因而培养学生
的好奇心，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并引导好，使之成为创新思
维的源泉是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认真完成好的“课题”。根据
物体振动产生声音并在空气中传递的这个原理。

我先放影了“人是如何发声的”录像片，在顺着这一原理，
帮助学生培养出“锣鼓、笛、琴是如何发音”的好奇心;接着，
对学生的好奇心进行积极引导，让学生根锯“吹、拉、弹、
奏”等到不同使用方法去尝试制作几种小乐趣。不久，有的
学生带来了“柳叶笛、草迪、土吉它、竹梆子”等乐器十余
种，也有的学生图省事不动脑筋，随意找来一些破瓶罐作
为“打击乐器”充数。对此，我不但没有批评，而是很耐心



的指导他们加以改造。使之能够打击出多种不同的声音。这
一举动，不但很好的保护了学生的好奇心，还为学生的下一
次创新实践提供了参与的动力，初步形成了创新精神。

四、“激活”学生的想象力，为学生的创造思维插上助飞的
羽翼，促进创造力的形成。

想象是学生异常活跃、大胆的思维活动。是人们在创造活动
中独立建构新形象的过程，音乐作为一种以时间上的流动音
响为物质手段来塑造的艺术形式，无论在时间、空间及物质
形态上都有广阔的想象余地。想象作为创新的基础，必须在
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

每当上新课之时，我都给一定的时间让学生作三种“奇想”。
一是让学生想象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及作者的内心情感;二是
想象这首歌曲用什么乐器伴奏更理想;三是想象改变曲调、唱
法或者更换歌词会同样动听吗?在三次奇想中，要求学生做
到“异中求同”，即方法、形式不拘一格，但要求给人
有“美”的感受。这种开放式的想象，实际上就是让学生去
实践、去创新。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定的创新意识。如在“锣鼓、风琴、梆
子、二胡”等乐趣伴奏;还有的同学采用不同的节奏、旋律及
音色来演奏。课堂上不但妙趣横生，而且在这种大胆的想象、
实践中培养出了学生的创造力。

五、让学生积极动手实践，坚定信念，培养积极进取的精神。

据研究证明，手的活动对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敢于感想的无
畏精神和坚定到底的意志品质都有帮助。苏霍姆林斯基认为：
“儿童的创造力在他们的手指上。”这充分说明动手实践是
创造力培养的关键。传统的音乐教学多是动口不动手，这就
是限制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而，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就必须让学生养成动手又动口
的好习惯。在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手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要
尽可能地让学生站立起来学习。并引导他们根据对歌曲的认
识，用手打节拍;根据自己对歌取得想象理解用手表达情感;
有时，还要制作一些乐器给歌曲配乐、配节奏。这些动手的
活动，都不失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十个手指演奏乐器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美，
完善美的过程，无论是管乐器、弦乐器、还是打击乐器都离
不开双手的实践训练。即使是同一首曲子，也可以因为手的
指法，手指移动快慢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学生在训练中
就尝到了创造的乐趣。在这样不断重复的练习探索过程中，
不但培养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还培养了学生积极的探索
与实践创新精神。

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成为学校工作
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而且为许多学生及家长所重视。音
乐教育的意义和各种功效也被广泛认可。在音乐教学中，让
学生通过欣赏、歌唱歌曲，从而产生的情感交融，不仅可以
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净化人的心灵，而且可以用来陶冶
人的德性，具有德育功能;通过思维的实践，可以促进大脑两
个半球的协调发展，具有益智功能;通过音乐语言动作的协调
配合，可以促进身体机制的协调发展，具有健体功能。

这些功能得以综合发挥，即形成了推动时代发展的创造力和
创新精神。当然，要实现这种能力的完美培养，还有待于我
们在教育界中不断努力探索。

农艺师任职以来专业技术工作总结篇三

按照项目实施要求，我在确立科技示范户对象中做到首先向
农户广泛宣传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的目
的和作用，其次是在各村委会推荐的农户中深入调查了解。
遴选出了10户有一定文化程度，有一定种植规模，科技种田



知识接受能力强，在本村有一定影响力，并能带动周围农户
的`农户作为科技示范户。

项目开始实施后，按照技术员负责、任务落实到人的要求，
我就主动入户，与示范户见面和沟通，摸清摸透示范户的基
本情况，如家庭人口、劳动力、文化程度、种植面积、结构、
生产中存在的什么问题等，在培训中和生产中做到目的明确，
因人而异。向示范户宣传项目基本知识，根据农情季节不定
时进行农业生产指导。

为使项目实施工作做到有计划有目的，我深入示范户所在村
调查了解甘蔗种植情况。通过走访甘蔗科技示范户，了解了
当地的甘蔗种植管理水平和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和今后的
发展方向，根据甘蔗示范户的需要和项目组的要求，结合本
地实际，制定了指导员年度工作计划。同时，根据不同甘蔗
科技示范户的情况，分别编制了入户分户指导方案。通过分
户指导方案，可了解今年要为该户提高的技术服务内容和其
他农业生产工作及注意事项等。分户方案，使指导员能够有
针对性的做好指导服务，更好地完成全年工作目标。

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业务素质，我平时注重搜集相关
资料，加强知识积累。我参加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基层
农技人员培训班的学习班及相关部门组织的培训，通过农业
政策、农业公共信息服务、农技推广理论与方法以及近年甘
蔗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等内容的学习，我的理论知识得
到更新和提高。同时自己入户指导的信心以及入户指导的深
度和广度也得到增强。

针对今年的情况，向示范户开展甘蔗高产栽技术培训、甘蔗
病虫害科学防治技术培训，根据甘蔗不同生育期及病虫害发
生特点适时开展各种技术培训，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一是入户与示范户面对面进行技术指导服务。每个月到各个
科技示范户田间地头指导农业生产工作，及时帮助示范户解
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二是积极利用现代通讯工具，开



展电话咨询和发送短消息等形式开展技术指导服务。为示范
户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技术指导;三是广泛开展技术资料发
放工作，根据不同生育期，编印栽培技术资料发放到科技示
范户手中，使示范户能够按照技术资料的要求，进行科学防
治和田间管理。为推广普及农业科技，提高科技应用水平，
开展了农业科技培训班、印发技术资料和现场培训指导等措
施，取得明显成效。据调查统计10户示范户共辐射带动100户
农户，10户示范户平均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0%以上，年人均
纯收入提高20%。

总之，一年来，通过对示范户进行技术上指导，我帮助示范
户解决了一些技术上的实际问题，也辐射和带动了一定数量
的农户。但是部分农户思想观念保守，积极性不高，在科技
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也深深感到自己技术上的欠缺。在以后
的工作中我将不断地努力学习、总结经验，提高自己的理论
思想和业务水平，更好地为示范户服务，为三农服务。

农艺师任职以来专业技术工作总结篇四

xx年全乡共播种粮食面积6900亩，总产量万吨，其中水稻播
种面积为2844亩，总产量为万吨，圆满完成了县里下达的粮
食生产目标任务；另外全乡今年共种植旱粮750余亩，其中上
坦、上周、南源3个村为旱粮种植示范基地，共连片种植旱粮
面积就达350亩，圆满完成了县政府下达给我乡200亩旱粮的
生产任务；完成了上坦、黄干山两个村的粮食生产功能区认
定。

全乡今年种植高山蔬菜1600余亩，其中南源、陈种植的'玉米、
大豆等蔬菜不仅吸引了多家收购商上门收购，带给了菜农们
较好的经济效益；潘家里、赵村、洪村今年共养殖桑蚕200余
张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收入；塘齐的宣莲种植更是喜上加喜，
不但宣莲卖了好价钱同时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种植面积20余
亩还获得了省里下拨的宣莲种植补助款，极大地调动了农户
种植宣莲的愿望；上坦龙眼山粮食专业合作社今年种植1000



余亩无公害单季稻也是喜获丰收，在收割上市后货供不应求；
坦洪的有机茶、山茶油今年也让农户们增加了不少的收入。

xx年乡农技站加大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加
强xx县农业局执法大队对辖区内农资店的巡查力度，严厉打
击生产、销售五种禁用高毒农药的检查力度，确保农产品种
植、生产、销售、运输安全。乡农技站也根据季节性对生产
的蔬菜、宣莲、大米等农作物进行了243次抽检，抽检合格
率%，圆满完成了县农业局下达200次的监测任务。

认真做好全乡的水稻、旱粮、茶叶、桑蚕等农作物的统计，
做好水稻、茶叶的统防统治工作，认真核对全乡种粮大户的
种粮面积、金额、账号，确保正确无误。认真做好种粮大户、
合作社的各项申报、补助、扶持等工作，使他们都能及时地
领到补助款，感受国家对种粮大户的关心和种粮的重视性，
全年较好地完成了农业局各科室的报表报送，和各项任务工
作。

认真完成农业局下达我乡的植物检疫工作，配合上级部门对
我乡农资产品的管理和检查工作，认真做好农户购买农药信
息等工作，确保我乡植物检疫工作的正常开展和防御。

三是做好国家良种补贴发放工作，鼓励村经济合作社发展特
色产业，以此带动农户增收。

四是积极争取相关部门扶持资金，修善农田硬件设施。

五是发展坦洪特色农业，争创坦洪品牌农业。

农艺师任职以来专业技术工作总结篇五

全街目前仅有菜地150余亩，养殖水面700余亩，虽然种养面
积的规模大幅减少，但农业工作丝毫没有放松。目前，共有
存栏牲猪2100头，存养越冬老口鱼80吨，有越冬蔬菜近140亩。



全年共上市蔬菜2400余吨，起水上市鲜鱼400余吨，出栏牲
猪3000头，实现了农业产值600余万元，成为街道经济的有益
补充。

做到了两个百分之百，即免疫注射率100%、栏舍农贸市场消
毒100%。特别是今年禽流感疫情肆虐时，配备了充足的防护
服，定期对各农贸市场进行消毒处理，建立了完善的疫情上
报制度，并由街道财政补贴进行了家禽的扑杀工作，今年我
街未发生一起禽流感感染事件。

制定了完备的防汛预案，储备足额的防汛物资，为安全渡汛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森林防火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
的方针，一年来共召开森林防火专题会议三次，投入资金二
万余元，砍伐防火隔离带三千余米。由于工作扎实到位，我
街未发生一起森林火灾事件，确保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

要求各牲猪养殖户、蔬菜种植户、渔业生产户签订了不使用
违禁药品的保证书，并且对所有牲猪生产户采取了强制免疫
的措施。针对中南大学对岳麓山渔场直接排污、污染湖水的
问题，投入专项经费重新修建了排污过道。以上一系列措施
确保了我们生产的农产品都是安全的、绿色的、放心的。

1、针对我街农业规模偏小及紧临城区的特点，加大经费投入，
大力发展精品农业、特色种养业、休闲农业，特别是大力推
介岳麓山渔场的休闲垂钓，力争成为长沙市的一个品牌。

2、继续强化防讯防水及防五的责任制，将其列为各村、社区
年度工作考核的内容，并做到机构落实、人员落实、经费落
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