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发展心得体会 辉煌中国第二集创新
活力心得体会(汇总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通过记录心得体
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
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最新创新发展心得体会 辉煌中国第二集创新活力心
得体会大全篇一

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20日晚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第二集《创新活力》，通过一个个创新故事集中展现中国各
领域领先世界的科技实力。

当今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中国
的战略抉择是，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科技创
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

纪录片显示，如今中国每三个手机用户中就有两个在使用移
动支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并使用纸币的国家，中国又
在引领全球支付体系迈入新时代，并成为一个用创新科技铸
造起的时髦前沿、方便快捷的互联网国度。

片中列举了中国在多个领域的科技成就：2016年，中国移动
支付金额超过208万亿元人民币，世界第一;中国超级计算机
已经站上技术制高点，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
光完全使用国产芯片;中国每年要产生300亿件快递包裹，智
慧物流体系建设领先全球;2016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接近9
万台，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智能工厂已遍布146个行业领
域……一项项尖端创新，正不断拉伸人们对“顶配中国”的



想象。

五年来，从移动支付到共享单车，从“中国制造2025”到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从空天领域、海工领域，
到芯片等尖端领域，再到参与大科学计划，中国的创新动力
源源不竭，中国的创新人才也不断涌现。

该片提到，中国留学海外的人才回国总数已经突破265万，其
中有70%都是近五年回来的。年轻人挑大梁，正成为中国创新
的隐形利器。

纪录片总结说，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科技是国之利
器。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企业赖之以赢，国家赖之以强，一
个创新型的国家正越来越近。

最新创新发展心得体会 辉煌中国第二集创新活力心
得体会大全篇二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的精神面貌决定了
国家的精 神面貌与发展前途。

新时代需要新青年，新青年要有新使命。我相信，不久的将
来，会有 更多的青年的师范生涌向乡村，在乡村谱写一曲曲
动听的教育青春 歌。

新时代需要不忘初心的“引路人”  立足新时代， 中国梦
是历史的、 现实的， 又是未来的； 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
青年一代的”的召唤。新时代需要新青年，但 也需要老一辈
的引领和启蒙。

初到 __ 中心小学任职的时候，看着朋友圈在市区当老师的
同学经常 晒自己的学校生活后，我一度陷入迷茫，不禁问自己
“为什么我要来 农村？”在听完了老党员的发言中， 我找
到了答案。



__ 中心小学的游国全老师，他的初心是“坚持”。游老师在
教育岗 位上奋斗了近四十个春秋，多少年寒暑交替，岁月更
迭，他始终用心 做教育、用爱来教学。他长期坚持小学高年
级语文教学；他善于发现 学生的写作和书法特长，除此之外，
后进生在游国全老师的心中也占 有重要地位，他利用课余时
间、假日辅导后进生，让他们进步。更难 能可贵的是，游国
全老师除了认真完成本职工作外，从-起，他 每周都挤出时
间，回到离现在居住点十二公里外的家乡小学，义务指 导学
生学书法。他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也是他的
这一 份坚持，提高了家乡小学生的书法兴趣和水平。

__ 月明小学的陈学森老师，他的初心是“坚守”。月明小学
是 __ 镇 最偏远的村级小学，因为基础条件不完善，很多孩
子们都转学到镇上 的小学，但还有 5 名留守儿童的家庭条
件不允许，只能继续留在这个 偏远的小学校。陈老师曾经自
嘲，他就是这个学校的“孩子王”，既 是校长、又是传道授
业的老师，更是关心他们生活的父亲。也是他的 这一份坚守，
这几名留守儿童才能继续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自在的遨 游。

新时代的农村教育，不仅需要新青年教师担起大任，更需要
老教师们 身体力行，行为示范，为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树立起
榜样。而我身边正 有这么一些前辈， 成为我乡村教育旅途
航行中乘风破浪之时的一盏盏 指路明灯，让我不忘初心、坚
定初心、扬帆远航。

新时代需要争做接班人的“红领巾”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
则国智。为了让未来的主力军、生 力军的少年儿童们能扣好
这第一粒扣子，党中央一直在为之努力。

最新创新发展心得体会 辉煌中国第二集创新活力心
得体会大全篇三

亚里士多德曾说：“思维是从惊讶和问题开始的。”学生的



创新想法、创造活动往往来自对某个问题的兴趣和好奇心，
而这一切又往往来自教师创设的问题情境。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有意识地设疑，使学生能够因“疑”生奇，因“疑”生
趣，进而去积极探究创新。

如教学《年、月、日》一课时，可以创设这样一个情境：教
师出示小明和爷爷的头像，问：“小明今年13岁，他已经过
了13个生日，小明的爷爷今年65岁了，可是却只过了17个生
日，小明怎么也想不明白，你能帮助他吗?”学生听了以后非
常好奇，纷纷讨论起来。

又如，在学习“元、角、分”的知识后，运用多媒体图文并
茂、声像并举、能动会变、形象直观的特点，创设了“虚拟
商店”的学习情境，让学生当售货员和消费者，进行仿真练
习。

二、抓住心理特征，引发学生创新兴趣

鲁迅先生说过：“没有兴趣的学习，无异于一种苦役;没有兴
趣的地方，就没有智慧和灵感。”兴趣是创新的源泉、思维
的动力，在教学活动中，如果把数学知识放在一个主动、活
泼的情境中去学习，更能激发学生创新的兴趣，增强学生思
维的内驱力。

1.数学来源于生活，生活又离不开数学。所以巧用生活实例，
能引起学生的好奇与思考，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求知欲的
有效手段和方法。如“较大数量、较小数量、相差数量”三
者数量关系的教学，课前可以让学生和家长一起去超市购买
水果，记下水果的重量或个数，亲身体验购物情景。课堂教
学中，让学生自己探索、发现、充分表达三者之间的联系，
从中体验学习数学的意义。由于是自己收集的数据，又是生
活中常常遇到的问题，学生便会积极参与，强烈的求知欲望，
诱发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教师在进行教学时，所取得的教学
效果可想而知了。



三、重视学生质疑，激发学生创造火花

爱因斯坦曾经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
要。”世界上许多发明创造都从疑问开始，质疑是开启创新
之门的钥匙。所以质疑应成为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要将“质疑“引入课堂，首先应更新观念，明确提问不仅是
教师的权利，更应该是学生的权利。教师应引导学生在学习
新知的基础上，大胆质疑，积极探索。教师要一鼓励为主，
消除学生的畏惧心理，热爱、尊重、理解和信任学生，和学
生建立起和谐、朋友式的师生关系，激发他们质疑问题的热
情。

如在教学“平行”概念时，学生问：“为什么要在同一平面
内?”教师说：“你的问题非常好，我们今天就来研究‘平行
为什么要在同一平面内?’这个问题。”教师的话既肯定了学
生的发问，又唤起了学生探索的热情。

四、再现创新过程，培育学生创新思维

数学课堂教学，要重视结论的证明和应用，更要重视探索发
现的过程。

如在教学长方体和正方体面棱的特点时，可引导学生用橡皮
泥和小棒搭长方体和正方体的框架。在实践操作中，学生一
定会遇到搭不成或搭得斜的问题，势必要想芳设法解决，而
这个决绝的过程正是探究棱的特点的过程。然后，才此基础
上，师生交流心得体会，并加以验证，共同获得新知。

五、注重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

波利亚说：“学习任何知识的最佳途径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
动去发现，因为这样发现理解最深，也最容易掌握内在的规
律、性质和联系。如“图形的拼组”中就有一个做风车的手



工活动。活动开始时，先拿出一张长方形纸和一张正方形纸，
让学生沿所标虚线折一折，或自己通过活动体会长方形、正
方形边的特征，从而了解到：长方形的对边相等，正方形的
四条边都相等。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用一张长方形纸做出一
个风车。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既体会了平面图形的特征又看
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转动风车时，又惊奇地发现风车所转
动的路径是一个圆。在平面图形和立体圆形拼组中，学生在
各种操作、探索活动中，观察，感知，猜测，感受空间方位
的含义及其相对性，激发学生探索数学的兴趣，发展了学生
的创新意识。

总之，这个时代需要创新者，需要开拓者，那么教育就应当
时代的潮流，将培养学生创新进行到底。

最新创新发展心得体会 辉煌中国第二集创新活力心
得体会大全篇四

无论是国家层面的高铁、大飞机项目，还是企业层面的无人
机、超薄玻璃项目，都是创新中国的典型表现。在我看来，
创新无价，只有创新，才能拥有未来。一个人也好、一个企
业也罢、一个国家更不用说。

一个人，如果喜欢创新，那么这个人肯定是聪慧的，肯定是
朝气蓬勃的，肯定是积极向上的。这个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
社会环境中获得成功的几率必定远远高于其他人。

一个企业，如果善于创新，难么这个企业必将是一个好企业，
无论其规模大小；古往今来，国内国外，有太多的例子来证
明，创新型企业的寿命，必将远远高于其他企业。善于创新
的企业，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有的企业
一些关键领域和关键产品的创新，甚至能影响历史的进程，
改变世界的格局。

一个国家，如果勇于创新，那么这个国家迟早会屹立在世界



强国的序列内。即使现在还不是，但随着创新成果的转化应
用，以后肯定会发展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度。一个国家，
如果守旧不前，那么距离亡国就为期不远了。清朝末期，大
清帝国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整个国家死气沉沉，最终导致各
种丧权辱国现象的发生，直至被推翻政权。

创新，还需要有精神层面的支撑。个人、企业甚至一个国家，
都需要一种创新精神。没有这一股儿劲，就会死气沉沉的，
干啥都会照搬照抄，不去思考和谋划，也不会深入研究，往
往停留在曾经或者当前的功绩簿上沾沾自喜，自认为老子天
下第一了。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创新之路，
就是改革之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奋进之
路。

最新创新发展心得体会 辉煌中国第二集创新活力心
得体会大全篇五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深入实践，“推动信息化更好造福社会、
造福人民”的美好愿景，正成为惠及方方面面、人人日常体
验的生动现实。

数字中国建设体现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意义
重大、作用广泛、影响深远。与群众的生产生活相融合，就
会带来更加便捷的体验，传递着为民造福的温度；与高质量
发展相融合，就会带来更强劲的动能，体现着高质量发展的
力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融合，就会带来更好的
效能，提高治理的效度。

新模式新技术的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民生保障提供了有
力支撑，已经成为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
因素。



数字中国建设，体现发展力度。数字中国建设，直接关系高
质量发展。从生产，到管理，再到销售，新一代信息技术无
所不在；从直播带货雨后春笋般涌现，到创新驱动转型的脚
步铿锵有力，再到智能自动化生产游刃有余，新一代信息技
术为高质量发展带来充足底气。数据显示，-年我国数字经济
增加值达 35.8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36.2%，对 gdp 增长
贡献率达 67.7%，数字经济展现了强劲势头和巨大潜力，已
经为高质量发展点燃新引擎。

入治理的方方面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能够让治理更智慧、更精细、更高效。

数字生活，方便你我；数字经济，活力满满；数字治理，精
细高效；数字中国，前景广阔。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政府
改革、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新的“超
级应用”加速走来，数字中国将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可
以预见，数字赋能，人们的生活将更加便捷便利，高质量发
展的动能将更加铿锵有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将底气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