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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测工作总结 5 篇 

 

  很多人都在为写不好一篇工作总结而感到烦恼，工作总结是一份

帮助我们得到进步的书面文体，下面是本店铺为您分享的三监测工作

总结 5篇，感谢您的参阅。 

  三监测工作总结篇 1 

  矿山机电专业建设委员会主动适应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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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要求，是我院矿山机电专业建设与发展始终

不变的主题。我院是一所行业性很强的学校，“矿山机电专业”是我

院在长期办学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特色专业，有较长的办学历史，在

行业内享有一定知名度。在“软件建设”方面，培养了一支有“双师”

素质的技术人才和师资队伍，鼓励教师创新教学方法。“硬件建设”

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建成了具有一流水平的综合实习车间，并在开

滦各矿设立了 11 个实习实训基地。为机电类专业师生提供了良好的

实践环境。 

  一、专业建设的目标和指导思想 

  （一）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贯彻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的方针，全面实施机电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

养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面向社会以人才市场需求为导

向，以机电一体化专业领域人才需求调查结果为基本依据，以提高学

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为宗旨，倡导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培养理念和

建立多样性、灵活性与选择性相统一的教学机制，通过综合和具体的

职业技术实践活动，帮助学生积累实际工作经验，突出职业技术教育

的特色，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贯彻“三

个面向”思想，以培养机电领域及岗位（群）人才的技术应用能力和

基本素质为主线，突出“实际、实用、实践”的原则和依托大企业办

学的优势和特色，实现教学过程的平台和模块、理论与实践、合格与

特长的有机结合，确保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以富有特色、充满

活力的教学运行模式以及产、学研相结合的机制，充分调动全体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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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努力提高专业办学质量和水平。 

  （二）专业建设的目标： 

  1、转变教育思想，建立适应现代矿山机电领域需求的人才培养

方向； 

  2、建立一个 2+1 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课程体

系； 

  3、与企业合作开发、编写、完善和整合一批与课程体系相配套

的教材； 

  4、创建一个有企业特色专业理论课和实践课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实现实践教学的模块化； 

  5、创建出一批产、学、研结合、校企共建的新型实践教学基地； 

  6、探索新教学模式的同时，试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制，建立教

学过程和人才达标的评价考核体系； 

  7、造就能够适应人才培养要求的、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双师

型”教学教师队伍；8、培养学生具备对矿山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

运行维护的能力。对国外先进技术的进行消化理解，可直接查阅外文

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岗位锻炼，基本具备对矿山机电设备的整体调

试以及对技术含量较低的设备进行升级改造的能力。毕业生达到专科

层次的本专业理论水平并获得相应工种和高级工资格证书。 

  二、专业教学的基本思路 

  （一）体现高职高专教育特色 

  1、专业在办学上，要体现出发挥校企结合办学的优势、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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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企业教育资源的特点。专业方向要依据矿山机电技术领域及岗位

（群）需求，及时动态地按生产需要进行调整；聘用企业高层次技术

人才兼课以弥补校内专业教师的差距和不足；建立和完善企业的实践

教学基地，实行人才的目标培养。 

  2、课程的内容要体现能力素质本位，反映当前矿山机电领域的

新思想和新技术及发展趋势。按需减少理论课教学，并将传统的“专

业理论课”改革为“专业理论与实践”课程，形成新的教学系统和模

块；对国外引进设备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采用模块式教学，改变以

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注重课程的实用性、课程内容的先进

性、；推进直观教学、多媒体网络教学，加快教学手段的现代化。 

  3、按需制定教学计划、大纲，因材施教，实行专业教学与现场

课题研究有机结合，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去调研去实习。 

  4、建立专业的教学质量标准和人才质量评价标准，强化教学管

理与教学质量的监控，实施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和跟踪调查。 

  （二）落实以技术应用能力和基本素质培养为主线建立专业人才

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 1、改革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专业课程

突出实用性，文化基础课侧重数学、英语和计算机的应用能力。2、

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开放专业实验室，改革实验内容，鼓励学生多做实验和自由

设计实验项目。 

  4、“双师型”教师要同时承担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项工作，

实现一体化教学模式，以发挥“双师型”的作用，解决理论教学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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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学脱节的问题。 

  5、指导和帮助学生在生产现场寻找课题，借助生产现场的设备，

在一线技术人员和指导教师的共同帮助下，完成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学

习。 

  6、选编适合的教材，突出生产设备的故障检查、分析、判断、

排除的技能、技巧等方面的内容。 

  （三）、与专业培养目标相适应的理论教学体系彻底废除“老三

段”理论教学体系，建立“2+1”的教学体系。“2”指文化基础知识

体系，要相对系统化，以保证高专文化层次和基本素质的培养。数学

课重点讲授应用数学，强化英语及计算机的实际应用能力，开设人文

类选修课程，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1”指紧密围绕专业方向所必

备的专业理论和知识体系，该体系体现高、新技术特色，突出实用性

和针对性。 

  三、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改革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改革，是教学改革的核心问题，当今科学

技术的发展既高度分化，又趋向综合，各学科广泛交叉、相互渗透，

课程体系的建设不仅要考虑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变化需求，有利于

教学内容与知识的更新，同时还应有相对稳定的理论支持体系，使课

程结构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四、教材建设与教学成果 

  为实现本专业的建设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要求，近几年来，在教

材建设方面学院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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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教材建设方面，我们的基本思路是： 

  （1）专业基础课教材的建设，应优先选用“十一五”高职规划

的优秀教材，使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水平达到省内先进； 

  （2）专业方向课与选修课的教材建设，在选用国内优秀系列教

材的基础上，结合专业发展目标与特色建设，组织特色课程教材的建

设； 

  （3）积极参与及与企业合作开发教材的编写工作，提高本专业

的教材建设水平； 

  （4）积极组织教师开展多媒体教学方法的研究，使专业基础课

的多媒体课件使用率达 85%以上。按照“2+1”分段式教育的人才培

养模式，本专业使用近三年新出版教材达到总教材数的 70%，使用自

编教材、讲义部，专业基础课多媒体课件的使用率达 80%。 

  五、实践教学环节的建设 

  实践教学环节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理论课程实验、课程设计、

教学实习、科研训练、社会实践、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实践

教学环节的改革与建设，是实现高素质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内容，只

有将理论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紧密结合，才能实现

在人才培养中知识、能力与素质的协调发展。在实践教学环节的建设

中，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1、基础性实践环节的建设 

  2、实习基地的建设 

  3、专业实验室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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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科研能力培养 

  七、存在的问题与今后的努力方向 

  近几年来，虽然我们在品牌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在各方面取得

了较好的成绩，但还存在着多方面的不足之处，需要在今后的专业建

设工作中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1）师资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在

专业教师的职称、学历结构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在学科带头人、

骨干教师的培养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我们将继续按照“引进来，送出

去”的思路，培养和提高现有教师的业务能力。 

  （2）教学改革与管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与完善。重点加强教学

内容、系列课程建设；专业基础精品课程、专业优秀课程的建设和特

色课程的建设，符合教学规律要求具有创新的多媒体课件的建设方面

还需要花大力气；教学管理的现代化还需进一步提高层次和水平。 

  （3）实践教学环节与基地建设还需要有大的人力和物力投入。

重点是在实验装备的规模与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监测工作总结篇 2 

  土壤监测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农业基础工作，是土肥站

的一项最基本的公益性职能，是土肥事业的核心。大田土壤监测是在

农户自主耕作的条件下，定田定期调查了解其施肥状况、产量水平以

及测定土壤养分变化情况并统计分析等，研究土壤的肥力动态变化规

律，为合理利用日趋紧张的土壤资源、保护不断下降的土壤地力、培

肥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科学指导农业生产提供第一手最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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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资料。 

  我市共有耕地 57 万亩，是个典型的农业大市。我市土壤监测工

作始于 1990 年，在省土壤肥料工作站和株洲市土壤肥料工作站的指

导下，已持续监测 18年。现将 20xx 年监测情况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1、布点：全市共计 25 个大田土壤监测点，其中 15 个水稻监测

点，1 个粮食作物(玉米)监测点，4 个经济作物监测点和 5 个蔬菜作

物监测点。分布在醴陵的东、南、西、北 10 个乡镇 13 村 18 组，总

面积 124.04 亩。 

  2、土种：选择了我市有代表性的 6个土种，其中红黄泥田 6个，

紫泥田 3个，麻沙泥田 3个，黄泥田 2个，河沙泥田 9个，红壤 2个。 

  二、监测结果 

  1、种植利用情况 

  今年我市有 8个监测点的耕作制度为稻闲，7个监测点为稻稻闲，

1个监测点为春玉米秋玉米-冬闲，1个监测点为苗木，1个监测点为

西瓜-冬闲，2个监测点为葡萄，5个监测点为种植蔬菜。 

  2、产量情况 

  15 个种植水稻的监测点稻谷平均产量为 551.68kg/ 亩，其中早

(中)稻平均产量为 565.68kg/ 亩，晚稻平均产量为 537.67kg/ 亩。 

  此外，玉米(鲜棒)产量为 735.75kg/ 亩，西瓜产量为 20xxkg/ 亩，

葡萄产量为 2182.8kg/ 亩，茄子产量为 3560kg/ 亩，百合产量为

1077.5kg/ 亩，菜藕产量为 2690kg/ 亩，芋头产量为 1800kg/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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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施肥水平和结构⑴有机肥施用实物量： 

  ①水稻：据全市 15个水稻监测点资料统计，今年平均每亩(全年)

有机肥施用实物量为 175.3(其中早、中稻 122kg，晚稻 53.3kg) 。 

  ②其他作物： 

  苗木：有机肥年施用总实物量为 0； 

  玉米：有机肥年施用总实物量为 2100kg/ 亩，其中猪粪尿 1800kg/

亩，秸秆 300kg/ 亩； 

  西瓜：有机肥年施用总实物量 0； 

  葡萄：有机肥年施用总实物量为 1750kg/ 亩，其中猪粪尿 1500kg/

亩，人粪 250kg/ 亩。 

  茄子：有机肥年施用总实物量为 2200kg/ 亩，其中猪粪尿 20xxkg/

亩，人粪 200kg/ 亩. 

  百合：有机肥年施用总实物量为 2200kg/ 亩，其中猪粪尿 20xxkg/

亩，秸秆 200kg/ 亩； 

  菜藕：有机肥年施用总实物量为 0； 

  芋头：有机肥年施用总实物量为 1000kg/ 亩，猪粪尿 1000kg/ 亩。

⑵无机肥施用施物量： 

  ①水稻：每亩化肥全年施肥量为 63.64kg/ 亩，(其中早稻 66.5kg/

亩，晚稻 60.7kg/ 亩)，单质肥料中氮肥用量为 16.97/亩，磷肥用量

为 11.79kg/ 亩，钾肥用量为 7.29kg/ 亩,复混肥每亩用量为 30.57。 

  ②其他作物： 

  苗木：化肥年施用总实物量为 140kg/ 亩，其中单质氮肥施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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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g/ 亩，磷肥施用量为 110kg/ 亩，单质钾肥施用量为 15kg/ 亩； 

  玉米：化肥年施用总实物量为 220kg/ 亩，其中单质氮肥施用量

为 65kg/ 亩，单质钾肥施用量为 55kg/ 亩，复混肥施用量为 100kg/ 亩； 

  西瓜：化肥年施用总实物量为 110kg/ 亩，其中单质氮肥施用量

为 30kg/ 亩，单质钾肥施用量为 30kg/ 亩，复合肥施用量为 50kg/ 亩。 

  葡萄：化肥年施用总实物量为 220kg/ 亩，其中单质氮肥施用量

为 2.5kg/ 亩，单质钾肥施用量为 17.5kg/ 亩，复合肥施用量为 200kg/

亩。 

  茄子：化肥年施用总实物量为 98kg/ 亩，其中单质氮肥施用量为

32kg/ 亩，单质钾肥施用量为 16kg/ 亩，复合肥施用量为 50kg/ 亩。 

  百合：化肥年施用总实物量为 65kg/ 亩，其中单质氮肥施用量为

2.5kg/ 亩，单质钾肥施用量为 12.5kg/ 亩，复合肥施用量为 50kg/ 亩。 

  菜藕：化肥年施用总实物量为 77kg/ 亩，其中单质氮肥施用量为

12kg/ 亩，单质钾肥施用量为 15kg/ 亩，复合肥施用量为 50kg/ 亩。 

  芋头：化肥年施用总实物量为 72kg/ 亩，其中单质氮肥施用量为

12kg/ 亩，单质钾肥施用量为 10kg/ 亩，复合肥施用量为 50kg/ 亩。 

  ⑶纯养分量： 

  ①水稻：每亩单季施肥折合纯 n、p、k 分别为 12.17、1.24、7.38，

其纯 n：p：k=1：0.1：0.61. 

  ②其他作物： 

  苗木：每亩单季施肥折合纯 n、p、k 分别为 6.9、5.24、7.47；

玉米：每亩单季施肥折合纯 n、p、k 分别为 26.67、2.35、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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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k=1：0.09：0.71； 

  西瓜：每亩单季施肥折合纯 n、p、k 分别为 20.3、1.09、17.85，

其纯 n：p：k=1：0.05：0.88； 

  葡萄：每亩单季施肥折合纯 n、p、k 分别为 35.85、6.51、26.06，

其纯 n：p：k=1：0.18：0.73； 

  茄子：每亩单季施肥折合纯 n、p、k 分别为 32.0、3.71、18.43，

其纯 n：p：k=1：0.12：0.58； 

  百合：每亩单季施肥折合纯 n、p、k 分别为 19.07、3.57、19.45，

其纯 n：p：k=1：0.19：1.02； 

  菜藕：每亩单季施肥折合纯 n、p、k 分别为 12.02、1.09、10.38，

其纯 n：p：k=1：0.99：0.86； 

  芋头：每亩单季施肥折合纯 n、p、k 分别为 16.82、2.27、11.46，

其纯 n：p：k=1：0.14：0.68。 

  三、问题与对策 

  从今年的监测结果来看，目前我市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有机肥投入严重不足 

  20xx 年我市监测点(特别是水稻)有机肥的施用量逐年下降，这

与农民“重无机轻有机”有关，有机肥与无机肥的施用比例日趋失调，

这样必将会造成土壤有机质入不敷出，从而导致土壤有机质亏缺，土

壤的物理性状和化学性状亦将发生质的变化(如土壤板结、硝酸盐和

亚硝酸盐的超标等)，耕地质量的持续下降将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严

重威胁，对农民的增产增收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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