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书吧（www.wenshuba.com）
办公文档免费下载

大学生学期自我鉴定总结

篇1：大学生学期自我鉴定总结

         时光飞逝，不舍昼夜，恍惚间一年已经过去。回顾这过去的一年，心里不禁

有一丝叹息。人们都说少年轻狂，20岁最是张扬。可我似乎只是平平淡淡地走过了这一年，没有

过大风大浪，没有过起伏波折，不免有些遗憾。但或许平淡才是最真，能在一粒沙中探寻一个世

界，在生活一点一滴中感知喜怒哀乐的人，才真正懂得生活。

         思想方面：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关心国家大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

         学习方面：树立坚持学习，学习是首位的学习思想，在刻苦学习中体会知识

的奥妙。并获得二等奖学金一次。遗憾的是没有通过四级。

         活动方面：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担任学院思政部部干事，参加了多次活

动，如文明公交。担任心协活动部干事，在组织和参与活动中身心健康得到了提高。在各种活动

中，我充分感受到了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培养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合作的精神。同时也

知道了自己创新能力还不够强，有时候不懂得坚持等缺点，但我会尽可能地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

中着重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

         业余生活方面：本着学以致用，实践结合理论的思想我做过几份兼职;在威客

任务中国中接过十多个任务，但都没中标。我感觉到了自己专业知识不过关。知道了科学文化知

识的重要性。我最喜欢的就是体验新事物，挑战自我的习惯心理也是，游山玩水看风景也是。班

里组织的打扫方志敏墓，游跌水沟，梅岭露营等等，我都参加了。奇峰秀水让我感受了大自然的

纯美，文人骚客的刻碑让我体会了时代的变迁，我便是在这一次次体验中慢慢成长，成熟。

篇2：大学生学期自我鉴定总结

         告别了中学时代，迈进大学校门，人生的历程翻开了新的一页，人生的道路

也跨入了新的阶段，时光荏苒，恍若白驹过隙般竟来到了象牙塔里的第二个春秋。回首这一年的

校园生涯，无限感慨。在大学的摇篮里，我们如沐春风般受到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熏陶，陶

冶了情操，耳濡目染，培养了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探

索创新的能力，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且不断的挑战自我

、充实自己，为实现人生的价值打下坚实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浮躁不虚华，坚定志

当存高远的信念，脚踏实地地走好通往理想的每一步阶梯。在思想政治和道德素质方面，继承爱

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

         大学有着浓厚的学习研究和成才的氛围。进入大学后树立了新的学习理念。

学会了自主、全面、创新、终身学习的理念，终身受益。且广泛涉猎了相关知识，掌握了科学的

学习方法，培养了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身为经管学生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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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打好基础的重要性。努力学好理论知识。利用丰富的课余时间，到校外实践，聆听老师的谆

谆教诲，受益匪浅。积极参与校内和校外的志愿服务活动，到敬老院照顾孤寡老人，在学校食堂

打扫卫生，在车站维持秩序等等，累并快乐着。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对工作责任心强、

勤恳踏实，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有一定的创意理念,不但锻炼自己的组织交际能力,还深刻地感受到

团队合作的精神及凝聚力.更加认真负责对待团队的任务。

         像雏鹰离开了父母的怀抱,我渐渐学会了独立生活，树立了自信、自律、自立

、自强的精神，勇于面对社会和生活。虚心求教，细心体察。大胆实践，不断地积累生活经验。

生活即是最好的老师。

         积极投身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加社团，锻炼自己的组织和交往能力，并努

力参与各项大型活动的策划工作，让自己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

         不能仅仅满足于已取得的一点点成绩，要努力学会用科学的发展观来认识世

界认识社会，能清醒的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对个人的人生理想和发展目标，有相对成

熟的认识和定位。我会更加迫切要求自己充实充实再充实.完善自我.且我相信:用心一定能赢得精

彩!

         从中学到大学，是人生的重大转折，从踏入大学校门开始，就意味着自己开

始了独立自主的生涯，记得李开复老师说过，大学四年要学会：从计划中把握时间，从表达中锻

炼口才，从交友中品味成熟，从实践中赢得价值，从兴趣中攫取快乐，从追求中获得力量。

         大学是人生的关键阶段。这是因为，进入大学是一生中第一次放下高考的重

担，开始追逐自己的理想、兴趣，是第一次离开家庭生活，独立参与团体和社会生活，是第一次

不再单纯地学习或背诵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是有机会在学习理论的同时亲身实践。同时这也是

一生中许多“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有机会系统性地接受教育，最后一次能够全心建立知识基础

，最后一次能在相对宽容的、可以置身其中学习为人处世之道的理想环境。在这个阶段里，我们

要认真把握每一个第一次，让它们成为未来人生道路的基石;也逃珍惜每一个最后一次，不让自己

在不远的将来追悔莫及。

         对于大一的学习，一般以基础知识为主。要注重学习重点与方向的定位与把

握，培养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要一门心思地去学习，不能只满足于60

分万岁。我认为方法、时间和心态是大学学习成功与否的关键。

         在学习方法的要求上，比起中学的学习有了很大的变化，要想真正学到知识

，除了端正自身态度外，还要适应大学的教学规律，掌握大学的学习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一套

方法，可以设想自己在这一学期内要达到怎样的目标、掌握怎样的知识结构、培养哪几种能力等

。

         其中提高自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把知识学通学活，这就需要把

握住几个主要环节：预习、听课、复习总结、作业。预习可以把握听课主动权，知识不完全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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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教会的，而是在老师的引导下，靠自己主动的思维活动去获取的，而上课专注听讲、及时完

成作业则有助于提高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时间安排方面，除了上课、学生工作、社团活动外，其余的时间机动性很

大，大学生活越丰富多彩，时间分割的就越细，适当利用零散时间充实自己，把劲儿使在刀刃上

，也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再就是心态方面。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学习以外的其它因素，如

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等，这些都影响着一个人的心境。积极参与各种集体活动，如团日活动，

校园文化节系列活动等等，以一种热情乐观的生活态度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营造一个轻松的氛

围，对一个人的工作与学习都是很有帮助的。

         以上是我个人对大学学习与生活的一些看法，很荣幸能与大家分享，愿学弟

学妹的大学生活过得精彩、充实!

篇3：大学生学期自我鉴定总结

         每学期结束，我对那学期的表现都会有个感觉的，或满意，或不好。而这学

期结束，我只想把这学期做个总结，写下来。一般来说，除非老师留这个作业，否则我是不会写

的。

         总体来说，我对自己这学期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

         从开学起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基本属于无所事事，根本学不下去，可能是既

不用为工作操心也不用为考研作准备的缘故吧。其实，人们最难受的事情莫过于消磨时间，看着

时间匆匆流去却无动于衷。那种滋味我确实体会到了。在那一个半月里，我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干

什么，除来吃饭就是睡觉，而且起得还比较晚。没有目标，没有动力的日子真的很难受，那对我

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因为我根本无法做到麻木。

         还好在十月中旬，自己最后能够自己惊醒自己，重新找到那个目标--六级。

其实我从开学就一向由那个目标，只是找不到动力。可从那时起，我强迫自己和那些考研的混，

和他们一个时间起床，去相同的自习室自习，在相同的时间一齐去吃饭。虽然我不是考研的人，

但我却和那些考研的人有着相同的作息安排，唯一的不同在于我的

         大四学期个人总结(2)压力比他们要小些。我清楚，大四学生的生活很容易变

的混乱，也很容易被改变。我看到身边一个个同学的生活变得愈发糜烂。我只要和他们呆上一阵

，我也会变成那样的。还好，我没有。为那六级，我拼命地学着，书包里整天背着一堆英语的东

西，什么电子词典、六级听力训练、六级阅读、朗文词典在自习室一坐基本就是一天。在和他们

一齐的学习状态中，我渐渐找到了那种愉悦的感觉:自习时听着我爱听的歌背英语，和狼、轶明一

齐去吃饭，学累了和他们在教学楼里四处转悠，寻找美女。晚上十点半才回宿舍，和他们在路上

说笑。尽管六级我考得不怎样理想，但是我拼过了，虽然有些遗憾，但下次继续努力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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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期还一个对自己比较满意的就是学会安排自己的时间了，尤其是在之后

既有学习任务又有家教的那段时间，把学习的是提前弄完，周末备完课再安心去家教。另外，对

于期末的科目提前作了准备，在十一月的时候就已经把初等数论这门课复习过一遍了，而且看得

很细，这样我十二月的时候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六级的准备上。而当期末时我能够不紧不慢

地准备初等数论那门课，能够说这能够算我大学四年学的最好科目之一，尽管成绩才考了八十多

，排了十几名，但也还算不错啦。

         但是，元旦后对自己有些放松，主要体此刻计算机图形学的复习上，本来有

很充裕的时间的，因为自己的荒废最后只用了两天时间。还好最后过了，但是是刚过了。

         这就是我本学期的总结，从中我看到了自己的进步，看到了自己与以往的不

同，很欣喜自己的表现，期望自己以后继续进步，成熟起来。

篇4：大学生学期自我鉴定总结

         大二上学期结束了，只能感叹时间过得太快了，曾经听许多人说假如你觉得

时间过得很快，那么就说明你在这段时间里过的很充实，然而，也有人说，假如觉得时间过得太

快，只能说明这段时间你是虚度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种说法是正确的，或许，也没必要去追求

它的真实答案，由于，这一年都已经过去了，再去争论这个问题好像也不太相宜。

         大二半年的生活的确不如大一，就像上面的那个有些纠结的问题一样，不能

给出一个真实的答案。不过我可以说，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努力地对待自己认为重要的，值得付出

的事情的!下面我就自己在大二上学期的学习，工作和思想做一个仔细和细致的总结，以便为自己

今后的高校生活和人生道路做一个铺垫。

         高校生活让我学会了许多，领悟了许多，因此也成长了许多，在自己的同学

工作方面，刚进高校时，对自己在高校里同学工作里的规划是：从大一到大三，在同学工作上花

的时间渐渐削减，而在同学工作之外的工作时间渐渐增加，也就意味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学校

外面，大一，大二在学校里花的时间主要是为了培育自己的沟通沟通力量，这也是为了适应高校

生活，为以后的高校生活做铺垫，大三以后花时间在学校外面，不仅可以让自己接触社会，还可

以让自己早一点了解将来的工作。

         在大二虽然在同学工作上花的时间要少一些，但是自己还是参加参与了不少

的活动，也取得了肯定的成果。部门日常工作是给其他部门出宣扬板，做宣扬海报，宣扬同学活

动，丰富同学的高校生活，整整一年，在日常工作方面，我觉得大二来，统筹力量，沟通交际力

量都有肯定程度的提升，唯一不足的是，我们部门属于一个幕后工作部门，因此，在魄力方面熬

炼不足，假如是大一开头，自己能在一些幕前工作的部门工作的话，我信任这种状况确定会得到

肯定的改善的。我觉得自己还是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熟悉了不少的人，熟识了许多事情的处理

方式，胆识也变大了，学会了跟老师沟通，跟同学沟通，这些就已经够了。

         而在学习方面，我自己觉得自己，大二我不是很满足，也不是自己没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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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觉得学习没有大一时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感觉，大一的一学年，虽然没有挂科，虽然不挂

科不是我的最低要求，但是我不是很满足。

         大一的一年，没有在班级里担当职务，按理来说，花在学习上的时间会更多

，学习效果应当会好一点，可是，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大二学期，没有静下心来。

         大一的时候，还满怀激情和信念，到了大二，看到让人无语的学习环境，自

己也就焉了一截大二了平常的作业，大都也是稀里糊涂，一个人做了，也就抄抄蒙混过关，考试

的时候，就前两天略微预备一下，突击一下，不知道成果究竟怎么样，不过都已经过去了，总结

一下，找找缘由，然后，从缘由动身渐渐解决，我信任这样才会在学习上有所进步的!

         而在思想上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详细说不出在思想上有哪些收获

，或许成长就是如此吧!我还是把自己思想上的成熟归类为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个不

断沉淀的过程，这样久了，生活才有韵味，思想是一切行动的指南，提高思想修养，提高自身素

养永久是一个人利于社会的不变真理，同时，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文明程度的高还是低，我认

为都是取决于这个名族的思想道德水平。提高思想修为的主要方式有学习，工作，社会阅历和书

籍，前面三者在上面已经做了略微的总结，在阅读书籍方面，我看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对这几本

书我自己觉得还是有蛮大收获的，虽然没有做摘抄，但里面的一些经典还是在我的脑海里，在我

的思想中，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

         以上这些就是自己在大二上学年的工作，学习及思想方面的总结，我知道自

己还是有许多方面做得不足，做的不好，可是，我始终追求更好，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仍会一

如既往的沿着自己的初衷和自己制定的方案，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坚持下去。我不是聪慧的

，但是我是能坚持到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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