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传承家庭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精
神心得体会(模板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传承家庭红色文化篇一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代表了我国革命先烈们
不畏艰险、坚守信念的精神。我有幸参观红色革命遗址，深
深感受到了红色基因精神的伟大力量。在传承红色基因的过
程中，我深有体会，要保持对党的深厚感情，时刻继承红色
精神。

第二段：理解红色基因的内涵

红色基因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忠诚、奉献、勇敢、坚韧等。
在我国革命历史中，这些精神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
他们无私奉献，为了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奋斗。了解
这些内涵，对于我们传承红色基因至关重要。只有深刻理解
红色基因的内涵，我们才能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

第三段：保持对党的深厚感情

红色基因的精神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
本经验的精华。要传承红色基因，首先要保持对党的深厚感
情。深厚的党情，可以使我们在处理党内事务时能够坚持正
确的路线，做到一切为党、一切为人民。同时，保持对党的
深厚感情可以激励我们为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共产
主义而努力。



第四段：践行红色基因的具体行动

传承红色基因并非空洞的口号，需要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践
行。践行红色基因的具体行动包括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真诚
乐于助人，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等。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
我们要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努力
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积极投身于建设国家的各项事业。只
有通过具体行动，我们才能真正传承和发扬红色基因。

第五段：激励自己，传承红色基因

传承红色基因的过程不仅是对先烈的敬仰，更是对自身价值
的追求。通过参观红色革命遗址，我深刻理解了红色基因的
伟大意义。因此，我时刻激励自己，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
基因，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要积极学习党
的历史和理论，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不断增强为党工
作的能力。我要以红色基因为动力，争做新时代的优秀共产
党员。

总结：

传承红色基因精神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责任。通过保
持对党的深厚感情，理解红色基因的内涵，践行具体行动以
及激励自己，我们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在今后
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将时刻铭记红色基因的伟大意义，坚守
共产党员的底线要求，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同时，我
也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共产党的行列，共同传承红色基因，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传承家庭红色文化篇二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子，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一个好
的家风就如同一个人的气质，一个家族的品性一样。在举手
投足间，体现出这种习性。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正确的良好
的风气和规距，那么就谈不上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到
和睦相处。

一个人的成长有没有受到好的家风熏陶，结果可能是完全不
一样的。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而家庭是孩子的第
一个课堂，有时候有什么样的家风和习惯，往往就会让人有
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你是一个邋遢的人，那么很多人都会厌
恶你，而且你给他的印象绝对是差评。当然，如果你是整洁
漂亮的人，你会在他心中留下最好的印象。

在我们家，我父母从小就教导我做人要宽容，宽容在我心中
了落下了根，当别人无意中踩到了你，应该说一声“没关
系”。当别人不小心弄坏了你东西，这时你应该付之一笑。
在这些小事上，你要学会宽容。每次对别人的宽容，都会使
自己和别人感悟更多，感受更多！

我觉得，只要仔细观察和留心一下，我们就能发现在人际交
往的过程中，只要是能以宽容对待他人的人，一般都是受人
们的欢迎的人。而且在人与人交往中，有时难免会有些小摩
擦，但是只要是无恶意的，我们就应该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如果在日常的相处中，对别人的过错能够宽容对待，就等于
给对方提供改过的机会。我们应该本着“和为贵”的精神，
绝不斤斤计较别人的过失，又多为他人考虑，既能确立起友
善的人际关系，又能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环境。

当然还有一些家族的子弟整天游手好闲，大肆花钱，然而大
多数用的都是父母的钱。

现在的许多人常常哀叹中国为什么富不起来。这当中原因固
然很多。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知节俭。



小时候，我们都会背诵这样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
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时候，长辈们都用
这首诗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浪费粮食，要尊重农民伯伯的劳
动。但是现在的我们都长大了，可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忘
记了节俭的意义。

然而在我们家里，看起来一些很小的事，像是水龙头的
水“哗哗哗”的流着水，然而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水都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他们却不知淡水资源的缺少。但是一
些山里的贫困孩子，他们能省就省，他们可能经常吃不饱饭，
也有可能连学都上不了，所以现在的人都说“穷人的孩子早
当家”。

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有一条就是“尚俭”。它的意
思就是崇尚节俭，乐于节俭，甘于节俭，把节俭这件事当做是
“甘之如饴”的乐事。我们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是为了弘
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尊重也是对别
人劳动成果的尊重。

然而好的家风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养成的，它需要长期的“润
物细无声”。对于青少年来讲，则是要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

在一个家中，家风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在社会中，家风是
社会的新面孔；在国家里，家风是整个国家的尊严和传承。
所以我们要将好的家风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传承家庭红色文化篇三

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小时候，看着有关长征的电视节目，我曾天真地问爷
爷：“红军爷爷长征时为什么不喝健力宝，为什么不吃巧克
力呢？”爷爷摸摸我的头，只是叹了一口气，说声：“傻孩



子！”对于幼小的我来说，长征是一个老外婆的传奇故事。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上了小学，一次小伙伴们在一起又争论
起这个话题，一位同学说：“如果我生在那时候，我一定在
雪山和草地开许多许多的商店，专门卖健力宝和巧克力给红
军爷爷。”当时连老师都忍不住笑了。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
磅礴走泥丸……这是一首多么气势的壮歌，这又是一个多么
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啊。

爷爷讲的故事穿越时空，把我带到了七十年前那场波澜壮阔
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

漫漫征程，红军跨越11个省，所到之处，哪里没有浸透红军
的热血？长征路上的第一战——血战湘江。红军战士突破敌
人四道封锁线，拼死渡江，牢牢锁住渡口，誓死保卫中央，
红军战士死伤过半，8.6万人仅存3万人。生死攸关，痛定思
痛，关键时刻，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
党。从此，红军心存信念，充满了希望，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成了红军从一个胜利迈向另一个胜利的制胜法宝。四渡赤水
演绎了战争史上的千古绝唱，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包
围圈，从此长征路上捷报频频：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攻占腊子口，红军出奇制胜，冲
破了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终于迎来了“三军过后尽
开颜”的欢腾。就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30万红军经过长
征，只剩下了3万，而他们活到今天的，已不足300人。但这
用无数生命写下的英雄史诗，已成为中国革命和人类历史上
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一段永不磨灭的铁骨精魂的回忆。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创
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动地的革命篇章。长
征途中，红军不畏征途艰险，跨越雪山草地，克服重重困难，
表现出了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表
现出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



爷爷曾讲过在长征中发生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
母亲，在当地要饭，听说儿子在部队当官享福，便气冲冲找
上山去。队伍正好开饭，老人看到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
外加一段牛皮带。她流泪了，提起篮子将自己要来的生芋头
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样，竟成为将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
为了欢迎这位母亲的到来，战士们演唱了自编的《牛皮腰带
歌》：“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原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别有
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在这些可亲可敬的战士面前，她怎能不为之动情，
为之自豪？还有一次过草地，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
员，为了抢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
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白洋，这是他第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党费。

茫茫两万五千里长征路，面对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面
对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面对险象环生的沼泽草地，所有红
军官兵坚守着这样一个铁的承诺，只能攀登，不能停留，只
能向前，不能回头，直至牺牲自己的一切。正是有了这种为
党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信念，在死前的瞬间，在大雪埋身的
瞬间，他们依然非常清醒，还念念不忘伸出胳膊指向前进的
方向，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他们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们
的精神永生，永远激励着活着的人革命到底。这些震撼心灵
的画面，向人们雄辩地证明：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红军长
征史，就是红军官兵在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下的奋斗史。

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把党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从
长江以南奠基于大西北，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前沿的战略任
务，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地球上的一条永恒的红飘带；

长征是铭刻在人类历史上的一部英雄史诗；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的千古绝唱。

70年弹指一挥间，长征已经走进了历史的深处。但时至今日，
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造就的不朽精神却依然穿越时空，深
刻地影响着我们生长在改革开放时代的青少年，影响着我们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着我们这一代人，对人生
的思考与追求。听着爷爷讲红军长征的'故事、我们唱着长征
歌曲，长征精神已从父辈身上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我们的血脉，
并且成为我们的人生航标，不断激发着我们潜在的生命能量。

正如臧克家的“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听着爷爷讲的
故事，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浮现在我的面前，那一幕幕战斗
的场面壮烈在我的身边……也许我无法体会先辈们那惊天地、
泣鬼神的故事的真谛，也许我永远不能走进长征中牺牲将士
的英灵，但我明白了什么叫华夏子孙“生当做人杰，死为亦
鬼”那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我懂得了中国共产党那“雄关
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英雄气概。

我已经看见了那飘扬的国旗上，是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颜色，
是长征点燃的火炬燃烧在中华大地的上空。

最后请让我用歌声来结束我的演讲：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今走上繁荣富强……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传承家庭红色文化篇四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红色基因已经成为了历史的
符号和标志。红色基因是指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血脉和灵魂所在。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一代，我们应
该传承和发扬红色基因精神。在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了传
承红色基因精神的重要性，下面我将从正确理解红色基因、
传承历史经验、继承红色衣钵、坚守正道、弘扬民族精神五
个方面展开，谈一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首先，传承红色基因的首要条件是要正确理解红色基因。红
色基因作为一种精神遗传，是指我们要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
并付诸于行动中。正确理解红色基因，就是要准确把握其内
涵，知其源、解其意。只有正确认知和准确理解红色基因，
才能真正具备传承红色基因精神的思想和行动基础。

其次，在传承红色基因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历史经验。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与革命青年在革命斗争中创造和形成
的，背后经历了无数的血与火、生与死的洗礼。正是在这样
的历史磨炼中，我们的先辈们不断总结经验，积累智慧。我
们要传承红色基因精神，就必须从历史中去寻找前辈们的智
慧，汲取他们的经验，使之在今天延续发展。

第三，传承红色基因需要继承红色衣钵。红色衣钵是指接过
革命先烈和革命先辈们的衣钵，肩负起艰巨的历史使命。这
需要我们对革命的精神高度警醒，自觉继承，不断努力把红
色的衣钵传承下去。

第四，坚守正道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必要条件。红色基因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是一代代革命者用自己的鲜血和生
命铸就的。在传承红色基因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始终坚守正
道，不迷失方向，不屈从于外界的诱惑和干扰。只有坚守正
道，才能继承和发扬红色基因精神，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最后，传承红色基因要弘扬民族精神。红色基因不仅仅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财富，更是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财富。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楷模
和榜样。要传承红色基因，就要将其与时俱进，结合当下的
社会需求发挥作用，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弘扬民族精神，为
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总之，传承红色基因需要正确理解，并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
同时，我们也需要借鉴历史经验，继承红色衣钵，坚守正道，
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弘扬民族精神。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
们有责任和义务传承红色基因，去发扬光大，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这一
代人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的光荣责任。让我们携手共进，
在实践中不断汲取经验和智慧，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作出
更大的贡献！

传承家庭红色文化篇五

一、引言（200字）

线上传承红色基因是指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传媒
工具，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理论和光辉历史。几十
年来，线上传承红色基因在我国的国情、民俗、历史文化等
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我通过参与线上传承红色基因的活动
和学习，深切感受到其对于青年一代的指引作用，使我对中
国共产党以及祖国的认知得到了深入的提升。

二、了解传媒工具的窗口作用（200字）

在线上传承红色基因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各种传媒工具，
如纪录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这些工具以其突出的传
播优势，使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范围大大提升。尤其是微信公
众号，它不仅成为了我获取党史知识的窗口，还极大地丰富
了我的学习资源。通过关注一些红色故事、党史学习类公众



号，我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增强自己的理
论修养。

三、感受红色教育的熏陶（200字）

通过线上传承红色基因的学习和活动，我深刻感受到红色教
育的熏陶。在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馆时，我了解到共产
党员在艰苦条件下为人民事业做出的牺牲和贡献。他们无私
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感染了我。我明白了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应该追求共产党员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为
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深化对党的认知（300字）

通过线上传承红色基因的学习，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理论体系等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我了解到共产党以人民利
益为中心，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动了中国的繁荣和
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和领导核心地位使我对党的认
同感更加深厚。我愿意加入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为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五、推动青年传承红色基因（300字）

线上传承红色基因的学习和实践使我明白了自己作为青年的
责任和使命。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应该传承红色基因，将
党和国家的先进理论和价值观念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要通过
开展红色主题讲座、组织红色文化活动等形式，推动红色基
因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和前进道路，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总之，线上传承红色基因是一项能够引导青年在快速变革的
社会中坚定方向的重要活动。通过学习和实践，我深切体会
到了传媒工具的窗口作用、红色教育的熏陶、对党的认知的
深化以及推动青年传承红色基因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不忘初



心，永远跟党走，在线上传承红色基因的征程中不断发掘自
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传承家庭红色文化篇六

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自古以来红色便隐含着鲜血。那张扬而又赤烈的鲜艳原色，
曾带给我们无数震撼，它鲜明的颜色诉说着它的由来，汇集
了多少热血青年的高涨呐喊声，熔融了多少奋不顾身的战斗
牺牲，包含了多少希望、期盼与红色精神。

贯穿历史过往的红色精神，直至今日，仍高举旗帜，挥舞着
旗摆，指引方向。

跨越时空的隧道，穿越时空之门，我们回到过去，在祖国壮
丽的河山中，无处不闪烁着革命红色的光芒，无处不印记着
红色革命的脚印，我们被这红色所征服，感叹他们的伟大，
感叹英雄们的红色精神。

“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一位15岁女孩坚定的声音回荡在
耳边，一个花季少女的年龄，诠释了坚强的深刻含义。
她——刘胡兰，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不顾自身安危，无畏
中包含着多大的决心与毅力，毛泽东亲自为这位少女题
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各地的抗敌战争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了，广大人民一呼百应，
刘胡兰倒下了，夏明翰撑起了红色革命的一片天。还有万里
长征、卢沟桥事变的无数流血牺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和平是一切外
交关系的基调，虽没有纷乱的战争，没有血流成河的牺牲，



却也有无数的红色精神。“工匠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历史
长河中孕育的新生命，他们的“钉子”精神成为引领当今社
会的旗帜，他们的坚韧、不辞辛劳的奉献，精益求精的钻研
精神，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应当浸进骨子里的东西，每一个中
国人都应是这种精神的承载者、传播者、践行者。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尺之台，起于垒土。”中国梦的
实现也是如此，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去建造中国梦的基石。

王峰，火海救人英雄。纵使浓烟埋没了整栋楼房，纵使一千
多度的高温，王峰依然在发现火情之后义无反顾的三次冲进
火场救人，在他三次从浓烟滚滚的火海出来时，王峰已快被
烧成“炭人”，浑身都是黑的，神智已不清醒，从住处到邻
近的路口，都留下了他血染的脚印。因为王峰没有犹豫，没
有退缩，用生命助人从火海中逃生，二十多位邻居无一伤亡。
小巷中带血的脚印，刻下你的无私，烙下你的无畏，高贵的
灵魂浴火涅盘，红色精神在人们心中永生。

支月英，扎根乡村三十六年的最美教师，1980年，只有十九
岁的支月英不顾家人反对远离家乡，只身来到离家两百多千
米，离乡镇四十五千米，海拔近千米且道路不通的泥洋小学，
成了一名深山女教师，三十六年来支月英坚守在偏远的山村
讲台，教育了大山深处的两代人，她跋涉了很多路，吃了许
多苦，但给孩子们的都是甜，坚守才有希望，这是她的信念。
三十六年绚烂了两代人的童年，时光花白了你的麻花辫，但
红色精神始终坚守在深山。

正是这些无畏的英雄，撑起了整个中国梦的进程，这些舍己
为人的优秀精神，正如数十年前一场场的红色革命般汹涌，
无论十年、百年，这些红色精神依然在我们心中永驻，在我
们血液中流淌。

面对未来，我们应当继承这些红色精神，为中国梦的实现尽
我们所能，让红色精神永远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