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原文原著得个人心得(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学原文原著得个人心得篇一

中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化宝
库中的一颗明珠。通过学习中原文化，我深切体验到了它的
博大精深和卓越魅力。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
我们民族的根基，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底色。通过整理
学习中原文化的心得体会，我对中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第二段：中原文化的独特性

中原文化以其独特性与众不同。中原地区作为中国历史上重
要的文化发源地，孕育出了众多具有文化影响力的历史遗迹
和文化艺术。诸如少林寺、白马寺、洛阳龙门石窟等历史古
迹，以及京剧、曲艺、中原民谣等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都
是中原文化的瑰宝。这些独特的文化象征是中原文化的体现，
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

第三段：中原文化的深邃内涵

中原文化以其深邃内涵赢得了世界的瞩目。中原文化蕴含着
丰富的哲理思想和智慧。站在中原文化的视角，我深刻体会
到了“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念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倡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强调道德、家庭和社会的和谐。这种内涵不仅滋养了我们的
心灵，也让我们的文明精神得到了升华。



第四段：中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中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作为一名学子，
我深感到传承中原文化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应当了解
和尊重中原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原文化，推动中原文化在现
代社会中的创新和融合。只有如此，才能让中原文化继续发
扬光大，为世界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注重
培养自己的文化自信心，通过学习中原文化，建立起对自己
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第五段：结语

通过学习中原文化，我深刻认识到了其的博大精深和卓越魅
力。中原文化的独特性和深邃内涵，让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传承和发展中原文化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让中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学习中原文化
不仅让我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更深的认同感，也启迪了我
的人生智慧和开阔了我的视野。通过学习中原文化，我明白
了传承文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和奉献，我们应当既传承
又创新，为中原文化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学原文原著得个人心得篇二

原文：

予年二十九，有脾病焉。其证能食而不能化，因节不多食。
渐节渐寡，几至废食。气渐薾，形日就惫，医谓为瘵也，以
药补之；病益甚，则补益峻。岁且尽，乃相谓曰：“吾计且
穷矣。若春木旺，则脾土必重伤。”先君子忧之。

会有老医孙景祥氏来视，曰：“及春而解。”予怪问之，孙
曰：“病在心火，故得木而解。彼谓脾病者，不揣其本故也。
子无乃有忧郁之心乎？”予爽然曰：“嘻，是也。”盖是时
予屡有妻及弟之丧，悲怆交集，积岁而病，累月而惫，非唯



医不能识，而予亦忘之矣。于是括旧药尽焚之，悉听其所为。
三日而一药，药不过四五剂，及春而果差。

因叹曰：医不能识病，而欲拯人之危，难矣哉！又叹曰：世
之徇名遗实，以躯命托之庸人之手者，亦岂少哉！乡不此医
之值，而徒托诸所谓命医，不当补而补，至于惫而莫之悟也。
因录以自戒。

——选自岳麓书社排印本《李东阳集》

译文：

我二十九岁时，脾有毛病。症状是能吃而不能消化，因此就
节制饮食，后来越节越少，几乎将废食了。精神日渐衰颓，
形状也日益显得憔悴。医生说“这可是痨病呢”，便用补药
来补。病越发利害，补就越发加重。快到年终，医生
说：“我的办法也想尽了，如果来年春木旺，那末，脾土必
受重伤。”父亲为此很耽心。

这时恰有老医生孙景祥先生来看病，说：“到了春天就没事。
”我感到奇怪便问他，他说：“病在心火，所以得木而消失。
那个医生当作脾病来医，这就没有摸到它的根。您莫非有什
么悲伤的.心事么？”我恍然说：“哟！对啦。”因为我这时
连续碰上妻和弟的丧亡，悲怆交集，积年累月，因病而疲。
非但那个医生不理解，连我自己也忽略了。随即收集所有的
旧药全烧掉，全都听从孙医生的诊治，三天服一剂药，不过
四五剂，到春天病果然好了。

我因此很有感慨：医生不识病理，要想解救人的危急，难得
很哪！又叹道：世上那些从名忘实，将性命寄托在庸人手中
的人难道还少么？当初如果不遇到那位老医生，只托之于所
谓名医，不当补而补，直到精疲力尽还是不明白啊！因此就
写下来警戒自己。



学原文原著得个人心得篇三

方山子传作者：苏轼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
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
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
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着帽，方耸
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
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
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
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
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
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
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
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
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
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
傥见之与！

译文

方山子，是光州、黄州一带的隐士。年轻时，仰慕汉代游侠
朱家、郭解的品行，乡里的游侠之士都推崇他。（等到他）
年岁稍长，就改变志趣，发奋读书，想以此来驰名当代，但
是一直没有交上好运。到了晚年隐居在光州、黄州一带名叫



岐亭的地方。住茅草屋，吃素食，不与社会各界来往。放弃
坐车骑马，毁坏书生衣帽，徒步在山里来往，没有人认识他。
人们见他戴的帽子上面方方的`且又很高，就说：“这不就是
古代乐师戴的方山冠遗留下来的样子吗？”因此就称他
为“方山子”。

我因贬官居住在黄州，有一次经过岐亭时，正巧碰见了他。
我说：“哎，这是我的老朋友陈慥陈季常呀，怎么会在这里
呢？”方山子也很惊讶，问我到这里来的原因。我把原因告
诉了他，他低头不回答，继而仰天大笑，请我住到他家去。
他的家里四壁萧条，然而他的妻子儿女，奴仆都显出怡然自
得的样子。

方山子出身于世代功勋之家，理应有官做，假如他能置身官
场，到现在已得声名显赫了。他原本家在洛阳，园林宅舍雄
伟富丽，可与公侯之家相同了。在河北还有田地，每年可得
上千匹的丝帛收入，这些也足以使生活富裕安乐了。然而他
都抛开不去享用，偏偏要来到穷僻的山里，这难道不是因为
他独有会心之处才会如此的吗？我听说光州、黄州一带有很
多奇人异士，常常假装疯颠、衣衫破旧，但是无法见到他们；
方山子或许能遇见他们吧。

学原文原著得个人心得篇四

第一段：引言（200字）

中原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中国人
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我接触中原文化的学习过程
中，感受最深的是其丰富的内涵和传承的精神。通过学习中
原文化，我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受到了一
些启发和感召。下面就是我在学习中原文化过程中的一些心
得体会。

第二段：文化传承的意义（200字）



中原文化的传承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而言，意义非凡。
传承中原文化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增强文化自信，
回归传统价值观念。同时，中原文化也是我们民族的“根”，
传承中原文化是对我们民族信仰的继承与坚守。通过学习中
原文化，我们可以感受到先贤智慧的精髓，了解到我们的民
族传统，并从中找到精神的归属。

第三段：礼仪和道德修养（250字）

中原文化注重礼仪，在社交场合中，礼仪规范的遵守体现了
一个人的修养。学习中原文化，我深深意识到礼仪在人际交
往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对于塑造一个人的品格的作用。我在
学习中原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很多关于礼仪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在实践中将这些礼仪准则贯彻到自己
的行为中。此外，中原文化也强调道德修养，通过学习中原
文化，我知道了一些做人的准则，例如“仁者爱人”、“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道德准则，不仅让我在学习中取
得良好的成绩，更让我在日常生活中明白如何正确地行为。

第四段：精神与智慧（250字）

中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智慧，通过学习中原文化，我了解到
中国古代先贤的智慧成果，学会了如何运用他们的智慧解决
问题。中原文化中的许多典故和经典，启发了我思维的深度
和广度。例如，我通过学习《孟子》了解到“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哲学思想，它使我明白到即便个体微小，也要尽
力为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中原文化也强调修
身养性，培养人的内在品质和精神境界。我深刻认识到修身
养性的重要性，追求人的完美，培养高尚品格、健全人格，
这是中原文化给予我的智慧启迪。

第五段：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300字）

传承中原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在当代社会中，我们面



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和问题。然而，中原文化中的智慧和价值
观念，为我们提供了化解问题和解决困境的思路和方法。同
时，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也体现在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
意义上。中原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注重人的内
在涵养和品质的培养。在今天，这种和谐观念在我们社会中
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学习中原文化，不仅是了解自
己的文化根基，更是为了能够在我们的当代社会中更好地发
挥作用。

总结（50字）

通过学习中原文化，我不仅更加了解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厚
底蕴和精神内涵，也在学习中汲取到了智慧和经验。传承中
原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通过传承中原文化，我们才能
更好地回归传统价值观念，塑造自己的品格，为社会做出更
大的贡献。

学原文原著得个人心得篇五

中原地区是我国文化的发源地，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
化底蕴。在我大学期间，我参加了一次学习中原文化的活动，
对于这次活动，我有着深刻的体会和心得。学习中原文化不
仅让我了解了中原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更加增强了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自豪感。

首先，学习中原文化让我了解了中原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中
原地区是我国数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通过参观博物馆、古迹等，我亲身感受到了
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例如，我参观了位于河南的郑州博物
馆，看到了许多精美的文物，了解了中原地区古代先民的生
活和技术。在参观中原传统村落时，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中
原地区的传统建筑和民俗文化。通过这次学习，我对中原地
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其次，学习中原文化增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中国
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原地区是其中心脏所在。通过学习
中原文化，我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对其的自豪
感更加增强。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
着丰厚的道德伦理、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例如，学习中
原书法让我知道了汉字的演变和发展，书法艺术的内涵和韵
味，让我对汉字产生了更深的敬爱之情。学习中原文化让我
更加自信，并深入体会到自己身处中华文化的熏陶之中，为
祖国的传统文化感到骄傲。

再次，学习中原文化让我理解到了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
响。中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
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学习中原
文化，我明白了在现代社会中，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
要性。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它承载着丰富的智慧和
价值观，对于培养一个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优秀的人才起到了
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和传承传统文
化，用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价值观引领自己的生活，并将这些
传统文化的宝藏传递给后代。

最后，学习中原文化让我体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文化交
流是不同民族之间沟通和理解的桥梁，也是促进文化多样性
和发展的源泉。通过学习中原文化，我认识到不同地区的文
化之间是可以相互借鉴和交流的。中原地区的文化对其他地
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其他地区的
优秀文化。通过文化交流，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经验，
也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学习中原文化让我认
识到自己要成为一个具有开放思维的人，积极参与到文化交
流中去，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总之，学习中原文化让我深入了解了中原地区的历史和文化，
增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感，理解了传统文化对现代社
会的影响，以及文化交流的重要性。通过这次学习，我不仅
提升了自己的文化素养，还更加热爱和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将继续学习和传承中原文化，为推动文
化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