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传承章体会感受(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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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传承章体会感受篇一

学习新的教育理念，接受新的教育方法是每个教师尤其是一
个山区教师的渴望。带着对新学校、新的教育环境的向往，
我参观了新学校的校容、校貌，听了我有生以来的几节国学
课，下面就国学课做一个肤浅的评价。

10月16日上午我们在__实验学校听了三位老师的语文课，黄
茜老师所教的识课，首先老师教学生学习汉金、木、水、火，
然后引导学生观察它们变成部首后汉笔画的变化，然后引导
学生学习几个形声，这样教有利于学生了解汉音形义的联系，
对训练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有很大的好处。在汉的书写时
该老师也为我们作除了榜样她先让学生观察汉每一笔在田格
的位置，然后引导学生描红，再到书写，老师指导到位学生
练习到位。17日上午第三节课我们又学习了徐素蓉老师所教的
《房子》课。该老师首先复习朗读了《四季》，然后引导学
生学习新课，感受深的是该老师很注意组织学生进行学习。
能有效地分配学生的注意力，同时注重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的养成，教学生如合共同学习，如何握笔及时纠正学生写时
不正确的姿势。在回答问题时及时纠正学生的语法错误。该
老师甚至示范和别人交谈时彬彬有礼的姿势。在朗读课文中
学生注意了节奏、重音和语调，这些让我开阔了眼界，思想
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我们学校是一所山区学校，我们使用的是全国统一编印的义



教版教材，我们从事的是大众化的教育，我看了__实验学校
的学习目标及教材，感觉教学内容针对我们农村来说太难，
坡度太大，学生是否会不容易掌握。

黄老师布置作业可以让学生从街道、商店的标识上或其他书
籍、资料中找一些同偏旁的积累下来，在教室的一角建一个
展示台。展示他们的成果，让他们体会学习的快乐，语文在
生活中的作用。还有徐老师的课女性化太重（不知是否与教
学的内容有关我的错误想法），我们生活中需要沉静、温温
柔尔的护士、心平气和的心理学教授，但更需要果毅勇敢的
警察、解放军战士，教风‘“硬朗”的老师风格在徐老师身
上体现有点太少。

时间太短，我对__只是高山仰望，尽管我们是农村，可用__
先进的理念指导自己的教学，我会不断学习。

传承章体会感受篇二

国学是我国最大的文学之一，他是我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

我也有我自己的国学书，他的内容让我一目了然，短短的.文
言文，多么的简介！

上面说：”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观
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意思是：用古代圣贤的言论，对人
们进行恳切的`教诲。我们广泛搜集有韵味的文字，才编成这本
《增广贤文》，让大家增长见闻。借鉴古人的教训，指导今
天的行为，因为今天是古代的延续。

这本书上也说：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山岫本无心。当时若
不登高望，谁识东流海洋深！意思是；流水从高处奔向海滩，
并不是它自己想要做的，也不是海滩有意向他索取。白云飘
过山峰也不因为山峰的召唤，若不亲身实践，从高处看河水
奔向大海，我怎么能相信东去的流水像海一样深。一件事情



的成功与否，有他必然的趋势，外界的些许干扰不会造成最
终结果的彻底改变，当时若不努力去做，也就没有后来的真
知灼见。

有一句大家都知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意
思是：用心的栽花，施肥、灌溉等都做了很多，但花却总是
不开，最后还是枯萎了；而随意折下来的一只柳条随意插在
地里，从来没有照料它，几年过去，却成了郁郁葱葱的柳树。
一心想做成的事却没有做成，没有打算会有什么结果的事情
却不经意间成功了。事情往往事与愿违。你想干成的不一定
就一定能成功，你没有想的也不一定不会出现意外。

这一些都是经典，是中华儿女的精华，我们的祖先滔滔不绝
的写下这么多文章，是多么伟大呀！国学是祖国的，也是伟
大的。

通过学习国学，我体会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的
力量。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繁荣的精神支
柱和精神原动力。在国学经典的丛林中漫步，使我收获颇多。
现根据个人学习情况谈一下两点体会：

一、学习国学提高了自身素养经典的力量能震撼人心，它能
启迪思想，开阔文化视野。修身是一切的根本，要想完善自
身，只有用知识来武装自己，提升自己的德行。比如：工作
中我要做到认真负责，无怨无悔，踏实务实；凡是能够干大
事的人，都是能够坐的住的人。

很多事情失败的原因，不是行动前没有计划，而是缺少计划
前的行动。要善于从自身找不足，制度切实可行的计划，立
足实际，向着眼前的目标奋进。

二、学习国学丰富了我做人的道理，古为今用，是我们学习
古代文学的唯一目的。学习国学，让我了解了中华优秀文化
传统，丰富了知识，懂得了做人的道理，陶冶了情操，提高



了文化素养。

和亲人应该以感恩的心去对待，包括听父母的话，尊敬父母
和其他长辈，关心体贴父母；珍惜父母的劳动成果，热爱学
习，与家人共同创造和谐快乐的生活；真实的感受父母养育
之恩，有效的培养孩子关爱家庭、孝敬父母。

对待有困难的人，应该以乐于助人的心去对待，对待犯了错
的人应该以宽容的心去对待。在教育孩子方面，从小要教育
孩子讲礼貌，做一个有礼貌的人；要让孩子学会感恩，有孝
心，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国学是中国人的国粹，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我要继续
学习国学，让国学经典的智慧之光引悟自己的人生走的轻松
而洒脱。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从学习国学开始，接续国学薪
火，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传承章体会感受篇三

xx日，湖北省委常委会指出，全省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
干部要以“两学一做”为契机，深入学习弘扬老一辈革命家、
革命先烈的精神，坚持把自己摆进去，坚持问题导向，对照
党章党规党纪，深学细照找差距，躬身笃行抓整改，更好地
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需要。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坚定理想信念，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
本。” 总书记教导广大共产党员，要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而长征精神就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活教
材”，它为我们立起了思想和行动的标尺，更从作风整改上
为后来者做了榜样。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既然太阳上也有黑点，‘人世间的事
情’就更不可能没有缺陷。”诚然，在从严治党的高压态势



下，仍有个别少数党员政治生活随意化、原则性不强、热衷
功利性交往，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对工作标准要求不高、遇见
困难“绕着走”、工作拖拉效率下降等问题仍不同程度的存
在。这些问题看似细小，但都是缺乏信仰、淡化长征精神的
表现。

当前，全党上下广泛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重解决
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
而根本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笔者认为，老一辈革命
家、革命先烈的精神作为“本质展现”，不仅应纳入“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体系，更树立了“合格党员”的标尺，必须
认真学习、努力领会，并将其不折不扣的应用的日常工作之
中。

革命精神代代传，理想信念高于天。改革大潮中，我们所要
面对的困境不断，但每当面对风雨，我们都要坚定“风潇马
嘶越雪山”的执著;每当直陷困境，我们都要坚持“天苍地茫
过草地”的坚韧;每当逆水不前，我们都要坚定“路迢人急志
如钢”的毅力。只有经历了革命精神的洗礼和升华，我们才
能更加坚定甘之如饴的红色信仰，才能时刻充满一往无前的
力量。

做合格党员，思想信念教育先行，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
革命先烈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转变思想作风和工
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本领，“牢记一颗为党为
人民矢志奋斗的心”。要向红军战士学习公仆意识，深怀爱
民之心，常思为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在党和人民的利益
面前，不计较个人得失，充分发挥好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
用，真正在本职岗位上做讲奉献、有所作为的合格党员。

传承章体会感受篇四

多年来，以“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
为主要内容的西迁精神成为一代代交大人坚持“扎根西部、



服务国家、世界一流”的精神“密码”。

我虽然不是交大人，但对交大前辈们这种精神也是佩服不已。
西迁的时代虽然过去了，但是这种“胸怀大局、无私奉献”
的精神永不过时。不论从国家大局，还是单位企业，甚至个
人的长远发展来说，西迁精神都非常值得我们传承与发扬，
值得我们应用到实践中的方方面面。

从国家大局来说，虽然今天全国人民的生活已基本实现小康
水平，但新的社会矛盾也接踵而来，那就是“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
仍然存在着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等社会问题，这就
需要我们能够着眼大局，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团结所
有同胞，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民族的共同富
裕努力奋斗。

从单位企业来说，应将自身的发展牢牢地绑在中华民族发展
的战车上，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听从党的安排，哪里需要我
们就去哪里，国家的发展就是单位企业自身的发展。

从个人来说，个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在国家发展中实现，没有
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就失去了基础
和条件。所以我们应当胸怀大局，尽量减少个人得失的计较，
服从领导，爱岗敬业，不论在哪一个岗位上都应开动脑筋，
积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提高效率，提升质量，成绩与回报
自然随之而来。

作为测绘人，我们应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
业，全力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不仅要干好，而且要干巧;更应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去最需要我们的地方，为国家基础测绘
添砖加瓦，这才是我们测绘工作者自身工作的意义所在。



传承章体会感受篇五

我们小学每天所进行的教育中都包含国学教育的成分。那么，
我们加强国学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
让小学生能够更多地了解、学习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文化，并通过了解和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来进一步
提升小学生的自身综合素质，以更好地丰富我们素质教育的
内涵。

国学教育可以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字素养。中国古代文明很多
都是有文字记载的。通过诵读经典名作，学生不仅可以学到
许许多多的知识，知晓方方面面的道理，而且可以对小学语
文课文的学习得到有益的补充，从而提升自身的语言文字素
养。“出必告，反必面。”（《弟子规》）中的“反”字，
是通假字，即“返”的意思；“面”则在词性上发生了变化，
这里用作动词，作“照面”解了。成语“文质彬彬”究竟是
什么意思？是从哪里来的？读了《论语》中的“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学生自然就会明白
了。而不读这些幼学启蒙读物，在小学阶段，小学生怕是很
难有机会搞懂这些的。

国学教育可以增加民族文化素养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奥妙无穷。就艺术而言，不仅中国的国画、石刻、壁画等在
世界艺术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民族音乐对人类文明也是一个
巨大贡献。有一首诗写道：“八音”古乐久沉埃，艺苑老花
今日开。百卉争妍该独秀，清风引得凤凰来。“八音”是哪
八音？如果不清楚“八音”是哪八音，是难以想象古乐中
的“八音”之美妙的，而这个出处就是《三字经》中的“匏
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如果不读《三字经》，
不要说小学生，就是成年人怕也是似懂非懂的。

了解中华历史知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要用很少的文
字将其概括实属不易。然而，《三字经》中的从“自羲农，
至皇帝，号三皇，居上世。”到“廿二史，全在兹。载治乱，



知兴衰。”，仅仅用了三百个字，就将一部中国古代史的发
展脉络比较完整地揭示了出来，实在是令人称奇叫绝。毫无
疑问，小学生在诵读和学习《三字经》的过程中，也同时学
到了小学教材中所学不到的厚重的中国朝代更迭和历史发展
的因果关系的知识。

校正行为规范良好的行为规范的养成是对小学生教育内容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工作固然需要教师的言传身教，但
是也不能局限于此，因为无论是言传还是身教对小学生行为
习惯的养成的影响都是有限的，而阅读是无限的。中国的传
统文化中有许多对儿童行为习惯养成的教化内容，像《弟子
规》中的“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和“事虽
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既琅琅上口，又
通俗易懂，选来作为国学教育的内容是很适当的。

一方面个性特征比较强，另一方面由于在家庭生活中缺少兄
弟姐妹立身处事方式、方法和风格的相互影响，表现出较强的
“自我意识”和行为随意性。加之，他们又生逢异域文化大
举进入、互联网高度普及的信息时代，各种各样的文化和信
息相互碰撞，莫衷一是的社会思潮包围着他们，使得他们往
往真伪难辨，视觉纷乱，难以形成具有时代意义的积极的社
会价值取向。在一个社会思潮纷杂的时代，能够统一我们的
思想的只有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必须让学生在学习现代文明
的同时，通过国学教育，叩访民族传统文化之根。《弟子规》
中的“凡出言，信为先。”“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
戒之。”等警世名言在今天应该是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
把国学中这些永远都不过时的立身、做人之道教给我们的学
生，对于他们形成积极而又共同的价值取向是非常有益的。

发展学生的个性，挖掘学生的潜能国学教育内容的广泛性决
定了它对于学生个性发展的多元化和潜能挖掘的多样性。我
校的国学教育实践表明，国学教育的开展为不同学生的个性
发展和潜能挖掘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