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化的心得体会(通用6篇)
心得体会是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考、
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
么样去写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华文化的心得体会篇一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
非。

——引《归去来兮辞》东晋陶渊明

学习传统文化之心得体会可以陶渊明先生之言概括，以下标
题非有哗众取宠之他意，此道非彼道，末学理解的"道"只是
伦常道，过去日用而不知，读传统文化经典后方知而已。

研究生毕业前未接触或正视过传统文化，以之为封建迷信，
颇为不屑。接触、学习传统文化后才知自己属"无知者无畏"，
其实不是封建迷信，是"自己"迷信!迷信于自己的武断。

何谓迷信?迷是迷失，信是判断，迷失了自己的判断而盲目地
相信自己或他人。迷信自己谓之武断，迷信他人谓之人云亦
云。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自己不了解、不清楚
的不可以下结论，对这句哲言耳熟能详，然理是理，我是我，
道理好像是懂，然知而不行，不能落实于生活工作之中，故
常犯强词夺理、武断、自大、卖弄之毛病。

想到圣人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自己甚是
惭愧，能说不是学问，能做才是学问啊。



子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原来学就是做。王凤
仪先生亦言此之为"空学没习"!

古人又云"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想到此不禁惊心，
想想工作、生活中之诸多不顺确实多由此而起。

感激我的同事何先生，因其单身，闲暇时多在办公室，我此
时有家无室，亦多呆在办公室，故与其交流较多，说是交流，
其实应是听讲，因其所讲对我多是闻所未闻，其对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外交、地理、文学、艺术、历史特别是中
国近现代史，乃至中国的诸子百家均耳熟能详，何先生所讲
真若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妙语连珠，正所谓指点江山激扬
文字，骂人都骂得入木三分，如形容张爱玲"小资的教母，汉
奸的姘头"。

开始时心里尽管很钦佩何先生博学多识，但心里又不服，心
想你是研究生，我也是研究生，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发
表两篇国家一级刊物呢，你有吗?!与何先生之差距自己心知
肚明，只是不愿承认而已，且因何先生语言犀利，我们曾因
此还红过脸呢，想想真是惭愧!

因为不愿服他，因此在办公室聊天时故意寻找其语言漏洞，
反唇相讥以此捞回面子，然未成功过，比如对同一历史人物
或事件如此点评，几天后其观点又截然相反，以之为终于逮
到机会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不料其轻松化解，道理在其手中
变化无穷，好像活了一般，正如其引用古人之言"宇宙在手万
物随心"、亦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通过长期相处，我知其天资聪颖，
国学功底更是深厚，方知与其相差太远，方才对其口服心服。
何先生看我真的服了他，又见我从图书馆借了一堆国学书籍，
知道我对国学也有了兴趣，就建议我读南怀瑾先生的'《论语
别裁》，战国策、孙子兵法等不要看，直到读懂了《论语别



裁》才可去看。虽当时虽不能理解其深意，但幸亏当时我服
了他，看了一年的《论语别裁》(很是惭愧，一年才磕磕绊绊
读完，因为读读就犯困，后来才知是自己的性命之能量场不
够，就如用100伏的电压带220伏的灯泡)。

当然我现在明白其深意：德者本也，术者末也。德行未立，
术多害己，邪人用正法，正法亦是邪啊。明白如何做人才是
最基础的，基础未稳，大厦建的快，倒的也快!亦如当代诸多
发财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人者，仁也，曾子诠释为"忠恕"，责己为尽忠，责人为用恕，
亦如孟子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
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我想这就是人与动
物的区别吧，动物也有忠孝节悌，雀困笼中宁死不食，羊有
跪乳之恩，鸦知反哺之孝，狗不嫌家贫，却有儿嫌母丑，想
想有许多方面我们人类尚不若动物，照圣人所发露人之标准，
有很多人虽长着人身、说着人话，但所行却非人事了。

感恩何先生，他用闲暇时间不厌其烦给我讲了6年，佛说人有
四难(生值佛世难、生为人身难、生在中国难、得遇名师难)，
很是幸运遇到何先生，他比我大一岁，何先生是我良师，然
我却不够格做其益友。

我们都喜欢说知道，但是否真的知"道"?也许是我们只知"道"
之表，但不知"道"之里(理)啊。

道是什么?《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
教"，"性"是人之本源，"道"是性之途径，"教"就是找寻到途
径在哪里(当然也包括教会别人)。比如"性"若是山顶，"道"
就是通往山顶的路，"教"就是寻找到能上山顶的路。

能有如此认识，感恩王凤仪先生及其传人，有机缘拜读后发
现其所倡伦常道与孔圣人之道殊途而同归，亦难怪梁冬先生
称其为儒家之惠能。



这人人之五伦"事实上而非理论上"将整个世界的人类连结在
一起，西方亦有人研究发现世界上任意两个人之间都能找到
联系，而且只要为数不多的几次即可。

我们的祖宗真是太伟大了，因大道至简，他们将如此复杂的
人类社会关系高度总结，化繁为简为五伦关系：父子、夫妇、
兄弟、君臣、朋友。而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多种身份：为人子、
为人父(母)、为人夫(妇)、为人兄(弟)、为人君(臣)、为人友
(朋)。

身份对应着位置，位置对应着责任：父慈子孝，君敬臣忠、
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诚友信，即在其位谋其政，且应"素
其位而行"，不越位亦不缺位，即过犹不及。

中华文化的心得体会篇二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的源头
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古老而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遗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从孔子和老子到
中国传统的艺术和文化习俗，每一个方面都是中华文化的独
特体现。这篇文章将介绍中华文化来源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介绍中国的历史悠久和独特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五千年前的文明开端已经
成为了世界的瞩目。中国的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并有着强烈
的本土特色。中华文化一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独
特的表现形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

第二段，探讨中华文化关于人类生活的影响。

中华文化与人类生活的结合是无法分割的。中国文化的许多
方面都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



吃饭、着装、娱乐、文学和艺术等各个方面，中国文化都有
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中华文化崇尚劳动、勤俭节约、礼仪等
原则，这些精神价值观念的强调也有助于保持人们的道德和
社会稳定。

第三段，介绍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中华文化的传承是中华文化的基石。遗产的传承和保存是中
国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古代文明发展成为现代的文化，中
华文化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能够遵循新的趋势和时代的
变化而进行创新。中华文化的发展不断地向前推进，并将会
继续影响受众。

第四段，探讨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涵盖了一个广泛的地域，并被的世界各
地的人知晓。历史上，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是中华文化与外
部世界的联结。今天，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中华文化依然对
世界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诸如中医、武术、国画、书法、中
华料理等等的中华文化被很多国家所接受，反之亦然。

第五段，总结对中华文化的心得及其对世界的意义。

中华文化是一部精彩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其独特的表
现形式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
影响。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全民参与，并走向国际化，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化并加以推广。我们应该重视和珍惜
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对世界的意义不仅是历史的、文化的，
也是多元化的、创意的，加强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中华文化的心得体会篇三

中华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它源远流长，跨越了数千
年的历史。在我们实际生活中，中华文化已经深深地根植于



各个方面，它影响了我们的思想观念，塑造了我们的人格品
质。在接触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了其深邃和博
大精深，下面我将结合自己的实际体验，阐述中华文化的来
源和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中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中华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
它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著名的黄帝、尧舜和周公都是中
华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成功地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到了
秦汉时期，中华文化开始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人文思想和
科学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唐宋时期，中国文化更是发
展到了巅峰，诗歌文学、绘画、音乐、建筑、科技等方面都
有着创新性的发展。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文化不可
避免地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它所包含的核心价值和源远流
长的历史传承却一直被我们秉承和发扬。

第三段：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

中华文化是一种兼具道德、伦理和历史的文化体系。其中，
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
值，如仁爱、勤勉、谦虚、宽容、尊重等等。中华文化也非
常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健康、和平和生态，如道家思
想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再
例如，中华文化也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人权，
这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化内蕴的这些价值
观念不断指引着我们的道路，塑造着我们的人格和精神。

第四段：中华文化对个人的影响

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中华文化对我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
的。中国文化最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家庭、
社群和国家的重要性。这些理念对我的成长和人际关系有着
深远的影响。在我看来，“以诚相待”、“谦虚谨



慎”、“以和为贵”等这些中华文化核心价值，是建立友谊、
建立信任和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石。因此，我相信这些价值对
我在人生路上不断前进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段：结语

总之，中华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贯穿
着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在我们生活和工作中，不断
弘扬传统文化，继承和创新中华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项
历史使命和现代责任。

中华文化的心得体会篇四

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说：“对于玉的爱好，
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

虽然自古以来，世界不同的地方，包括危地马拉，日本及韩
国等，都有着翡翠的文化，但现代翡翠的市场以华人为主，
这是因为文化上华人对玉有着深厚的渊源。中国人爱玉，由
软玉至翡翠的爱好泛指“玉文化”。玉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
不可分割的关系。今人赏玉，重玉，为爱，为美，为辟邪，
为保值。

玉在中国，有着多种含义。女娲补天的神话，说明了人间情
天难补的真谛。《韩非子》中和氏壁的故事，向人们述说着
坏才不遇的遭遇。《完壁归赵》这是历史上一段真实的故事。
记载秦王为争夺一块美玉，险些引起一场残酷的战争。汉代
以传国玺作为权位的象征，汉武帝的弟弟中山靖王刘胜和他
的妻子，死后用玉棺殉葬（即河北满城出土的金缕玉衣），
以为可以永生或重生。儒家以用玉、佩玉以养德，仿效玉的
温润，外表与内敛均具有含蓄之美；道家人食玉，服寒石散，
以为可以养生，长生、甚至用玉棺、玉匣埋葬，以为可以登



入仙域。然而，民间用玉，大都与情爱或者鉴赏有关，或为
定情之信物，或为家人作为传家之宝，或是把玩鉴赏之用。
历代玉工巧思，使顽石含情，玉石生辉，所琢磨的玉器成为
中国人的最爱，既可玩赏，又可传达情义，形成中国人特有
的玉文化。

在旧时器时代，中国人已使用玉器，贵族以玉为缕衣入土，
古人将玉喻为石中君子，孔子曰：玉有十德，进而将玉的特
性与君子相比，使玉在中华文化成为尊贵的瑰宝，美玉与高
尚的美德划上同义词了。中国人不但爱玉、玩玉、藏玉更怀
玉；古人认为戴玉有辟邪治病之功能；中国人雕玉的工艺举
世无双，大部分翡翠的工艺以华人的喜好为依归，当中的寓
意和华人的传统习俗息息相关；因此，玉文化（含翡翠/可以
说是华人几千年精神、文明、社会价值和工艺的缩影。虽然
如此，其他文化对翡翠价值的认知度还较低低，翡翠的工艺
滞留在华人文化的题材上，一些西方文化的消费者难以共鸣。

一、充分认识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六中全会提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体现了党的战略远见和世界眼光。中华文化所倡导的核心价
值，包括与邻为伴、和—谐发展等，能够并且应该在世界文
化和人类文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
化相互激荡，特别是从20xx年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正深刻改
变着世界格局。在这种形势下，我国要为自身发展打造一个
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文化
影响力建设不可或缺。而如何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二、加强对中华文化的宣传舆—论工作。

文化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
为一名基层工作者，要把文化的宣传工作重视起来。把先进
模范事迹、发展改革思想通过各种宣传反映给群众，不仅做



好党和政府的喉舌，还做好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参谋。

三、结合我乡实际，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发展来说，是灵魂的建设，概括起来
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一定要注重‘魂’
和‘体’的关系，‘魂’和‘体’必须是紧密结合的。全乡
党员干部要把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到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
需求重要途径这样的高度，结合我乡实际，推动文化产业发
展。

中华文化的心得体会篇五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宝藏，深深地影响着
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历经数千年的漫长发展，这种文化源
远流长，包含着许多让人叹为观止的智慧和思想。在我的成
长过程中，我不断地接触并学习中华文化，也不断地从中汲
取着营养，得到了很多启发和感悟。

第二段：中华文化的起源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千
多年前的史前文化。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祖先们开始创
造生活，创造工具，创造信仰和审美观念，这些最初的文化
元素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最早的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
人开始创造文字，以及各种艺术形式，比如音乐、舞蹈、剧
场和绘画，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第三段：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思想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思想，是中国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
精髓。尊重天地、执着勤劳的稳健智慧、孝顺老人、家庭关
系、友谊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主要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
是仁，即人际关系中的相互尊重和关心，以及尽可能地体现



公平和正义。 另外，儒家思想传统，主张塑造道德和理念的
教育作用、人的完美的人生、良好的政治道德等。这些思想
都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是引领中国人民思维方式和行为
模式的重要因素。

第四段：中华文化的贡献和影响

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的地
位无可比拟。不仅为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制度提供了
丰富的思想财富，也对世界更广泛的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其中，中国的科技文化和草书、黄帝内经等著名经典都曾经
对世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中国的科技创新、制造和贸易等方面的成就也是世
界公认的。此外，在文学、哲学和艺术等领域，中华文化也
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艺术技巧受到世界的关注和赞誉。

第五段：结论

中华文化渗透在中国人民的血液里，是中国人的抱负、信念
和思想。 认识中华文化，与中华文化共鸣，通过吸收中华文
化的精髓和智慧，使我们得到思想上的感悟， 取得了在知识
和思想上的重大进步。中华文化背后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和价
值观，潜藏着更深刻的人类思考和期望。在日益多元的社会
中，让我们把中华文化的精神传承和发扬光大，借鉴中华文
化的智慧和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最终实现人类向
着更加美好的未来方向发展的目标。

中华文化的心得体会篇六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深厚的文化之一，是
中国人民心中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千百年来传承的文化中，
我深深感受到了其独特之处和深远的影响力。下面我将从自
身的经历和体会出发，谈谈我对中华文化的心得和体会。



第一段，中华文化的独特和博大

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几乎没有中断
过的文化体系，无论是汉字、八音、服饰、艺术还是信仰，
无一不体现了它的独特和博大。生活在这个文化的熏陶下，
我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都与其他文化有所不同。汉
字的形象化特征，让我从小就对事物有了独特的理解。八音
的呼吸与气韵，让我对音乐有了深刻的认识。传统服饰的严
肃与庄重，让我有了维护尊严的意识。而丰富多样的艺术形
式，给了我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中华文化中的儒、
释、道三教的交融与互补，形成了它独特的人文精神，这使
得中华文化成为了世界上没有之一的文化瑰宝。

第二段，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

中华文化深远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境内，更是传遍了世
界各地。中国的思想、文化、科学、艺术等等都对世界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中华文化的和谐思想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
了借鉴和参考，中医中药的疗效为世界人民带来了健康与福
祉，中华料理的美食为世界人民带来了味蕾的享受。中国的
丝绸之路曾连接起了东西方，促进了文明的交流和发展。而
孔子、孟子等伟人的思想更是东方智慧的瑰宝，他们的思想
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正是这种深远的影响，
使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都备受尊重和赞赏。

第三段，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中华文化千百年来的传承离不开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努力，中
国人民通过代代相传、世世继承，将中华文化传承下来。同
时，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中华文化也在不断的创新
和发展。在当代社会，中华文化通过与其他文化的融合，创
造了更多多元的文化形式和艺术表达。这种传承和创新不仅
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使中华文化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
动力源泉。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之间的相辅相成，使得中



华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更好地奉献给人类社会。

第四段，中华文化的精神力量

中华文化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民的心中，成为他们生活的动
力和精神支柱。中华文化教导我们，要有孝道、尊老爱幼、
礼貌待人；要有诚信、正直、勤奋努力；要有宽容、谦和、
和谐相处。这些传统美德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种
处世之道，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保持着有责任感、有道
德底线、有社会担当的精神状态。正是这种精神力量，让中
华文化温润人心，成为中国人民维系社会和谐、亲人联系、
心灵寄托的重要支撑。

第五段，我对中华文化的自豪和热爱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中华文化感到无比自豪和热爱。中华
文化给予了我独特的思维方式、丰富的艺术体验和深厚的人
文底蕴。它让我感受到了人类智慧的无穷魅力，也让我在不
断的学习和研究中得到了成长和进步。我愿意承载和传承中
华文化的精髓，将它传递给下一代，让它在世界的舞台上绽
放出更加绚丽的光芒。

总结：

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和深远的影响力让我深深地为之折服。
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不仅丰富了它的内涵，更为现代社会
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中华文化的精神力量则是中国人民
保持社会和谐、注重道德伦理和弘扬传统美德的重要支撑。
我对中华文化感到自豪和热爱，愿意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共
同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
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