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继承的事例 传统文化的继承心得体会
(优质8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文化继承的事例篇一

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历经时间沉淀，积淀出丰厚底
蕴。它们是我们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文明成果，是我们民族的
精神财富。怎样将它们传承和发扬光大呢？在这篇文章中，
我想分享我对传统文化继承的体会和心得。

二、感悟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我们民族的文化
基础，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的体现。其次，它是我们民
族的精神家园，承载着我们民族的信仰、道德和价值观。最
后，它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国家的软实力。传统文
化是我们文化的根基，只有通过传承它们，我们才能更好地
理解和发扬我们民族的文化。

三、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现代社会日新月异，地球村的大家庭越来越趋于一体化发展，
我们的传统文化在面对复杂严峻的现实时，显得更加珍贵。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它们的继承和弘扬。继承，就是要让
我们的后代铭记历史，传承它们的文化，强化民族意识，创
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弘扬，就是要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现代
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拓宽我们的传统文化思路，注重传
统文化与新文化的融合。



四、传统文化如何进行传承？

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包括教育、家庭和社
会。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让每个人都能够学习和了解我们的
传统文化。首先，学校和家庭应该共同肩负起传承任务。学
校要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教育，家庭也要培养孩子
的文化意识。其次，社会应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支持和宣传。
对于一些传统文化经验，应该给予合理的社会回报，让传统
文化经验得到继承和发扬。

五、传承传统文化的意义

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极大地增进我们的文化自信，更好
地寻找我们的文化根源，并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传承传
统文化还可以更好地让我们的后代感受到我们民族的魅力，
加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推动我们的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总之，传承和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重大的任务，也是神圣
的使命。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文化，以保持我们
民族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
才能在曲折复杂的发展道路上薪火相传，繁荣天下！

文化继承的事例篇二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
潮流，疏远了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
包含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道德准则、艺术形式等
方方面面。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更是人类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认为传承和弘扬
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应尽的历史责任，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重要任务。下面我从了解传统文化、热爱传统文化、
传承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传统文化和积极宣传传统文化五个
方面，谈谈我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心得体会。



一、了解传统文化

传承一门学问之前，首先要做的是了解这门学问的起源、发
展、特点和内涵。传统文化是个复杂历史文化体系，它的历
史悠久、体系完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的结晶。为了
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我开始阅读《论语》、《孟子》等古
代经典，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理论；欣赏唐诗宋词，领略其
诗意和思想内涵；学习国画、书法、茶艺等传统技艺，感受
其中的美学和人文精神。通过逐渐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和特点，我更加深入地认识到：传统文化是我们历史、地理、
族群、社会、人类的人文精华，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应
该好好地爱护、传承和发扬。

二、热爱传统文化

热爱传统文化，首先要产生情感联系。只有深入理解传统文
化并产生情感联系，才能深刻感受到其特有的美妙和精神内
涵。我在接触到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受到了其美学价值
的感染，更深深感受到其中的道德与礼仪、孝顺与担当、耐
心与坚韧、感恩与正义等人文精神的感染与教育。此外，我
还发现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心灵慰藉和生活智慧，如佛教的
“舍我其谁”、儒家的“礼之用，和为贵”等等。这些精神
理念不仅有助于我们通过艺术理解美好的人生，而且有益于
我们的潜意识和良知的自我培养和升华。因此，每个人都应
该热爱传统文化，去沉浸其中，感受其中的美好与智慧。

三、传承传统文化

懂得传统文化，热爱传统文化之后，我们需要去传承和发扬。
我认为传承传统文化并不单单是把它搬到当下，而是要根据
时代背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开发，将其发扬光大。既
不能照搬，也不能改变纯粹性，应该既承古而不泥古，又器
新而不失本。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我意识到它的内涵和价值
与时俱进，是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比如民族服饰、民间习



俗等传统文化元素可以通过现代设计、时尚创新等方式体现
在当下社会的生活里，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不失时代感。
又比如京剧、晋剧等传统戏曲，可以通过变革剧情、现代化
布景和音乐处理等方式吸引现代观众，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活
力。总之，传承传统文化不单单是为了向传统致敬，更是要
用新的的视角和创意探索、传播，以实现与现代文化的交汇
和融合。

四、创新发展传统文化

创新发展传统文化是对于传承传统文化更深入和更进一步的
表达，是向外界展现文化魅力的方法。创新发展传统文化，
不仅是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文化发展中，更能激发新的文
化创造和艺术表达，形成独具特色的现代文化，满足各种群
体的文化需求，推动更为开放和多元的文化交流。比如现代
版水墨画、古典器乐等，对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和回顾，为现
代文化注入了深邃的文化内涵与积淀；再比如神韵、滚石等
跨文化品牌，深度挖掘中华文化经典，通过文化元素的时尚
化、国际化和大众化，连结更多人群，提升文化的传播影响
力。

五、积极宣传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同时也是大家
共同的义务。在这方面，我们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特长，
加入到传统文化宣传的行列中。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和社交
媒体等平台，自主创作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用时尚的语言
和方式传播给大众，让更多人了解、热爱、传承和发扬传统
文化。此外，还可以定期参加文化活动、展览等，深入体验
文化内涵和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总之，只有通
过积极宣传传统文化，才能真正为其传承和发扬贡献自己的
力量。

继承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将传统文化



发扬光大，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通过了解传
统文化，热爱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传统文化
和积极宣传传统文化等方面，我对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和
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所以，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共同传
承、发扬、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继承的事例篇三

执笔人

编写日期

执行人

执行日期

三维

教学

目标

1、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学生热爱、学习、继承传统
文化的热情，树立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2、知识目标

文化具有继承性，传统文化的含义、表现及其影响、传统文
化的特点和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3、能力目标

结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我国的发展道路，体会



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培养分辨传统文化中精华与
糟粕的能力，具有初步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能力。

重点

难点

重点：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难点：传统文化在今天。

教法

教具

采用问题教学法、合作教学法、学习迁移法。

多媒体及其课件

教学过程

特色教案教学过程设计:1、传统文化面面观（导入）张岱年
老先生的话引出课题--传统文化的继承（多媒体展示）元、
明、清三代的青花瓷作品设问：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陶瓷）什么瓷？--青花瓷也许我们许多同学对青花瓷并不
熟悉，但这种传统艺术品却与我们古老的文明的国度有着不
解之缘，产于唐代，成熟于元朝，盛行于明代，而在清康熙
年间达到巅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几百年间，民族精神
的火炬薪火相传，青花瓷不但没有灰飞烟灭，却因其珍贵而
成为收藏家们的挚爱，因其绘画装饰清秀素雅而成为中国历
代文人家居瓷器的首选，更因其间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让
某些人陶醉、歌唱……今年的春节晚会上，周杰伦演唱的歌
曲--《青花瓷》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所有的观众，歌中古
筝撩拨，牙板清脆，琵琶淙淙，中国风分外动人，加上周董



含糊的哼唱，一种超凡的意境盎然而生……下面我们一起欣
赏这首歌，在这之前，请大家留意：歌词中有哪些词汇传神
地描绘出传世青花瓷的风采？--（多媒体播放）《青花瓷》
学生：认真观看、思考、讨论。师：提问并归纳总结。“素
胚”“天青色”“仕女图”“牡丹”“泼墨山水画”等蕴含
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词汇描摹了传世青花瓷的风采，周杰伦的
唱腔柔情而古朴，略带江南戏曲的雏形，绝妙填词配复古音
乐，构成了一首佳作。综观周董的歌，几乎每一首都在演绎
着传统--民俗、古建筑、传统乐器以及影响着中国人几千年的
“孝”都有所体现。一言以概之，从周杰伦的歌我们可以看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而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化的继承
性……2、传统文化在今天（过渡）接下来我们再运用上述事
例，进一步探讨传统文化有哪些特点？（1）传统文化的民族
性当周杰伦站在春晚的舞台上，他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对音乐
的热爱，而是一个歌唱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年轻人，一个
用传统去演绎现代、创造经典的歌手，一个黑眼睛、黄皮肤的
“龙的传人”，对祖国统一的强烈的认同感，我们通过歌中
的传统文化元素可以明显感受到浓郁的中华民族风。这就是
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的体现。（2）传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
歌词中传达出的“孝”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本，古代人们
把它看作最重要的德行之一，甚至认为只有对长辈的绝对服
从才是“孝”。而现代我们提倡的“孝”，则是周杰伦在歌
词中表达出来的意思，即在长辈与晚辈人格平等前提下晚辈
对长辈的尊敬，当然还有关爱和陪伴。设问：从“孝”的演
变，我们可看出传统文化具有什么特点？也就是说，“孝”
这种中华传统思想在世代相传中仍保留着基本特征――即尊
敬长辈，但具体内涵却因时而变――即去除盲目的部分，封
建的等级思想，顺应社会生活，强调了在人格平等前提下的
尊敬与孝顺。（3）作用的双重性通过以上对“孝”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
济、政治的变化，如果传统文化能够顺应社会生活的变迁，
内容能够与时俱进，就会对社会与人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反之，如果一成不变，传统文化就会起阻碍社会进步、妨害
人们成长的作用。     （过渡）传统文化对社会与人的



发展既可能起积极作用，又可能起消极作用，那么，我们应
该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发挥其积极作用呢？ 3、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1）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意义（展示）历届奥运会
开幕式的特色一个人只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影响，才能使
自己自由全面地发展，更好地创造新生活。一个国家只有发
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克服传统文化的消极作用，才能兴
旺发达。（张艺谋）08奥运会开幕式之困惑设问：面对浩如
烟海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发挥其积极作用
呢？学生：思考，出谋献策。师：总结归纳。对待传统文化
的正确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予以批判地继承，
做到“移风易俗，古为今用”。对于传统文化中符合社会发
展要求的、积极的、向上的内容，应该继续保持和发扬。对
于传统文化中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落后的、腐朽的东西，
必须“移风易俗”，自觉地加以改造或剔除。

教学

后记

文化继承的事例篇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通过学习，认识文化发展的历史过
程和我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理解传承古老文明
的意义，做自觉地文化传承者。

[导入]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们所享有的文化既是世界各
国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结果，也是我们继承和积累传统文化的
历史过程。对于我们来说，如果去对待我们古老的传统文化
直接关系到我们社会所走的发展道路，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历
史定位。而谈到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去
观察我们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特点：历史性、民族性、现实性、渗透性，以及
地域性、稳定性等。



一.传统文化的含义

二.传统文化继承性及其表现

1.传统习俗（含义、作用、一些习俗的来历）

2.传统建筑（风格、结构独具魅力：中国的皇家园林和四合
院）

三.传统文化的特点

认识了内涵和特点以后，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之于我们的意
义有个清楚的认识了吧？

2.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
古为今用。 面对传统文化，要辩证地认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的作用，关键在于分辨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对待合理的，健
康的文化，要继续保持发扬；对待落后的、腐朽的文化，
要“移风易俗”，自觉加以改造或剔除。例：二十四孝的故
事 [结论]总之，通过本课学习，在感受传统的中国古老文明
魅力的同时，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培养出辨识先进和落后文化
的能力，也为发展我们今天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一份自己
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文化继承的事例篇五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和悠久传统的国家，在悠久的
历史时间长河中，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
和传统，遗留了丰富、深厚的文化遗产。随着现代化的迅猛
发展，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的问题逐渐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经过多年的努力，不断加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扬，使我深
刻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必要性，成为
了我生活和工作中的一种信仰和行动。



第二段：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瑰宝，是民族文化的基础，
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人文价值。它不仅具有传承历史的意
义，而且对于塑造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文素质，增强文化自
信、凝聚人民力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是一种优
秀的文化资源，它为当代人提供丰富的学术素材和思想经验，
并为现代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段：传统文化的继承方式

传统文化的继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我们采取有效的
途径和方法。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我们应该从文化教育入
手，从青少年开始，让他们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让他们了
解、学习、传承。另外，我们还应该注重文化市场的规范和
创新，促进传统文化的市场化运作和商业模式的转型，培育
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第四段：继承传统文化的体会

继承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具有强烈的文化自信心，我们需要从
自身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识中汲取力量，才能积极推动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同时，继承传统文化也需要我们不断学
习和钻研，我们需要走进传统文化的内部，深刻了解其中的
道理和精髓。只有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才能更好的继
承传统文化，在创新中发扬传统文化。

第五段：结语

传统文化的继承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一环，继承传统
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使命，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我们需要
认真对待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扬，将其深入融入到现代文明
之中，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和变革中闪耀出更为灿烂的
光芒，激励着我们的创新和进步。我们应该牢记传统文化走



向复兴的历史任务，亲自行动，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创新和
发扬出一份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化继承的事例篇六

执笔人

编写日期

执行人

执行日期

三维

教学

目标

知识：识记影响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理解文化继承与文化
发展的关系。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联系具体事例，
说明应如何正确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结合自身体会，谈谈
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能力：结合分析文化继承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提高归纳与分
析问题的能力；利用教材提供的情景和问题，提高学生自主
学习、合作学习和初步探究学习的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学习本课内容，使学生认识文化
发展的历史过程，正确把握文化传承中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
系，从而作出正确的文化选择，做自觉的文化传承者和享用
者。

重点



难点重点：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难点：教育对文化发展的
作用

教法

教具

讲授法、体验感触法

多媒体及传统教具

教学过程

特色教案

一。文化继承与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

二。影响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4。教育对文化传承的作用

（2）教育是通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双向互动，以浓缩的形
式传递人类漫长历史中走过的认识世界的过程。

[结论]总之，对于浩瀚如海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在批判继
承和保留的同时，还要顺应时代要求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文化。

作业；

2.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3.如何理解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教学



后记

文化继承的事例篇七

2013年，中国启动“二十四节气”的申遗工作，并在2016
年11月30日取得成功。许多人引以为荣，但是也有少部分人
发出了不屑的声音，认为其是多此一举，他们认为“二十四
节气”是社会的垃圾，应该被清除！可他们忘记“二十四节
气”是我们的祖先代代总结出来的，集聚代代人的心血和智
慧，给我们的农业带来了非常多的好处，是我们农业生产的
根本。中国人啊，不能忘本啊！

时间会磨耗一些客观东西，在客观论中，没有什么可以永垂
不朽，但在主观论中，有许多的东西可以不受时间的消磨：
文化，智慧，艺术……而其中二十四节气更是文化，智慧和
艺术的有机结合。它永垂不朽，而我们的义务就是守护它，
欣赏它，挖掘它的文化价值，而不是忘记它，遗弃它。

文化故土，扎根夯实！满天星辰，追梦前行！中国人，永不
忘本！

文化继承的事例篇八

历史上与中华文化若后若先之先古文化，或已夭折，或已失
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华能以其自创文化独立于其名
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

因此，作为炎黄子孙的大家，应该传递灿烂的中华文化，守
卫大家的文化家园。

从这一刻起，大家不要沉醉于那些糜烂的情爱歌词，不要依
恋于乱竹丝耳，踏上文化的故土，让余秋雨告诉大家他
的“千年一叹”是在叹谁的心坎。让冰心告诉大家，她
的“繁星”点缀了谁的世界；让海子告诉大家，“那片海”



在春暖花开时润色了谁的眼。

在历史的长河中，掏出一抔闪着光的`沙土，细细掏尽。拾出
经典，珍贵地收好大家的祖先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
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继承与发展后再传递给下一代，让中华
文化在大家的守卫下闪烁其迷人的光芒。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自豪。中华节日文化则是
一曲唱不尽的民乐，品不透的茶茗。

新春佳节，寄寓于合家团圆；清明节，着意缅怀故者，抚慰
亡灵；/端午之晨，龙舟竞发，唱尽胸中豪情。可以说，每一
个佳节都承载着华夏儿女源自民族本性的希望和祝愿。

欢度传统佳节，是中华儿女在用最自豪的方式传递、守卫着
瑰丽多彩的中华节日文化，皆因中华节日文化乃是联系血脉
骨肉之情的纽带。

来吧！让大家浸足于清泉，沐臂于月光，听古代圣贤佳人在
耳边低声吟唱，享受民族风俗，浴心波涛，感受今朝人生美
满幸福无比。这就是欢度传统佳节，传递、守卫中华文化过
程中萌发的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与神清气爽啊！

与此同时，大家更应该注重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因为，保护
文化遗产，才能向世人标识大家古老东方的命脉所在，让绚
烂的东方文化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给大家的子孙。

传递、守卫中华文化，是让经典文化的光芒在历史长河亘古
不息，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的萌发源泉，是向世人展示古老
东方的命脉所在的标识。

因此，每一位炎黄子孙都应将中华文化的传递与保卫视为己
任，守卫大家的文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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