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史馆参观心得(汇
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史馆参观心得篇一

第一段：引入史馆主题，介绍参观背景及目的（150字）

近日，我有幸参观了吉农校史馆，并深受启发。吉农校，作
为我国农业教育的摇篮，对培养了大批的农业人才，并取得
了卓越的成就。此次参观，我希望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吉农校
的历史发展，并从中汲取经验与教益。

第二段：吉农校的历史背景及发展历程（250字）

吉农校创立于1941年，初衷是为了培养农村基层管理的专业
人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吉农校在发展中取得了一系列
的突破。校园内保存着大量的历史文物、文件及图片，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吉农校的前身张窦社校的老校舍，这是一座
石板木结构的建筑，见证了吉农校的发展历程。展览馆内陈
列着吉农校的发展历程、教育理念以及取得的成就，层层叠
叠的史事盛宴令人感动。通过参观，我了解到吉农校在推进
农业科技进步、培养农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卓越贡献。

第三段：吉农校的教育理念及成果（250字）

吉农校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实
践能力和创造力的农业人才。在展览中，我看到了吉农校教



学改革的成果，涉及到“大班额”教学、实践课程设置、学
生创新实践等方面。特别是在农村实践课程设置方面，吉农
校做出了很多创新，比如组织学生到农场、农村进行实地考
察，让学生亲自动手体验农业生产的全流程。这样的课程设
置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实际能力，也可以让学生更好地融入
农村社区，为农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第四段：受益及体会（300字）

参观吉农校史馆，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吉农校坚
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
神，为推进农村振兴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参观，我对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也对于教育改革的重
要性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另外，我还了解到吉农校在推进农
村农业科技进步、农村技术人才培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
使我深信，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方法，农业教育一定
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第五段：总结及展望（250字）

吉农校史馆的参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了解吉农校
的历史发展，我充分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现代教
育应如何更好地为农业发展服务。未来，我希望能够利用所
学知识，努力为农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为
实现我国农村振兴梦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成为吉农校培
养出的优秀农业人才的继承者和接班人。

（以上文章共计1200字，可根据需要调整字数分配）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史馆参观心得篇二

参观校史馆让我们对杭电沧桑的足迹、五十年的历史、白发
的教授充满了无限的遐想。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



的参观校史馆心得，欢迎大家阅读。

上午第三节课后，我们年级四个班级的同学有条不紊地随着
老师去南校区参观校史室。

等待片刻后，我们便进入了这个不大但明亮干净的地方。映
入眼帘的是一幅幅图文并茂的校史历史。大略浏览一遍后，
戈老师为我们做了精彩的讲解，他为我们介绍了储能中学的
建校、师资、获奖情况等许多丰富的内容。储能中学的前身
是宁波效实中学上海分校，由上海钱业领袖秦润卿创建
于1942年，曾以“民主革命堡垒，爱国志士摇篮”享誉上海，
培养了一批革命烈士和爱国人士。

1946年6月，储能与新建中学合并，1956年又与新民、新联两
校合并，易名为成都中学，1983年恢复“储能”校名，储能
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当年著名思想家严复把达尔文著作
《天演论》翻译为中文。其中有一句话叫“物竞天择，效实
储能”，储能中学由此而来。此外还有许多名人在储能教书，
段力佩是储能的第一任校长，周建人——鲁迅的弟弟和叶圣
陶先生也曾在储能当教师。1997年，龙门中学并入直至今日。
1989年学校被市政府首批命名为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

短短1节课的时间，让我们了解了许多关于储能的历史信息，
储能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真是受益匪浅啊!作为
储能学子，我们要继承光荣传统，努力学习，为学校争光!

今天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我们学校
最神圣的地方——校史馆!

虽然之前对学校有了大概的了解，但至于学校发展中的一些
细节还知之甚少，而今天的参观给了我们重新系统地认识我
们自己的学校一个良好的机会。

刚进入馆内，映入眼帘的是学校新校区的规划设计图(由同济



大学设计)，虽然后来建设的有些出入，但看起来还是那么熟
悉，这是信园，对面是敏园，还有那是图书馆，再往前走，
就是垂地的大幅介绍，想一张气势恢宏的国宝级的长画，上
面书写着我们学校的历史，最经典的要数那首长诗，她概括
了我们学校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婉转而又雄伟，接着就是
学校各个时期的发展状态，包括三次变革，尤其是第一次，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学校发展举步维艰，条件艰苦，
可想我们今天这么好的条件和环境来之不易，宜当忆苦思甜，
发奋图强!第二阶段学校仍然面对很多棘手的问题和一系列苦
难，但在学校领导以及师生的努力下，我们都一一克服了，
我们坚强地走过了那段艰难而又辉煌的岁月。到了第三阶段，
我们学校喜讯连连，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被定为211工程，
本科教学质量逐步提升，声誉响彻神州，为祖国培养了一批
有一批的经管人才，为祖国的大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观完校史馆，我内心汹涌澎湃，我为自己能在这样的一个
学校学习而感到自豪!同时，我暗暗发誓：我要为校争光，要
成为校史馆名人录上的人物，今天我以财大为荣，明天财大
以我为荣!加油，财大学子，加油，财大——我的母校!

今天下午，党支部组织我们参观了我校的校史馆。校史馆让
我们对杭电沧桑的足迹、五十年的历史、白发的教授充满了
无限的遐想。在那记录岁月雕痕的回廊里游走，看着历史不
断的上演和谢幕，昨天就在眼前翻开每一张泛黄的书页。校
史馆将杭电在风雨里成长的历程一一呈现，每一个成就，每
一次获得，都包含着历史的意义。走近那一张张老照片，仿
佛又走进了杭电那段辉煌绚烂、令人回肠荡气的历史。一幕
幕历史的见证很是振奋人心，看到这些，我们的心中是感叹，
更是自豪。据悉校史馆是母校五十岁生日的礼物，它占地近
千平方米,由“发展历程”、“领导关怀”、“师资队
伍”、“学科科研”、“人才培养”等十个板块组成。进入
校史馆，几副大图片格外醒目，杭电的三个校区都出现在图
片上，下沙、东岳和文一，隐隐中散发着杭电独特的气息，
现代与古典结合、科技与人文并进。谁能想到这被现代都市



所掩埋的拥挤校园，这已没有昨日模样的红果园，竟曾上演
过那么多的故事。

一张张的照片按时间的顺序排列着。那些泛黄的照片仿佛在
告诉我们：这里，人才辈出;这里，教学成果丰硕;这里，走
出过名仕大家…… 当照片的颜色愈发鲜活起来，一个朝气蓬
勃，欣欣向荣的杭电迈着与时俱进的步伐，向我们走来。老
校新姿，催人奋进。不论是德育工作，还是教学工作，都是
硕果累累。在先辈殷切的注视下，杭电前进的步伐日加坚定
沉稳。50年，对人的一生是漫长的，而对一个学校，则是弹
指一挥间。杭电，摆脱了蹒跚学步的稚嫩，走过了少不更事
的涩涩青春，成熟稳重中，不失锐气，意气风发中，添几多
睿智。

50年来所有的科研成果，荣誉奖项，名师教授，对外交流成
果以及一切的一切，都被容在这千平方米的空间里，感谢他
们，正是他们构成了杭电的精神基座，让半个世纪的我们底
气与汗颜同在。通过参观，我了解到到杭电的创建人以创设
一所现代大学为标杆，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的观念无疑是充
满朝气与活力的。岁月如歌，征程漫漫。

历史被浓缩为惊鸿一瞥，在母校未来漫长的岁月里，相信每
个瞬间都会更加精彩。“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
印在了每个人的心中。历史我们要缅怀，未来我们要创造。
作为杭电的莘莘学子，我们要不懈努力，创造更加辉煌的明
天。

下午，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07
级管理科学一班的同学们前往参观位于上海理工大学校本部
的校史馆。

在班长朱旭旻，团支书丁艺辰的带领下，全班同学怀着无比
激动的心情聚集在校图书馆前，一同前往位于图书馆正后面
的校史馆。由组织委员郭法庆担任此次活动的讲解员。



跨入校史馆之前，正上面首先看到的是一块匾额，上面刻
有“上海理工大学校史馆”。

参观校史馆进入大厅，其中一面墙上镶嵌一段金灿灿的文字，
是当年沪江大学的创始人魏馥兰博士的一段话：“每一艘开
往上海的轮船都必须在这所大学的视线内经过，在这样一个
校园，任何有思想的学生都不能不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大的
世界里……” 可见，在当时沪江大学的创办之初，他们就意
识到了我们现代大学要培养的是面向国际化的，吸收世界先
进文化、知识和技术的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史馆参观心得篇三

今天下午，党支部组织我们参观了我校的校史馆。校史馆让
我们对杭电沧桑的足迹、五十年的历史、白发的教授充满了
无限的遐想。在那记录岁月雕痕的回廊里游走，看着历史不
断的上演和谢幕，昨天就在眼前翻开每一张泛黄的书页。

校史馆将杭电在风雨里成长的历程一一呈现，每一个成就，
每一次获得，都包含着历史的意义。走近那一张张老照片，
仿佛又走进了杭电那段辉煌绚烂、令人回肠荡气的历史。一
幕幕历史的见证很是振奋人心，看到这些，我们的心中是感
叹，更是自豪。

据悉校史馆是母校五十岁生日的礼物，它占地近千平方米，
由"发展历程"、"领导关怀"、"师资队伍"、"学科科研"、"人
才培养"等十个板块组成。进入校史馆，几副大图片格外醒目，
杭电的三个校区都出现在图片上，下沙、东岳和文一，隐隐
中散发着杭电独特的气息，现代与古典结合、科技与人文并
进。谁能想到这被现代都市所掩埋的拥挤校园，这已没有昨
日模样的红果园，竟曾上演过那么多的故事。

一张张的照片按时间的顺序排列着。那些泛黄的照片仿佛在



告诉我们：这里，人才辈出；这里，教学成果丰硕；这里，
走出过名仕大家…… 当照片的颜色愈发鲜活起来，一个朝气
蓬勃，欣欣向荣的杭电迈着与时俱进的步伐，向我们走来。
老校新姿，催人奋进。不论是德育工作，还是教学工作，都
是硕果累累。在先辈殷切的注视下，杭电前进的步伐日加坚
定沉稳。50年，对人的一生是漫长的，而对一个学校，则是
弹指一挥间。杭电，摆脱了蹒跚学步的稚嫩，走过了少不更
事的涩涩青春，成熟稳重中，不失锐气，意气风发中，添几
多睿智。

50年来所有的科研成果，荣誉奖项，名师教授，对外交流成
果以及一切的一切，都被容在这千平方米的空间里，感谢他
们，正是他们构成了杭电的精神基座，让半个世纪的我们底
气与汗颜同在。通过参观，我了解到到杭电的创建人以创设
一所现代大学为标杆，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的观念无疑是充
满朝气与活力的。岁月如歌，征程漫漫。

历史被浓缩为惊鸿一瞥，在母校未来漫长的岁月里，相信每
个瞬间都会更加精彩。"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印
在了每个人的心中。历史我们要缅怀，未来我们要创造。作
为杭电的莘莘学子，我们要不懈努力，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史馆参观心得篇四

下午，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20xx
级管理科学一班的同学们前往参观位于上海理工大学校本部
的校史馆。

在班长朱旭旻，团支书丁艺辰的带领下，全班同学怀着无比
激动的心情聚集在校图书馆前，一同前往位于图书馆正后面
的校史馆。由组织委员郭法庆担任此次活动的讲解员。

跨入校史馆之前，正上面首先看到的是一块匾额，上面刻
有“上海理工大学校史馆”。



参观校史馆进入大厅，其中一面墙上镶嵌一段金灿灿的文字，
是当年沪江大学的'创始人魏馥兰博士的一段话：“每一艘开
往上海的轮船都必须在这所大学的视线内经过，在这样一个
校园，任何有思想的学生都不能不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大的
世界里……”可见，在当时沪江大学的创办之初，他们就意
识到了我们现代大学要培养的是面向国际化的，吸收世界先
进文化、知识和技术的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史馆参观心得篇五

最近，我参观了吉农校史馆，这是一个展示吉农校历史和发
展的博物馆。通过参观这个地方，我了解到了吉农校的发展
历程以及为农业现代化做出的贡献。整个参观过程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和启发，我在此与大家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在吉农校史馆的第一展区，我了解到这所学校成立于20世纪
初，最早是在农村地区开展农业技术培训的机构。在那个年
代，吉农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农民并提供农业技术培训，以
提升农民的种植和养殖技术水平。通过这种形式的培训，吉
农校帮助了很多农民解决了实际问题，并有力地推动了当地
农业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现代化成为了吉农校发展的新目标。
在第二展区，我了解到该校在20世纪中叶经历了一次转型，
将主要任务从农业技术培训转变为农业科研。吉农校开始开
展农业科研项目，并通过实验农田和科研成果展示，推动了
当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个转型使吉农校在农业现代化进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当地农民带来了更多的技术和经验。

在第三展区，我了解到吉农校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另一个重要
贡献是培养了大批的农业人才。这里展示了吉农校培养的优
秀毕业生，并介绍了他们在农业领域做出的贡献。吉农校以
其良好的教学质量和丰富的实践机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
农业专业人才，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



第四展区展示了吉农校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方向。我了解到，
吉农校正在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
农业人才。通过在新技术、新品种和新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和
实践，吉农校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助力农村经
济的发展。吉农校还与农业企业合作，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为新时代农业提供充足的动力。

最后，参观完吉农校史馆，我对这所学校的历史和发展有了
全新的认识。吉农校以其丰富的办学经验和不懈的探索精神，
在农业现代化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参观，我深刻感
到教育的力量和科技的推动，是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可或缺的
元素。作为一名未来的农业专业人才，我将倍加珍惜今日所
学，努力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参观吉农校史馆，我不仅仅了解了吉农校的历史和发展，
更深刻体会到教育和科技在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我相
信，在吉农校的引领下，农业现代化事业将继续向前发展，
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作为一名农业专业
人才，我将时刻关注农业领域的最新动态，不断学习和实践，
为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