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精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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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记录心得体会，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的未
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
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篇一

体育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通过学习体
育传统文化可以使人强身健体、自强不息。当我用心去学习
这些传统文化时，我深深感受到了其中的博大精深和智慧，
下面我将从体育道德、传统体育项目、健康养生三方面谈一
谈我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首先，学习体育传统文化使我更加重视体育道德。体育道德
是体育运动中的基本规范和行为准则，它要求运动员在比赛
中要遵守公平竞争、团结友爱、尊重对手等原则。通过学习
体育传统文化，我了解到，古人对于体育道德的重视远胜于
今天，例如《礼记》中有“尊己重人、重礼守信”的教导，
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体育运动中要尊重自己的身体，也要尊
重对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平竞争的环境。体育道德不仅
仅是一种规范，更是一种精神追求。

其次，学习体育传统文化让我对传统体育项目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
内涵，例如太极拳、武术等。这些项目对于身体控制、力量
和调节有着极高的要求，通过学习它们，我体会到了身心合
一的艺术和技巧。比如太极拳，它注重的是意念和气功，通
过精确的动作和独特的呼吸方法，有助于调整身体和心理状
态，提升自身的健康和品质。通过学习这些传统体育项目，



我不仅仅锻炼了身体，更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瑰宝和智慧。

最后，学习体育传统文化让我更加重视健康养生。古人认为，
健康养生是人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体育运动是实现健康养
生的重要手段。通过学习体育传统文化，我了解到古人对于
健康养生的重要性的强调，例如《黄帝内经》中说“养气以
游于天地之间者虽高而不脱，洁乎其居者虽卑而不贱”，这
就告诉我们通过锻炼身体、保持身心的平衡，可以在生活中
获得持续的快乐和幸福。通过学习体育传统文化，我形成了
良好的养生习惯，比如定期锻炼身体、合理饮食和保持心情
愉悦，这对于我的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学习体育传统文化是一项有益而有趣的活动，通
过学习体育传统文化，我对体育道德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体
味到了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内涵和智慧，更加重视了健康养
生。这些对于我个人的发展和成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重视体育传统文化的学习，从
中获得身心的健康和快乐。

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篇二

什么是文化?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
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
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中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
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
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
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
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
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
改，然后加诛。”晋柬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
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
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
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



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
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
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
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
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
兵”，文治武功。“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近代
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粱启超在《什
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0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
共业也。”粱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
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
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
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
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
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
”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
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
的反映。”《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
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
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
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
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
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
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
态和习俗的总和。

民族性、国度性。是文化的重要属性之一。在世界历史上，
各民族、各国家分别在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提供的舞台上，
演出了性质不同、情节有别、风格各异的文化正剧。中国文
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伟大贡献。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
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
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共同
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



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
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
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
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
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
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
思想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
“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在结构上体现了“一”与“多”
的统一，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是“一”，吸收各族文化和外来
文化是“多”;历代统治阶级“独尊儒术”是“一”，兼取儒、
道、法、墨各家治术和容忍儒、道、佛三教并存是“多”。
它们既构成中国文化整体，又各自独立存在，既包含成体系
的理论形态，也包含以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审美情趣、民
族感情、民族心理。以及由历史积淀而成的行为模式、思雏
方式和0理特征。这种结构特色，使中国文化既具有大传统;
又具有小传统，大小传统互相激荡，互相冲击，形成波澜壮
阔的中国文化之流。

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篇三

第一段：引入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学习的必要性（字数：200）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传统文化逐渐被人们所忽视。然
而，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和灵魂，它承载了民族的历
史、思想和道德观念。学习传统文化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
更是肩负起传承、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责任。我深深
地体会到学习经典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个人的成长，
还是对社会的贡献，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二段：学习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和影响（字数：250）

学习经典传统文化使我对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有了更深的认



识。经典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它融汇了艺
术、哲学、道德、伦理和思想等多个层面的精华。通过学习
古代经典，我得以领略到了古人的修身养性之道，学习到了
如何处事、如何与人相处的智慧。同时，学习传统文化能够
提升个人素质和修养，提高自身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创
造力，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

第三段：学习传统文化的方法和途径（字数：250）

学习经典传统文化需要有针对性的方法和途径。除了学校的
课程，我们可以通过阅读经典著作、参观博物馆、观看传统
舞台剧等方式来学习。此外，还可以参加传统文化社团、学
术讲座和研讨会等活动，与专家学者进行深入交流，拓宽自
己的文化视野。学习传统文化还需要长期坚持和勤奋学习，
不能浅尝辄止，要有系统性的学习计划和目标，通过积累和
凝练的过程，逐渐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修养。

第四段：学习传统文化的收获和体会（字数：250）

通过学习经典传统文化，我受益匪浅。首先，我对中华文明
的自豪感得到了增强，进一步确立了文化自信。其次，我明
白了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之处，它并不是僵化的，而是在持
续发展、不断创新。再次，我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智慧和力
量，能够更好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困惑和挑战。最后，学习
传统文化让我更加关注社会，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我愿意积极参与其中，为传统文化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五段：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性（字数：250）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民族的责任和义务。现代社会
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发展，传统文化是一座桥
梁，让我们与过去、与外部世界进行对话和交流。同时，传
统文化也是强国之基，只有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个国家
才能确立自己的命运和发展道路。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当



积极参与到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事业中，从自己做起，踏
实学习，积极传播，为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

总结：通过学习经典传统文化，我深深地意识到其对个人成
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发现了学习传统文化的方法
和途径。通过学习，我不仅增添了文化自信，还从传统文化
中汲取了智慧和力量。学习传统文化不仅是自我修身的过程，
更是对祖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责任。只有通过每个人的努
力，共同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我们才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
来。

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篇四

《孝经》里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曾经我以为
孝不难，给父母买买东西，给父母零用钱就是孝了。通过学
习传统文化，我才知道自己并没有真正参透孝的内涵，孝养
父母不仅是养其身，还要养其心养其志，所以很惭愧自己还
没有做到从精神上给父母关心和理解。正是因为自己对孝的
领悟不够，使自己的孩子对孝也有严重的缺失，导致了他的
娇纵和不负责任。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我认识到，我们
不仅要在认识上转变，更要在行动上力行，要言传身教，做
好孩子的榜样。

虽然这只是我学习传统文化带来的一点点对孝的认识上的转
变，但是我感到这却是我得到的最重要的收获，我认识到了
百善孝为先。

身边很多朋友知道我在学习传统文化，都问我：你通过学习
得到了什么？我说：看似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我可以告诉
你，我收获了正知、正念、正能量，失去了负能量！是啊，
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我失去了愤怒、纠结、指责和悲观，失
去了无知的`干扰和障碍！这一点点的失去，却让我获得了更



多。首先自己的家庭和睦了，孩子愿意和我亲近，婆媳之间
没有了无谓的争吵，老公愿意给我更多的陪伴、理解和分担；
其次在工作上，我明白了自己想要是什么，想做什么，该如
何展现的自己！这于我是多么重要的启发啊，这就是传统文
化的魅力！

《论语》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每天清晨的读经，
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精彩，经典滋养了我，给我内在的力量，
让我更加精神焕发，在这条修为的路上，所有的努力都不会
白费，不论学到什么，哪怕就一句话，只要我力行到生活中
去，就说明我进步了，成长了！

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深厚的软实力，运用传统文化治国理政，
以精神文化力量推动社会健康发展。今天，我庆幸我自己走
进本善国学，我感恩汇导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感恩导师们
的辛勤付出！我愿意通过学习，修为自己，弘扬和传承中华
五千年这份宝贵的文化财富，我愿意用生命唤醒更多的人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篇五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变得越
来越现代化、快节奏，而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和学习似乎越
来越少见。然而，作为一种代表着远古智慧和道德准则的宝
贵财富，传统文化依然需要我们进行学习和传承。通过学习
经典传统文化，我深深体会到了其中的价值和魅力，帮助我
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世界、提升自我修养。以下是我学习经典
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传统文化是一座博大精深的宝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最深沉的之一，包
含了哲学、文学、历史、文化、道德等流派，其中经典文化



更是其中的瑰宝。我翻看经典著作，读到了《论语》中
的“礼尚往来”、“君子泰而不骄”等言论，深感这些思想
伦理准则至今仍然具有指引意义。随着我的学习深入，我还
走进了《尚书》、《诗经》、《周礼》等经典著作中，更多
地了解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认知。这些文化遗产不仅
代表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更是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启
示和指导。

第二段：传统文化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世界

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我发现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更深入了一层。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道德伦理准则，
这些对我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在《道德经》中，
我看到了它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关系的思考和阐述。
这些思想帮助我更加关注生活中的细节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使我能够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
义。

第三段：经典传统文化使我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生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很少有时间去思考人生的意义
和价值。而经典传统文化给了我反思和思考的机会。经典著
作中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作品，给了我丰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使我能够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意义。比如，在
《庄子》的作品中，我读到了“肆意妄为”的反思和对权力
的批判。这使我明白了追求精神自由和内心满足的价值，影
响了我对人生的态度和追求目标。

第四段：传统文化提升了我的修养品质

学习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是一种修养和品质的提
升。在学习古人的智慧和道德准则时，我不禁思考我自己的
为人处世和道德行为。经典著作中强调诚实、正直、勤奋、
宽容等价值观，在我日常生活中渐渐地变成了一种习惯和准



则。当面对困难和冲突时，我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通过学
习经典传统文化，我学会了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

第五段：传统文化的传承责任

作为年轻一代，我们有责任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现代社会
虽然发展迅猛，但却容易使人迷失自我。学习经典传统文化，
是重塑我们身份认同的途径之一，也可以让我们坚守传统价
值观念。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研究和传承，让这宝贵的文化
遗产照亮我们的未来，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在学习经典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不仅仅是对知识的追求，
更是对思维方式的改变、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对人生意义的
思考、对修养品质的提升。这些体会让我深刻理解到传统文
化的重要性和价值，同时也让我明白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
只有通过学习和传承，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更
好地面对和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篇六

经典传统文化承载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是民族文化的
瑰宝。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当传承和弘扬中国的经典
传统文化。近年来，我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学习经典传统文化
的活动，通过学习，我深刻体会到了经典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收获颇多。

第二段：探究过程

在学习经典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首先了解了中国的古代哲
学思想，如儒家、道家、墨家等。这些思想们通过各自的途
径，对人们的认识和生活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则和方法，对
于完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儒家
思想中，我学会了如何做一个有道德、有礼貌的人，追求心
灵的升华；在道家思想中，我学会了如何顺应自然，追求内



心的平衡和解放。通过研读这些经典著作，我逐渐明白了生
活的真谛，也提高了个人的修养。

第三段：实践经验

学习纸雕、瓷艺、剪纸等中国传统手工艺，是我对经典传统
文化的实践探索。通过亲身动手制作，我深刻感受到了古人
的智慧和工艺的巧妙。在纸雕的学习中，我学会了折纸和剪
纸的基本技巧，通过设计和制作作品，我感受到了手工艺的
创造力和独特性。了解到这些传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后，我
对它们的艰辛和细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珍惜和推崇
传统文化。

第四段：文化自信

学习经典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对个人修养的提升，更是对民族
文化的自信表达。只有了解和传承好传统文化，我们才能够
有更强烈的文化自信心面对世界。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奥而博
大，它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精神财富。通过学习经典传统文
化，我不仅更加了解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更加自豪和自信
地展示给世界。

第五段：展望未来

作为当代青年，我们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和传承经典传
统文化。继续深入研究和探索，挖掘出更多珍贵的文化瑰宝。
同时，我们还应该通过创新方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
结合，使其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传统文化是
我们民族的根，只有保护和传承好，我们的文化才能够长久
地繁荣。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以更加务实的态度，
去学习和传承好经典传统文化。

总结：



通过学习经典传统文化，我深刻意识到了其博大精深的魅力。
同时，我也明白了传承和弘扬经典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学习
经典传统文化，不仅能够提升个人修养，更是对民族文化传
承的责任和使命。只有通过我们新一代的不懈努力，传统文
化才能够承传下去，继续发扬光大。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
经典传统文化会以更加鲜活的形态，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篇七

五伦八德：夫义妇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朋
友有信。而其中，百善孝为首，我们就应该以身作则，养父
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

家里的每个人，都做好了，那这个家自然兴盛，自然和谐。

百善孝为先,什么是孝?如何行孝?有父母去奉养，又亲爹、亲
娘可以叫，是一种人生的幸福，不能做“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后悔事。

我们中国人的孝并非愚孝，舜的故事告诉我们孝敬父母，不
能让父母难受，伤心，“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的心灵才是
对父母真正的孝顺。

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
致其严。今之孝者，立身行道，而扬名于后世。

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篇八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孝"是儒学伦理道
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孔孟时期，出现了阐发儒家孝道观的经
典著作《孝经》。历代儒学之士都大力宣扬"孝道";封建帝王
也利用"孝道"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这二者的合力在民间的影
响就是《二十四孝》的产生和流传。邯郸学院听了"大力弘扬



传统文化，构建和谐邯郸"的讲座之孝道后，谈一下自己的体
会：

"孝"是一棵从人的心灵深处生长出来的道德之树的根，根正
才能大树茁壮，根深才能枝叶繁茂，根蒂牢固才能花果飘香。
没有这个根，学什么都不会对社会、对人类有益，禽兽不如
了，所学所做只能是欺世盗名而已。人之根本在孝，本就是
本性，也即是人性。这个根、这个本是情感最原始的生发地，
一旦触动，便如闪电一般照亮那个地方，最能"摇其心、动其
志、利其行".也就是说最能帮助人回归本性，回归人性，恢
复本善。孝是众德之根，诸善之源，立身之本，齐家之宝，
治国之道，是民族认同，民族团结、民族振兴的基础。江x
民提出的以德治国方针，胡爷爷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实则
都包涵了中华传统的孝道。

孝关乎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它让人的内心充满温暖，并把人
提升到一个庄严和神圣的境界。"百善孝为先"的古训早已成
为我们生活中的准则。

今天，孝敬父母不仅要养父母之身，重要的是要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志。这是行孝的三个含义。

在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很多人对孝的认识仍然还停
留在"能养"这个在孝行里面排在最后的层次上，认为只要满
足了父母衣食住行的需要，便是孝顺父母了。这是我们时代
的不幸，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不幸。当然。能够满足父母这
些需要，尚有可取之处，也算是一种孝行。可悲的是，有些
人在这个层面的孝也做不到。

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孝经》也好，《论语》也好，《弟子规》
也好，就是要把祖先那里的"孝"转化为现代"孝"的智慧，与
时俱进，融入到现代生活中，焕发出人性的光辉，把孝化的
习俗作为时尚，上升为信仰。孝心不能等，从现在开始;孝心
不用说，从做开始。以孝为本，以孝为荣，以孝为乐。跟风



就跟行孝风，追星就追贤孝星，成就我们的孝道人生。

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篇九

第一段：西方传统文化的背景及重要性（介绍）

西方传统文化是指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和传承
的文化体系，包括希腊、罗马、基督教等多个方面。它是人
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西方国家历史、思想、
艺术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学习西方传统文化可以使人们更
好地理解国际事务和跨文化交流、提高综合素质和文化品味。

第二段：学习西方传统文化的方式和方法（方法）

学习西方传统文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方法进行。一方面，
可以通过阅读相关书籍了解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例如读
经典文学作品、历史著作等，深入了解西方国家的不同时期
以及社会变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参观博物馆、艺术展览
等实际感受西方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参
加相关学术讲座、文化交流活动等方式深入了解西方传统文
化的内涵和精髓。

第三段：学习西方传统文化的目的和意义（目的）

学习西方传统文化的目的主要包括：一是了解西方文化的根
源和发展，丰富自己的文化底蕴；二是对比中西方文化，更
好地理解别国文化，为跨文化交流提供基础；三是学习西方
传统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和文化品味。

同时，学习西方传统文化还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西方传
统文化弘扬了尊重个体权利和自由的思想，对于人权保护方
面可以提供借鉴和启示；其次，西方文化注重理性思维和科
学精神，培养了人们的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再次，西方文
化凝聚了优秀的哲学、法律、艺术等等领域的成果，有着深



厚的人文内涵。

第四段：学习西方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体会）

在学习西方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其对当代世界
的影响和价值。首先，西方哲学思想的独立、自由、平等等
核心理念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次，西方文化的
开放和包容使得跨文化交流和合作成为可能，促进了不同文
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再者，西方文化的艺术创作形式
丰富多样，具有强烈的个性和创新精神。最后，通过学习西
方文化，我也对自己本土文化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更好地发现和修正自身的不足之处。

第五段：学习西方传统文化的启示和展望（启示）

通过学习西方传统文化，我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和交流的重
要性。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我们应该以开放
的态度去学习、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未来，我希望能够继
续深入学习和了解西方传统文化，探索更多领域和层面的知
识，将其融入自己的思考和行为中，拓宽自己的视野，提升
个人素养和综合能力。

学习西方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更
是一次跨文化交流的契机。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们可以更好
地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共通之处，促进文化多元化的发
展。同时，学习西方传统文化还能够培养我们的创新能力和
审美能力，提升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水平。总之，学习西方
传统文化对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文化交流的进一步促进具有
重要的作用。

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篇十

什么是文化?《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文
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就是我们的文物典



籍、礼乐制度，就是我们的人文修养、美、善、德
行。“化”则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所以，文化就是指
人们在生活中通过不断改变来实现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
我。

世纪之交，中国正走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在极大地提升了经
济实力的同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文化正走向混乱。由
于信息技术的普及，高科技产品的推出，知识的更新，各种
文化正急速地碰撞、交融。中国传统文化也正在接受新时代
的全面考验。

现代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呢?

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
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深刻
的道德伦理，都是我们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黑格尔说：“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
只是把她所接收过来的重视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
着并传给后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死板的，无用的文化，所
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无时不刻地影响着
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时尚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基础。
传统文化在影响现实的同时，也在新的时代氛围中发生蜕变。
只有文化与现实生活相适应，这种文化才能存活，这就是时
尚文化。

每个人对文化的追求是不同的。浪迹五岳、神游九垓的李白
追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淡泊名利、归隐
田园的陶渊明追求“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多愁善
感、忠贞爱国的李清照追求“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
黄花瘦。”他们都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诗人淡泊名利、追
逐理想、忠贞爱国的情怀依旧是现代人应该传承发扬的宝贵
精神品质。儒家文化依旧是我们的时尚文化。

在当今的时尚文化领域里，离不开传媒设备。打开电视，一



档档娱乐节目充斥着公众的视觉。打开电视，满眼都是歌唱
选秀节目，让我们觉得只要歌唱得好，就能出名。大多数人
喜欢音乐是因为它的旋律，给人气韵生动的线条美，让人听
着舒服，所以各大电视台推出歌唱类节目来吸引观众眼球。
但当这类节目大面积泛滥的时候，人们会发现，音乐似乎没
有什么吸引力了，开始感到厌烦。这是为什么呢?每天生活在
歌声里难道不好吗?其实，音乐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旋律，不
是节奏，而是歌词，是歌里面包含的理性精神。古人
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当歌手用情去演绎歌中的角
色，当歌手把饱含深情的文字唱出时，这样的音乐才是丰满
的，有内涵的，才能真正深受人们的喜爱，经久不衰。就像
我国著名的琴曲《高山流水》《潇湘水云》，不是因为弹奏
者的技艺有多么高超才流芳百世的，而是因为歌曲里面蕴含
着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他们的精神让我们倍受鼓舞。

传统文化的现代时尚化，是我们必定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