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文化传承心得体会(精选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我们想要好好写一
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文化传承心得体会篇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要坚持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
群众的原则。下面由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教师学习关于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心得体会，欢迎大家阅读与借鉴!

从xx届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到xx大报告指
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的建设早已深入人心。文化
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在我国当代的发展
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
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的社会问
题和矛盾，这时就需要有一种精神的动力和智力的支持，所
以提出文化强国建设，就是通过文化来引领我们前进的方向，
凝聚奋斗的力量，带领我们党和人民走向物质与精神俱丰的
小康社会。

通过学习xx大报告，我真切认识到，文化事关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兴衰成败。而学校是青年学生的集中地，是培养祖国
未来的园地，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生力军。因此，作为学校
教育工作者，要更加重视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而胡在xx大报告中强调的“三个坚持”为我们学校
工作者如何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1、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我们首先要认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对德育工作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作
为学校德育工作者，一定要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
通过校园网络、校报、宣传栏，各种文化活动等途径引领大
学生思潮，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的民
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全面提高大学生道德素质。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
一种积极进取、健康向上、求实创新、文明和谐的校园精神
文化环境和氛围，全面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和道德文化素质。
首先提高老师个人的品德素养，积极引导学生严谨、逻辑、
脚踏实地工作与学习的求实精神。其次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社团活动，充满朝气和创新
精神的科技学术活动，让广大学生参与其中，以不断加强大
学生自身道德素质的建设。

3、丰富大学生业余精神文化生活。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提高校园文化的质量。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
广校园普通话，充分利用校园图书馆，社团，各种比赛和社
会实践机会，来满足不同需求的大学生文化生活。

我们一定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心，向着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前进!

通过学习xx大报告，我真切认识到，文化事关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兴衰成败。而学校是青年学生的集中地，是培养祖国
未来的园地，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生力军。因此，作为学校
教育工作者，要更加重视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而胡在xx大报告中强调的"三个坚持"为我们学校工
作者如何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一种积极进取、健康向上、求
实创新、文明和谐的校园精神文化环境和氛围，全面提高大
学生思想政治和道德文化素质。首先提高老师个人的品德素
养，积极引导学生严谨、逻辑、脚踏实地工作与学习的求实
精神。其次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
校园社团活动，充满朝气和创新精神的科技学术活动，让广
大学生参与其中，以不断加强大学生自身道德素质的建设。

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校园文化的质量。通
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广校园普通话，充分利用校园图书
馆，社团，各种比赛和社会实践机会，来满足不同需求的大
学生文化生活。 我们一定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心，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前进!

通过学习xx大报告，我真切认识到，文化事关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兴衰成败。而学校是青年学生的集中地，是培养祖国
未来的园地，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生力军。因此，作为学校
教育工作者，要更加重视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而胡在xx大报告中强调的三个坚持为我们学校工作
者如何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1、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我们首先要认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对德育工作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作
为学校德育工作者，一定要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
通过校园网络、校报、宣传栏，各种文化活动等途径引领大
学生思潮，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的民
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全面提高大学生道德素质。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
一种积极进取、健康向上、求实创新、文明和谐的校园精神
文化环境和氛围，全面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和道德文化素质。



首先提高老师个人的品德素养，积极引导学生严谨、逻辑、
脚踏实地工作与学习的求实精神。其次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社团活动，充满朝气和创新
精神的科技学术活动，让广大学生参与其中，以不断加强大
学生自身道德素质的建设。

3、丰富大学生业余精神文化生活。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提高校园文化的质量。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
广校园普通话，充分利用校园图书馆，社团，各种比赛和社
会实践机会，来满足不同需求的大学生文化生活。

文化传承心得体会篇二

11月28日上午，“阜阳市小学国学教育教研活动之磨课活
动”在太和县一小的多媒体教室成功举办。本次磨课活动参
与者有来自阜阳教育局周鹏主任带领的名师团队、王成杰名
师工作室全体成员、以及相关年级的老师和学生。整个磨课
活动共分为四个阶段:名师引领、分组评课议课、汇报交流、
专家评课等。参课老师受益匪浅。

一、名师引领

太和一小的付莉老师和阜阳市北城小学叶慧老师分别给大家
展示了精彩的国学经典教学。国学经典文化是我国古代先贤
的智慧，博大精深，给我们现代人带来很多启示。可是在教
学国学经典时，老师们却不知所措，往往是把古文上成背诵
课或者“一言堂”——枯燥无味。然而，今天两位老师却给
我们展示了不一样的课堂，真正地走进经典，走进生活。如:
付莉老师的教学采用创设情境，教学行大礼，激发学生学习
古文的兴趣;有梯度教学，由浅入深，环环相扣，层层深入，
引导学生掌握学习古文的方法等等。还有叶慧老师为学生创
设出轻松的课堂，让学生在此自由发挥。上课伊始，叶老师



通过大量的数字告诉学生老子的《道德经》被译成外文，带
给学生深深地震撼，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古文的兴趣。课堂上，
叶老师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每一位学生，教学时
联系生活实际，课件出示相关句子，配以相关文字和插入相
关视频，更直观的理解句子的含义，并结合生活让学生谈感
受，叶老师适时赞扬并小结，真让我们享用了一场丰盛的教
学大餐!他们的教学为我们一线教师在教学古文指明了方向。

二、分组评课议课

课堂教学结束后，阜阳市教育局周鹏主任给前来观摩的老师
分了两组，进行评课议课，并提出评课时抓住“老师们选材
是否合适?教学目标是什么?”进行小组内评课议课。老师们
也踊跃参加，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感言。

三、汇报交流

在王成杰主任的主持下，两组各派一位代表上台，就本组评
课议课的内容展示并讲解给大家，代表们针对不同的课进行
了详细的汇报。

四、专家点评

最后，周主任做了总结两位老师成功教学的经验:作为老师，
首先有责任有义务把课上好!其次，得法于课本，引导学生运
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选材上切合学生实际，关注全体学生;
在确定教学目标时，要以标扣本顺学情等等。

整个活动地开展，从听、评、议到展、结，我们每位观摩老
师都亲自参与，亲身感受，与名师零距离接触，聆听专家的
精彩点评，可谓是不虚此行，收获颇丰!



文化传承心得体会篇三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是从深厚的民族生活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下面由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心得
体会，欢迎大家阅读与借鉴!

中华传统文化包罗十分广泛，内涵极其丰富，特别是蕴含了
丰富古典哲学，那些简短精悍的名言警句是古代圣贤的人生
智慧总结，这些有助于我们走好人生的路途，有助提高个人
思想道德修养。例如老子和孔子做人的道理与为人处事的原
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思考空间。 古人没有现代人的忙碌节奏，
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思考未来思考那些我们现在可
能觉得是疯子似的问题，他们之所以睿智，是因为他们比我
们更用心的去观察了这个社会，我们被更多世俗的东西蒙住
了眼睛，我们被局限到了一个自己的小世界里，我们无法认
识更广阔的天地。假如我们思考问题只从自己出发,那么看到
的都是很短期,肤浅的利益。那么为社会为他人牺牲更是无从
说起。但是,如果把我们置于一个群体中,置身与我们大社会,
我们就不会过多的注重自我的感受和个人的得失了。孔子非
常注重仪容礼节，把看作为人处事的重要一面。其实我们不
论对任何人都十分注意行为规范养成良好教育，所以，我们
首先是做人，其次才是学习其他知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
这样说：“千教万教，学做真人”。意思是教育的目的，就
是教人做人。另外，传统文化中强调严教齐贤，见贤思齐。
在传统的伦理文化中，以严字当头，强调以进德修身，反对
溺爱、宠爱。

那么博大的文化,我们个人的恩怨情仇,大喜或大悲已是不值
得一提了。人生无喜亦无悲,无欲亦无求,那将是怎样的一个
境界呢?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前人的知识与
智慧。那么我们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让
我的心开朗了许多，就像突然遇见了太阳。能够提高自己的
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



儒家学问里有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要想成才,那
么首要的是修身-----修身养性! 读书可以修身,但是读些怎
样的书?怎样才算修身养性呢?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有识之士
在探索。但是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首先要把人做好
了,才有资格谈能力。一个品德低下的人即使学富五车也是徒
劳。这样的人于社会于他人也将是无所益处的。我们必须不
断学习,以一颗真诚虔诚谦虚的心努力学习好我们炎黄子孙的
文化精华,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将信息化为知识最终成为自
己的智慧!我的心里渐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方向,我知道自
己以后应该怎么更好地去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
更好地位教育教学服务。

传统文化，让旷久的时间静默的历史浩瀚无声的文化来安静
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更好的去珍惜生命，感受生命。不敢说
自己是个有智之人,但至少在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后,我知道
一个要有着豁达心胸才可以宁静平和的心态去对待日常生活
中的每一件事。淡泊名利,去掉尘世的浮华与虚无,我要寻找
我的快乐的精神家园。只要肯于学习,勤思考,相信,总有一天
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的境界。

多读书养智气，重情义养人气，能忍辱养大气，温处事养和
气，讲责任养贤气，系苍生养底气，淡名利养正气。深入经
藏，智慧如海!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
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
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着的生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
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
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
性，它无时无刻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
化提供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基础。因此，传统文化距离我们
并不遥远，在现实生活的强劲脉搏里，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
它的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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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进新的文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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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是从深厚的民族生活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半封闭的温带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农业型自然经济和家国
一体的宗法社会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滋生、发展的土壤。
这些社会存在的综合作用，培养了中国人特定的社会心理，
以此为中介熔铸了富于中国风格的社会意识形态。

中国人有追求思想和法度统一的悠久传统。早在《诗经》中。
就有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
歌颂。春秋五霸，尊王攘夷。孔子“张公室，杜私门”，认
为，“天下有道，则札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陪臣执国
命”。荀子也反复强调“一天下”。韩非更提出“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政治设计。儒法思想结
合在一起，奠定了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并得到后世的广泛认
同。

中国历史上，即使撇开带有某些传说色彩的夏、商、周三代，
仅从秦朝算起，也是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统一是
主流，分裂是暂时的。在统一时人民反对分裂，在分裂时人
民盼望统一。即使是处在较长时间的分裂时期，人们仍然认
为分裂是不正常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
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充分表达了人民盼望统一的心
声。

住的人的爱护、公正、守信，并能做出表率，为管理尽心竭
力。从而维系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在下位
者犯上作乱固然属大逆不道，在上位者暴虐恣睢也被斥为独
夫的民贼，因为这二者都有害于国家的统一。

崇尚统一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有广泛而多方面的表
现，它对于中国文化长盛不衰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并从而
形成了中国人对群体的归属感和对集体的义务感等思想观念，
形成了重奉献、讲礼貌、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和较好的社会风
气。但同时也有过分依赖、尊经崇圣、唯书唯上、限制主动
性发挥等消极作用。



“和”是中国文化普遍追求的一种状态或境界。

“和”作为哲学范畴，指对立面的统一。西周末年的史伯已
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
物归之。”后世便把“和”奉为普遍的原则或看作事物的最
佳状态。

先秦儒家把宇宙看成是个大和谐。荀子说：“列星随旋，日
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
养以成。”而把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看成
是“天”(自然)失和的表现。《中庸》说：“万物并肓而不
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迭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在天人关系上，先秦各家无不以“和”为最高理想。孔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提出，“数罟不入
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朦胧地流露了某种生态意识。
《老子》提倡“守中”，把婴儿(喻“道”)的状态赞为“和
之至也”。庄子更是讲“和之以天倪”。名家的惠施也作
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的结论。中国哲人承认事物的
差别和对立，矛盾与斗争，但认为最终的结局或最佳的状态
时和谐。宋代张载的论述可作为代表。他说：“有象斯有对，
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人际关系的和谐更是为中国人所看重。孔子弟子说：“礼之
用，和为责，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但反对无原
则的调和，更反对同流合污，主张“和而不流”。中国人强
调个人与群体的统一性。一方面充分肯定个人存在和发展的
价值;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人的存在和发展应该同他人、群体的
存在和发展统一起来，使双方处于和谐的关系中，而不应分
裂与对抗。

和谐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各门类的共同追求。



政治上，重视君民、君臣、国家、民族间的和谐，主张“克
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
邦。”“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经济上主张“百
姓时和，事业得叙”，谨养其和，开源节流。思想方法上主
张执两用中，无过不及。修养上讲究“从容中道”“文质彬
彬”。艺术上崇尚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养
生家以身心和谐为最佳状态，中医把病看作是“身体违和”
的表现，而以平衡阴阳，协调气血作为辨证施治的要诀。

中国古代文化以解决社会人生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执
着于对政治、伦理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的探求，而
对于纯抽象的思辨则不感兴趣。

在宇宙观方面，中国人中关系而不重实体，对宇宙(“天”)
的本源、本质问题较少注意，而集中考虑的是天人之间的关
系。对于鬼神等渺茫难知的问题，更是采取“存而不论”或
敬而远之的态度，而着眼于“武民之义”，即使说及，也不
过是为了神道设教。

早期儒家的两位大师对于何以采取这种，重实用的态度作过
如下解释：“知者无不知，当务之为急。……尧舜之知不遍
物，急先务也。”“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
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
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万物之怪，《书》不说。
无用之辩，不急之察，齐而不治。”孟、荀所论，对于奠定
中国人重实用、轻玄想，务实是、戒空谈，看实效、看实绩
的致思倾向起了重要作用。

道家的“法自然”似乎有些异趣，但是，《老子》关心的重
点依然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骨子里
仍然是“君人南面之术“，是以退为进的处世之道。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们的精辟深刻，使得许多
现代人(包括外国的知名思想家)都惊叹不已。但是，它们主



要是人生的辩证法，而不是精确概念的辨证法，甚至难于找
到纯粹的思维规律的表述。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素称发达，在许多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但是，它们(包括四大发明在内)大多是与政治、人生
密切相关的实用技术，纯粹的理论自然科学则发展不够。这
些实用技术大多是以具体科学的形式出现，而缺乏对有关原
理的精辟阐述和公式公理系统。农业、医药、天文、历法、
水利、数学等学科成就之高、解决具体问题能力之强，简直
令后人惊叹不已，但对于其间的原理和方法，有的直到今天
仍然莫知其详。

这种重实用的倾向，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
任何学问，都要求它有效果，有益于国计民生。修史是为了
鉴戒垂训，察古知夸;文章是“经过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诗歌是为了“言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绘画
是“助名教而翼群伦”;音乐的作用就更被重视，因为它“可
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

中国文化的这种致思倾向。就是所谓“实用理性”。这一实
用理性的传统，淡化了中国人的宗教情绪，使得无神论思想
源远流长。“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
义的泛滥”，中华民族在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
等方面的优点和缺点，都与此密切相关。

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各种科技、人
文上的创新都在引导人类走向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
受到挑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包括人
们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在这个动荡巨变的时代，历史悠久
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外部和自身变革的双重挑战，它没有
适应世界工业化的潮流和科学主义的浪头而使民族达到现代
的物质繁荣，它没有萌生自由平等观念而使社会介入现代的
政治发展，它没有转换人生目标而使人们过渡到新的生活方
式，最后，它没有包蕴现代价值体系而使个性进入现代的精



神0理状态。这四个方面的挑战使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受到
多种批评和否定性的剖析。相当多的人均把中国传统文化视
为一种传统社会的固有部分，与自然经济和小农社会的特质
相关联，因此不可能从中发生创造性再生，不可能在未来社
会中有所作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批先驱先烈们，在面
对西方文明时都曾拥有宽广博大的胸怀和谦逊谨慎的品格，
然而，这些胸怀和品格难道不是喝着传统文化的乳汁哺育出
来的吗?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不适应时代的糟粕存在，然
而它更有其优于世界文明之精髓传承。

中国人曾经把传统信仰打得支离破碎，依靠国家力量维持个
人与群体的协调。当国家的力量对我们的内心影响越来越小
时，我们的内l心便会无从寄托，且无所敬畏。无所寄托我们
便无所适从，茫然浮躁;而无所畏惧便容易道德沦丧，胡作非
为。目前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主要也在这两个方面。用优秀
的中国传统文化指导人生，建设好个体，从而建设好我们民
族。这是我们目前应该做的。

中华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价值观方面的丰富精神财富，诸
如天下为公、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崇德重叉、仁爱胸怀的道
德情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奋争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
川的宽容品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意识;澹泊明志、
君子慎独的自警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超越
功利、崇尚节俭的生活态度等等。传统文化中这些价值取向，
对个人的品格高度、职业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吸取中
国文化精髓建立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为官为人为亲为友的方
方面面言行中，这些言行是由价值观念主导的内在精神气质
的行为外化。

传统文化中蕴涵无穷的智慧，也能为个人的业务工作提供大
量的智力支持。国学大师钱穆一辈子研究国学，临终前悟出
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天人合一。用现代语言翻
译就是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必须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他
的女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一生致力于科学，近年则聚



焦于环境保护、循环经济。父女两人，一个从传统文化出发，
一个从科学技术出发，殊途同归。这说明我国国学里有许多
方法论上的东西可以古为今用。又如渊源于中国文化传统的
中国管理心理思想，它具有整体观、协和观、人本观等特点。
其不同于西方管理思维的优点在于，重视发挥在管理中的能
动作用，注意各种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善于从整体的长远
的管理目标出发决定管理措施。这些优点至今依然自发地体
现在中国管理实践当中。当代的企业家如果注意学习中国传
统文化，掌握我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精华，必能有助于自
己的管理实践。

综观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社会发生的每一次剧烈变革，总
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而每一次文化反省的结
果，又促使社会变革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展开。“五四”
至“文革”的60余年间，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主要是以批判为
主。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背景
的变化，学术界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传统文化并不是
一堆垃圾，其对现代化也决非只有消极作用。完全否定抛弃
几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也会对现代化
建设产生不起的影响。正确的态度应是：立足国情，辨证地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抛弃其糟粕，继承其精华。既汲取世界
先进文化的内涵，又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转化，用优秀
的中国传统文化联系未来，从而建构起中国现代民族文化。

文化传承心得体会篇四

通过学习xx大报告，我真切认识到，文化事关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兴衰成败。而学校是青年学生的集中地，是培养祖国
未来的园地，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生力军。因此，作为学校
教育工作者，要更加重视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而胡在xx大报告中强调的"三个坚持"为我们学校工
作者如何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一种积极进取、健康向上、求
实创新、文明和谐的校园精神文化环境和氛围，全面提高大
学生思想政治和道德文化素质。首先提高老师个人的品德素
养，积极引导学生严谨、逻辑、脚踏实地工作与学习的求实
精神。其次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
校园社团活动，充满朝气和创新精神的科技学术活动，让广
大学生参与其中，以不断加强大学生自身道德素质的建设。

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校园文化的质量。通
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广校园普通话，充分利用校园图书
馆，社团，各种比赛和社会实践机会，来满足不同需求的大
学生文化生活。 我们一定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心，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前进!

文化传承心得体会篇五

从xx届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到xx大报告指
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的建设早已深入人心。文化
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在我国当代的发展
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
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的社会问
题和矛盾，这时就需要有一种精神的动力和智力的支持，所
以提出文化强国建设，就是通过文化来引领我们前进的方向，
凝聚奋斗的力量，带领我们党和人民走向物质与精神俱丰的
小康社会。

通过学习xx大报告，我真切认识到，文化事关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兴衰成败。而学校是青年学生的集中地，是培养祖国
未来的园地，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生力军。因此，作为学校
教育工作者，要更加重视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而胡在xx大报告中强调的“三个坚持”为我们学校
工作者如何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1、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我们首先要认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对德育工作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作
为学校德育工作者，一定要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
通过校园网络、校报、宣传栏，各种文化活动等途径引领大
学生思潮，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的民
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全面提高大学生道德素质。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
一种积极进取、健康向上、求实创新、文明和谐的校园精神
文化环境和氛围，全面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和道德文化素质。
首先提高老师个人的品德素养，积极引导学生严谨、逻辑、
脚踏实地工作与学习的求实精神。其次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社团活动，充满朝气和创新
精神的科技学术活动，让广大学生参与其中，以不断加强大
学生自身道德素质的建设。

3、丰富大学生业余精神文化生活。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提高校园文化的质量。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
广校园普通话，充分利用校园图书馆，社团，各种比赛和社
会实践机会，来满足不同需求的大学生文化生活。

我们一定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心，向着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