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弘扬传统文化团课感悟(精选5篇)
心得感悟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好的心
得感悟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
悟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感悟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弘扬传统文化团课感悟篇一

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产生，都有其一定的历史发展
基础。正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有三大理论来源一样，我
们今天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创
造的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所创立的社会主
义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创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基本思想基础上所形成的。因此，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渊源。

我们今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是摒弃中华
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要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
结合新的时代要求，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
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继续发挥鼓舞人民、凝聚力量的强大
作用。因此，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用科学的态度，用可行
的方法，充分挖掘和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大作用，以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
族精神。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需要。国家的魂
魄、民族的精神，始终是以文化为载体流淌在国人心中的。
它直接影响到人的思维、行为及生活方式。一个国家的强大，
其经济是与文化成正比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各族
人民世世代代的创造和积累，积淀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因
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必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深
刻而久远的影响。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



今后发展和繁荣的肥沃土壤。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发展中华文化的需要。民族的气节、
民族的传统、民族的情感、民族的愿望等组成了民族传统文
化的精髓。它们是民族的历史见证和发展脚步的痕迹。它必
然体现着民族的精神，活跃着民族的灵魂。民族的亲情也在
其中得到巩固。在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悠久的中华文明
得以生长，中华大家庭得以延续，炎黄子孙在数千年的延续
的传统文化中得到了传统的博大精深的文化熏陶。我们必须
承认：正是有了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华文化才源远流长，
才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精英，才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国
学大师。

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成为一条绣
满基因密码的金丝带，以其无边的法力在中华民族一代又一
代中传承。高度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对其进
行科学的传承，就是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是提高综合国力的需要。

综合国力，综合了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指标。
不仅仅是指经济方面的几项国际通用指标。既然它是综合的，
代表着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传统、民族愿望的民族文
化，当然也应该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传承中华民族富有特色的传统文
化，既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勤劳勇敢、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是为了让子
孙后代永远牢牢记住：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数百年来的战乱
中，坚定信念、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宁死不屈，就是因为
我们有积淀深厚的文化及其延伸出来的可贵的民族精神和民
族大义。中华文明是由五千年的民间文化中的精华所组成的。
它不仅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弘扬，更需要子孙后代的传承。
请党组织相信我，我有决心学好这些我们文化中的精髓，让
自己的头脑被知识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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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团课感悟篇二

岳母是北宋名将岳飞之母。岳飞十五六岁时，北方的金人南
侵，宋朝当权者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
关头。

很多自私的母亲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前线，希望能在战乱
年代保全子嗣血脉。

但是岳母却和一般母亲不同，她大义凛然，主动励子从戎，
精忠报国。

她为了让儿子永远铭记大丈夫当“精忠报国”的训诫，甚至
用绣花针把这四个字刺在岳飞的背上!

由于岳母的积极鼓励，使得岳飞投军后，奋勇杀敌、义无反
顾，他很快屡建战功被升为秉义郎。

有一次宋都开封被金军围困时，岳飞随副元帅宗泽前去救援，
多次打败金军，受到宗泽的赏识，称赞他是“智勇才艺，古
良将不能过”。

后来岳飞终成为一代有名的抗金英雄,为历代人民所敬仰。

弘扬传统文化团课感悟篇三

关键词：中华文化;传统道德

摘要：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丰富多采、博大精深的伦理文
化遗产中，很多优秀传统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它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决不是脱
离中国传统道德而产生的，它必然而且应当是对中国历史上
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发展.把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同中华民
族的传统道德要求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人类更高的精神文明，
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当今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道德，
必将极大地丰富社会士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加快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

一、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是相对近代道
德、现代道德、当代道德而言的.它是中国古代儒、道、
释(佛)伦理思想体系的综合和概括，而以儒家道德思想体系
为主的民族道德的总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是其被今
人批判继承的精华部分，它的内容非常丰富。

(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政治道德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强调整体精神，提倡关心社傻民生，
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而献身。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
心力的结品。

第一，把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作为一种道德义务.颜元
以“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为已任;顾宪成“风声，雨声，
读书声，声声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戚继光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
戈马上行”;顾炎武高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把
爱民族、爱国家的道德情感，升华为一种道德意志，并在实
践中忠实地履行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的道德义务。

第二，提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道德境界，屈原仁下
求索，虽九死其未悔;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诸葛亮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飞“精忠报国”;范仲淹“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充分体现了他
们“先公后私”，“尽忠报国”的崇高道德境界。

第三，奉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情操。苏
武“杖汉节牧羊”;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袁崇焕“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夏完
淳“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张煌言“赢得孤军同硕果，
也留正气在乾坤”;郑成功“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
离”··“二这些体现了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身陷逆境，
不辱大节的高尚道德情操。

(二)以仁爱宽容为核心的社会道德

儒家伦理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提倡“仁”、“礼”，并
把“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这种社会伦理道德对
后世影响极其深远以仁爱宽容为核心的社会道德思想包括:

第一，提倡“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
孔子第一个把“人”和“仁”联系，并把“仁”解释为“爱
人”。“仁者爱人”，这是一种早期的人本主义的思想。

第二，倡导“爱人”要以互爱为前提，认为只有从“爱人”
出发，才能达到“人恒爱之”，彼此相爱和谐.因此，在人与
人的关系中，应该“和为贵”;“已所不欲，勿施于
人”;“克已复礼为仁’，这是一种维护良好人际关系的社会
公德.

第三，提倡“厚德载物”的团结宽容精神。《周易》中
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作为正人君子，
应该效法大地的胸怀，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就是讲团结，有
宽容宽厚精神，强调“推已及人”和人际和谐，从而形成一
种社会凝聚力.

(三)以“五教’原则为核心的人伦道德



从《尚书》中最早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开始，到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
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规范了封建社会中最基本
的人伦关系.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对人伦道德关系的基本耍求
是:

第一，在家庭人伦关系中，主张以“孝’为一切道德的根本.
《孝经》中提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认为
这是所有道德“教化”的出发点.先秦儒家认为，“孝’就
是“善事父母”，就是要以“孝”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孔
子认为，对父母不但要“养”，而且要“敬’.他说:“今之
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禽兽尚知“反哺”，人如果对父母不敬不养，那不是犬马不
如吗?对父母的赡养，只有从深爱出发，才能有和气偷色，承
顺父母之心.

第二、在社会人伦关系中、强调“忠”、“信”二字，儒家
道德观念中的“忠君”和“爱国”是统一的，并认为“忠”是
“孝”的延仲，即把家庭伦理道德引仲到国家.“忠国孝亲，
赤子之情”，此乃“人之大伦”.因此，国民应该谨奉“忠孝
之道”，做忠君爱国，孝事双亲的忠臣孝子，儒家认
为，“信”也是“孝”的延仲，是把家庭人伦关系引仲到社
会人际关系当中去.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
把“信”作为“五德’之一。孔子认为，做人立世，信诚至
上，他非常形象地比喻:“人而无信”，就象车子缺少轮子样，
没法在社会上从事各项活动.因此他主张“言必信，行必
果。”在处理与他人关系时，要做到诚实无欺，讲究信用，
遵守承诺.在社会日常生活中，交友重信，一诺千金.在社会
政治生活中，取信于民，为政之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信
用诚笃，经商之德.古人从生活实践体会到，经商只有“以义
为利，以义求利’，“诚笃不欺”，“人有义声’，社会信
誉良好，才能事业兴旺.



弘扬传统文化团课感悟篇四

通过开设传统文化，我想谈几点体会：

中华传统文化包罗十分广泛，内涵极其丰富学习，特别是蕴
含了丰富传统哲学，那些简短精悍的是古代闲人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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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回过头去看自己走过来的
脚步，自己的幼稚可笑的思想。每每读到那些话又联想到自
己的过去，心便有戚戚然，想想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更是唏
嘘不已。自己原来一直错得那么的厉害。像我们大多数人每
天追逐个性潮流，沉迷电脑网络，缺少思考，缺少生活考验，
碌碌无为的一群人才真正是不会做人!以自我为中心，对社会，
对学校，对他人稍有不满就大呼天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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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那么心胸会开阔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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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懂的也
不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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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喜欢《易经》中的那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经常用这句话去勉励
自己，交给我们怎样去做一个人，做好一个强者、智者。我
经常在想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两句就会是一个圣人，又想起
温总理在上任时说的那两句话来勉励自己：“雄关漫道真如
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摸
索”。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精深的文化随便精研
点就受用终生了。

现代的'人多是浮躁的，甚至是一些研究古典文化的人也是如
此，多想所有的人都去真的专心的去学习一些传统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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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传统文化团课感悟篇五

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后，我才知道要怎样做一个人，我才



明白人生的价值与目的在哪里。

以前，我不是不努力，可以说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甚至可
以说我一直在拼命地努力。可上了十几年的学，上了十几年
的班，还是不知道人活着为了啥?记得从上初中开始，关于
「人生价值与意义」的问题就一直让我迷惑，甚至苦恼。上
班后，我便把自己的人生价值视同于我的薪水与地位，认为
这些就是体现我人生价值的。为了追求更有「价值」的人生，
我努力地工作，在工作中始终比较顺畅。可薪水与地位让我
满足时，我也没快乐，还是心无主宰。我经常愁眉不展，难
道我的人生就只是这样吗?生命就这样渐渐老去而已吗?我不
甘心，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越努力，越迷惑。现在我知道，
我走错了方向，当然越走偏离的就越远。

以前主要是思想意识不对，努力的方向不对。如今，我可以
说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只要找对了人生方向，走的快点、
慢点都没有关系，但人生的方向一定要对。我是幸运的，我
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可我知道，还有许多人，同样也很努力
地追求，但没有人教他，他遇不到，仍然继续拼搏奋斗，生
活在茫然与黑暗之中。所以，我认真地学习，希望将中国传
统文化传递给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及所有有缘的人。

二、中国传统文化化解我多年积怨。

抚平心头重创事情要从我小时候说起。

五、六岁时，我看到有一次母亲很喜欢一件旗袍，因舍不得
钱而没买，那时我就有一个理想：我长大了，一定要给母亲
买好吃的、好穿的，让母亲天天享受女儿的爱心与孝心，让
母亲为有我这样的女儿而骄傲。从小，我没什么大的志向，
心里就想着到那时，看母亲笑容满面，我就很陶醉，我一直
规划着以后如何孝养母亲。

但在我还没有能力供养母亲时，母亲就离开了我。当时我在



读高中，这个打击对我来说太大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母
亲与父亲不是一直在外地治病吗?所有的人都告诉我，安心在
家上学，母亲治好病就会回来了。我天天盼着母亲早点回家，
怎么突然治不好了呢?母亲走时，我实在不明白，怎么会成这
样了?我一时根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因为在母亲治病的整个
过程中，我从来没想过母亲会治不好，会永远的离开我们，
我还等着要孝顺母亲呢!

母亲就这样走了，生活还是要继续，我还要上学。我认为，
我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毕竟我还有父亲，我还有家。
可后来，在短短的一年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父亲又找了一个女人，经常不回家。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回
家，下了大雪，雪很厚，骑不了车，我与一个女同学搭伴走
回家。天很黑，伸手不见五指，当我们走到胡同里时，突然
有一双黑手从后面把我按进了雪地里。我回头一看，一个蒙
面人，我吓得大叫。也许是我的大吼大叫吓跑了那个坏人，
那个坏人跑后，我瑟瑟发抖，不知道怎么回的家。

回家后爸爸还是不在，我给爸爸写封信，告诉爸爸晚上不要
出去了，我很怕。可第二天，爸爸还是不在家，后来我想，
不在就不在吧，我与弟弟有一个家就行。可后来，这个希望
也破灭了，父亲与继母结婚，把我们的房子卖了，带着我与
小弟住进了继母的家。

继母原是一个四十多岁还没结婚的女人，性格特别怪，很厉
害。按理说，继母的家也应该算是我们的家，可在那个家里，
我就找不到一块属于我的安全的地方，经常不知道是什么原
因，就遭来了大骂。当时，我只想找一个安全的角落，钻进
去想我的母亲，舔我的伤口，可没有。当我们受委屈时，父
亲每次都沉默，我感到父亲不再能保护我们了，不再是我们
的依靠了，我与父亲反抗，我更加想念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