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思想史心得体会(优秀5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那么心得体会怎么
写才恰当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
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国思想史心得体会篇一

李泽厚的历史触觉是敏锐的，但他受困于wg时期的经历，不
能意识到启蒙和革命结构上的同一性，更认识不到启蒙和革
命实质上在历史当中出现的辩证关系---没有摧毁封建制度社
会基础的革命，就不会有全民卷进工业社会的真正的启蒙时
代，革命恰恰让封建地主的启蒙最终扩大为全民的启蒙。从
这个角度讲，中国革命的"农民性"和最终一个所谓"封建性"
国家的重构(事实上比起"封建"，更恰当的形容词是利维坦)，
就是实际上毁灭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主体---五四青年投身农
村、适应农村，最终鼓动了被剥削农民底层的(物理塑造成
的)心理，从而毁灭了封建的物理。所以李泽厚指望城市启蒙
文明对农村的规训以实现启蒙，本站锦是本末倒置的，因为
恰恰是中国的"农民性"导致了(在八十年代时刻的)未来全民
的启蒙实现的可能性。

也是在这种心境下，李泽厚才在提出"西体中用"这一十分精
妙的概念之后，又将之解释为庸俗的折中调和主义。他在八
十年代面对的是整个"西体"(工业社会的文化)即将在全社会
建立起来的时刻，也认识到这种"西体"恰恰在沿着一条独立
的路径前进，也就是所谓"中用"。但他被困在八十年代那一
套"全盘西化"对抗"tg****"这一二元对立的范式里，从而最终
只能提出庸俗的折中方案，并冠以"西体中用"之名，顺便也
将这个概念庸俗化了。然而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李泽厚意
义上"西体中用"的过程，******主义等来自西方工业社会的
理论进入乡土中国后，变异的成果("中用")最终摧毁了中国



的封建结构，才建立了八十年代以后所谓"西体"真正形成的
根基，这是李泽厚所意识不到或者情有可原地不愿意识到的。

中国思想史心得体会篇二

会计思想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领域，自古以来在中国都具有
重要地位。中国会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源远流长，涵盖了丰
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回顾中国会计思想史，可以发现其中
蕴含着丰富的智慧与经验，这对于今天的会计工作者仍然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中国
会计思想的重要性，也从中获得了许多启示和体会。

首先，中国会计思想强调实践创新。中国古代的会计思想高
认为，会计是为了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和经济增长。因此，
在实际操作中，他们注重会计手段的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
的需要。例如，宋代的工商业繁荣时期，会计师发明了“往
来账”、“现金账”等记账方式，这对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效
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学习中国会计思想史，我深
深体会到，在今天的会计实践中，我们也要不断创新，运用
新的技术和手段，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其次，中国会计思想强调财务透明。中国早期的会计思想家
强调财务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他们认为，财务信息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是企业能否长期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现代会计学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财务报告透明度的讨论，这其实与中
国古代会计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会计思想家的理念对
我们提醒，我们不能只追求短期利益，应该坚持真实、准确、
透明的会计原则，以维护企业的长远利益。

第三，中国会计思想强调社会责任。古代会计思想家非常重
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他们认为，企业经营不仅仅
是为了追求利润，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福祉。而今天的企业
越来越认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不仅要关注自己的经济利
益，还要关心环境保护、能源消耗等问题。中国古代会计思



想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良好榜样，我们要在会计实践中秉
持社会责任，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第四，中国会计思想强调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中国古代的会
计思想虽然包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方法，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只
能墨守成规。古人的思想仍然需要与时俱进，因为时代在不
断变化，会计工作也在不断进步。古代会计思想的继承与创
新思维，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作为现代的会计工作者，
我们应该学会继承传统，但也要敢于创新，不断推动会计事
业的发展。

总结起来，中国会计思想史展现了丰富的智慧和经验，对于
现代会计工作者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深入学习和研究中国
会计思想，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会计的本质和意义，以及会
计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同时，中国会计思想也给我们提供
了很好的借鉴和启示，让我们能够更好地面对现实的挑战，
推动会计工作的不断发展。因此，我相信，只有充分发挥中
国会计思想的优势，我们才能更好地开创中国现代会计学科
的新篇章。

中国思想史心得体会篇三

很多人都觉得中国是一个缺少信仰的国家，其实对待这个问
题最关键的是对信仰下个定义，为什么需要信仰，信仰是能
解决什么问题的。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
传统的思想是建立一种道德式的信仰，将思想的本身当做信
仰但却没有如西方__一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虽然在
明末清初的一批传教士来华传教也带来了一定影响，top100范
文排行在士大夫和官员中甚至是当时的一个小朝廷永历帝的
皇室家族中有很大影响(当时的太后和皇后以及太子都受洗加
入__)。但后来天主教的传播又受康熙帝的禁止，天主教的传
播也即传入地下，而其对中国传统信仰和文化的影响和冲击
也式微(而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人仍是中国人的实用理性)。
所以中国一直都缺少一种宗教信仰和一种为知识而知识为真



理而真理的情怀。这是国人十分缺少而急需的。要有这样一
种情怀，信仰能为之带来帮助，我当然不是主张信仰救国论
和崇洋更不是认为信仰的意义只限与此。

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存在且深刻地影
响着中国的历史。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小感想吧，一定有
很多的错误不足，而这不就是历史吗?!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一
环在不断上演着错误，这错误也是自己认识路上的一点看见。
人总是如此悲剧又如此可爱。以上是我的十分粗陋的想法。

中国思想史心得体会篇四

中国会计思想历史悠久，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通过
研究中国会计思想史，我们能够深刻理解中国会计发展的历
程、特点和核心价值观。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探讨一些对中
国会计思想史的心得体会，包括其渊源、影响和对现代会计
实践的启示。

第二段：中国会计思想史的渊源

中国会计思想的渊源可追溯到古代的“算学”和“记账”实
践。古代的财务管理以政治和社会秩序为中心，包括粮食的
收支、赋税和物资的分配等方面。从古代各类记账文献中，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会计员在受雇之前要经过一系列的考试和
培训，以确保其能够胜任记账工作。中国古代会计思想倾向
于注重实效性和稳健性，强调稳定可靠的记账方法，例
如“五位记法”和“算米法”。这些古代的记账方法和实践
为后来的会计思想提供了基础。

第三段：中国会计思想史的影响

中国会计思想史不仅在中国本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世
界会计思想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沈氏筹算
局算法》是中国古代会计思想的重要著作，该书系统论述了



会计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当时的中国财政和经济管理
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由于中国古代算术和记账方法的独
特性，中国会计学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中国的
计算方法，如“算米法”、“算缺法”在世界上广泛应用，
为后来的现代会计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借鉴。

第四段：中国会计思想史对现代会计实践的启示

中国会计思想史对现代会计实践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稳定可靠的会计记录和账务管理是会计工作
的核心要求。古代的记账方法虽然简单，却能够确保财务信
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其次，会计工作应该服务于社会发展
和经济管理的需要。中国古代会计员要经过严格的考察和培
训，以确保其具备满足国家财务管理需要的能力。第三，会
计工作应该遵循尊重个体贡献和公平正义的原则。古代的会
计工作注重诚信和公平，强调个体的贡献在财务管理中的体
现。最后，会计工作需要综合运用理论和实践的方法。古代
的会计员通过考试和培训，不仅需要理解会计原理，还需要
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

第五段：总结

通过对中国会计思想史的思考和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
理解中国会计发展的历史进程，还能够从中汲取现代会计实
践的启示。中国古代会计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如稳定可靠、
公平正义和诚信，仍然对现代会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中国古代的会计创新和实践方法也为现代会计理论和实践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因此，深入研究和理解中国会计思想史，
对于推动中国现代会计的发展和中国会计学术的繁荣具有积
极意义。

中国思想史心得体会篇五

中国会计思想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智慧



的结晶。通过学习中国会计思想史，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古代
会计思想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价值观念。同时，
我也发现在现代会计环境下，我们仍然可以从古人智慧中找
到一些启示和借鉴。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结合学习中国会计
思想史的经历，谈谈我对中国会计思想史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首先，在学习中国会计思想史的过程中，我对中国古代会计
制度的完善性和灵活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古代中国会计制
度包括各种规范和制度，用以记录和管理财务信息。这些制
度不仅包括了记账和报表的概念，还包括了税收、审计、资
本预算等方面的内容。在古代中国，会计制度不仅仅是为了
记录和归纳财务信息，更重要的是成为一种管控手段和经济
调控的工具。例如，在宋代，会计师被赋予了审计、稽核和
纠正过失等职责，以保证国家财政的运营稳定和社会的公平
正义。这让我感到中国古代会计制度的完善程度和安排合理，
可为现代会计科学提供一些启示。

其次，学习中国会计思想史也让我意识到中国古代对会计职
业的高度重视和崇尚。在古代中国社会，会计师被视为高尚
职业，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古
代“务实“、“公平”、“诚信”等价值观念的深入人心。
例如，在《周礼》中，就专门有“主计”一职，这就说明了
会计师在古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中国古代会计师不仅仅
是记账人员，而是具备审计、稽核、管理等多种能力的综合
型人才。这些高度重视与崇尚会计职业的价值观念也对现代
会计行业提出了很高要求，要求我们作为现代会计从业者，
不仅要拥有扎实的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具备道德修养
和职业操守。

第三，学习中国会计思想史让我深刻认识到会计思想与社会
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中国会计思想的形成是在特定社会历
史背景下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和要求。
例如，在中国古代农业经济时期，会计思想主要关注的是土
地、耕作、农田灌溉等方面的经济活动。而在商业时代，会



计思想则转向了商品流通、市场交易、物资库存等方面的内
容。这启示我们，在今天的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要
密切关注会计思想的变革和创新，将会计理论与实际经济活
动相结合，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第四，学习中国会计思想史让我理解到会计思想的源头在于
探索人类经济行为规律。中国古代会计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是古人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总结和归纳。通过对会计制度的创
建和完善，古人试图揭示经济运行中的规律和特征，从而为
经济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这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
经验教训，即要从会计理论和实践中塑造出适应时代发展需
求的理论体系，为经济决策提供准确的数据和可靠的依据。

最后，学习中国会计思想史也让我意识到会计工作是需要持
续学习与适应时代变化的。中国古代会计思想的发展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古人的会计思
想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而今天的会计工
作者面临的环境和问题与古人显然不同。所以，我们作为现
代会计工作者，要持续学习、不断进取，在不断变化的经济
环境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通过学习中国会计思想史，我对中国古代会计制度的完善性
和灵活性、对会计职业的重视和崇尚、会计思想与社会经济
发展的关联、会计思想为经济管理和决策提供的价值、以及
持续学习与适应时代变化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体会。
这些心得和体会将继续指导着我在今后的会计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