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传统文化心得感悟(通用5篇)
心得感悟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那么心
得感悟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感
悟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华传统文化心得感悟篇一

学习了《中华传统文化》之后，我明白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历
史悠久的民族，她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有着五千多年
的传统文化；她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华民族
共同奋斗的源泉。

我从传统文化中学到最深刻的是——“孝”，“孝”——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就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
是家庭中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
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我作为孩子，应该孝顺父母，孝敬长
辈。

我们的父母生育了我们，养育了我们，教育了我们，是他们
给予了我们新的生命。他们辛辛苦苦地付出太多太多，给了
我们一个完整的家庭和美满的生活。也许有的地方他们无法
让我们一一满足，但他们为了这个家任劳任怨，辛辛苦苦地
工作，我们还能有什么不满足、不满意的呢？任何时候我们
都不能忘记父母、怨恨父母、嫌弃父母。

生活上从根本上要记住——感恩。我们任何一个人是无法在
世界上生存的，因为有了他们，才有我们的存在。所以我们
要孝顺父母、感恩父母、敬重长辈。在生活中、在学习中，
有父母的养育，师长的关爱，朋友的陪伴，同学的.互助，使
我感受到了心灵的温暖，也是我人生中前进的动力。我要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好报答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让我学习到“孝”的重要性，如何去
“孝”。让我们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永世相传！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父母爱我们，我们
孝父母，没什么可说的。我们的爸爸妈妈都那么爱我们，给
我们完整的家，幸福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
乐。“念恩幸福一辈子，念怨痛苦一辈子。”生活中记得感
恩，我们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在社会上生存，有父母的教育，
朋友的陪伴乃至以后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人，一句关心的话语，
一个关切的眼神，都让我们身上涌起一股温暖。别人关心我
们了，我们应该感恩。

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在中
国十分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
动，找人讲情。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各种事情的解决，
都离不开人情。什么事情都由领导说了算，结果只能脱离民
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这必然使民心
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在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
同时，最大程度的损害了广大百姓的利益。这严重影响了中
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心得感悟篇二

中国传统文化灿若星空，有无穷的底蕴。她源远流长，即从
中国产生人类起就有了中国历史，也有了中国文化。中国文
化是迄今世界上最久远、最稳定、最辉煌、最丰富、最发达
的文化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悠悠五千载，经历了萌生期、
形成期、确立期、繁盛期和总结转型期几大时期。在中国文
化的形成期，春秋时代，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千古
思想文化大景观，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浪潮。
按照两汉司马谈和刘歆的划分，诸子主要为儒、墨、道、法、
农、杂、纵横、名家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理论的奠基
石，深远地影响着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



学习传统文化可以培养文化气质，开拓我们的人生境界，并
能启悟生命的智能，发挥理性的功能。我们学习唐诗宋词，
我们诵读名家经典，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领悟这其中的民族精
神。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源自《周易》的一句话，“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精神特质由此可见一斑。其大意是天体运行体现刚健
精神，人亦效法天地而自强不息;君子的胸怀像大地一样宽广，
德行像大地一样深厚，所以能滋长万物，承载万物，容受万
物。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还是正在崛起的
中国，社会生活都面临着过度物质化功利化的问题。作为社
会精神支柱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发生了偏差。然而人作为人
的存在，还应是以智慧、德行和审美情趣为表现形式的文化
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以注重心性，长于伦理为基础特征
的中国传统文化能为现代人的迷失提供多方面的理性启迪。

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
由，搞一言堂。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
一致。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
发展。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以权
力代替法律。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

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还深深的'感受到忠孝礼仪这四个
字的重要性，最近北京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吸引了我的眼球，
叫做幸福秀，昨天播出的家庭故事叫家有四凤。几个儿女为
了争夺老人的财产来到了这个节目，老人已经是中重度的老
年痴呆。目光呆滞的老人看着几个儿女在台上唇枪舌剑，自
己全然不知。在陌生人看来，老人是特别可怜的，可是老人
的几个儿女脸上冷漠的表情，真是让人们寒心。难道现实的
社会真的事利字当头吗?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和谁谈利益，是你
至亲至爱的娘啊，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娘是怎么把你们四个
人拉扯大的?孝顺孝顺，在孝顺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做到顺
呢?我听过一句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忠是舍弃小家顾大家



的大无畏精神。这个固然重要，但是，世界一直像现在一样
和平，不用我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就多关心关心我们的
亲人吧。

中华传统文化心得感悟篇三

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常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
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
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1988年，世界各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会后发表了
共同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
五百三十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去找智慧。”由此可见，
很多真正有智慧的人都认识到，必须努力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才能引领人类走上一条通往明天的和谐发展的光明大道。

学习传统文化，就要从孔子那里学起。

今天我们所要推广的《弟子规》，就是孔子思想的一种具体
化。《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
秀所作。李毓秀是个教书先生，《训蒙文》是他根据自己的
教学经验编写的一本儿童蒙学读物。后来，这本书被清朝学
者贾存仁修订改编，并改名为《弟子规》，一直流传至今。

《弟子规》全书以《论语·学而》第六则“弟子入则孝，出
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
全书的中心思想，采用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的韵文形式，分
五部分编纂成书，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
物、求学应有的礼仪与应守的规范。

在道德行为规范严重缺失的今天，出现了太多令人痛心疾首
的现象，孩子们的表现让我们为祖国未来的发展感到忧虑，
所以在学生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上大力推行《弟子规》，
将德育生活化，成了当务之急，这也是让世风好转的必要的



保证。

今天，我们在学校里，应该怎样推行《弟子规》呢?

推行中华传统文化的老师告诉我们，首先要诵读和理解。学
生要诵读，老师也应该诵读。

前人告诉我们：读诵之法，必须读得清楚、看得清楚、听得
清楚，不可急躁贪快，则妄念渐少，以至於无。纵然会背，
仍应“看文而读”。因为背诵多滑口诵过;看文而读，则一字
一句，悉知旨趣。据说，孔子读《易经》至韦编三绝——穿
竹简的熟牛皮绳，磨断过三次，由此可知其所读遍数之多。
通过诵读和讲解，了解《弟子规》对我们各方面的要求，这
是我们去践行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对学生时时处处进行提醒，
让他们遇事进行反思，能按照《弟子规》的要求来做。

“人之初，性本善”，人人心中其实都有向善的一面，我们
要把这种潜在的东西挖掘出来，让他们经过不断地践行和反
思，使正确的做法内化在他们的心中，并使之成为他一生所
遵循的处事原则。

第三、老师要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德育榜样，给学生潜移
默化的影响。

在《说文》里，“教”字的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也。”这
就告诉我们家长、老师以身作则的重要作用。学习传统文化，
推行《弟子规》，离不开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否则，一切就
会流于形式，书中的要求就不能深入到学生内心，不能内化
为学生的习惯和品质。推行《弟子规》已初见成效的吉林松
花江中学的王琦老师曾在报告中反复强调：学习《弟子规》
一定要重实质，不要只重形式。所以，老师应该对圣贤的要
求怀着一颗虔诚之心，认真去践行，这样才能真正带动学生



去做。

第四，发动家长协助我们践行《弟子规》活动的开展。

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所以孝是规
范孩子行为和思想的根本。“百善孝为先”，我们要从孝入
手教育和引导孩子。文化中心的老师给我们讲了个道理，也
是事实：家长们自己也许在孝方面做得并不好，但他们一定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孝敬自己。所以推行《弟子规》一定能得
到所有家长的支持与协助。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
影响最深远的老师，如果我们在校内由我们以身作则影响孩
子，提醒孩子，在家里有家长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督促孩
子，协助我们的工作，试想，我们的工作肯定又有了一重保
障，而且我们还会由孩子、家长将影响辐射开来，使我们工
作的效果大大加强，范围不断扩大，这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礼记·学记》中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今
天，家庭中、学校里、社会上有太多让我们觉得不好的现象，
那么我们这些教育孩子的教师，就有责任改变这种现象，让
家庭更和睦，让人与人之间更和谐，让我们的祖国明天更美
好。

践行《弟子规》，从我们做起，从现在做起。

中华传统文化心得感悟篇四

中国，一个以五千年文明为积淀，以百余年磨难为基点，以
五十余年发展为基石，多少荣辱悲欢，多少兴衰成败，成就
了中国这只浴火重生的凤凰!

说起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可真是数不计数。如：中国陶瓷、
文房四宝、四大发明、皮影、乐器等等。今天，我就着重说
一说元杂剧和文房四宝。元杂剧第一人是关汉卿，这位中国
第一位戏剧作家一生写了60多种杂剧，是元杂剧的奠基人。



他的部分剧作700年来一直上演不衰。关汉卿的剧作有描写社
会矛盾、歌颂人们斗争的《窦娥冤》、《蝴蝶梦》、《鲁斋
郎》等。

文房四宝就是人们说的笔墨、纸、砚。笔因王羲之的缘故，
李渡毛笔名声大振。墨：具有“落纸如漆、万载存真”的美
誉。纸：明代《天工开物》中记载了铅山造纸状况，对连四
纸作了说明，并给予很高评价。砚：星子的金星砚和婺源的
龙尾砚都具有1000多年历史。

是啊，中国的传统文化可真是历史悠久呀!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明的结晶，通过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感想、
体会颇深。

一是认识上的转变。在以前的学习和工作中从没有真正接触
过国学方面的知识，只知道是儒家学问，还有些封建思想意
识，认为学这些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与自己的工作关系不大。
然而，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认识有了新的转变。我认为，
国学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安居乐业，
安身立命之文化根基，也一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中国
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延绵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国
家，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国学文化作为支柱，这种文化一
直贯穿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

学国学是当今很热门的一个词儿，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反
思和正视。其概念广泛、内涵丰富、分类多样，把我们祖辈
们的经历、体验、方法以及感悟都融入在这些文字中，为我
们后人所一一品读，并领悟其中的奥妙。他们把这些经典留
给我们，自然是希望我们代代相传，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二是学习的重要。人的一生是从学习开始的，子曰：学而时
习之，不亦说乎?开篇即提出了以学习为乐事，反映了孔子一



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
一个人在生命的历程中，有很多不可知的部分，但是知识可
以增长才干，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因此，我感到爱学习是一
种快乐，想学习是一种幸福，求知若渴是一种喜悦。学习新
知识，温习旧知识是一件让我们感觉愉悦的事情，学习能使
我们提高素质、增长才干。所以我们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

三是努力践行。孔子在《论语》这部书中，教给我们很多处
世的方法，做人的规矩。这些道理看起来很普素，这些办法
有时候在原则中透着一些变通。只要我们认真去学习、去思
考、去感悟，就会明白其中的许多道理。在为人处世就知道
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什么是好事情，什么事情是坏
的。就有了做人的准则，在生活、工作中，就会有正确的判
断和及时纠正自己错误的言行。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
可焉?说话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就是指凡事说出去
的话，首先要讲信用，不可以欺诈别人或者胡言乱语，话说
得多，不如说得少，说话只要恰当，切题就行，不要花言巧
语。尤其是我们园长面对老师，尤其女性，要为自己说过的
话负责，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言既出，行必果，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不可收回，
不可反悔。对员工提出的意见建议要认真研究解决，要敢于
承担责任。

身为一名教师，在工作中一是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要求
员工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求学生不能做的，自己坚
决不能做。要给学生做出表率，正确引导员学生的行为，树
立良好的风气，只有员工心平气顺，工作才能有积极性，才
能达到和谐共处，更好的工作。

中华传统文化心得感悟篇五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的民族，她造就了博
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我在阅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读本》后，我学到了许多道理。



首先，我学会了“孝”。看完了这本书，我立刻想起了为我
辛苦工作的母亲，我的父母给予了我生命，他们为了我付出
了汗水，付出了青春，我才能健康快乐地成长。我不能不感
恩父母，是他们给了我幸福快乐的童年，是他们给了我无忧
无虑的生活。

其次，这本书教会我交朋友的道理。交朋友要讲究诚信，互
相关心、互相帮助。在对方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做到雪中送炭，
当对方得到赞赏时要真诚地祝福。将心比心，将会收获真诚
的友谊！

最后，我从传统文化中学会了尊师重教。学习是无止境的，
我们想要学到知识来充实自己，除了要勤于阅读之外，还要
感谢教育我们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