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传承红旗渠精神心得体会(通用6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
么写心得体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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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红旗渠精神心得体会篇一

传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无论是在家族企业、传统文化
还是家庭教育中，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章心得体
会”则是以传承为主题的一本书籍，详细记录了作者在传承
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在阅读这本书后，我深受启发，对于传
承这个话题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首先，传承是一种责任与使命感。在书中, 作者明确指出了
传承的重要性和对于个人的意义。他将传承视为一种家族使
命和责任，无论是家族企业还是传统的家庭文化，都需要有
人来继承和发扬。这使我明白了传承并不是简单的将事物传
给下一代，而是要把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和感悟传递给后人，
使之能够继续发展和创新。

其次，传承需要坚持与创新相结合。书中，作者通过自己亲
身经历和观察，提出了坚持与创新相结合的观点。他认为，
传承不应该成为保守和僵化的代名词，而是应该在传承的基
础上进一步创新。只有将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的思维相结合，
传承才能有活力，才能持续发展和进步。这让我明白了传承
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要有一种创新的精神和态度。

再次，传承是一种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书中，作者分享了自
己在传承过程中的一些困惑和迷茫，他坦言传承并不是一帆
风顺的，而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探索。通过
学习和探索，他锻炼了自己的思考和分析能力，不断地去思



考和解决问题。这使我明白了传承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
要不断地学习和充实自己，才能做到真正的传承。

最后，传承需要跳出个人的狭隘视角。书中，作者以自己的
亲身经历提出了传承需要跳出个人的狭隘视角，与人分享和
交流的观点。他认为，传承不能只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
个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只有与他人分享和交流，才能找到
更多的启示和改进的思路。这使我明白了传承不应该成为个
人的沉湎和浸染，而应该成为一种团体合作的结果。

综上所述，“章心得体会”对于传承这个话题给予了我深刻
的启示。传承不仅仅是将事物传给下一代，更是一种责任和
使命感，是坚持与创新相结合的结果，是学习和探索的过程，
是跳出个人狭隘视角的产物。只有真正理解和体会到传承的
真谛，我们才能继续发扬传统文化，继续发展家族企业，继
续传递和弘扬爱的家庭教育。从而让传承成为一种永恒的主
题，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传承红旗渠精神心得体会篇二

“传承篇心得体会”，言简意赅地包含了三个关键词：传承、
篇和心得体会。它不仅是一门文化，更是一种精神传承。每
一个篇章，都承载着丰富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
每一位篇人，都将对篇章的理解和领悟融入到自己的生命经
验和感悟之中。从而实现与篇章的心灵对话，传承和弘扬着
中华民族的文化。今天，我想谈谈我对“传承篇心得体会”
的一些感受和认识。

篇二：篇的传承和弘扬

篇，作为一门古老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重要组成部
分，被誉为“华夏文化的宝库”。“晋太虚之文，盛于五言，
唐杜甫之诗，著于七言”，充分说明了篇的文化地位和影响。
篇不仅诞生于历史长河中，而且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中华



民族的瑰宝。从古至今，篇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道鲜明
的符号和标识。在传承和发展篇的过程中，我们体认到：篇
的传承并不是简单的传授，而是以博大精深的文化背景为基
础，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史诗印象的理解和感悟。将传
统文化的传承融入到现代教育之中，不仅是对文化的弘扬，
更是对精神传承的升华。篇对传承者的要求并不严格，但对
传承者的认识、感悟、思考和表达等能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继承和化繁为简的演绎。

篇三：心得体会

篇的传承并不是中规中矩的模模板样，而是在传承的同时，
将自己的情感和感悟投入到篇之中。每一篇编写的过程，都
是一次思考、领悟、落笔、修辞，过程中滑稽、搞笑、羞涩、
沉稳等情绪的转化，传承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
编写篇章，最重要的是语言与艺术的结合。抓住篇的精髓，
通过语言的表达，将篇章的情感和艺术感受传达给读者。每
一个篇人，都有自己的篇章人生，通过了解和理解篇章的精
髓，更深刻的认识自己，影响自己的人生。

篇四：篇和现代教育

作为中国国民教育重要的一环，篇的传承有着很高的价值。
通过篇的学习，不仅能够学会不同形态篇的编写和阅读，还
能够开拓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篇的传承，应
将其发扬光大，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创新思维。随着社
会的发展，新一代的学生要有更多的自主性、创新性和艺术
性，篇的教学应该将接轨社会、拓宽应用、培养实用与创新
的能力作为教学导向，以更好的满足社会的需求。

篇五：结语

篇的传承，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承中的一部分，它代表着
一种思想和精神传承。如今，我们的文化正和时代的发展一



同演进，而篇所蕴含的哲学、伦理和美学等精神魅力将永不
消逝，伴随着岁月的风雨，一定会在今天的篇人中不断传承
下去，发扬光大，更加富有内涵。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中国的篇文化一定能够传承下去，在新的时代，焕发
出新的生机，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注入新的精神动力！

传承红旗渠精神心得体会篇三

最近在看一部电视剧，叫《虎妈猫爸》，讲的是教育孩子引
发的家庭纷争。对待孩子，“虎妈”采取高压手段，“猫
爸”则是百般顺从。分歧不仅在年轻父母之间，老一辈也各
执己见，各有招式，爷爷奶奶是极度溺爱，外公则不惜动用
暴力手段来管教。

这个家庭在教育价值观方面太混乱了，一家人根本就不在一
个频道上，结果家庭不能和谐相处，闹得鸡飞狗跳，甚至不
断制造出家庭悲剧。这种现象，现在也不是孤例。很多家庭
教育孩子，也是爷爷奶奶老一套，爸爸妈妈用新招，有的使
用土办法，有的采取洋模式。家庭价值观不同，家风也就模
糊混沌，家风不好，不止影响孩子前途，大人也难有幸福。

再往大处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不好了，社会风尚又
怎么可能清纯醇厚；家庭矛盾多了，自然也不利于社会和谐
稳定。有人说，孩子是中国的最大公约数，在教育孩子方面，
一个家庭要形成良好的家风，就得找到时代价值的公约数。

从古至今，家风和国运，也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古人说，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家风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孟
子也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现在，各地也
都在倡导“最美家风”，寻找“最美家庭”，就是因为，家
与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家风关系社会风尚，影响国家治理。

古代有很多经典都涉及家庭教育的内容，人们众所周知的
《弟子规》、《礼记》、《朱子家训》、《颜氏家训》等等，



就记载了很多家庭教育的细节，有很多家训警句，现在依然
可以作为人生应秉持的原则。去年，我市武隆的杨兴明家庭，
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称号，中宣部、全国
妇联还将杨兴明老人树为“全国教子有方先进典型”，就是
因为这个家庭传承一百多年历史的《黄氏家训》，教育了黄
家一代又一代子孙，形成良好的家风，值得更多家庭学习。

家风是传统文化，涉及到很多道德伦理和礼仪规范，在今天
需要进行传承。对待传统文化，有个常识判断，就是不能全
盘照搬，盲目拿来，而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就要求，
围绕家风，既要继承传统的优秀的文化伦理，又要积极将时
代先进的价值元素植入进来，来为每个家庭提供可以依循的
教育价值观，形成新家风。

这种教育价值观所要凝聚的，也就是时代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比如，既要有传统家风崇尚的礼仪、仁爱、勤劳、朴素等等
基本品格，又绝不能缺少现在国家倡导的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法治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也只有将优秀的
传统文化和先进的现代文明进行有效融合，形成时代价值，
形成新家风，家庭教育才不会出现那种价值混乱的现象。

《礼记·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当前，应该
以更加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来凝聚时代价值的最大
公约数，形成符合现代社会文明需要的“最美家风”，让每
个家庭在教育孩子方面形成理性的共识，来不断催生符合现
代社会需要的“最美家庭”，让家庭更加和睦，社会更加和
谐！

传承红旗渠精神心得体会篇四

家风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庭成员精
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
在一个家庭，老人要宣扬家风，结合自己的经历，以过来人



的身份告诉晚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我的父母没多少文化，但他们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一直告诉我，
做人要善良厚道。父亲常给我讲身边的人不孝的结局。比如
附近三个盗墓贼，没一个善终。如有老人无疾而终，父亲感
慨，说那是好人，修行好，所以才得善终。从中我明白，道
德是天地的本分，本分是个人的规律，当违背了这一规律，
人就有灾难。

马克思与女儿有这样的问答。问：你最崇敬的男人的品格是
什么？答：刚强。问：你最崇敬的女人的品格是什么？答：
温柔。其是，这个话题与家风有关。男儿当自强。这里的自
强一则是韧性刚强，一则是有理想抱负。男人无志，家道不
兴。一个男人定要有责任有担当，否则，在家庭中没地位。
你啃老或吃软饭，别人能尊重你么？农村人说，女人不柔，
把财赶走。所谓旺夫相，实则是慈眉顺眼的贤娴之态，不是
女汉子，更不是河东狮吼。用老人的话说，悍妇不仅不利，
而且贱己。

家和万事兴。对一个国家而言，强盛祥和很重要，对一个家
庭而言，和睦和谐更是关键。比如在家庭里，长者处事公道，
晚辈心服口服。家庭成员之间关系融洽。有了困难齐心协力，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有好家风才有好家道，才能出好子弟。晚清具有改革思想的
名臣不在少数。然而，虎父无犬子。他们的后人也往往是一
时俊彦，如曾国藩之孙曾纪泽、孙曾广钧，左宗堂之子左孝
同，张之洞之子张权，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侄李经羲，谭继
询之子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等。梁启超五个儿子三
个院士，一个上西典军校，一个上南开大学。我以为，他们
的儿子没有褪化成今天的官二代，这与他们的家风家教密切
相关。《曾国藩家书》便是明证。

城市化之前的中国农村是熟人社会，那时，家风家道很重要。
比如男女相亲后，双方都要要打听对方的家道，说到张家李



家，有时甚至剖根问祖。一般来说宁折十座庙，不拆一家亲，
大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要么不说，要么只说好。但是，有实
在人说实在话。有人会这样说，说人家那家人从老到小没的
说。娶媳妇看丈母娘，说丫头她妈是个好人，贤慧本分，锅
灶好针线好。如果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有人说，娃娃我不
了解，但他们爷爷就是个龟贼、她奶奶作风不正等等。往往
或许就是这么一句话一门亲事黄了。农村称这种人是“塞砖
头”的。由此足见家风家道的'重要性。

国是千万家，家是最小国。试想，如果家家都有好家风、好
家道，自然就会有好社会、好世道。

传承红旗渠精神心得体会篇五

“雷锋精神我传承　青春闪耀新时代”学雷锋活动启动仪式
和报告会，深受启发。

在我国的革命历程中，有这样的一个民族战士，他只用了短
暂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却谱写了一段伟大的历史之歌——他
就是雷锋。

雷锋，这个原先不起眼的名字，却有着一段惊天动地的感人
故事，他曾经用“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去”这一句话，来告诫自己要默默无闻地服务人民。他的精
神被后人尊称为“雷锋精神”，“雷锋精神”也是我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的象征。许多人都学习他那伟大的精神，他们
不愧为我们现实社会中的“活雷锋”。

在我们的身边，也有着许许多多的人和雷锋一样。就说前一
段时间播出的新闻吧。这个新闻和一群年轻女护士有关。当
天，这几位姑娘从公车上下来，就看见一群人在围观什么，
她们就立马奔上前去，当他们拨开人群，正中间躺着一位奄
奄一息的老人，虽然大家都看到这位老人躺在地上挣扎，也
都知道老人需要帮助，但却就是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帮忙，他



们都远远地站在一旁，冷漠地看着地上那急需帮助的老人，
生怕被老人讹上。我想，此时此刻，老人的心肯定被人世间
的冷漠所吹凉了吧。不过，这几位年轻姑娘看见后，不管三
七二十一，立刻冲上前，对老人进行救治。就在这时，旁边
的路人也叫入了救助的队伍，有的掏出手机拨打120;有的上
前帮助护士抢救;有的则呼吁周围的人过来帮忙。不一会120
救护车便赶来了，把老人抬上车。就在大家想看看那几个热
心人时，那几位护士却走了。之后，当新闻电视台采访她们
时，她们对大家说：“帮助别人是应该的，这些都是举手之
劳。并不算什么。”但是，尽管是这些举手之劳，在当今这
冷漠的社会中，做的人也是少见的，大多数人都选择默默地
旁观，那些有意识帮助别人的人，也已经屈指可数了。

雷锋精神，这一个个铿锵有力的字眼，激励着我们后人在思
想和道德的道路上前进，我们绝不能让雷锋精神消失在中华
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要让雷锋精神，世代传承。让我们的泱
泱中华，走上富国强民之路;让我们的百姓，过上理想中的小
康生活。

传承红旗渠精神心得体会篇六

传承篇，顾名思义就是关于传承的一章节，而“传承”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尤其对于我们年轻一代而言更是如此。
读完传承篇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传承的重要性，并从中得
到了很多启示和体会。

第一段：传承的定义和重要性

传承，顾名思义就是传递和延续，指的是文化、知识、技艺、
道德等方面的传递和继承。传承承载的是一种财富，代表了
历史和文化的精髓，承载了传承者的追求和心血。传承不仅
是向前发展的动力，更是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基石，
因此传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
族来说，传承就更是至关重要了。



第二段：传承的体现和方式

传承体现了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承，传承不仅是向前发展的
动力，更是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基石。而传承的方
式则非常多样化，如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和经验等等。这些传承方式的不同，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
的侧面，展现出传承者对于历史和文化的重视和热爱。

第三段：传承的责任和使命

在传承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传承者的故事，他们有的是
艺术家、有的是学者、有的是企业家、有的则是普通人，但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传承的责任和使命的认识
和担当。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是传承者，每个
人都有责任和使命去继承、发展和传承前人留下的文化、知
识和技艺。

第四段：传承与现代社会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传承的方式和意义也在不断变
化和升华。传承不仅是对于过去的尊重和铭记，更是现代社
会变革和发展的基础和力量。传承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
和文化，也是让我们更好地指导和规划未来的方向。

第五段：如何成为好的传承者

作为一名优秀的传承者，我们需要有多方面的素养和能力。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颗尊重、珍视传承文化的心；其次需要拥
有坚定的信仰和长久的耐性，要承担起传承的责任和使命；
另外，行动力、创新能力、协调能力等也是成为好的传承者
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总结：



回顾整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传承篇所反映出的是一种人类
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一种对于历史和文化的尊重和热爱。
传承虽然看似只是文化或者是知识的继承，但实际是越来越
多的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因此，无论你是从事什么样
的职业或者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只要你想到未来、想到
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你就是这个时代的传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