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端午文化心得体会(精选7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心得体会是我们
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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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端午文化心得体会篇一

医道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医者仁心、
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念。弘扬医道文化不仅是对中医药传统
文化的传承，更是对人文关怀的践行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在
深入学习和实践中，我有了一些心得体会。首先，弘扬医道
文化需要加强对传统医学的学习与研究；其次，弘扬医道文
化需要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再次，弘扬医道文化需要提高
医务人员的专业素养；最后，弘扬医道文化需要不断开展医
疗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医
道文化的精神，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为人民健康事业作出
更大的贡献。

首先，弘扬医道文化需要加强对传统医学的学习与研究。中
医药作为中国特色的医学体系，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
的理论体系，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我们要深入学习传统医药
的理论知识，了解中医药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为其在现
代医疗中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也要对
传统医学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其中的智慧和真理。
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和研究，我们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
传统医学。

其次，弘扬医道文化需要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医患关系是
医疗服务的关键环节。在现代社会，医患关系愈发紧张，矛
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作为医务人员，我们应该始终坚持以患



者为中心的原则，尊重患者的需求和权益，耐心倾听患者的
诉求，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加强自身的沟
通和协调能力，与患者进行良好的沟通，解释诊疗方案，消
除误解和焦虑。只有通过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我们才能真
正满足人民的医疗需求，弘扬医道文化的价值。

再次，弘扬医道文化需要提高医务人员的专业素养。作为医
务人员，我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和高超的技术能力，
还需要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职业操守。我们要不断提高自己
的专业水平，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提高诊断和治
疗水平。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始终将
患者的健康放在首位，尽职尽责地为患者服务。只有通过提
高医务人员的专业素养，我们才能增强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水
平。

最后，弘扬医道文化需要不断开展医疗教育活动。医疗教育
是向公众传播医学知识和健康文化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通
过举办健康讲座、义诊活动、科普宣传等方式，向社会大众
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提高他们的健康素养。同时，我们也要
加强医学教育，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为人民健康事业提供
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只有通过开展医疗教育活动，我们才
能更好地传播和弘扬医道文化的精神。

弘扬医道文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通过加强对传统医学的学习与研究，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
提高医务人员的专业素养，不断开展医疗教育活动，我们可
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医道文化的精神，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
为人民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医道
文化的光芒照亮人民的生活，为构建健康中国贡献自己的力
量。

弘扬端午文化心得体会篇二

上周五下午的班队课上，我们班的13位小主持人，带我们领



略了中国传统文化之民族乐器、刺绣、皮影、书画、剪纸、
围棋……从多方面讲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但我们平时接触并不多，有的是从书中
或电视节目中获取，有的是老师上课的时候讲过，所以，对
于这次的班队活动，同学们充满了好奇和期待。13位小主持
人的演讲都十分精彩，显然是事先做足了准备，这其中令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曹可欣讲的剪纸，她介绍了两种剪纸，单色
剪纸和彩色剪纸，还展示了她家收藏的剪纸，脸谱剪纸、剪
纸书签……品种丰富，造型各异，看得我眼花缭乱，真是令
人赞不绝口。

中华五千年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就像是一
个巨大的宝藏，需要我们共同传承，需要我们发扬光大！

弘扬端午文化心得体会篇三

中国泱泱五千年文明，孕育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整整五
千年的文明史，延续到今天，处处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传
统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然是学养深厚。精美的民间
工艺，独特的风俗习惯，各具特色的传统节日，都是中国数
千年沉淀下来的精华。

既淡到传统文化，不得不提的，便是“传承”二字，优秀的
传统文化须得有人继承，再谈发扬，若是不薪火相传，再优
秀的传统文化都会在不知不觉中丢失。我对中华传统文化都
会在不知不觉中丢失。我对中华传统文化之根的理解，便
在“传承”二字上，若连“传承”都做不到，那又何谈是优
秀的传统文化?五千年的文明史，向我们展现了许多传统文化。
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我却能明显感到中国五各年传承下
来的文化正在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

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一，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传统文化之
一，它与绘画、音乐等纯门类不同，它不仅仅是艺术，因为



书法首先是中国的文字，文学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母体的
载体。独一无二的书法无疑是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
的标志之一，中国艺术独特性的代表之一，是历代书法家精
神的结晶，更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书法却被人们遗忘在脑后，毛笔
被硬笔所代替。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甚至即将远离
硬笔，进入一个无纸无笔的键盘时代，很少再有人会拿起毛
笔练习书法。

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合家团圆的中
秋节，龙舟竞赛的端午节，共插茱萸的重阳节，都是极具代
表性的中国传统节日。每个传统节日也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千年传承下来，也成了中国人口口相传，无人不知的故事。

中华传统节日沿续了千年之久，如今却渐渐被人们所淡忘，
传统节日渐渐被外国节日所取代，甚至外国节日的风头隐隐
有盖过传统节日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依然
是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薄弱。不关注中国传统节日，盲目追求
外国节日的行为在年轻一辈中更是明显，这一系列的行为都
导致了外国节日逐渐取代中华传统节日成为中国主流节日的
现象产生。一个民族如果不热爱本民族的节日，那又怎会去
传承。

综上所述，于我看来，中华传统文化之根便是“传承”二字，
“传承”意在为让我们不忘初心，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发
扬壮大，薪火相传，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感与民族
自豪感。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根”，这，便是我对“中华
文化之根”的理解。

弘扬端午文化心得体会篇四

医道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医道文化
弘扬了人民对于健康的追求，它承载着老百姓的期盼和祈愿。



在秉持医道文化的理念和原则下，医生们为人民群众的健康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近来通过接触许多医生和参与一些相
关活动，深切地感受到了医道文化的内涵和魅力。在此，我
将分享我对弘扬医道文化的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弘扬医道文化需要注重医德医风的培养。在医道文化
中，医德被视为医生的灵魂。医德不仅要求医生尽职尽责、
敬业乐业，更要求他们要把患者的健康和生命放在首位。通
过与医生的接触，我看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和顽强拼搏的精
神面貌。他们时刻保持着对于患者的同情和关爱，尽力为患
者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这种医德医风的培养不仅需要医学
院校进行教育，更需要医生自身的坚守。只有通过不断的自
我修炼和追求，医生才能真正发扬医道文化。

其次，在弘扬医道文化中，需要注重中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理论和
方法。通过学习和理解中医文化，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人体
和疾病的本质，从而为医疗工作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法。在
与一些中医医生的交流中，我深刻体会到他们对于中医文化
的热爱和信仰。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和总结，将中医文
化与现代医学相结合，为患者提供了全方位的医疗服务。弘
扬中医文化需要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其中，通过宣传、教育
和研究等多种途径，加强对中医的认识和了解。

第三，弘扬医道文化需要注重团队协作和共享。医疗工作是
一个高度复杂和协调一致的系统工程。经过近来的参观和参
与，我深刻体会到医生们的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他们相互
帮助、相互支持，共同为患者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团队协
作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医生之间的合作中，也需要与患者和
家属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合作。只有通过互相理解和尊重，才
能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在医道文化中，团队协作和共享是
应该被高度重视的价值观。

最后，弘扬医道文化需要注重医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研究的



提升。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医学知识的更新速度加快，医
生需要不断学习和掌握最新的知识和技术。与此同时，医学
研究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通过科学研究，医生们可以不断
改进和提升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效果。在医道
文化中，医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研究的提升是弘扬医道文化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总之，弘扬医道文化是我们每个人应该积极参与和推动的事
业。通过注重医德医风的培养、中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团
队协作和共享、医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研究的提升，我们可
以让医道文化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只有通过大家的努力
和共同推动，医道文化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弘扬端午文化心得体会篇五

是的，鲁迅已不在了。如果他健在的话，至少，至少多一个
和我一样具有呐喊精神的'中国文化的崇拜者与维护者。然而
他确定已经不在了，他的躯体安卧九泉，已是无可辨驳的事
实。

缺少了他，缺少了呐喊者的领导人物，一切，一切都变得那
么沉寂。纵使从深幽的山谷中传出几声沉闷的呐喊，也不会
有任何心灵的回应。更令人惊恐的是，连回音也没有，留下
的孤独无助者是全部效果。

我没有他深厚的文化底蕴，没有他锋利的言辞，更没有他一
呼云聚的威望，但我与他一样流淌着炎黄的血，拥有一颗振
兴中国的心，我是一个怎样的幸福者与哀痛者。

对于敦煌文化的流失，王圆箓是罪魁祸首，而对于中国文化
的流失，谁是罪人呢？

现在，那个曾自以为是呐喊者清清楚楚的明白了，呐喊终归



是呐喊。这正如他大声喊着要吃饭而最终饥饿的原因。贪婪
惰性慢慢地消磨了斗志，腐化了身躯。我不要变成一个空壳，
我有自己的思想与灵魂，我可以不做一个呐喊者，我必须驱
散心灵上的污点，做个行动者。

中国文化的流失到底是谁的错？

弘扬端午文化心得体会篇六

地方文化是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它体现
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弘扬地方文化，就是推
动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保留传统文化，挖掘地方文化独
特的特色，让其活跃于当下，进而促进社会文化的丰富和发
展。作为一名普通人，我们也可以从身边的人事物中发现地
方文化的传承和独特之处，从而更好地学习和传承这些文化，
反映我们社区的文化底蕴。

第二段：弘扬地方文化的重要性

弘扬地方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地方文化是民族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其次，弘扬地
方文化可以增强人们对文化认同的认识和把握，增加民众归
属感和认同感，同时让民众更好的保护和继承本地特色文化。
再次，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能够带动一个区域的文化、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弘扬地方文化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段：弘扬地方文化的途径之一——民间文化活动

民间文化活动是弘扬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包括文艺
演出、传统手工艺、美食文化、民族服饰、节日文化等多种
形式。同时，这些民间文化活动具有多样性、艺术性和可持
续性，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增加地方文化传承与
发展的人文魅力。例如，我所在的乡村，每到年末春节就会



有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节庆活动举行，如拜年社火、迎
神灵等。这些民间文化活动，既能让乡亲们增加彼此的交流，
又能够让外来的游客感受到浓浓的地方文化，形成了一种与
众不同的旅游文化效应。

第四段：弘扬地方文化的途径之二——地方文化景点

地方文化景点是弘扬地方文化的另一种途径。这些景点通过
展示当地的文物、历史遗迹、风景名胜等形式，让人们更好
的了解地方文化的历史、文化和人文价值。例如，北京的故
宫、山西的平遥古城、浙江的西湖，都是各自地区的代表性
地方文化景点。通过游览这些景点，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和深
入地感受到当地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传统
文化。

第五段：结论，弘扬地方文化是我们的责任

弘扬地方文化虽然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但却需要从每一个人
做起。无论是做一名教师、学生、社区志愿者还是普通乡亲，
都应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致力于弘扬地方文化。只有这样，
我们的地方文化才有可能得以保护与传承，同时，也增加了
我们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弘扬地方文化是我们的责
任，同时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弘扬端午文化心得体会篇七

千年的风吹散了已去的往事，千年的水淡化了尘封的记忆，
但文化的传承、历史的印记却印烙在中华民族的生命里。从
江心渔船上越女的歌声，到水之湄《诗三百》的`婉转悠扬，
从唯美的楚辞汉赋，到著称于世的唐诗宋词。飞雪洪泥映时
光，历史满沧桑，一曲悲歌诉衷肠，春秋歌未央。无不展示
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和底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追求真理的爱国精



神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立志成才，报效祖国。“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
崇尚道义的民族精神。岳飞精忠报国、林则徐虎门销烟壮举、
孙中山“天下为公”胸怀、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志向，无不演绎着中华脊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英雄的宏
大志向与中华美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强盛而舍生取义!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华夏
五千年，孕育了古老璀璨的中华历史与中华文明，涌现了无
数中华脊梁和富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精神。推崇孝敬与感恩，
崇尚真情、友善与道义是时代的召唤，传承民族美德、弘扬
民族精神，求稳定、促和谐是时代的主旋律。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到宏人。”曾子曰：“土不可以弘
毅，任重而道远”。

在五千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
结统一，爱好和平和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先有范仲淹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有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等等一切为祖国、为人民勇
往直前的爱国奉献、舍生取义、无私奉献的精神。

大力开展“中国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进企业”教育活动，
把“中国梦的实现从孝道做起”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发扬
光大，让中国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走进企业，使广大民众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爱岗敬业之美德，共谱中华美德
新曲，高唱时代主旋律。让中国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融入社
会，走向世界，作崇尚道义、热爱和平的使者，在“得民心、
促和谐、求稳定、谋发展、共和平”的大环境下传承中华优
秀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同胞们、工友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是
时代的召唤，继承和发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我们的使命，不落于时代而不断发展，



不囿于陈规而勇于创新是时代的要求。让我们自豪地颂
扬“传统文化古老经，孔孟之道治中国，五伦八德扎善根。
百善之首先为孝，万恶之渊首为淫，礼义廉耻心灵美，仁爱
和平国安宁”，共同携手唱响中华美德和谐曲，传承崇尚道
义、忠孝友爱的民族美德，发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
精神，让独具魅力的中华美德和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让它引
领世界文明奔向历史长河并光辉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