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文化结课感想(汇总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国传统文化结课感想篇一

让传统文化宽抚内心

3月20日，我们单位一行十三人由陈总带队，前往绍兴参加中
国传统文化学习培训活动，培训时间为五天四夜（3月20
日―3月24日）。上午11点到达培训中心，只见门口有好几位
老师迎接我们，一边鞠躬一边问好，让人感到新奇和惊讶，
这种礼节从未见过。签名、报到、找宿舍、领学习教材均由
辅导老师引领，我被分在第12平字组。我们这期学员班，共
有来自全国各地200多名学员，有企业老总和中层干部，也有
公务员与普通员工。年龄参差不齐，有十几岁刚参加工作的
姑娘小伙，也有白发苍苍的老者。

每天早上6点25分，全体学员来到教室外面，由辅导老师指导
我们做健身操，然后再回到教室齐颂《孝经》与《感恩词》：
“感谢国家培养护佑，感谢父母养育之恩，感谢老师辛勤教
导，感谢同仁关心帮助，感谢农夫辛勤劳作，感谢大众信任
支持……”听老师解释说，这次培训费用全部由爱心人士捐
助，会议的各项工作也全部由义工志愿者代劳，要求大家用
餐时必须择量而行，避免浪费。用餐的时候，学员们均把碗
中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集中学习了来自台湾的蔡礼旭老师《家
和万事兴》（录像）、李泳杉老师《21世纪的健康饮食》
（录像）、李越老师《礼在人际关系中的运用》（录像）。



其实，“鞠躬”之礼并非在于形式，而是关乎行礼之人的内
心是否恭谦，时刻告诉自己应该常低下自己高傲的头，用来
降服自己的傲慢之心。此外，我们还聆听了培训中心靳雅佳
老师《用音乐感悟孝道》课程，老师边唱边讲解人生、社会
与家庭，歌曲《父亲您辛苦了》、《母亲您辛苦了》、《丈
夫你辛苦了》、《妻子你辛苦了》、《跪羊图》等无不催人
泪下，场下此起彼伏的掌声，是大家心中正能量的'强烈共鸣。

由此我想到子女教育问题。现在社会上父母教育子女，只想
着给他们报多少个辅导班、才艺班，其实最主要的是先教会
子女行孝道，使之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传统文化中“仁义
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美好人格，夫义妇德、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朋友有信的处世之道，而其
中“百善孝为先”唤起了大家一颗感恩的心，“行有不得，
反求诸已”，我们反思着，检讨着。

初步接触这些传统文化时，不由黯然失笑、心生不屑。可是
当枯燥的文字、拗口的语句慢慢为自己所接受，便直叹自己
才疏学浅，原来我们了解的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冰山一角！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沉下心来好
好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作为历史产物的中华传
统文化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它既包含有许多优秀的成分，
也不可避免地混杂着某些糟粕成分，关键是在对传统文化的
态度上，我们要采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结课感想篇二

新的学期又来临了，国学教学也面临着挑战。以传统文化来
熏陶学生，以古典之美来陶冶学生，在校园中形成良好的风
气。四年级传统文化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古诗词，我们将把重
心放在对诗词的诵读上，选择优秀的诗歌辞赋，采取多样化
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把地方课程上成一
门学生喜欢上，积极学的课程。



一教学目标

全面提升学生的古典文化素养，初步了解古代大诗人的生平
行迹。

通过诗词教学进行阅读积累，培育审美情感，塑造健康向上
的人格。

二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以古代诗歌，辞赋为主，从唐诗宋词及元曲中选择
一些著名诗词人的作品，集中表现诗人忧国忧民的道德品质，
体现各个时代的不同社会风貌。如杜甫的心忧国家，李白的
豪迈不羁，陶渊明的平淡与醇美，蔡文姬的荡气回肠等等。

教学内容分成不同的专题，并不局限体裁，表现形式。每周
围绕一个专题来进行教学，如父母亲情，真挚友情，怀古等，
大力鼓励学生在课外查找资料，对课堂学习进行补充，进一
步讨论交流，甚至可以视具体情况开展延伸活动。

三、教学重点

诗词教学的重点在于反复诵读，苏东坡说过：“旧书不厌百
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因此教学中对所学诗词选择性地
要求学生背诵、朗读。我们将帮助学生用各种方法进行记忆，
进行朗诵比赛，鼓励学生多背多读。同时，对诗词的朗读也
进行专门指导。

四、具体安排

唐诗专题(3课时)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
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



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
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宋词专题(3课时)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
盛于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
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
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
格。

元曲专题(1课时)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
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
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
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走进蔡文姬专题(1课时)

通过阅读书籍寻找资料，使学生了解蔡文姬的生平，大致明
了蔡文姬在诗歌上所表现的艺术。了解历史上传为佳话
的“文姬归汉”的故事。朗读主要作品《悲愤诗》，《胡笳
十八拍》。

走进陶渊明专题(1课时)

通过阅读书籍寻找资料，使学生了解陶渊明的生平，大致了
解陶渊明在诗词上的表现艺术。了解田园生活是陶诗的重要
题材，因此后人称他为“田园诗人”。

走进李白专题(1课时)



通过阅读书记寻找资料，使学生了解李白的生平，大致明了
李白在诗歌史上诗仙的地位，用一个个小故事来激起学生的
兴趣，并感受中国历史上最为富饶美丽的唐代生活。朗读一
些李白诗歌。

走进杜甫专题(1课时)

通过阅读书籍、寻找资料，使学生了解杜甫的生平，大致明
了杜甫在诗歌中对于诗歌的语言非常重视，他把中国古典诗
歌语言的表现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孔专题(3课时)

通过了解三孔，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
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以丰厚的文化积淀、
悠久历史、宏大规模、丰富文物珍藏，以及科学艺术价值而
著称。因其在中国历史和世界东方文化中的显著地位，而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被世人尊崇为世界三
大圣城之一。知道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儒
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

长江专题(2课时)

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
西南侧。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
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于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全长6300余公里，比黄河长800余公
里，在世界上仅次于尼罗河和亚马孙河，居世界第三位。流
域180万平方公里。

长江三峡，中国10大风景名胜之一，中国40佳旅游景观之首。
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奉节的白帝城，东到湖北宜昌的南津关，
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的总称，是长江上最为奇
秀壮丽的山水画廊，全长192公里，也就是常说的“大三峡”。



中国传统文化结课感想篇三

中华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稳定形态的
中国文化。他包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
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自己的理
论体系，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到坚
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再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理论基础。党在坚持根本理论阵地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
发展和继承，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通过学习《弟子规》、
《道德经》等中华传统文化，感想、体会颇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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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
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是《弟子规》的总纲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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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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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是我们面对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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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们
提出的意见建议要认真研究解决，要敢于承担责任。

在两天的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过程中，使我受益良多，也有一
些感想体会。首先家和万事兴，富而不乐，贵而不安。人生
最难的不是奋斗，而是抉择。这些都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判
断力、智慧以及不断的学习，所以人要时时地停下脚步来思
考，方向是不是正确，不能在“忙、盲、茫”中度过。在我
们的人生中，处处都充满了抉择，从择食、择言、择业、择
偶、择友等各方面，都需要我们要有判断力，要有智慧，而
这些都归于我们是否学明白了，不能因为我们自己退却的心，
消极的心，坏习气而打败自己，福田靠心耕，量大才能福大，
大舍才会有大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道德。五伦八德：
夫义妇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朋友有信。而
其中，百善孝为首，我们就应该以身作则，养父母之身、养
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人生当中有很多挑战，
改坏习惯的过程是不断上进的，但不是直线上升，而是总会
有很多波折的曲线上升。另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
话很有道理，当我们遇到了挫折或困难，要在自己身上找原
因，不要总是怪别人，怨天尤人。在我们平常处事行事的过
程中，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首先要看看自己做的是否
正确。“各自择，天心地宁；各相择，天翻地覆”，所以在
生活中我们应该少说抱怨的话，多说宽容的话；少说讽刺的
话，多说真诚的话；少说命令的话，多说尊重的话；少说批
评的话多说鼓励的话。家里的每个人，都做好了，那这个家
自然兴盛，自然和谐。其次百善孝为先，什么是孝？如何行
孝有父母去奉养，有亲爹、亲娘可以叫，是一种人生的幸福，
不能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后悔事。夫
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故天经地义乃为孝。
并且我们中国人的孝并非愚孝，舜的故事告诉我们孝敬父母，
不能让父母难受，伤心，“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的心灵才
是对父母真正的孝顺。

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
致其严。今之孝者，立身行道，而扬名于后世。

还有礼在人际关系中的运用“鞠躬”之礼，并非在于形式，
而真正的是关乎行礼之人的内心是否恭谦，鞠躬之礼就是要
告诉自己应该常处下，用来降服自己的傲慢之心。有礼之人，
礼可以成为他生命中的助力，而无礼的人，则是阻力。“礼
者，敬而已矣”，有礼之人，为人真诚，可以得到长辈的帮
助和提携，因为人际关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对
你笑，你对他不友善，他也不会对你好，“而凡人之所以为
人也，礼仪也”。弟子规就是人生的交通规则，学弟子规的
每一句，是学它每一句话后面的存心。

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我更需要努力逐步改掉坏习气，培
养好习惯。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
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
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
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
观念等。“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
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是《弟子规》的总纲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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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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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作
为职场中的我们。做人要懂得感恩。



对一个人而言，应该报答的最大恩情是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
《弟子规》第一章就是《入则孝》感恩之心体现在一
个“孝”字上，“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
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想一想这些都是我们做儿女的孝顺父
母的基本要求，但我却有很多没有做到：经常会把工作中的
不良情绪带回家，面对父母的唠叨，觉得很烦；有时对父母
的牢骚，不能很好的给予劝慰，置之不理想想自己平日对父
母的关心太少了。

从校园已经走出来一段日子了，刚开始的时候，总是怀念象
牙塔里的单纯的美好，怀念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的那种如
沐春风的感受，怀念着以前的一切，总是不想告诉自己要向
前看，总是把自己蒙蔽在过去的生活中，不去想迎接新的生
活；总是抱怨周边的环境太过复杂，抱怨这个社会是多么的
世俗，忘了继续追寻生活的美好。生活在回忆里，痛苦在现
实中。在不遇到问题的时候，充满自信的对待一切，而在遇
到真正挑战的时候，既没有小隐于野的气魄，更没有大隐于
市的心境，也只不过是俗人一个。所以非常感谢领导们在我
彷徨的时候给了我机会参加传统文化的学习，提醒自己应该
如何继续以后的人生。自从我自己学习传统文化以后，就越
来越感觉到这条路越走越宽广，也希望有更多人受益。并介
绍自己周围的朋友和一些素不相识的有缘人来到国学班学习，
学习的道路还很漫长，希望大家都能够践行圣。

中国传统文化给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光辉灿烂的思
想，绵亘不绝的历史，深邃玄奥的智慧。在这个被西方的风
俗习惯及思潮日日侵扰的今天，在这个人人拜金的物欲横流
的今天，在这个良心大大地被撕咬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
学习对于我，是一次很大的心灵震撼。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
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中
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



素。因此，我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
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我觉得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会让人受
到很好的熏陶，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和四书五经等等，这
些古人给后人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特别值得我们深入
的学习和思考，那些文人墨客的为人之道也早已给我们以证
实。人的道德必然与他的成功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客观事
实的规律是不能人为的改变它的运作。我们作为教师，教书
育人的前提，就要让孩子先学会做人，然后再做事，万事德
为先，一个人有了良好的品德，才会在学习和工作中得到大
家的肯定和认可。因此，我觉得：现在的中小学幼儿园也应
该把这些传统文化载入课程，不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
学习，真正让下一代从中悟出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同时作为
一名人民教师，一定要以身作则，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育人
者，承担着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光荣职责。教师的仪容、
表情、举止、服饰、谈吐、待人接物等都成为学生和社会的
楷模。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因为那会
影响到学生。通过学习，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
认识，我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价值的内容，用来把今天
的工作做得更好，实现它的现代价值。又如，在我们平时的
工作和生活中，难免有不同的冲突，但是对任何事情，我们
要有这样的心态，“退一步海阔天空。”也许事情就会是另
一种结果，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单位，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做到：
各自责，天清地宁。各自从自己身上找到不足，那我们将生
活在一片宽阔宁静的天空下，何乐而不为？因此，我将从已
做起，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美德！

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学习心得中华传统文化包罗十分广泛，
内涵极其丰富，特别是蕴含了丰富传统哲学，那些简短精悍
的名言警句是古人的人生智慧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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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努力的在学
校里学习这类的东西，传统文化好像没有必要学习。但是，
传统文化会让你有一种有根的感觉，特别是在我自己渐渐的



明白了一些话的道理明白了那些东西的真正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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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俗的诅咒与漫骂使得我们早就失去了一个
人应该有的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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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以和为
贵的思想，更多的是人类的自大，觉得自己比他人重要的人
也不大可能很好提高自身的素养与水平。这样我们谈何以更
高的角度去看待人生，实现我们每一个作为社会人所应具备
的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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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我们大社会，更
甚让我们置于宇宙，我们会发觉自己是多么的卑微。那么，
我们就不会过多的注重自我的感受和个人的得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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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结课感想篇四

一、可以让孩子知道中华文化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现在很多孩子并不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以及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即便是教师，也有许多
人讲不清道不明其中道理，因此，理直气壮地而不是怀疑或
者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社会管理者的当务之急，这事
关下一代的孩子们是否能够重视和深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来龙去脉源远流长，记得祖宗，记得自己的出身。

二、可以让孩子明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传统文化讲的是成就自己，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要求的是从自己做起，从眼下细小的事情做起，
着手于把自己的事业做的最好最佳。同时，回家后要孝顺父
母爱护子女，在社会上要忠于朋友忠于职守忠于国家，最终
应该成为企业精英和国家栋梁。因此，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这
些道理应该是事关重大。

三、可以让孩子了解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

加强对祖国下一代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
情，而“”后出生的现在已经社会主流的人，对中华民族博
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也是一知半解，或者只是了解到冰山一角，
随着货真价实的文化大师相继去世，中国几千年传承的文化
思想就存在失传的危险，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抢救性的保护
并让下一代能够继续传承。

四、可以让孩子学会感恩图报和孝顺父母的规矩。

教育的根本就是要让受教育者知道做人的基本道理，而这
个“教”字，是由“孝”和“文”字组成，说明了中国的教
育就是从“孝”文化入手，让下一代知道怎样去感恩图报和
孝顺父母。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养成在家自觉孝顺父母，真
诚关怀子女，在外努力工作，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这也是
整个社会目前已经出现并迫切需要解决的80后孩子中出现的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断层问题。

五、可以让孩子从小系统受教和熏陶于民族尊严。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国外的优秀文化和糟粕文化
同时进入中国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我们不
反对国外先进的文化理念，但应该提防糟粕文化对我们那些
尚未形成传统文化理念的下一代的冲击。前阶段出现的“力
拓间谍案”中可以看出，过去我们深恶痛绝的“汉奸”现象
又开始出现抬头，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在相当部分的人群中
已经荡然无存，这也提醒我们中华传统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



的修复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传统文化结课感想篇五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xx
年，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提高
全镇村民文化素养，推动我镇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组织开
展有效活动，取得一定成效。现就我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有关活动情况汇报如下：

一、中小学校认真开设传统文化教育课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关键在教育，教育重点在广大青少年，青
少年受教育的主课堂在学校。我镇中小学自xx年下学期起开
设传统文化教育课，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中小学
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之中，要求每周不少于
一节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并倡导通过有关课程及活动开展
书法教育、国学经典诵读等活动。例如，各小学在国学经典
诵读，主要诵记内容以新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诗文
篇目：《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大学》《中庸》、
神话故事、寓言故事等。同时，精选中外现、当代美文。一
年级：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诗文20首、《弟子规》或
《百家姓》。二年级：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诗文20
首、《三字经》《论语》1篇。三年级：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
的优秀古诗文xx首、《千字文》《论语》4篇。四年级：优秀
古诗文20首、《论语》、寓言故事十则、神话故事。五年级：
《大学》《中庸》、现代诗文10篇。六年级：《孟子》、现
代诗文10篇。在确定内容后，提出多项落实的措施：保证诵
读时间、保护诵读兴趣、积极创新诵读形式、做好检测工作、
阅读篇目的保证。在初中学校，我镇设立了选修科目：内容
有国学经典课、文学欣赏课、楹联教学、诗文写作、书法等
等，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喜欢的传统文化科目。
对于该科目的考试，老师们让同学们充分发挥主动性，写一



些小小的感想，自己学后的心得体会等即可。

二、农村现代与传统文化教育并举

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人们从长期实际生活经验中概括出来
的，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我镇能够充分利用
那些仍得以保留的文化资源和方式，如各种法定节日、传统
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革命领袖、民族英雄、杰出名
人等历史人物诞辰和逝世纪念日等，加以开拓和创新，开展
主题班会、专题演讲、知识竞赛、歌咏比赛、文艺演出等多
种形式的主题教育，引导中小学生弘扬民族精神，增进文化
自信和爱国情感，提高道德修养。现代的、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可培养村民的兴趣特长和创造能力、动手能力。为此，
我镇充分利用各种文化资源，拓宽文化领域，开展形式多样
的文化活动。围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感恩教育、
诚信教育等主题，充分表达对祖国、家乡的热爱。

1。开展“感恩共产党”。xx年底，我镇结合“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举办“感党恩。党员固定活动日”文艺晚会，激发党
员奋发向上，努力拼搏的热情，创先争优争当一名新时代合
格党员。

2。开展“感恩祖国”。xx年国庆节，中小学通过组织开展“建
设幸福中国”主题读书活动，提升学生感恩祖国、保卫祖国、
回报祖国的朴素情感。

3。开展“感恩父母”。xx年端午节，通过组织以“亲爱的爸爸、
妈妈我想对您说……”为主题的“感恩心语”活动，引导青
少年表达对父母的感激之情，鼓励青少年跟父母真诚交流、
坦露心声。

4。开展“感恩自然”。通过开展“热爱自然，保护环境”为
主题活动，在中小学生中倡导低碳理念，宣传“善用资源，
服务公益”精神，教育学生及其家长参与环保、关爱自然。



三、打造品牌和亮点，形成长效机制

我镇形成传统文化教育长效机制，采取了村民喜闻乐见的方
式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在中小学，“辉煌共和国”“历史的选择”“魅力汉语”丰
富多彩的中华经典诵读活动，让学生在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
化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乐读”“美读”，受到良好校园文
化的熏陶。在全校师生的踊跃参与下，校园诵读氛围愈发浓
厚。

近年来，我镇扎实推进文化建设，坚持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环保教育、体验教
育、感恩教育等主题教育。目前，全镇已建立10多个文化社
会实践基地和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有效保障了村民和青少
年学生的课外实践质量。

中国传统文化结课感想篇六

。它根植于封建主义的土壤，经过五千年的锤炼，成为中华
民族兴国安邦、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成为支撑中
华文化的精神脊梁，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发扬广大、绵延不断、
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漫漫中华五千年，悠悠历史数千载，
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几次全盘否定和摒弃后，凤凰涅盘、浴
火重生。洋文化泛滥、道德标准阙失、心浮气躁、功利化趋
势日益严重的今天，依然独树一帜、熠熠生辉。

初步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时，黯然失笑、心生不屑，觉得在科
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花精力去学习几千年的封建文
化“古董”，耗时费力，跟不上时代潮流，是重蹈封建思想
覆辙。怀着较劲找茬的心态，我不屑地捧起那一本本中国传
统文化书籍，眼球像扫描仪一样机械地扫看着，就这样一天、
两天、三天。渐渐的自己也被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了。当枯燥
的文字，拗口的语句，慢慢为自己所接受;为人原则，处世之



道为自己所认可。当接触到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道家的倡导悟道、求道、体道、行道，无为而无不为;佛教崇
尚的的利己利人，功德圆满;《周易》推崇的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些思想时，心头更是
为之一振，直叹自己才疏学浅，只了解传统文化的冰山一角。

一人独自走在街上，发现戴手串的人越来越多。那一串串手
串，或左或右。我相信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
的却带有祈福和安心的意味。这的手串真能够安抚我们那份
不安、焦虑、怀疑、悲观吗?我想只要我们能够体悟中国传统
文化天人合一的精髓，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社会会是一个
安静祥和的社会，我们还需要借助外来的东西增强自己的内
心吗?古人有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如果我们能够潜心专
修传统文化的一小部分，那么我们心中的那份不安与焦虑将
会烟消云散;我们的心胸会开阔许多;我们的心境会开朗许多;
我们的心灵也会纯净许多。当有一天我们拥有古人那般深厚
传统文化的底蕴时，我们离佛家所说的无悲无喜、无欲无求
的境界又近了一步，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为世
俗所奴役。那人生会是怎样一种情形?我很期待。

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着数千年先人的宝贵经验和智慧，我这晚
辈后生尚不具备如此深厚的功底，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始终
相信人的处世之法深藏其中;帮助人类处理好人与物、人与人、
人与自己内心三大问题之道深藏其中;中国乃至世界的救之道
深藏其中。五千年的历史传承，无数仁人义士以生命和实践
换来的宝贵财富，能够承受的住这几百年科学发展的考验，
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如今的中国社会，急需传统文化匡时济
世。一个民族要强大，首先是文化要强大。我们没有理由不
学习它，不传承它，不发扬它!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瑰宝，要传承，要发扬;但它更是需要
我们去接受，去实践，去体悟。学古不泥古，我们要将传统
文化结合时代精神，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去;以传统文
化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用传统文化宽抚我们的内心，让传



统文化促进社会的和谐。只有与时代结合，运用到生活中去，
传统文化才是活的，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立于不败之地。我
相信五千年祖辈的智慧会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和富有创造力的
中华儿女的传承和发扬下，在世界文化之巅闪烁出属于中华
民族的智慧之光;让世界见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奇与博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