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近代史的心得体会 红军历史学习
心得体会(优秀6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那么我
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近代史的心得体会篇一

近年来，红军历史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而我也加入
了其中，深入学习红军历史。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不
仅对红军的勇猛和顽强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感受到了红军精
神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和影响。下面，我将从不同的角度谈谈
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

一、深入学习红军历史的重要性

红军历史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
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深入学习红军历史，我们能够了解
到红军革命斗争的艰辛和付出，更能够感受到红军精神的伟
大和强大。在当代社会，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只有通过学习红军历史并吸取红军精神的力量，才能够在困
难面前坚持下去，取得胜利。

二、红军精神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红军精神是红军历史的鲜明标志，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的。红军的勇猛和顽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奉献精神、自
我牺牲和斗争精神等，都是红军精神的具体表现。在当代社
会，我们也应该秉持这些精神，明确自己的目标，并为之而
努力奋斗。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意识和能力，才能更好地为
社会做出贡献，为人民服务。



三、红军历史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

红军历史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对于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红军的忠诚和对国家的热爱，深深
打动了人们。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
养起强烈的爱国情感。只有真正热爱自己的国家，才能够为
国家的繁荣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四、学习红军历史的方式和技巧

学习红军历史需要一定的方法和技巧。首先，要全面了解红
军历史的背景和事件，理清红军的发展脉络。其次，要深入
研究红军的思想和战略，分析红军历史的影响和意义。此外，
还要通过实地游览、阅读相关文献等方式，亲身感受红军历
史的魅力。最重要的是，要持续学习红军历史，并与现实生
活相结合，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实践中。

五、发扬红军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学习红军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知识，更是为了发扬红军精
神，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红军精神是我们
的精神支柱，只有发扬这一精神，我们才能够坚持不懈地为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
在工作中，我们都应该秉持红军精神，坚持不懈地追求进步，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通过学习红军历史，我不仅对红军的勇猛和顽强
有了更深的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红军精神对当代社会的
启示和影响。我将继续学习红军历史，发扬红军精神，并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我
们将能够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161字）



近代史的心得体会篇二

1.从重视传授知识为主到重视培养创新人才，强调培养学生
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

过去那种重知识轻能力的做法带来的弊端越来越为人门所认
识到，在新的课改中就强调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
程，勇于提出问题、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勇于反思并
作出独立、独特的判断。鼓励教师创造性地探索新的教学途
径。

2.从让学生掌握知识到留住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形成终身学
习的习惯。

“我们是系统的学系统的忘”。学完就忘，这是不止一人告
诉我的尴尬事。可喜的是，新一轮的课程改革特别关注这个
问题，要求课程的内容、教材的选择、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手
段、对学生的评价等都要有利于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的培养，
有利于他们的终身学习。

3.精英教育发展成为全人发展的大众化教育。

在课程标准中，明确讲到其总体思路是“面向全体学生，使
所有学生都能达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要求”。反映到教材的
编写上，则抛弃了过去的“难、繁、偏、旧”的内容和专业
化、成人化的内容，真正体现了义务教育的普及性、基础性
和发展性的特点。

4.从注重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科学主义倾向转
为更加注重人文主义，人文精神，注重科学和人文的整和。

在新的课标的课程目标设置上，更加强调情感、态度和价值
观。要求“培养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形成健全的人
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培养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



能力”等等。要求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
会关心”、“学会理解、宽容和尊重”、“学会认知、学会
做事”、“学会共同生活”。

5.让历史更贴近生活，让历史更贴近自我，强调学生的社会
实践。把握时代的脉搏是这次历史课改的一大特色。改革要
求将知识的构建和学生的个体世界紧密相连,将历史知识和社
会实际相连，提倡生活即课程、自我即课程。

二. 教学方法和观念的改变

1.变结论式教学为过程教学，寓学法指导于教学过程之中。

历史课本中有许多现成的结论，如……的历史意义、对……
的评价等，学生有的并不赞同，有的不明所然。这就要求教
师将得出结论的过程、自己的思维过程尽量的暴露给学生，
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分析、讨论中来，引导他们主动发现和探
究知识。

2.由传授型向导向型的转换

以前课堂上的情况是：45分钟老师一个人讲完，滔滔不绝、
一气呵成，还生怕学生没听够，生怕知识点没讲透，生怕考
点没讲到。老师挺喜欢讲的一句话是：只要你们跟着老师的
上课、复习的步伐，你们一定能考一个好成绩。学生则一个
个无精打采，小话不断，呵欠连天。课改之后，老师的角色
更多的象一个导演，在教学过程中起的是组织、引导、示范
和协调的作用。我们要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引导学生学习，
教会他们如何学习。将他们从被动接受知识和死记硬背中解
脱出来，让他们积极、主动的学习知识，让他们改变学历史
只要背就行的观念。

3.利用课本中的活动课和学习与探究内容，有计划的开展历
史课的研究性学习。



新的历史课程改革在内容上和以前最大的不同是增加了许多
的学习与探究的内容和4节活动课，这些内容不注重结果，注
重的是学生的学习过程，鼓励学生参与教学、与他人合作、
共同探讨、社会实践等活动。要达到理想的目的，教师必须
在导字上下工夫了。

三. 学生学习方法的改变

1.自主(参与式)学习：各种各样的调查表明，历史是学生比
较喜欢的，但历史课却是学生不喜欢上的。究其原因就是：
学生的学是被动的、消极的，不是通过自己的活动和实践而
是通过老师的灌输被动的来获得知识。这样的学习方式使大
部分学生感到枯燥、乏味。新的课改要求这种学习方式，倡
导学生的自主学习。

2.合作学习： 新的课改体现了学生的.合作学习。在新的课
改目标中有一点是让学生乐于同他人合作，共同探讨问题，
交流学习心得，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事实上增设的
学习与探究课说明了这一点。

3.探究性(创新)学习：在新的课改中强调学生用自己的眼睛
去发现，去感悟。为此，新的课标提出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建
议，鼓励学生勇于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学习
通过多种途径探索解决历史问题。在评价方案的制定上，也
要求是有利于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