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史书单 中国思想史课程心得体
会(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思想史书单篇一

中国思想史是一门探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和思想家的课程。
通过学习这门课程，我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我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心得体会可以从以下五个
方面来表述。

首先，中国思想史课程使我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与观点
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在课堂上，我了解了中国古代思
想家的思考和观念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了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
的。我学习了孔子、老子、墨子、荀子等思想家的思想，了
解了他们对道德、政治、教育等问题的独特见解。通过深入
研究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的
根源。

其次，中国思想史课程拓宽了我的文化视野。通过学习中国
古代思想史，我不仅仅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也对
其他文化和思想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课堂上，我们也学习
了印度佛教的思想、希腊哲学的思想等。通过比较和对照，
我认识到不同文化的思想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观点。这使我对
世界的多元文化有了更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也更能够理解和
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第三，中国思想史课程让我明白了中国古代思想与社会发展



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课堂上，我们学习了中国古代思想与社
会变革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与政治、社会、
经济等方面的紧密联系。例如，我们学习了墨子的学说与战
国时期的战乱紧密相关，墨子强调爱与和平是和谐社会的基
础，但正是因为战乱的存在，墨子的思想才产生了深刻的社
会反应。这让我认识到，文化和思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
是与社会具体情境相互作用的。

第四，中国思想史课程激发了我对人生和价值的思考。中国
古代思想家对人生和价值的思考旷远深邃，他们的思想总结
了人类智慧和经验，对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在课
堂上，我们深入研究了孔子的"仁"和老子的"道"等概念，以
及他们对于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这让我反思
人生的意义和目标，认识到只有在与他人和谐相处、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才能找到真正的人生充实和幸福。

最后，中国思想史课程启示我珍惜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学习中国古代思想史，我深入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
深和独特魅力。这不仅让我对中国自己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
认同，也使我更加自豪。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中国文化的
传承者，我们有责任将这种独特的文化传承下去。我相信，
在当代环境下，通过继续研究和传承中国古代思想，我们能
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当今世界的紧迫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思想史课程让我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拓宽了我的文化视野，让我明白了中国古代
思想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激发了我对人生和价值的
思考，并启示我珍惜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门课程不
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扇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窗口，
它使我从不同的层面认识了中国古代的智慧和贡献，也帮助
我在人生道路上找到了更多的指引和启迪。



思想史书单篇二

中国德育思想史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涵盖了中国古代哲
学、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通过学习中国德育思想史，我
深深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德育的重视和影响。在这篇文
章中，我将以五段式的方式，对中国德育思想史的心得体会
进行阐述。

第一段：中国古代的德育思想

中国古代的德育思想起源于古代圣贤之道。在众多思想家中，
儒家的德育思想最为明显。儒家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人际关
系，强调以德治国。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和道德规范，才
能培养出有德行的人，建立和谐的社会。此外，道家的自然
主义思想也对德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道家注重身心修
养和与自然的和谐，强调“道德自然”，并提出了“无为而
治”的治国原则。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
对后世德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段：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观点

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儒家认为
道德修养是一个人的基本任务。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完善的个体，更好地为社会做出
贡献。其次，儒家倡导以德行来治国。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道
德教化和德行的力量，才能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使国
家繁荣发展。

第三段：现实中的德育实践

古代中国的德育思想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还有很多实际的
德育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一方面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
的教育，如教育孩子要诚实守信、尊敬长辈、尊重师长等；
另一方面还包括一些特殊的教育方式，如通过故事、诗词等，



让人们通过欣赏优秀的文化作品来增强道德修养。这些德育
实践活动贯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培养人们的
良好品德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段：中国现代德育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中国的德育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传
统的道德观念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淡化，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行
为也趋于疏漏。这对于培养有德行的新一代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而，现代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德育的新机遇。通过互联网
和新媒体的传播，可以更广泛地传播德育思想和实践。同时，
现代教育的发展也为德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途径。只要
我们能够善于利用这些机遇，中国德育一定能够在现代社会
中焕发新的活力。

第五段：对中国德育思想史的思考与展望

通过学习中国德育思想史，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到德育的重要
性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德育的影响。德育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
的发展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当
前，中国正处于追求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培养有德行的新
一代是至关重要的任务。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继承和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结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制定出
切实可行的德育政策和实践，就能够培养出更多有道德修养
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人才，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
贡献。

总之，中国德育思想史是丰富多彩的，它蕴含了中国古代文
化的精华。通过对中国德育思想史的学习，我们能够更好地
认识到德育的重要性，明白德育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长远影响。
同时，我们也要面对德育的新挑战和机遇，积极探索适应现
代社会的德育方式与实践。相信在新时代的中国，中国德育
定会焕发新的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添砖加瓦。



思想史书单篇三

重商主义: 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
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
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的来源。因此，要使国家变得富
强，就应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为贸易出超才会导致贵金
属的净流入。一国拥有的贵金属越多，就会越富有、越强大。

斯密教条: 斯密从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
总产品的价值只能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个部分。马克
思称之为“斯密教条”。该教条的错误在于丢掉了社会总产
品和总价值重的生产资料（不变资本）部分。

萨伊定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
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
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

重金主义:早期重商主义的货币学说，认为财富就是金银，金
银是财富的惟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惟一尺度。因
此，重商主义追求贸易顺差。

重农学派:是十八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
济学学派。重农学派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
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
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

凯恩斯革命: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注
重的微观分析，转移到宏观分析。推翻了从亚当斯密到马歇
尔经济自由主义理念的一个主要支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供求自动调节论。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而且导致
西方国家经济从自由经济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转折。



边际革命:19世纪70年代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学
中爆发了一场全面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被称为边际革命。
这场革命使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生产、供给和成本，
转向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消费、需求和效用。

数理学派:是边际主义的另一个分支，它以在方法-论上运用
数学方法研究，论证和表述经济现象的规律为特征，是边际
效用论和数学相结合的产物。

新古典经济学:秉承自由放任的核心观念，主张采取收入再分
配和货币管理等适当的政策措施，来调和阶级矛盾和维持经
济稳定。新古典学派的新发展主要在于福利经济学、垄断竞
争、和货币理论等三个方面。

1、重商主义学派：产生于15世纪，全盛于16、17世纪，瓦解
于17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
本家的世界观，他们把流通领域看成是发财致富的源泉，奉
行以邻为壑的商业政策，突出了资本增殖的目的，强调了国
际贸易的重要性。对货币的起源和性质缺乏深刻认识，也片
面夸大了货币的作用。

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30年代初，是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说体系的出现和数学方法的兴起
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出现，反映英国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经
济思想。

3、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完成于19世
纪30年代初。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它对
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创立和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

4、重农主义学派：重农学派是十八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它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
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
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重农主义



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并把资本所得以生产的
那些条件、当作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来表述的体系。

5、古典经济学派：17世纪中叶产生，19世纪初完成，它反对
封建制度，提倡自由放任，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了初步科
学分析，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
阶级结构和阶级间利益对立。但把资本主义看作永恒的生产
方式，没有认识其历史的局限性。

《经济思想史名词解释》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显示，剩
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思想史书单篇四

1895年，既在中国政治史上是重大的历史转折，也是中国思
想史的巨大分野，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陡然一变的开始之
年。

曾几何时，日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作为“岛国虾夷”而
存在的，它受到中华文明的浸润和辐射，尤其是在中国上层
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记忆中，对日本始终是无端鄙夷和居高
临下。即使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攻击，门户洞开，
即使中国人已经注意到日本人“效仿西法”，大刀阔斧地推
行改革，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把对日本的警惕提高到对西方警
惕的高度上。

直到1894年，一贯自居天朝上国的清王朝无论在陆上还是在
海上，都被岛国虾夷彻底击败了，天朝上国的尊严洒了一地。
中国不得不割地赔款，签订城下之盟，无端鄙夷突然变成了
痛彻心扉的忧郁激愤和耻辱无奈，这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中国
人，时人发出了“以中国之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
的叹息。从知识分子到政府官员，从保守人士到洋务官僚，
人们痛心疾首。“穷则变”，直到此时，在惨烈却无奈的现



实面前，中国人才彻底醒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
则甲午一役始也。”自强才真正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观念，
成为社会舆论的核心问题。

在自强成为社会共识的语境下，如何“自强”成为迫切需要
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待异质文明的冲击，当时人形成了
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采取普遍主义态度，自动向西方
靠拢，主动与西方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并轨，寻求与西方
相同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和追求实力生存法则，简单说，就是
全盘西化。一是采取民族主义态度，只有实现民族强大，才
能在世界秩序内维护自身的独立主权和主流文化。在当时的
国难之下，中国人一方面急速向西转，抛弃传统旧学，转向
追求西洋新知，西方文化在中国空前扩散。另一方面民族危
机也刺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忧患意识，颠覆中国的知识、思
想与信仰。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人
怀有又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关于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学术界争论了数十年，迄今尚无定
论，这是个难以达成共识的论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体会和
讨论从甲午以后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个问
题一直无解。当时的人只能边走边尝试，摸着石头过河，尽
量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正当维新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仅
仅三年，一场政变打断了探索的过程。

迄今为止，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还是在协调自强与启蒙的
关系，还是在西方社会发展的轨道上迂回前行。既要追赶西
方工业化的步伐，又要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存续传承。所以，
从这意义上说，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始于甲午战争。这条道
路将走向何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中国思想史》不仅告
诉你历史史实和历史困境，还引导读者对照历史，反思现实，
为现实困境求索解决之道。这样就使书籍的生命力并不囿于
过去，更在关照现实。



思想史书单篇五

__是我国“六五”普法的收官之年，经过多年的法治宣传教
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得到了
显著提高。然而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我们更应该清醒地
看到，学法用法工作中仍存在不足之处，依法行政的意识和
能力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差距。作为
一名公务员，更要努力学好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不断
增强依法办事的能力，下面结合自己本职工作，谈谈学法用
法心得体会：

一、提升学法用法思想认识

握所需法律法规才能保证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二是坚持
学法的自觉性。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首先应该是国家法律带
头的执行者和遵守者，同时，积极地学法用法对整个社会引
领作用也显而易见，如对规范社会秩序、培育公民品格、促
进文化建设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即维护了社会稳定，又
促进了经济发展。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随着法律
知识的不断普及，公民法律意识的明显增强，广大人民群众
要求社会依法行政、阳光行政，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呼
声越来越高，作为一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员，学好用好法
律不单是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与法治国家的实现紧密相联。

二、增强学法用法实效

践相结合，严格依法办事，是学好法、用好法的关键。只有
将学法与用法有机结合，才能推进事业健康发展。为此我坚
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依法进
行决策;坚持依法推动工作;坚持依法解决问题。三是解决好
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充分体
现法治宣传为人民的要求，用事实对广大群众进行法治教育，
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维护好社会稳定，做
到了学法用法的和谐统一。



三、积极推进依法行政

当前依法治国观念深入人心，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作为倡导
者和实践者的主力军，一是应把依法行政这根弦绷紧，时刻
按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原则行
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
使职权，逐步实现行政行为的规范化和法治化。二是建立和
完善行政执法人员学法用法监督制约机制。完善监督措施，
加大监督检查和监督力度，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行政执法人员
学法用法检查。三是以用促学，学用结合。行政执法人员要
把用法作为学法的着眼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学用结合，
在“学”字上下功夫，在“用”字上出效果，做到规范执法，
依法行政。尤其要解决好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解
决这些问题，可以充分体现法治宣传为人民的要求。在经济
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
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一旦“法治精神”在人民群众心
中被破坏，就很难修复，我们要用事实对广大群众进行法治
教育，坚持从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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