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传统文化的片段 传统文化活化心
得体会(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传统文化的片段篇一

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世界的瑰宝。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
和外来文化的侵蚀，传统文化逐渐失去了活力和影响力。为
了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活化传统文化成为了当下亟待解决
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感到传统文化活化的重要性，
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传统文化活化需要与时俱进。传统文化的活化不能只
是简单地拿出古老的文化形式来展示，而应结合时代的需求
进行更新和创新。例如，传统的戏曲演出如果只是一味地复
制过去的形式，难以吸引年轻人的兴趣。而如果将戏曲与现
代的舞蹈、音乐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表演形式，就能吸引
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因此，传统文化的活化不能停留在过去，
而应以创新的方式与时代相融合。

其次，传统文化活化需要积极推广。传统文化活化不仅仅是
在文化界的工作，还需要各行各业的参与和支持。政府、社
会组织、企业等都应该积极推广传统文化的活化工作。例如，
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奖项和补贴，鼓励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企业可以通过赞助演出和活动，提供经济支持；社会组织可
以组织传统文化培训等活动，提高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
理解。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活起
来。



再次，传统文化活化需要注重教育。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
他们的文化素质的培养是传统文化活化的关键。因此，学校
和家庭应该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学校可以加大传统文化的
课程设置和教学力度，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各个学科中。同时，
家庭也要给予孩子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传统文化，比如组织赏
月、包粽子等传统活动，让孩子在体验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魅力。只有从小培养起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认同，传统文化
才能真正得到继承和发展。

最后，传统文化活化需要弘扬传统价值观。传统文化不仅仅
是一种艺术形式，更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伦理等方面
的内容。在传统文化的活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传统文化
所传递的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孝道、诚信等价值
观是我们应该积极弘扬的。只有通过将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社
会的需求相结合，才能真正激发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
认同。

总之，传统文化活化是一项艰巨而必要的任务。通过与时俱
进、积极推广、重视教育和弘扬传统价值观等方式，我们可
以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活力，并且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和关
注传统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我们的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片段篇二

我国有许多节日，首先，我们来介绍四个节日。

春节到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人们贴对联，北方的人们喜
欢吃饺子，所以就包饺子，春节期间，人们到亲戚家去拜年，
可热闹了。

清明节到了，人们怀念亲人，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来到烈
士陵园，纪念去世的英雄，请明也是春暖花开、柳绿桃红的
好时节，是人们外出踏青的好日子。



端午节到了，我们可以吃到好吃的棕子，为了纪念屈原，有
些地方还赛龙舟，快瞧，河面上龙舟里的年青力壮的小伙子
正在奋力地摇着橹板，真是太精彩了！

中秋节是团圆日，人们欢聚一堂，在一起吃月饼，好幸福呀！

中国节日真有意义。

传统文化的片段篇三

近年来，“传统文化破圈”成为热门话题，得到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关注。传统文化破圈，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更是一种文化价值的体验与延续。在破圈的过程中，个人心
得以及体会也值得我们分享与总结。下面将从传统文化的破
圈形式、破圈的价值以及破圈带给我们的心得方面进行阐述。

第二段：传统文化的破圈形式

传统文化的破圈是多样化的，可以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
的结合、传统文化与时尚的融合以及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
交流等多种形式来实现。例如，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
可以通过利用互联网、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手段来吸引年轻人
的关注，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并体验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时
尚的融合可以通过设计师们将传统元素融入到时尚潮流中，
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服装、配饰等产品，从而使更多的人接触
到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可以通过举办文化
交流活动、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等途径来加强传统文化的
传播和交流。

第三段：传统文化破圈的价值

传统文化破圈的价值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传统文化的破
圈可以打破传统文化被少数人掌握的局面，让更多的人参与
其中，实现传统文化的普及。其次，通过传统文化的破圈，



可以让年轻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并增强对传统文
化的认同感。同时，传统文化的破圈还可以为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最后，传统文化的破圈还有助于推动文化多样化的发展，提
高人们的审美水平和文化素养。

第四段：传统文化破圈带给我们的心得

通过参与传统文化的破圈活动，我们不仅得到了传统文化知
识的增长，更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首先，传统文
化破圈教会我们要保持学习的态度，不断去发掘和学习新的
事物。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
素养。其次，传统文化破圈让我们更加珍惜和保护传统文化。
通过亲身体验和参与，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宝贵和独特之
处，从而更加有责任心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最后，传统
文化破圈也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的重要性。传统
文化破圈不仅可以促进国内文化的传播与创新，还可以增进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第五段：结论和展望

通过传统文化的破圈，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感受传统
文化，还可以增强文化自信。传统文化的破圈是一个良好的
文化交流平台，可以促进中华文化的传统与创新，有助于世
界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支持传统文化的
破圈，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不
断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积极参与传统文化的破圈活动，为
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并为人类文明的发
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传统文化的片段篇四

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宝贵财富，然而，在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往往忽视了传统文化的重要
性和深远影响。传统文化破圈正是为了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
生活，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这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段：传统文化破圈的途径和方法

要实现传统文化破圈的目标，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首
先，我们应该着力推进传统文化在教育系统的普及。通过将
传统文化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并结合现代教育手段，让学
生从小就接触和了解传统文化，建立起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多种宣传手段，如文艺演出、电视节目
等，向公众传递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内涵，让更多人
愿意主动了解和接受传统文化。

第三段：传统文化破圈的意义和价值

传统文化破圈的过程可能会面临一些阻力和困难，但无论如
何，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首先，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
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才能让我们的民
族更加自信，更有底气地与世界各国交流和对话。其次，传
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更为深厚的精神
支撑。现代社会追求物质的同时，也急需一种能够满足人们
精神需求的东西，而传统文化正是这个需求的最好满足者。
再次，传统文化破圈有助于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传统
文化强调的是健康向上、勇于创新的价值观念，它将激发人
们不断进取的动力和热情，进而推动整个社会迈向更高的发
展。

第四段：传统文化破圈的挑战和反思

传统文化破圈虽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在实践过程中
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反思。首先，我们应该正视传统文化在现
代社会中的状况，不是一味地去拘泥于老掉牙的形式和内容，



而是要创新和发展传统文化，使其符合时代的需求。其次，
我们需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理解。只有深入地研究传
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
并将其融入到现代生活中。最后，我们需要倡导一种积极的
传统文化破圈心态。传统文化破圈并不是简单的搬演和推广，
而是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尊重每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发
展，才能让传统文化在破圈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

第五段：传统文化破圈的展望和建议

传统文化破圈是一项远大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社会各
界和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传统文化破
圈的政策和措施，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机会，让传统文化在破
圈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要鼓励广大市民
参与到传统文化的破圈中来，让每个人都能成为传统文化的
守护者和传承者。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
破圈，将其融入到现代生活中，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光芒，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以上五段式文章，我们不仅可以认识到传统文化破圈的
重要性和意义，也可以了解到其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只有在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才能让传统文化在破圈的
过程中获得更好的发展，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传统文化的片段篇五

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深深地感到骄傲与自豪。作为一名
中文专业的教师，我深切的热爱着祖国的传统文化。当提出
树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时，我更是特
别激动。近日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非常多，
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身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我也想在各种
声音中，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热烈地争论无疑表明了传统文化越来越得到重视。不管怎样



争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传承下去，这一点是不容置疑
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她植根于中华民
族，生长于中华大地，当然也是最适合中华民族的。当今社
会是一个信息时代，我们每一天都在享受着信息时代给我们
提供的便利。同时，我们也在纷繁复杂的种种信息冲击之下
有些无所适从。我们的文化也同样经受着极大的考验。仔细
思考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怪现象，我们会发现许多人失去了本
应有的淳朴善良。我们传统文化中推崇的“当仁不让”“见
义勇为”“侠肝义胆”都不知去向了，连老人摔倒该不该扶
都需要讨论了。价值观的偏离导致了传统美德的弱化。我们
成年人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已经陷入迷茫更何况孩子们呢？因
此，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要从孩子开始，要建立民族自信
就得从孩子们开始，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已经是当务之急。

值得庆幸的是我所任教的学校是一所有远见的学校。我们学
校很早就开始了传统文化进校园的一系列尝试，而且在实践
中证明传统文化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学校开展的
“晨读、午诵、暮写”系列活动，把优秀古诗文引进校园。
孩子们在书声琅琅中体会出汉语的独特魅力。老师们利用传
统节日引领同学了解民俗，教孩子孝顺父母，学会感恩。传
统运动项目“六艺”之一的射箭，也被引进了校园，孩子们
在练习中越来越胆大心细，沉稳干练。书画室里，老师带孩
子学习传统书法绘画技艺，翰墨飘香；古筝教室中，老师和
孩子们领略古筝琴韵，雅乐绕梁……孩子们沉浸在各种特色
活动中兴趣盎然。不知不觉中，孩子们培养了对中华传统文
化的热爱，学校也因此涌现了不少小小书画家，小小艺术家。

学校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路上一直在的探索。我作为语
文教师和班主任，也做了一些尝试。在每周两节的特长活动
课上，我带领孩子们学习了《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
经典。我把练字、诵读相结合，再结合实际做相应的讲解。
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有了可喜的改变，对老师家长有了应有
的尊重，对同学也有了宽容友爱，言行举止不再放诞不羁。
家长们反应说孩子比以前懂事了，我感觉班级管理也比以前



轻松了。

在日常教学中我还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听古代的故事。不
管是成语故事、寓言故事还是历史故事，孩子们都会听得津
津有味。于是我就尝试用经典故事来代替讲道理，这样往往
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上课时我时常会引用几句诗文名
句，每次同学们都会投来敬佩的目光。而在听我做进一步的
解释时，同学们也会听得特别认真。这种引用总好过引用一
些莫名其妙的网络用语吧。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适当的环境，
我试图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给孩子营造一个文化的氛
围。

中国传统文化涉及到文学、艺术、哲学等方方面面，是一个
巨大的宝库。虽然我所知道的只是一点皮毛，但是我坚信：
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会源源不断的为我们中华民族提供丰富的
营养。传统并不是封建，传统不代表落后。当你真正去接触
去了解她时，你一定会为她折服。只有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
经过不断地浸润，不断地滋养，不断的濡染，我们才能培养
出一代具有优秀民族精神，秉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少年。弘扬
传统文化任重而道远，我们作为教师都应该为民族复兴大业
尽我们的绵薄之力，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浸润孩子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