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国学感悟心得体会(优秀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国学感悟心得体会篇一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和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国
学善心得到了广泛关注和推崇。作为一种融道德修养和文化
传承于一体的学问，国学善心使得人们的心灵得以滋养，也
让人类社会呈现出更加温暖和谐的一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学
习和思考，我深深地领悟到了积极向善的重要性以及国学在
培养善心方面的独特作用。

首先，国学善心着重强调道德修养。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
想为核心，注重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个人修身
的基础就是道德修养。国学通过研读经典著作，弘扬高尚的
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使人们积极追求品德修养，培养崇高
的道德情操。伦理学家荀子曾说：“君子不仁，则不可以久
处位。”这句话意味着只有具备高尚品格与行为的人才有资
格去执掌权力。国学让我们懂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培养出有责任感、有担当、有情怀的人。这种道德修养不仅
使我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而且为社会发展与大家
庭的和谐共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国学善心对人际关系和谐有着独特的促进作用。在当
今社会，由于利益的纷争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很多人都感到
心烦意乱，情绪波动。然而，国学的精髓之一就是以人为本，
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研读经典著作，我们可以了解
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学会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帮助他人。
与人为善，并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的姿态，而是一种真挚的情
感流露。国学善心鼓励人们通过体贴、关心、宽容和慷慨的



行为来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只有在人际关系中不断传递善
意，才能在社会中形成善的循环，使每一个个体都能够感受
到来自他人的爱和关怀。

再次，国学善心在追求个人成长和知识修养方面起到重要的
指导作用。作为精神食粮，国学善心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智慧
和人生道理，为人们提供了正确的人生导向和价值追求。在
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
而国学能够帮助人们认清自己的天赋和特长，规划自己的人
生成长道路。通过学习并崇尚经典著作中的道德与修身理念，
人们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修
养。国学善心给予每个追求真知的人无穷的力量与智慧，让
人们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国学善心有助于塑造社会精神风貌。社会的发展离不
开每一个公民的努力和奉献，而这种努力和奉献依赖于社会
成员内心的善良和正直。国学善心强调了“仁爱、和谐、正
直”的价值观念，鼓励人们在工作与生活中展现良好的行为
品质。只有每个公民都具备了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善心意识，
才能够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国学善心的引导下，
社会将更加重视公德操守、尊重他人、保护环境，从而形成
良好的社会风尚与公民道德。

总之，国学善心是现代社会中一片强劲的阳光，他为人们的
成长和社会的进步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智慧。通过加强对国学
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我们将从中汲取智慧，培养卓越的品质
和善良的心灵，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
与社会的和谐做出积极的贡献。只有将国学善心融入到日常
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和
更加美好的未来。

国学感悟心得体会篇二

第一段：引言 (200字)



国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千百年
来人民的智慧和体悟。而我在学习国学过程中，也有许多感
悟和体会。国学的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修养，
它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精髓。在国学写
作的道路上，我体会到了其独特的魅力与影响力，也获得了
成长和收获。

第二段：了解历史与思考现实 (200字)

国学写作，除了学习经典著作的技巧和方法外，更重要的是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国学强调的是对历史和传统的传
承与尊重，通过阅读和分析经典著作，我逐渐理解到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与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在写作中，我常常通
过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去思索现实社会的问题和挑战，如何
更好地结合传统与现代，是国学写作中的重要课题。这让我
意识到，国学写作不仅仅是学习古人的经典，更能够帮助我
们认识当下的世界。

第三段：借鉴与创新的平衡 (200字)

国学写作中，我们既要学习古人的成就，也要保持创新的独
立思考。写作不仅是为了纪念和歌颂已经逝去的伟大，更是
为了对未来的贡献和影响。在我个人的写作实践中，我常常
通过对经典著作的阅读和借鉴，来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和表
达能力。然而，在借鉴的同时，我也一直坚持秉持创新的原
则，通过对古文的重新理解和诠释，来创作出贴合当今社会
的作品。这种借鉴与创新的平衡，在我的写作中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第四段：修养与提高 (200字)

国学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修养。国学的写作追
求的是内涵与形式的完美结合，通过细腻而准确的用词表达
出文字所蕴含的深意。在学习国学写作的过程中，我养成了



细致入微，严谨认真的态度，这不仅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
同时也影响了我的日常生活。国学写作强调的是准确传达自
己的思想和观点，这让我更加注重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深度。
通过努力，我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文字功底，进一
步修养了自己。

第五段：国学的影响与价值 (200字)

国学写作的学习和实践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价值。它不
仅仅开拓了我的文化视野，也让我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自己的
国家和民族。国学的精髓蕴含着我们民族的智慧和独特性，
通过学习和传承，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根基，
也能够积极地影响和塑造现实社会。国学写作的学习不仅增
强了我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理解，也提升了我的独立思考和
创新能力。国学写作对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
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一种学习技术，更是一种精神追求和人
生态度。

结语：国学写作的学习过程是一个深入思考、不断探索的过
程，通过对经典著作的阅读和借鉴，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传
统文化的精髓，也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在国学写作
的道路上，我们需要保持对传统的尊重与敬仰，同时也要敢
于创新和超越。只有通过不断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实践，我们才能够真正地体会到国学写作所带来的独特魅
力和深远影响。

国学感悟心得体会篇三

国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
史和深刻的内涵，通过对国学的学习和研究，我深深感受到
了其宝贵的智慧和独特的魅力。国学的学习过程不仅让我对
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不断提高自己的思
维能力和素养。以下是我对国学学习所得的心得体会。



首先，国学教育凝聚着丰富的文化传承和思想智慧。在国学
的学习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之作，例如
《论语》、《孟子》等。这些经典蕴含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
积累的智慧和人生哲学，对于我个人的修养和思想的锻炼都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学教育的核心思想是发扬和传承中华
民族的优秀文化，通过经典的学习和阅读，可以使我们补充
自己的知识储备，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其次，国学教育培养了我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古人
说：“由礼入学，由学入仁。”国学强调儒家思想，重视道
德的培养和修养，教育我们做人要有德行，要有良好的行为
习惯。在国学的教育下，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懂得要尊重
他人、谦虚有礼，注重身心修养。国学教育的培养让我明白
了什么是真正的人生，让我明白了一个人应该如何去做，如
何去为人处世，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第三，国学的学习提升了我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国学的经
典著作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和逻辑，它需要我们通过阅读和研
究来理解和掌握其中的含义。这样的学习过程必然促使我不
断地思考和分析，锻炼了我的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在国学
的学习中，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学会了举一反三，善于思
考问题，并且有了很大的启迪。这些对我的个人发展和未来
的职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让我在面对各种挑战和困
难时都能灵活运用知识和智慧。

第四，国学的学习提高了我的审美水平和人文素养。通过学
习国学，我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奥妙，学会了欣赏中国传
统艺术的魅力。中国的文化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
涵，深深地打动了我。例如，在欣赏古典诗词时，我能感受
到其中蕴含的情感和意境，仿佛置身于那个古人的世界中。
国学的学习让我能够更好地欣赏美，提升了我的审美能力和
人文素养。

最后，国学教育帮助我更好地认识自己，明确了我未来的目



标和方向。通过对国学的学习，我更加深入地认识到自己，
找到了自己对文化和传统的热爱，并且明确了自己未来的发
展方向。我希望在未来能够继续深入学习国学，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培养自己的素养，为社会作出贡献。

总之，国学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不仅丰富了我们
的知识，也提升了我们的思维能力和素养。通过国学的学习，
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华儿女，应该尊重传统文化，
继承传统智慧，并且要积极地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国学的学习让我不断成长，成为一个更好、更
有内涵的人。

国学感悟心得体会篇四

20xx年9月，重庆市中小学教师开展了学习《国学经典与教
育》，学习分为四个教学视频。原来我对国学仅仅是了解一
些比较肤浅的知识，经过此次的学习，我对国学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感受到国学中的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经典理论，细
细的反省一下，我感觉确实受益匪浅。

曹廷华教授在“国学经典与师德修养”中说到：国学是从明
初到晚清这一段时期所提出的虚拟性概念。是相对于“西
学”而提出来的。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精
髓。从古到今，经典名句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人的心灵，在
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国学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像一根
坚韧的纽带，将形形色色的中华文明之珠串连在一起，展现
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其优秀的思想文化已超越时空界限，融
入到世界文化和现代文明之中，成为了传之千古、放之四海
的人类共有的文明与智慧的结晶。

国学大师翟鸿曾经说过：“相由心生，改变内在，才能改变
面容。一颗阴暗的心拖不起一张灿烂的脸，有爱心必有和气，
有和气必有愉色，有愉色必有婉容。”这话对我们教师来说，
说得太对了。我们教师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有信仰，



要有追求。对学生付出了爱心，你就会感受到教书育人的乐
趣。就会感受到学生对你的爱。鲁迅曾经说过，不读《道德
经》就不知道人生的真谛。学习了《国学经典与教育》，我
心中不断提醒自己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就像曹教授说的，
对学生就要像对待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对他们百般呵护，关
心有佳。真正做到“大爱无疆”。

看完熊笃老师所讲的国学经典与教育艺术，使我懂得了“一
张一弛，文武之道。”在教学过程中，不搞题海战术，学习
要和丰富的课间活动相结合。劳逸结合，才能取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如果把国学精髓运用到工作、生活实际之中，就能
指导其人生观、价值观，发挥修身养性的功效。在浩如烟海
的中国古典著作中，《论语》一直闪耀着特别的光芒。人们
总是面对着来自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压力。竞争越是激烈，越
是需要调整心态，调适与他人的关系。《论语》中娓娓道来，
轻轻拂去你心灵的尘土，教会你做人的道理。毕竟，这不是
一个人的世界，不管多聪明能干的.人，离开他人的帮助，是
难有建树作为的。

现在年轻人，漠视礼仪，不尊重长辈老师前辈的都有，直到
踏上了社会、工作岗位、吃到了苦头才意识到了“礼”的重
要性。校园中有些出口成“脏”的同学是否也该引起重视，
把逞一时口快的坏习惯给改改，养成基本的道德素质。国学
中有许多的标准就算是在现代看来也还是绝不失色的。

现在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功利。
现代化提高了国人的生活节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带给人们
快乐，反而带给人们更大的压力。当人们的心灵面对这烦躁
的社会，不知道如何生活了，心中少了那份宁静与自在。当
大家只是以物质为基础，而精神上却一片荒芜时，这是很危
险的事情。是我们该静下心来，研读下我们圣贤的教诲时候
了。读读这些经典的语句就知道，“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
学则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正
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关于学习，事业，



人生的简单而深刻的道理我们祖先早就归纳在国学中了，而
且到现代业一样的适用，不仅现在而且在以后绵长的岁月里
也一样适用。如果我们不好好珍惜自己的文化，让这些指导
我们人生的哲理从我们身边白白溜走，然后还抱怨生活的不
如意，真是怪不了别人。

国学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五千多年的文
化内涵。其中，孔子的教育思想在很多方面还是很有见地的，
对于学习方法，教育方法以及一些教育规律方面的阐释还是
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今后,我要多加学习，让“国学经典”
中的智慧之光，引悟自己走出迷茫，使自己的人生轻松而洒
脱。

国学感悟心得体会篇五

国学社向我约稿，我诚惶诚恐。因为无论是文化修养、阅历
感悟还是身体力行等方面，自己都很浅薄。可再一想，不妨
说说自己学习国学的一点个人心得，抛砖引玉，引起大家更
多的参与，共筑我们的精神家园，把研讨共修扩大化，想到
这些，也就心安了。

自20xx年2月第一次上课以来，至今已有四个月了，自己感到
收获不少。实际上，在进明德天下国学社之前，我就一直对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爱好，可只是零散的学习其中的只言片语。
这种情况自从参加国学社以后有了改变，有了外力的促使，
倒也使我开始去学着坚持。回想四个月来，收获很大。

大概有三方面的收获：

第一方面，在国学领域似乎有了一种要入门的感觉。

从文字关到义理关以及研讨，上课所带来的是古今的一种贯
通感，似乎有了一种豁然开朗、不断更新自我的感觉。有什
么疑惑，请教老师和同学，大家都是那么无私、友爱的答疑



释惑。学的很过瘾、很畅快，原有的学习兴趣越来越强。也
许国学就像月光宝盒，里面看似朴素，实则蕴含着大道。而
打开盒子很容易，可是想要开启里面的大道，是需要钥匙来
解开其中的密码和玄机的。原来自学国学容易陷入文字层面，
义理层面和人生层面很少引发，有了明师启发引导、同学共
修就是最好了。而这使我开始发酵，这也会使我在人生大道
上愈行愈远。

第二方面，是心态和情绪方面好了。

原来的我是个急性子的人，有着很多的迷惑，心态不定。而
现在心静了，情绪平了。很享用现在这种心静如水的感觉，
似乎冥冥之中到达了一种早就期待的境界和感觉。还记得
《大学》中的那句话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
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说的太好了，自己似乎
对这句话有了一种感性的领悟。学《大学》使得我对自己
的“止于至善”、“至于何方”有了更长远的思考，这样在
面对外界的各种纷纷攘攘时，能够做到心静而自有方寸。心
中能够有所静，源自每次不同课程中的收获，有些来的直接，
有些潜移默化。

比方说，当我听到“退一退海阔天空不如停一停海阔天空”
时，心头一震。实际上“退一退”更多的是讲述人与人之间
关系的;而“停一停”讲述的更多倾向于人面对自我的一种心
态和方法。因为只有“停一停”，才会有时间选择自己的情
绪。也似乎懂得了历史上许多大家能够面对小人时，心有城
府含而不露又能合作的原因，至少有一条那就是达到了运用
情绪的高境界那就是选择自己的情绪。

比方说，当我得知“所谓卦象无所谓好坏，它只是告诉人们
现在所处的位置，并且应该注意什么”、“唯有一谦而四
益”时，似乎豁然开朗。

每每回忆起课上的妙语连珠，心中非常愉悦。



“学问忘了就是会了”、“解决化解内心的所有对
话”、“找到内心多个自我中的那个主我”、“完成内心纷
杂世界的统一大业”、“不给钱还是愿意干的事就是最想干
的事”、“遇境炼心”、“国学有如人生旅途中的明
灯”、“面对世路更要学会走心路”等等，总之要在关注世
事的同时，别忘了反观自我，挖掘自我，认识我是谁，明白
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走世路的同时也要走心路。

类似情况，举不胜举。

第三方面，那就是促进了专业领域水平的提高。

我做的是新闻影视工作，含有两方面功能：一个是记者功能，
一个是编导功能。铁肩担道义，妙手驻文章。中国传统知识
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我选择了这样一种生产精神文化
产品行业，从事了纪录片的编导工作。越做越发现，自己所
做的意义也许是一种历史的记载、时代的引领。司马迁为
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写《史记》。当代电视电
视剧电影工作者也应该给自己定位是文艺工作者，这样至少
能够保证文以载道、艺术为人民服务对历史负责，引导人们
的高级趣味、承上启下、传承传统和历史、引领时代。而这
正是我乐于学习国学的重要原因，我学的影视更多的是一种
表现手段和方法，我学国学更重要的是学到中华文化
的“核”，这也是所要表达的，从而活在当下、引领当下。
通过学国学使得自己对纪录片工作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究，
这样也许就增加了更多的深刻和高度。

当然，如果抽离出自己，或者跳出以上这个所谓立场，也许
这种所谓的“精英”意识“精英”文化和“草根”意识“平
民”文化是有着矛盾的，这也是自己一直在考虑在矛盾的一
个问题。这次就在这个平台上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也真
诚的希望能听到更多的声音，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疑释惑，共
同来思考这样问题。



总之，明德天下国学社，对于我的成长意义非凡，也注定了
成为我成长成熟成业中的重要丰碑。

在这里发自内心的说说心中的感谢，感谢王鹏老师的引见和
指导，感谢明德天下国学社的氛围和平台，感谢三位高师的
传道授业解惑和对中华文明承下启下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及生
命的激情，感谢各位同学的良师益友式的各种贡献和一心向
善，感谢所有学社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发起人默默奉献勤勤恳
恳和多方奔走，感谢汤传忠社长倡起组建和全心付出，感谢
济南体恒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这样一份天空和氛围，
感谢历代先贤圣者、志士仁人为我们书写和践行的伟大的中
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