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传统文化心得 传统文化学习总
结(大全8篇)

实习心得是实习生对实习单位、导师和同事们的感谢和总结，
也是对自己成果的一种评估。接下来是一些来自各行各业的
培训心得范文，希望能为大家在写作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传统文化心得篇一

在我们没有到大庆之前，伯伯就帮我们定好了学习3天传统文
化班。

一大早，我.姐姐.伯伯.爸爸.妈妈，一起坐车来到学习传统
文化的地方。开课了，我听老师讲的都是弟子规里的内容。
刚开始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听了老师的讲的那些故事
和真实的案例，我就觉得弟子规非常了不起。父母呼应勿缓，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顺承。通过老师细心的讲解，我终
于知道了这几句话的意思。父母呼唤时，要及时回答，父母
叫我们做的事，要立刻去做，父母教导我们，应该恭敬的聆
听。有在监狱里的犯人，学了弟子规之后都变成了好人。还
有不爱学习的小朋友，学了弟子规以后都变成了懂礼貌爱学
习的好孩子。

我学了弟子规以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一定要把它改
掉。

传统文化心得篇二

今学期，根据课程设，开设了《传统文化》的教学课程，目
的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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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材的编排，教学内容主要
以传统诗词诵读为主。多学一些传统的诗词，对加深孩子们
的文化底蕴是很有帮助的。



《弟子规》、《小儿语》、《续小儿语》等为主。传统文化
教学之初，还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如，拗口的古文让孩
子们背诵起来着实非常困难。我们反复诵读诵读，为了让孩
子们有兴趣，不至于感到枯燥无味，我开展了很多的小游戏。
先是老师高声的读，学生小声跟读，反复几次之后，学生老
师比赛，看谁读得声音洪亮，字正腔圆，字音准确。最后让
孩子们领着老师读，孩子们开展比赛。一路下来不少孩子已
经背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再给他们自由诵读的时间，提出要
求，让他们通过诵读，读出自己的声音。同时，还可以通过
诵读达到背诵的目的。孩子们背诵的兴致很高，我也从中获
得了一些想法。背过之后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孩子们极容易
把辛辛苦苦背过的东西遗忘。于是又要反复的复习，让孩子
们反复背。不过，这个年龄记住的东西会深刻的记在最心底，
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磨灭掉。

通过对教材的解读，使学生感悟到了中华民族语言的魅力，
聆听到古代圣贤关于做人、处事的语重心长的教诲，了解中
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国人的大气、自尊、圣洁和人格的高尚。
通过阅读，使学生欣赏到了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山山水水和
我国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足迹，领略千百年来中国的民族艺
术，逐步了解和感悟祖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传统文
化学习，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通过学习，学
生们能够熟练地背诵经典古诗文，并能初步理解其意思，同
时能够尝试表达个人学习经典古诗文的感受和见解。无论怎
样，孩子们并没有排斥，学而优则仕，希望我们今天的努力，
换来孩子们以后美好的生活。

传统文化心得篇三

通过开设传统文化，我想谈几点体会：

中华传统文化包罗十分广泛，内涵极其丰富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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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闲人的
人生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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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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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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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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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与我们大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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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想所有的人都去真的专心的去学习一些传统文化，让
旷久的时间静默的历史浩瀚无声的文化来安静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更好的去珍惜生命，感受生命。

不敢说自己是个有智之人,但至少在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后,
我知道一个要有着豁达心胸才可以宁静平和的心态去对待日
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淡泊名利,去掉尘世的浮华与虚无,我
要寻找我的快乐的精神家园。只要肯于学习,勤思考,相信,总
有一天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的境界。

传统文化心得篇四

3月16日，联合中心学习组组织了第二次集中学习，邀请我区
社会科学首席专家王平教授作《认祖归宗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的专题讲座，这次学习从深层次阐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认知中
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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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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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严格要求自己，为夷陵区建设发
展、为史志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传统文化心得篇五

20xx年3月28日，单位老总决定由我带队，去参加南京居美馨
文化教育培训中心举办的为期五天(4月2日—4月6日)的中国
传统文化的学习。

4月2日下午3点，我们一行五人乘坐单位的专车前往南京居美
馨文化教育培训中心，一进培训中心的大门，只见门口有好
几位老师躬身站着，又是鞠躬又是问好，我感到甚为惊讶和
不习惯，觉得他们也许是出于礼貌而已。

签名、报道、找宿舍、领学习教材，均由辅导老师引领，我
被分在第四组，辅导老师是来自镇江的尹小溪先生。瘦高个，
1米80的个子，脸上的微笑没有停止过一刻，让我们倍感亲切。

我们这期学员班，共有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56家企业的160名
学员。有企业老总，有企业中层干部，还有普通员工，有20
来岁的刚参加工作的姑娘小伙也有白发苍苍的老同志。

由于是封闭培训，所有员工一律不许无故离开大门一步。我
们宿舍四个人：淮安人陈宝国，哈尔滨人王云鹏，石家庄人
王建斌和我。大家每天必须在六点起床洗漱，而我最懒，每
天都是舍友呼了几遍仍然无动于衷，非要等到尹老师推门来
呼我起床才起来。



早上，全体学员到教室齐颂《弟子规》和《孝经》，再去食
堂用餐，用餐时需齐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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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培
训中心粮食均来自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热心赞助，所以请大家
用餐必须择量而行，避免浪费，听老师这么一说，学员们均
把碗中的米饭等吃的一干二净。

这几天，集中学习了台湾人蔡礼旭老师的《如何经营幸福人
生》(录像)、台湾人李泳杉老师的《21世纪的健康饮食》(录
像)、中央党校教授刘余莉老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录像)、中心张晓东老师的《百善孝为先》等课程，还聆听
了中心靳雅佳老师的用音乐感悟孝道的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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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监狱的沈芝梅警官和南京德国
独资的菲尼克斯公司李慕松总裁的精彩演讲，也赢得了学员
们的阵阵掌声。

人生不外乎三情：亲情、爱情、友情。因为利益的鬼使神差，
我们的友情变得有些刀光剑影了，我们的爱情变得有些呼天
抢地了，我们的亲情变得有些捶胸顿足了。马克思说过资本
主义社会是个赤裸裸的金钱社会，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主
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唉，我无言以对。

传统文化心得篇六

亲爱的同学们：

中华文化综罗百代、广博精深。五千年来，国学经典对于文
化的承载绵延不绝、流传至今。国学经典不仅是中国悠久传
统文化的明证，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处身立世之本，更是我
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传统经典文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
年的重要载体，其内容之博大精深，其意韵之美、精炼之美、



智慧之美千古流传！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随着和谐社会和节约型社会建设的
大力提倡，随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大力宣传和践行，传统经
典的诵读活动正在海内外蓬勃兴起。一时间，大江南北书声
朗朗，长城内外热潮滚滚。

太古清音喜又闻，道德昌明今胜昔，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脚
步不可阻挡！诵读《弟子规》，与古人居；学习《德道经》，
与老子谋。让我们行动起来，诵读经典美文，实践道德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为繁荣校园文化而诵读！为振兴中华而诵读！

以经典为伴，与圣贤为友。我们真诚地期望广大师生加入到
学习国学经典的行列中来，让融汇在国学经典中的中华民族
的智慧风骨、胸怀以及健康的道德准则和积极的人生信念，
根植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在此，我们向全校师生倡议：

1、请同学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每个时间段、任何
地方进行诵读，诵读弟子规、孝经、道德经、论语、增广贤
文、中华古典诗词等国学经典，在诵读经典美文的同时，感
悟国学精粹，陶冶道德情操。

2、要求每周利用两节课的时间，由语文老师带领同学们诵读、
学习《弟子规》、孝经、道德经。

行动起来吧，从现在开始诵读经典、学习经典。以经典为伴，
打好人生底色，与博览同行，开拓广阔视野！

倡议人：

日期：



传统文化心得篇七

通过开设传统文化，我想谈几点体会：

中华传统文化包罗十分广泛，内涵极其丰富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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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闲人的
人生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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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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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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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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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与我们大社会,我们就不会过多的注重自我的
感受和个人的得失了。

传统文化心得篇八

《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意指，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
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天地万物皆有本有末,凡事都有开始和终了,能够明白本末、
终始的先后次序,就能接近大学所讲的修己治人的道理了。物



者：指的是有形有质的具体存在。在佛家称为色相。道家称
作有为。而既然有形质，就必定有产生这形质的根本所在。
这就是我来到这里通过学习感悟最为深刻的。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
才胜德谓之小人”，蔡老师上课中也讲到：“做了再说是圣
人，说了再做是贤人，光说不做是骗人!”

我想这也是学校的用人标准。作为部门负责人，以前在选聘
教师的时候，更多的是观注这个老师教学方法和教学技能，
同时看是不是学生们喜欢的(授课教师授课满意度调查)，只
要是学生喜欢、且教学经验较丰富就可以了。现在对照这几
个标准，再想想学校当下的几种现象：

1、仅注重教师授课技巧而忽略其人品，结果是牺牲了诸多的
学生而成就其人，最终也是功满而另谋高就，或是以成绩作
为要挟，本学期开学初就有个别高级讲师出现这种现象，而
且是在学校最缺人的状况下提出加薪，而且一张嘴就是狮子
大开口，全然不顾学校对他多年的栽培。当通过了解学生才
知道这个老师也是那两个班(上学期被安排带这两个班的课)
学生意见最大的，直接反映这个老师上课讲的都是专业术语，
学生听不懂，他就讽刺加挖苦，有时还骂人。。。

2、仅注重教师的教学效果而忽略其人品，结果是教师为讨好
学生将满意度评分高些，一味为满足学生的要求，学生要求
老师怎么上老师就怎么上。最终是学生越来越嚣张且不把老
师放在眼里，出了校门也对学校大铄其词。这种现象一出来
班主任们个个为此事而担忧的同时，也倍感头疼，毕竟班主
任们不带课只带班，学生思想工作做的再好，可是任课教师
的作法却。。。。更有甚者，班主任明确要求学生怎么做，
有的老师为却在教学生怎么不“得罪”老师又可以不做(当然，
这样的老师已被开除，也很少)

3、教学能力不行但对学生很认真负责的老师，结果是学生烦



他的同时也很尊敬他，在我们开学生座谈会的时候，学生们
表示，这样的老师能提高教学水平就好了。我们也问学生，
如果把这个老师换掉好不好，学生们都非常肯定的回答：不
好!问其原因，都说很喜欢有爱心的老师。最终是学校将这些
老师送出去学习。

而针对这些现象，我们总结来总结去，长篇大论倒是不少，
而我们学习的课程中几句话就总结了，要是早学习，凡事就
会做在先了，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素质课一直没什么多大成效
的原因之所在吧。

做人先有德，中国文化最重视也是“德”，当“德”
与“道”相契合时，与伦常关系相适应，这就是道德。有道
德者可行之于天下，那么，物有本末，德之根在于何处?孝，
德之本也!

孝亲，是德行的原点，德行是事业的根本。孝亲使人形成感
恩与诚敬的人生态度，而人生态度决定了我们的执业态度，
执业态度决定了我们的执业生涯。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父母的恩德最大，知父母恩，感父母恩，
报父母恩是自自然然的孝亲过程，是做人的大根大本，这也
是古人说的“亲亲为大”的原则。

感恩的心从感父母之恩生起，仁爱之心也是敬父母开始，从
而才会对他人，对事业，对团队，对民族形成心的循环，是
谓水到渠成。

那么，做为一个人、一名教师，如何来追求做人做事的根与
本呢?听从圣贤人的教诲吧，先扎自己的德行的根，以人为本，
以爱为神，以活为形，尽心竭力教好学生。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而事亦随之而始、而起。无论事小事大，
事微事繁，有开始则必有终结，有缘起则必有缘灭。这也是



自然万物的一定法则。因而，做事情要清楚本末，做事情也
一定要有始有终。

四十天的学习，有理论，也有实践，但实践的还不够，毕竟
是在“家里”，在“家长们”的庇护下进行。而今在即将走
向社会，除不舍之外，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我们
在力行中如何面对将要遇到的种种情形。正所谓：“预则
立”。否则，弘扬传统文化，不过就是一腔热情!所以，这几
日反反复复读诵老师关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那段话：“做事的
过程，不要忘记了你的初衷，不要忘记你的目标，不要走到
半路意气用事，逞一时之气，会做下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
要依教奉行，遵循道法自然，学会处处替他人设想，而不是
强加于人，做事要循序渐进，不可急于一时，以防跑
偏!”“一真一切真，所以当你的心是真正真诚，那其实所有
的朋友对你都是真诚。人生，你面对的任何一个人，任何的
一件事务，其实都是你的一面镜子。当你对他好，他反射回
来对你好;当你对他不好，他反射回来对你不好。所以人生就
像照镜子一样，当我们一照随时都是笑脸，代表你这个心是
随时随地对人关怀，对人恭敬。所以，我们学圣贤学问的人，
脑子里面想不起来看哪一个不顺眼，想不起来跟哪一个人过
不去，每天想着都是大家对我们的关怀，我们要赶快提升自
己，去回报别人对我们的肯定”。说实话，我觉得这些话都
是专门说我的。所以，一遍遍反复读诵着。

当然我们可以不去做，要做就一定要坚持到底。我们可以不
为，但要是已经定立志向，就应“勿畏难”，路遇艰难“勿
自暴、勿自弃”，不忘初心!学贵立志!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
我还是下决心来认真做，虽然之前已经在做了，但还不够，
毕竟只是一场场演讲，自己还没有真正力行呢，那只是个开
始。如何做?带着大家一起来做，毕竟我们面对的是几千学生，
他们背后又有多少家庭?如果我们把这个区的学生做好了，又
可以带动其他区的几万名学生了，那又是多少家庭啊!

力行从当下开始，不要等待，不要幻想天上的馅饼掉下来，



不要企图不劳而获。从小我就有个习惯，“言出必行”说了
算，定了干!这正好应了《弟子规》中“凡出言，信为先”，
我会认真考虑做事的先后，这是利益众人的好事。

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工作都是创造性的工作，在此之前大家谁
也没有经历过(针对我们而言)。我想如果大家一直都在做经
历过的事情，那么只有开始也就没有结果了。

做创造的工作信心最为最重要!心性修为一直在最重要的位置。
其次，要谨言慎行、不妄语，尤其我们在演讲时的语言，不
能有虚夸的成份，要句句有据可循，如果为了说传统文化的
好而制造“善意的谎言”，一但谎言被拆穿，那么带来将是
恶的结果!到那时，我们可不是在宣传传统文化，而是在破坏
传统文化了。其次，要将自己的存心定位在“处处是我家，
事事是我事”的状态，那么“泛爱众”就不那么难了!有的学
长们说，要是能跟在蔡老师后面，让蔡老师亲自带领我们学
习就好了，一开始我也有这种想法，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
接近大师跟在大师后面，由大师亲自教授，这固然很好，如
果我们没有一份立志弘扬文化而学习的存心，不去考虑老师
背后的那份存心，即使是天天呆在大师的家中，又有何用?也
不过是“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罢了。

力行应当是快乐的!在我们路遇困难时，我们不妨想想这里，
想想这里的点点滴滴…在座的每一位学长们，让我们将彼此
的信心互相传递，共同携手共进，将我们彼此的信心当做是
我们力行时的后盾，路遇困难又何惧之有?因为我们走的是人
间正道啊!

以上是我在这四十天学习的感受，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短时
间内在还没有完全“消化”的状态下，不可能全面而又详细
叙述完整，仅将学习过程体会最为深刻的部分呈现给大家，
不到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