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传承的建议和措施 传承发展中华传
统文化心得感想(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文化传承的建议和措施篇一

我的故乡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龙台镇。我喜欢称它为“龙
镇”。龙台镇地处德阳市中江县中部，正如这个地名，龙台
镇的山水条件优越，更有着中华优秀传统的龙文化。镇中多
处遗址颇具古香古色气息，它也是武术之乡，我每年都会去
看镇上举办的武术节活动，看着一套套的“龙功法”——道
家龙门七八缠丝九步连环(七八九步拳法)、道家龙门四门拳、
道家龙门青龙出洞······让我不由自主的想到了一首
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都会唱的一首歌《龙的传人》，“古老
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这首歌便回响在我
的耳畔边，坚定有力，雄浑豪迈······，当然，“古
龙镇”里面也有龙的传人。

在我们班上，就有一个“龙人”，我们经常叫他“锦顺”。
在一次班会演讲上，锦顺他说：“在我小学的时候，我还是
个圆墩墩的小胖子，不仅体育差，学习还不冒尖儿，因此在
班级里备受别人的嘲讽，但我从来对自己不失望，我只是做
最真实的自己。我在班上，只要是老师吩咐的事情，我一定
尽自己最大努力认真地做，而且还要做得又好又快，从来没
有欺骗过谁。我一直默默努力，尽管没有看见什么成效。直
到六年级，我因为自己的努力，成绩终于有巨大的进步，在
那一年，我开始接触篮球，也让我爱上了篮球，爱的很深，
篮球给了我动力，给了我自信，自己的一身“肥肉”逐渐消
失，我开始被别人尊重，一直到现在。现在，我回想起以前
的自己，我很庆幸，庆幸当时没有因为自己所处的环境而放



弃。如今初三的我，学习和体育都不错，性格上也有了很大
的变化，我很开心，只要努力拼搏、积极进取，谁都可以闯
出一片天地。”

在初中三年的日常生活中，我经常感受到他身上传承着龙的
文化和精神。每次课间，我都会在操场看见锦顺在打篮球，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身影，他一如既往地挥汗
如雨，每天练习打篮球，一打就是半个小时，有时他还自创
花式篮球打法，他非常享受篮球带给他的快乐，看他纵身一
跃似“飞龙”，身姿矫健，篮球在他手上变得有魔力一般，
与他合为一体，篮球离开他的手，形成了一条完美的抛物线，
篮球进筐了，这时，我感受到了他如“飞龙”般要向上进取
的力量，看到了努力拼搏、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学习上，锦
顺也是大胆创新、勤奋努力，他经常为一道难题思考半天，
最后那些难题都被锦顺迎刃而解了，一道题就算他做出来了，
他也不局限于一种思维，他会思考那道题最简单、最合适的
解题方法，不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他总是能用最简单的方
法去解决问题。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正在传承着龙文化，他
就是龙的传人，我也看见了社会上许多人也都在传承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他们都是龙的传人。

我们是炎黄子孙，流传着祖辈的基因，更是新时代的青少年，
我号召：青少年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应养成坚持、勤劳的
品质，遇到挫折不气馁，有点进步不骄傲，不沉迷于一时的
成功，大胆创新，积极进取，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
任，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龙镇里面有龙人，愿我们做一条真龙，继续光大龙的精神，
永永远远做一个货真价实的龙的传人!

文化传承的建议和措施篇二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
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
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
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
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
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
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
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
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
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
而我们的最终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
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
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
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
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
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
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
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
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xx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
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
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
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
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
因素”，“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
受到尊重”，“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
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
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
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
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
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
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
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
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
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
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
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
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
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
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
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
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
糟粕，以史为鉴。

文化传承的建议和措施篇三

音乐教育专业作为我国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力量，具有传承音
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责任。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多样性更是需要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参与。

音乐教育专业主要是培养中小学音乐师资，他们肩负着培养
祖国未来人才的重担。音乐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的素质直接
决定了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师素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概
念是随着国际上对于各国音乐类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兴起的而
提出，人们已经意识到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
承。所以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音乐教育专业之间有
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音乐教育专业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教育传承的重要途径。



大学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传习地，应当倡导更加开放、
平等、民主，更具世界文化交融、竞争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理
念。大学现行教育知识体系中应当反映出本土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丰富性和文化价值。有关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中培养音乐
师资的音乐教育专业是否在自身的教育体系当中反映了本土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文化价值，并且能否承担
起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的责任，还需要进行研究。
基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音乐教育专业中传承时，音乐
教育专业的学科责任，本研究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对我国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的分析

培养目标是学科专业发展的方向，只有确立明确的目标才能
据此采取具体的措施以达到培养目标的实现。我国音乐教育
专业从始创阶段就以“中学及师范音乐师资”的培养为目标。
早在1952年7月国家教育部颁发试行的《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
规定（草案）》对全国高等师范的办学方向做了统一规定，
规定以培养中等学校的音乐师资为主。

1987年5月，国家教委在天津召开“高等师范院校本科专业目
录审订会”。会议对原有的22个基本专业目录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高师音乐专业”改名为“音乐教育专业”。这次
会议使得音乐教育专业这一名称以首次确立，也对这一专业
的培养目标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这一方向规定了它从课程
设置到日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都必须确保培养既掌握与
时俱进的音乐专业知识、技能技巧，又掌握基本教育理论和
音乐学科教学法的毕业生。这是音乐教育专业有别于音乐表
演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标志。

2004年12月29日教育部印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的通知，在该通知中
进一步明确了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掌握音乐教育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一定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高素质



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总之，我国音乐教育专业的教育目标就
是要培养高中、初中、小学及幼儿的音乐教育师资。

2、对我国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分析

我国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结构及学时、学分分配要求方
面，要求：各类课程的课内总学时为2600—2800学时，其中
公共课程约720学时（按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专业课程
为1900—2100学时，按110—115学分安排。其中专业课程由
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成。

就如教育部教体艺[2004]12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中所表达的：这种专
业课程设置除了设置必修课和选修课课程之外，突出的强调了
“地方和学校课程”。可见教育部明确了音乐教育专业“增
大学校课程设置的自由度。基本思路为：必修课程学科化，
选修课程类型化，地方和学校课程特色化。各校可参照《课
程方案》中建议的科目开设选修课，也可根据各自的资源和
特长开设相应类别的选修课，以充分发挥本校优势和地域优
势，办出各自的特色。”（见教育部教体艺[2004]12号，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
方案》说明）。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整理、保护与传承是系统工
程，它需要全社会的支持，需要多方的合作和参与，高等院
校担负教学科研的双重任务，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
究、传承、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深信，教育
在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塑造民族性格、开放民族胸怀、提升
民族理想、推动民族文化创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文
化作用。我国各个民族的文化生成背景及音乐构造特征的不
同，也决定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内容、形式、方
法、途径有所不同。我国的各个省份都有本地区的师范院校，
这些院校一般都开设有音乐教育专业。在研究本地区的音乐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他们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



是他们培养本地区音乐教育师资的使命。

在中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不仅是一种被
长期忽视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一种民
族古老生命记忆的延续，同时，也是一个对民族生存精神和
生存智慧及活态文化存在的认知过程，是一个更具人性发现
和理性精神的民族文化整合过程。我们注意到，口传心授是
一直是中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最普遍的一种传承方
式。在这个高速信息化、物质化的社会当中，许多的音乐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仍然继续按照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无
异于自己画地为牢，故步自封。音乐教育专业在中国各个省
份普遍开设，其本身固有的文化教育优势为音乐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多样化传承提供了教育的平台。

可以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
内容既是所有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员的使命，更是从事
音乐研究及教育人员的责任。由此看来在我国各个省份的师
范院校的音乐教育专业中大力提倡进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教育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上就是为大家带来的5篇《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论文》，您可以复制其中的精彩段落、
语句，也可以下载doc格式的文档以便编辑使用。

文化传承的建议和措施篇四

尊敬的__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要说的内容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展现我校学子风
范”。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传承的历史!屈原的“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得上下而求索”体现了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立志成才，报效祖国;孟子的“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教育了无数中华民族的伟人
和英雄。

岳飞忠诚报国的事迹，林则徐在虎门硝烟的英雄事迹，孙中山
“为民”的思想，周恩来“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读书”的信
念，无不使我们想起中华民族的历史。从古代的四大发明到
今天的“神六”飞天，中国人演绎了多少伟大的神话!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由苏秦刺骨、孔融让梨、屈原问天、卧
薪尝胆等无数伟大二崇高的精神组成的。

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巨大的感染力
和丰富的创造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超
智慧和伟大精神，有着丰富的和深刻的思想，有着自强不息
的优良传统和伟大的美德。

中国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
为世界发展作出了宝贵的的贡献。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培养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需要。

我们的`年轻人也在不断地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继承和弘扬传
统文化，展示我们学生的风采。我们孝敬父母，用一杯清茶，
一句体贴的问候，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尊敬老师，
彬彬有礼，处处体现着我们的礼仪风范;我们努力全面提高素
质，以实际行动承担起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任务。

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梦想是我们的希望，它带领我们勇往
直前，踏出坎坷，尝到成功的滋味。第五中学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梦想的平台。天空足够高，鸟儿可以飞。海足够宽，鱼
可以跳。既然选择了远方，风雨就在路上。

在学习中，我无所怨言，勇敢面对每一个营销难题和压力，



以坚定的意志，执着的追求梦想。我不认为我一定能够成功，
我不认为未来是平坦的还，但是只要我热爱学习，一切都是
可以期待的。

只要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开始，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雄
心勃勃，脚踏实地，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展现我们的风采。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文化传承的建议和措施篇五

上下五千年，中国一路风尘仆仆走来，脚下踏的是深厚的文
化底蕴。但在今天，一提及中国传统礼仪，大多数人并没有
什么清晰概念，甚至则一位这种传统礼仪人化是过时的东西。
因此，中国礼仪文化正在遭受着史无前例的以往与不屑。

然而，中华民族传统礼仪文化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处理人际
关系的实践结晶，是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的准则。

杨时与他的学友游酢为求的正确答案一起去老师家请教。时
值隆冬，天寒地冻，来到程家时，适逢先生坐在路旁打坐养
神，杨时二人不敢惊动老师，就恭恭敬敬立在门外，等候先
生醒来，过来良久，程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侍立在风雪中
的杨时，只见她遍身披雪。脚下雪已有一尺多后了。此
后，“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成了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

礼仪是律己，进人是一种规范，是表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古
人云“不学礼，无以立”文明礼仪不仅是个人素质、教养的
体现，也是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体现。

东汉黄香仅仅九岁，就懂得尊老爱幼，孝顺父母。在冬天严
寒之时，就用自己的身体将父母的被子温暖后，再请父母安
寝；在夏日炎热之际，则用扇子给父母扇凉驱蚊，以侍奉父



母安寝。黄香温席是在中国传统孝之礼仪，孝顺父母，从小
事做起。

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优秀的伦理道德遭到不同程
度的破坏。如今的人们已经有了较之过去更为雄厚的经济基
础来孝敬老人，心已经没了，孝敬父母不是有心无力，而是
有力无心。

唐朝贞观年间，西城回纶国是大唐的藩国，一次，回纶国为
了表示对大唐的友好，派使者带一批珍宝见唐王，其中最珍
贵的是白天鹅。途中，白天鹅不谨飞走，使者只拔下几根鹅
毛，却没能抓住白天鹅，使者在担心害怕之余吧鹅毛献给了
唐太宗，唐代宗并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他忠诚老实，不辱
使命，从此，“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故事干为流传
开来。

中国传统礼仪，应是体现精神价值的生活方式，传录它可以
使我们的礼仪化发扬光大。

传统礼仪毕竟是中国传续了几千年的血脉，若血脉堵塞，中
国只能被称为是一个现代国，而不能称其为中国了。中国传
统礼仪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国人和海外人引来容耀和自
豪，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凝聚力，没有它，国人将迷失自我；
没有它，中国便只剩下一个空壳。

纵观古今中外各国发展，世上没有一个民族失否定自身传统
礼仪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认为自己的优秀的传统礼仪是
过时的，有害的。而传来中国传统礼仪文化。是每个华夏儿
女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地大声说:“我是中国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