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史教育大学生心得体会 四史教育心得
体会学生篇(模板6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好的心得体会对于
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以下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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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所在的学校开设了“四史教育”课程，这是近年
来学校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情操
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分享我的心得
体会。

一、 学到了更多的历史知识。

在四史教育课程中，我们不仅仅学习了关于中华民族历史上
的许多重大事件和杰出人物，还接触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历
史信息和知识。我们了解到了中国历代各个王朝的重要事件
和经典篇章，如《春秋》、《论语》等，也感受到了这些事
件和篇章对于我国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和贡献。

二、 增强了国家意识。

经过学习，“我是中国人”的认识得到了加深，更能自觉把
中国想象成一个“家”来对待，从而更好地感受国家的强大
和伟大。我们还了解到了我国的历史、文化等方面取得的重
大成就，更加感到自豪和自信，爱国之情也进一步深化。

三、 激发了对于未来的热爱和期望。



学习历史，除了要学会铭记过去，更要学会如何对未来抱有
信心和期望。四史教育课程中，我们学习到过去历史中的失
败教训，也看到了历史中人类所具有的决心和勇气，这些都
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同时我们也深刻认识到理想和愿
望的重要性，坚定了我们要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的决心。

四、 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中华文化中蕴含的深厚底蕴，在四史教育中不断展现。比如
我们学习了中国传统美德，如“仁、义、诚、和、礼、智、
忠、信”，学习了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名著，如《红楼梦》、
《西游记》等。这些内容的学习，让我们能够领略到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之处，更为我们的生活和成长带来了新的启示
和指引。

总之，四史教育课程对我们学生的启示和帮助是非常大的。
通过这项课程，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一个为数众多的民族历史，
这不仅深化了我们的爱国情怀，还启发了我们的学习热情和
自信心。我相信，只有更多地了解传统文化和历史，我们才
能够更好地走向未来。

2023年四史教育大学生心得体会 四史教育心得体会
学生篇优质篇二

学生作业是检测教师教学效果与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依据，
是师生教学交流的工具，是教师常规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从古至今，教育教学过程实施后，教师都要给学生留一定的
作业，以帮助学生巩固、消化、延伸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所以，学生的课业负担主要是以学生作业（听、说、读、写）
来体现，教师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就得多用一番心思。



从改革开发背景下的教育改革实践状况来看，教育的期盼日
渐高远，涉及人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的体现，各种形式的逼迫，
加之家长、学校教师的期盼，不断增加学生的负担。

“双减”政策推进教育深层改革，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
师、家长及学生，都必须及时领会，从内心考量教育的发展，
人的成长、社会建设人才的需要、人的素质发展等所需学习
内容、训练策略等多方面，都要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通盘
考虑。

从学生成长的基本素质来看，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道德品
质、理想信念、自我教育、良好的行为习惯，务必培养学生
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强健的体魄，以确保学生家健康快乐
幸福的生活。

从学生的基本素养来看，关注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及其运用
能力培养，强化学生社会生活的实践能力培养，促进学生适
应社会，贡献于社会。

从社会发展建设的需要来看，关注学生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
认识、学生对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彰显学生
人生价值的体现。

上述学生素质和能力培养，不是教师的讲解或是基本的形式
举动所能达到的，关键是教师要从学生发展角度、人才培养
角度、社会需要角度，积极开展学生作业训练的设计思考，
以真正落实教育的实践本质。

应试教育时代，教育采用“熟能生巧”的理念，强化知识的
积累，死记硬背，“题海战术”，让很多教师积累了丰富
的“教学经验”；素质教育、核心素养培养时代，“双减”
政策提醒教育者，布置作业要精选，不得布置重复性作业，
不得布置超标的作业，废除“题海战术”，尽量减少学生无
效劳动。



这是对教师严峻的考验，陈旧的观念如何转变？这是对教育
管理者发出的挑战，如何引领教育向时代的方向发展？新时
代教育要用智慧、要用实践，团队合作，互相取长补短。

学生作业设计注重实践形式和训练试题类型与内容的思考。
实践形式尽量以团队研究、分层推进；试题类型多样化、试
题内容趣味性和实用性，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产生获得感和
成就感。

内容上，重视基础知识和能力技能训练，基础知识的储备是
能力技能训练的前提，基础知识训练也应注重层次分类，识
记与理解，逐个归类提炼；能力技能训练是基础知识的延展
和提升，更是社会生活实践能力渐进发展，注重操作运用和
创新智力培养。

数量上，适量才是学生学习兴趣和动力激发的保障，让学生
产生成就感和获得感，数量多了，学生心里烦，做作业毛躁
胡乱，考虑学生基础与能力，精心选择，合理安排，切记随
意简单。

形式上，无论是选择题、理解题、简答题、运用题，都必须
题目新颖有趣，文字适量便于阅读对学生又有一定吸引力，
学生花费的时间不多，又能达到训练的目的，让学生做完一
道还有一定的挂念，舍不得放弃。

学生作业设计关注人才、关注发展、关注学习内容、关注学
生基础，细心思考，潜心研究，才能发挥学生作业在教育教
学中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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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教育是指对中国历史上的四部经典史书——《史记》、
《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的教育。作为一名大学



生，我在四史教育中获得了深刻的感悟和启迪。首先，四史
教育让我认识到历史对于我们个人的重要性；其次，四史教
育使我了解到我们是历史的延续；再次，四史教育增强了我
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最后，四史教育激发了我对国家和社
会发展的责任感。通过四史教育，我深刻认识到了历史在我
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影响，也更加清晰地明白了我作为一名
大学生的责任和使命。

首先，四史教育让我认识到历史对于我们个人的重要性。在
大学期间，我对历史一直持有淡漠的态度，认为历史与我个
人的生活没有太多关联。然而，在四史教育的学习中，我意
识到历史不仅仅是一段过去，而是构成我们个人和社会的基
本元素。通过学习古代历史及背后的故事，我深刻认识到历
史对于个人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历史告诉我们
哪些发展道路是失败的，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我们应该遵
循的。只有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思考，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
决策，更好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其次，四史教育使我了解到我们是历史的延续。作为一名年
轻的大学生，我往往追求新潮的事物，对传统文化并不熟悉。
然而，在四史教育中，我了解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和生活方式受到历史的深刻影响。古人的智慧和经验传承至
今，对我们现代人依然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价值。通过学习
四史，我深入了解了古代帝王将相和普通人民的生活，他们
所面对的困境和取得的成就。这让我重新认识到我们是历史
的延续，我们的行为和选择将影响未来的走向。

再次，四史教育增强了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在现代社会
的急速发展中，传统文化的价值逐渐被忽视和遗忘。通过学习
《史记》等古籍，我深入了解了乡愿是如何形成的，中华文
化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我开始懂得，只有将自己的文化根脉
牢牢扎根，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贡献。通过四史教育，我
更加自豪地谈论中华文明的伟大和博大精深，也更加珍视传
统文化的瑰宝。



最后，四史教育激发了我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责任感。作为
一名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学生，我深感自己肩负着时代赋予的
重任。四史教育让我意识到，我们背负着历史的痛苦经验和
先辈的期望。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奉献，才能为建设一个
更加美好的社会做出贡献。通过四史教育，我进一步明确了
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坚定了自己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的决心。

通过四史教育，我深刻认识到了历史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和影响，也更加清晰地明白了我作为一名大学生的责任和使
命。历史是我们的根，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只有通
过对历史的学习，我们才能汲取智慧和力量，为我们的社会
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作为一名受过四史教育的大学生，我
将倍加珍惜这份机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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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做到依法执教;爱岗敬业;热爱学生;严谨治学;团结协作;
廉洁从教;为人师表。关爱和尊重学生，以学生为本，是现代
教育的根本，是师德建设的核心内涵，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每一位教师应为教书育人，完成崇高使命愉悦中升华道德，
进取做高尚师德的践行者。

作为人民教师，要做到依法施教，依法育人，自觉遵守学习
法律知识，宣传法律知识，贯彻法律知识。当然，前提是要
增强自觉的法制观念，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执法懂法，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认真履行职责，不断丰富自身的学识，努
力提高自身本事，业务水平，严格执行师德师规，坚持做
到“为人师表”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有关规定，以身
作则，洁身自好，以德服人，以身立教，为学生树立楷模形
象。

这是学好法和用好法的关键。学法是前提，用法是目的。仅



有把学法和用法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
使学生健康成长。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坚持依法解决
问题。学生出问题是正常的事情，一旦问题出现，必须严格
按照学校的管理制度去教育和处理，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
生明白是非曲直，做到防微杜渐。

目前，我国小学生和中学生犯罪率率增不减，是法制观念淡
薄的结果，作为人民教师帮忙他们了解一些法律常识是必要
的。一部分小学生和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时，正常的心理和
身体正在走向成熟但又未完全成熟，心理上充满着独立性、
自觉性、依靠性、反抗性的矛盾，起伏比较大、易冲动，自
我控制本事差、做事情欠缺研究：并且他们的人生阅历浅，
社会环境又十分复杂，社会上对小学生的诱惑的东西太多，
对一部分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影响也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如一
些非主流的东西，网面上负面消极的东西，虚拟的网络世界，
扭曲的价值观等。如果没有正确法的引导，他们很容易走上
歧途，甚至违法犯罪。

作为教师，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小学生和中学生健康欢乐的成
长。学有所获，学有所成。所以应当对小学生和中学生进行
法制教育，增强青少年的法制意识，使小学生和中学生将来
成为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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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教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树
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我们身为大学生，始终要
传承和发扬这份优秀传统。近日，在我校组织的“学生学习
四史教育”活动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份责任和使命。

第二段：学习四史的感受

在学习中，我感到这些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学习不仅让我们了



解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也深深了解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我们还可以体会到从古到今，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始终没有
变，即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自尊心和奋斗精神为核
心。

第三段：学习四史的收获

我们学习到的“四史”，包括了中国革命史、中国建设史、
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国文化史。不仅让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也让我对祖国的历史和时代有了更为全
面的理解。除此之外，我还对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强
烈的团结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对于自己的成长和未来
的职业生涯都将有着不可估量的帮助。

第四段：学习四史的启示

在学习“四史”过程中，我发现华夏文化的千年历史形成了
一种深沉、博大、蕴含智慧的文明，我们有责任尊重和珍爱
这份遗产，并传承下去。更重要的是，作为时代发展的新生
代，我们需要将这些价值观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把我们的
国家、民族、家庭和个人的发展，融入到这种精神文化的体
系之中。

第五段：总结

总体来说，学习“四史”不仅拓宽了我们的知识面，同时也
让我们更加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精髓和民族精神的纯粹。我
们应该将这种精神不断传承下去，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民
族的崛起，为我们自身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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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第一声叫声，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得到过许许多多的关心与帮助，虽然我们都不能一一回
报，但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每当想到这句话，就会让我
想起生我养我的父母来了。感恩父母，是他们把我带到了这
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回忆起小时候是父母用手牵引着我们，
让我们学会走路，学会奔跑。每当我们遇到失败与困难的时
候总是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们身后鼓励我们，让我们有克
服困难的信心与勇气，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父母的头上已
经是长起了白发、眼角也长起了皱纹，但是我们何曾认真想
过父母的哪一根头发不是为我们而白？哪一丝皱纹不是为我
们所生？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越来
越冷淡。

然而，认为父母给予我们的一切是我们应得的，可以尽情的
享受。我们何尝想过感恩父母呢？在今天，我终于明白了父
母的恩情我们无以回报，从今以后，我们要学会感恩，学会
珍惜我们身边的一切，我们要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多帮助父母做家务减轻父母的负担。以自己成绩的优越与进
步作为对父母的回报。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每当想到这一句话。
就会令我想起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您—老师来了。感恩老
师，在那次感恩教育活动中，当与老师拥抱的那一瞬间，我
们似乎想到了什么：老师啊！你犹如一位辛勤的园丁日日夜
夜为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所操劳着，在早上您一早就回来教
导我们要好好珍惜早上的时间，然而在办公室里就有上百个
作业本等待老师您的批改。

在中午，当我们在看电视、在玩耍时。老师您却在批改作业。
在深夜里家家户户都熄灭了灯进入梦乡时，唯有您的屋里是
亮着灯的，在那灯光下是您老师一直拿着笔不放为明天备课。
想到这儿我们不禁流下了眼泪，在流下真挚的眼泪的同时我
们知道错了，我们没有明白您苦心孤诣是为了谁，您辛苦的



付出是为了谁。老师，花朵以它馥郁的芳香作为对大自然的
回报，那我们就以学习上的进步向您表示感谢吧！

感恩有你，感恩有我，正因为有感恩，才会有这个多彩的社
会；正因为有感恩，才会有真挚的友情；正因为有感恩，我
们才懂得了生命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