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当代中国教育 初中国防教育心得
体会(汇总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
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论当代中国教育篇一

9月20日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为了更好地贯彻《国防教育
法》，我校积极组织开展了“关心国家安全，维护海洋权
益”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1、广泛宣传

9月15日，罗副校长在晨会上作了动员讲话，讲述了“国防教
育日”的来历，明确今年9月20日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主
题是“关心国家安全，维护海洋权益”，让全体师生充分认
识组织开展国防教育日活动对于贯彻《国防教育法》、依法
加强全社会的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中学生要增强
国防意识，就要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鼓励大家：一要
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二要观看新闻，
关心时事，关注时局。三要努力学习，练好本领，为长大投
身祖国建设做好准备。

2、营造氛围

学校通过升国旗、课间播放革命歌曲等形式营造氛围，开辟
爱国主义教育的新途径，提高思想教育的时效性，让学生在
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气氛中接受教育，潜移默化地引导学
生积极支持通过多种方式，拓宽教育的空间和渠道，把国防



教育渗透在各学科教学中，使学生了解我国国防的兴衰得失
以及当下的国际形势和时事动态，有效培养学生的国防意识，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学生的忧患意识和建设祖国、保
卫祖国的责任感，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各班在“国防教育日”前后，紧密联系和平发展的形势，并
结合相关事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召开
“关心国家安全，维护海洋权益”主题班会，介绍当今军事
格局及周边基本态势，理解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统一的紧
迫性和艰巨性，激发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树立居安思危、
有备无患的意识。引导学生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普及国防
知识，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进一步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组织学生唱爱国主义歌曲、观看优秀国
防教育影视片并写好观后感。让学生相互交流对国防知识的
认识，从而整体提升了国防意识。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有效的活动，我校大力强化了学生
的国防观念，收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论当代中国教育篇二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当代教育科学也以迅猛的速度在前进。
伴随着时代潮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念正逐步得到普及，
而课程创新、学习方式创新、评价方式创新也成为了当下教
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在不断深入了解学生需求、思考如何提
高教育质量、寻找更符合时代需求的教学方式的过程中，我
有了以下的一些心得与体会。

第二段：课程创新

课程创新是当代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课程创新过
程中，教育者应该以学生为中心，通过了解学生的特点和需
求，以及行业的发展趋势，设计出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课程。



这些课程应该具有国际视野，能够培养学生的实际技能，且
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应该提高教
学质量和有效性，关注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思维能力，让
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逐步提高学生学习和生活的质量。

第三段：学习方式创新

在当代教育中，学习方式创新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学习方
式创新包括了教学方法、学习内容、学习环境等多方面的改
进。例如，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使之更加活跃；针对
学生的不同特点，采取区别对待的教学方式；走出教室，创
造多元化的学习环境等。通过这些方法，学生可以更好地理
解和掌握知识，也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此外，学习方式创新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
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

第四段：评价方式创新

教育评价是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教育评价方式的改变，对
于学生的学习成效也影响不小。在当代教育中，教育评价方
式的创新同样被认为是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教育评价不能
简单地通过考试成绩等非综合指标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
而应更加开放和综合化。例如，采取更多的项目评估方式，
引入创造力以及实际应用能力等综合能力进行教育评估。这
样既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果，也可以更充分地反
映学生在多个方面的潜力和能力。

第五段：结论

当代教育科学在课程创新、学习方式创新、评价方式创新等
多方面不断深入。这些改革也逐渐注入到教育实践中，为学
生提供了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教育，帮助教育者和学生更
好地面对复杂和变革的社会环境。随着时代不断前进，我们
也需要不断更新我们的教育观念，为学生带来更加符合时代



需求的教育。

论当代中国教育篇三

当燕子离开，当柳桃枯谢，世间万物的匆匆在朱自清先生笔
下挥手作别。有时候，简单的事情容易看出结局，但人生的
结局，是一场无法预知的告别。深夜时，你偶尔会感叹一天
的日出月落，期待着醒来，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生逢其时，
只不过是看自己选择哪条路罢了，聪明的你，回答我，我们
的日子是不是永远灿烂。

能在岁月长河里奔涌的故事都值得去歌颂，而普通人的一天
只不过是在长河中飞溅而起的水花，它们或清或浊，出现了
好与坏的走向。逢与不逢，更可以看做一场心理的博弈，故
事有写完的一天，但我们所期待的这个“时”，是未完待续
的。

如果你悲观，那故事的开头一定不会吸引观众。就好比那篇
沙漠中有半杯水的故事，你的悲观让本就不多的水在唉声叹
气中蒸发的更少，你会觉得这真是生不逢时，天要亡我，自
怨自艾的走向尽头。

如果你乐观，故事哪怕再俗套，但喜剧一定不会缺乏观众。
乐观的你，还需要故事去支撑吗?你本身就是这场故事的主角
了，当你从一次次历练中走出，你会觉得这真的生逢其时，
大路的畅通让心情变得更加愉悦，迎来圆满的结局。

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写下了“人生在世不
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样的豪言壮语，一次次不公平的
对待，让他写下这般振奋的话语，悲观的你，还真的觉得自
己生不逢时吗?我想你也知道，没有人永远顺利，也没有人永
远失败。相信自己，就一定能否极泰来。

当燕子回春，当柳桃复苏，当从春开始时，新的生命力在出



现，一切也应运而生，生在新时代下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把
自己更好更优秀的一面奉献给祖国，把生命的每一次奉献缝
进属于我们的青春时间。

现在，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永远灿烂。

论当代中国教育篇四

这次的国防教育就如阴晴不定的天空，一开始便笼罩上了一
层阴霾。虽说不必站在烈日暴晒的操场遭受“炮烙”之刑，
可没有一丝流动的沉闷空气夹杂着暑热的湿气将人一层层围
裹，没过多久汗水便如雨滴般落下，却并没有雨的温柔。刚
从安逸的空调房出来的我们，还不能适应这种强度的训练。
当教官下令解散后，勉强拖着已经站僵的腿来到食堂，恨不
得身后能有张柔软的床让自己躺下去好好休息。

军训苦吗？毋庸置疑，他是苦的，但却并不涩。凡成大事者，
吃苦必在前，正如陈奕迅《苦瓜》中说的“真想不到年轻时
我们竟不爱吃苦瓜”，有些年轻人总抱着一种不吃苦也有收
获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国防教育所受的苦，或许能让他们体
味到“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中蕴含的智慧。

如果说“杏花春雨江南”是古人对于功成身退、隐居山林的
美好向往，那么“白马秋风塞上”则是古人对于戍边杀敌、
保家卫国的无畏精神。国防教育就是对这种精神的传承，这
种精神是泱泱中华经过时间沉淀始终推崇的智慧结晶。
从“愿报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到“留取丹心照汗
青”，再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每一个时代所必
需的精神力量，也是国防教育存在的意义之一、理由之一。

国防教育所带来的感受不尽相同，但他所承载的精神已经潜
移默化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血液中，成为我们不可
缺失的时代力量。



作为新时代铁路青年的我们应该努力掌握本岗位的知识以实
际行动回报社会。现如今高新科技发展的时代下，我们更应
加强我们的国防意识，加强对国家的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
当我们落后一时，转眼之间便会落后一世，也许那句为“中
国崛起而读书”十分老套，但只有当一个国家和谐时，小家
才能幸福美满，所以我们饱览群书，不仅仅为了提升我们自
身能力，也是为了让国家日益强大，我们每个人的力量虽小，
但水滴终能穿石，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小小的努力，终能成
为国家强胜的基石。

论当代中国教育篇五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生的多元化需求，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也
在不断地改变和更新。因此，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我们
不仅要追求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还要把握教育科学的
根本，探索人的认知和行为规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成长。
在实践中，我从教育科学中汲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仿佛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下面是我的心得体会。

一、 有效的教学是基于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教育不是简单的灌输知识和技能，它还应该是一种有目的的
行为。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应该加强对学生的研究和
观察，了解他们的兴趣、需求、思想倾向和特殊情况。同时，
对学科本身的研究也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它的解释、解疑、
应用和扩展等方面。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才能更有效
地对待学生，定位教学目标、选取教学内容和选择教学方法。
例如，在英语教学中，通过对学生英语功底和母语背景的了
解，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更适合的教材和练习材料，并采用
更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从听、说、读、写多个方面让学生更
好地掌握和应用英语知识。

二、针对个体差异的个性化教育是教学的必备品



如何让每位学生都有机会体验到成功的乐趣，是教育科学的
一大命题。因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背景和能力，所
以教学应该根据这些不同而有针对性地进行。不要固执地按
照统一的标准和标准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和价值，而应关
注学生的发展和进步，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教育解决方案，
并为他们提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和启发性的策略。例如，在
绘画方面，如果把所有学生都放在一个档次上进行评估，则
会削弱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力。因此，教师应该为不同水
平的学生提供不同难度和主题的绘画任务，包括尝试不同的
画风、使用各种材料和技巧、将艺术选择和体验融入生活等，
以激发他们的潜力和天赋。

三、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是教育的核心

教育不应该仅仅是学习一些知识和技能，还应该是培养学生
对于求知和思考的兴趣和能力，让他们具有主动学习、独立
思考和创新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需要化身为导师，
引导学生利用各种资源和途径，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去。例
如，可以鼓励学生在阅读、观察、实践等多个方面探索知识，
或者让学生在某个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并将成果呈现出来，
以此激发他们的自主学习兴趣和动力。

四、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传统教学方法单一而枯燥，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求。为了
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教育科学不断推陈出新，探索各种
新的教学方法和工具。例如，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可以采
用模拟教学、场景教学、游戏教育、网络教育等多元化的方
法，以达到提高效果的目的。例如，在数学教育中，可以采
用游戏化教学、论文展示等多样化方法，让学生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探索知识，并在学习中感受到快乐。

五、采用有效的评估方式可以推动学生的学习进步



评估的作用在教育中是不言而喻的。评估不仅可以帮助教师
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个体差异，还可以帮助学生反思、总
结自己的学习经验和策略，从而促进其学习进步。因此，评
估方式应该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进行选择，并充分考虑
学生的情况和知识结构。例如，在中文写作方面，可以采用
多样化的评估方式，包括作品展示、互相评估、自我评估等
方式，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和评估中，不断提高写作
技巧和表达能力。

总的来说，当代教育教学的核心是让每个学生都能全面发展
和个性化学习。教育科学对此提供了很多经验和方法，我们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需要贯彻落实并不断创新。只有这
样，才能让学生热爱学习、不断进步、为社会进步和贡献做
出自己的贡献。

论当代中国教育篇六

请让这句话消散在风里，拍拍自己哭丧着的脸，微笑，并告
诉自己——生正逢时！生正逢时，指的也许不是现实，而是
一种态度。

生不逢时，是俗者面对困苦人生时绝望的叹息。

20世纪的印度是个贫穷的国度，种姓制度下，底层人民民不
聊生。然而，他们却被称为幸福感最高的人群，究其原因，
是他们信仰的宗教教给了他们生活的智慧。印度教主张，人
活一世，不过是一场游戏，活得快乐，你便是赢家；否则，
即使有再大的成就，仍是输了这一局。

细细思之，不无道理。在同样的情境中，有人哭，有人笑，
除去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个人的心态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如
一个故事里同样身患绝症的两个人，乐观者向外看去，看得
见春水荡漾，绿草如织；悲观者向外看去，只看见一堵厚厚
的冰冷的墙。外物随内心而改变，不叫主观唯心，而叫主观



能动性。苦乐随心，悲喜由己，在同样的境况下，选择乐观，
即使身处废墟之上，仍有鲜花为你绽放；选择悲观，废墟之
下只有滔天的洪水，会让你窒息。

生正逢时，是智者即使身处低谷犹能发出的曠达之笑。

河山踏遍，饥鼠绕床，屋无片瓦。在国家破碎的岁月中，多
少人空有一腔热血，报国无门，多少人感叹自己怀才不遇，
生不逢时。但又有多少仁人志士，面对坎坷人生，长啸高歌，
他们不屈不挠、积极昂扬的精神久照长空，熠熠生辉，百世
流传。为何?因为“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因为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他们即使命运困顿，
仍不愿放弃一身才华、满腔热血。

生不逢时，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壮笙歌。

面对挫折，敢于搏击，即使最终未能成功，即使注定被遗忘
在漫漫岁月长河中，但至少无愧于心。遇挫的学子若继续埋
头苦读，也许等着他的会是辉煌的未来；被炒的白领、蓝领
若继续投简历，也许他们会找到更好的工作；病危的老人若
不放弃生的希望，也许他会在晚年活出别样的精彩。比失败
更可怕的是放弃，无论何时，抱紧希望，即使现实中等不到
它，心中的美好盛世也绝不会消失。既然相信自己有才，停
下来自叹“不遇”，不如迎头赶上，再度出击。

生正逢时，是勇士哪怕陷入荆棘丛中亦要前进的执着脚步。

古往今来，所谓“命途多舛”的表现不过几项：无官可做，
无钱可赚，无枝可栖。然而这样的需求实际上是十分浅薄的。
比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先生，他一边在洛阳城外自由
自在地打铁，一边在音乐、绘画、文学等艺术领域营造出一
片天地。有官不愿做的嵇康活得潇潇洒洒，为何?因为他精神
上的追求，在艺术领域获得的非凡成就，正是他人生价值的
体现。



生不逢时，是世人物质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感慨。

如果可以选择，那么在“活得更舒服”和“活得更有价值”
之间，无疑后者更为重要。为什么网上频现贫苦老人家收养
流浪儿、供山里孩子读书的新闻?为什么这样的新闻得到广大
网民赞誉?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更何况生在这个时代并非你
我可以选择，既然生活品质已定，与其坐在原处嚷着生不逢
时，不如主动出击，为这个时代尽一份绵薄之力。哪怕能找
到的自我价值只有一点点，但求无愧于天地。

生正逢时，是有志者实现自我价值的一声欢呼。

乐观、执着、追求自我价值，诠释了生正逢时作为一种态度
的内涵。

论当代中国教育篇七

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于是有人慨叹生不逢时，有
人庆幸自己生逢其时。活在当下的人们，应该称得上生逢其
时了。

从先秦一路走来，生不逢时是“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的惆怅无奈；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壮志难
酬；是“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的萧索凄
凉……不过，今天我们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未来的发展，
取决于今天的奋斗。对于我们来说，生逢其时，是个人的人
生际遇，更是宏大的时代机遇。

生逢其时，意味着我们的理想要远大。“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轩辕。”历史上，早已有优秀的中华儿女为我们
树立了榜样：面对列强的欺侮，他们为救亡与图存呼喊奔走；
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们远赴戈壁大漠，隐姓埋名。如今，
接力棒传到了我们的手中，我们岂能辜负他们的殷切期望?我
们同样要把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在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生逢其时，意味着我们的意志要坚强。“志不求易者成，事
不避难者进。”在疫情防控时，在汛情最严峻时，直面生与
死的考验的我们，已经成长为共和国的脊梁。时代的每一次
迅猛发展，当中往往都孕育着新机，我们应敢于在变局中闯
出新局。

生逢其时，意味着我们要脚踏实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只有走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我们要以黄
文秀、陈陆、张玉滚等人为榜样，把奋斗作为青春最亮丽的
底色，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书写青春的答卷。

虽然我们还很年轻，但我们懂得，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曾寄语我们年轻人：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我们生逢其时，为之奋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