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参加线上升旗仪式的感悟(模板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
的心得感悟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感悟范文大
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参加线上升旗仪式的感悟篇一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您们好!

国家教委早在1991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教育系统认真开展爱
惜粮食、节约粮食教育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在不少学生
中，节约粮食的观念十分淡薄。这不仅反映了不少青少年学
生和儿童不懂得珍惜人民群众的劳动果实，而且也直接反映
出他们在思想品德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为此，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和各类学校领导，一定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高度
重视这一问题，要把节约、爱惜粮食的教育活动，作为学校
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期抓下去，并努力抓出成效。
教育学生树立“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的观念，培
养他们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所以，我们要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它也是“养成良好习
惯”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创建“绿色学校”、创
建“节约型学校”的实际行动，同学们，你想做个文明的小
学生吗?那就从文明就餐、节约粮食开始吧!其实节约粮食，
做起来很简单：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要剩饭菜;吃饭的
时候，也要集中注意力，认真吃饭，不挑食。无论爸爸妈妈
给我们吃的，还是学校里的饭菜，我们都要把肚子吃饱，吃
饱才有利于我们身体成长的。为了自己的健康，我们都要通
通吃掉它!



我们要树立节约意识。爱粮、惜粮、节粮，不能是空洞口号，
它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
耻”的风尚不仅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我们的粮食远未
充裕，我们没有糟蹋粮食的权力，也没有糟蹋粮食的条件。
希望前面我提到的那些浪费现象不再发生。

我们要发掘节约潜力。我们虽然不种田、不产粮，但节约粮
食也相当于种了粮食。我们的一张张餐桌就相当于一方方粮
田，除了吃进肚子里的粮食外，不浪费一粒粮食。

我们要强化节约行为。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都不能浪
费粮食。吃多少，烧多少;吃多少，盛多少;不偏食，不挑食;
少吃零食，买了就要吃完，不随手扔掉……。对浪费的现象，
我们要坚决反对，坚决抵制。只要我们牢记“节约”，就会
养成良好的习惯。

同学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做一名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
好学生吧!

参加线上升旗仪式的感悟篇二

尊敬的教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日是_____月_____日，星期一，本周的升旗仪式由我
们____年级主持进行，我是主持人______。

升旗仪式此刻开始!

第一项：全体立正，出旗。

第二项：升国旗，奏国歌，全体师生行注目礼，少先队员行
队礼。



第三项：升旗手归队。

第四项：国旗下演讲，今日由____年级的____为大家演讲，
他演讲的题目是《__________》，大家欢迎!

第五项：校领导讲话，大家掌声欢迎!

第六项：升旗仪式到此结束。下周升旗仪式由____年级主持，
请做好准备工作。各班有秩序退场。

参加线上升旗仪式的感悟篇三

大家好！

端午节，现在的已经作为我国法定假期了，这充分证明我们
要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的重视度增强了许多。

大家都知道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端午节。

端午节，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龙舟下水喜洋
洋。这些，都是曾经端午节上最热闹的活动，然而，随着时
代的变迁，社会节奏的加快，外来文化的大举入侵，中国人
不再眷顾流传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将目光转向
了“圣诞节”“愚人节”这样的节日，面对这种现状，我们
不得不感到悲哀。

无庸讳言，这些年来，我国的传统节日，似乎总离不开吃。
端午节吃粽子，清明节吃青团，元宵节吃汤圆，中秋节吃月
饼，春节更不在话下——大鱼大肉让你吃到不想吃。农耕社
会对饥饿的恐惧，形成了我国传统节日最鲜明的风俗——吃。
如今，满足了温饱需求的人们正在奔向全面小康，什么时候
都有的吃，想吃多少都可以，传统节日的吸引力一下子失去
了特有的魅力。



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守着“聚宝盆”却不善于保护和
挖掘。比如文字，当代青年有几个熟识并能运用繁体字？连
文字都不认识又如何了解古代文化？再比如造纸，我国造纸
工业化生产的结果是传统手工业的流失，许多高质量的宣纸
要到国外才能买到，他们不但继承了我们的传统造纸技术，
还有新的发展。就拿端午节来说，它已融入各个临近国家的
文化中，形成了独特的生命力——在新加坡，每年端午节举
行的国际龙舟邀请赛闻名于世；在韩国，端午节被称为车轮
节，是插秧结束后祈求丰年的日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
国人着眼于创新，却往往容易忽视对传统的坚持，文化的缺
失必然导致精神断层甚至扭曲，而精神文明的再次断层又将
带来什么？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面临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该如何保护与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显然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现时的洋节兴盛与传统节
日衰弱间的反差，更凸显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其实，不光是传统节日，整个中华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
如今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一些西方发达国
家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发达的文化传播
手段，积极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包括中国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中国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留存着人类独特
的文化记忆，对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存，必须怀有敬畏之
心，必须高度重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才，中华文明
需要我们共同传承。同学们，不要冷落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
日，让华夏文明在中国彻彻底底的红火起来吧。

参加线上升旗仪式的感悟篇四

尊敬的各位教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东莞松山湖实验小学第(14)周升旗仪式此刻开始!全体立正。

第一项：出旗;

(方队站立后主持人解说)承担本周升旗仪式的是二年3中队。
我们中队的名字叫“爱心俱乐部”，我们的口号是：“让大
家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和欢乐”。升旗手，护旗手。

第二项：升国旗，奏唱国歌;

(敬礼)

(礼毕)

第三项：国旗下讲话;有请二3中队的同学上台讲话。

感激同学的发言。

第四项：值周总结，有请同学到台前做值周总结;

第五项：辅导员周前谈话;有大队辅导员曹静教师。

感激曹静教师。

第六项：国旗下吟诵：有请二3班全体同学进行国旗下吟诵表
演。

感激二3班的同学!今日的升旗仪式到此结束，请各班有次序
地退场。

参加线上升旗仪式的感悟篇五

大家早上好！再过几天就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了，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它是纪念我国著名的
诗人、爱国主义者屈原的节日。



屈原是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他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他所
在的时代是一个战乱频繁、弱肉强食的时代。面对连年的战
争失败，割地求和，统治阶级却置国家存亡不顾，依旧过着
醉生梦死的生活。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对当
前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在国内倡导了一系列的政治
改革。由此得罪了旧贵族遭到了诋毁攻击。面对压力，屈原
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思想，在与保守势力的斗
争中显示了自己的高尚节操，赤诚的爱国之心。

这一片冰心，穿透了两千年的时空，依然照耀着中华大地。
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谈论屈原的爱国主义，倡导的是什
么呢？我们倡导的是屈原热爱自由，和平的精神，是面对危
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的责任感，是面对强权宁折不弯的精
神，要体会到屈原对于国家人民的深厚感情，体会到屈原对
于这片土地，也就是我们脚下这片广袤大地的深厚感情。

和屈原不同，我们身处的时代是盛世的中国。国家富强、民
众和谐。在这一个富足自信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学会爱国，
学会珍惜我们看似应得的宽敞明亮的教室，学会珍惜我们的
学习的机会、甚至我们的衣食。这都是我们的父辈甚至我们
的祖辈怀持爱国的理念，对幸福和平生活的向往，抛头颅洒
热血为我们拼搏才得来的。

最后我想用一句屈原的话送给所有的同学“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我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彼此勉
励，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做一个奋发图强，能为祖国建设
贡献心智的人，能为自己的将来铺垫繁花似锦的人，能回报
呵护自己的父母师长，无愧于炎黄子孙的人。

另外，端午节就要到了，天气也越来越炎热，希望同学们注
意安全，不要在太阳底下追逐打闹，以防中暑；禁止同学私
自外出游泳，不要去江、河、塘、湖畔或工地积水坑等水边
玩耍、洗手、洗脚，以免发生溺水事件；实在想游泳，要有
家长的陪伴，要掌握一些基本常识：如在身体过饱、过饥和



过于疲劳的情况下都不要下水游泳；下水前要用冷水淋浴身
体并且要做热身运动；入水要缓慢，使身体逐渐适应水温；
在水中不宜时间过长，要按时上岸休息，以防发生抽筋现象；
游泳时不要互相打闹、嬉戏；不了解水深及水底情况时，不
要跳水；患有心脏病及其他慢性病的人，不能参加游泳，以
免发生意外。

总之，希望每一个同学牢记下面这句话：“生命只有一次，
我们要好好珍惜生命。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