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华文化的心得体会 中华文化故事
的心得体会(精选6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华文化的心得体会篇一

中华文化是我国独特的文化遗产，包含了丰富多样的传统故
事。这些故事既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人们普遍喜欢
的文化宝藏。在接触和了解了许多中华文化故事之后，我对
中华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分享
我对中华文化故事的心得体会。

首先，中华文化故事植根于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和传统。这
些故事几乎覆盖了我国五千年的历史。它们既记录了先民们
的智慧和劳动成果，也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例如《孔子与弟子》这个故事，讲述了孔子对待弟子的恪守
道德、忠诚职守的要求，体现了儒家文化注重家庭、尊师、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这些故事不仅为后人传递了中
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中华文化故事以深刻的哲理和情感吸引了无数人。这
些故事常常以故事情节的方式，讲述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唤
起了人们内心深处隐藏的情感。例如《白蛇传》，以白蛇与
许仙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表达了爱情的伟大、无私和超
越，它将现实的感情升华到了神话和精神高度，引起了人们
对爱情的思考。这些故事使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不仅快乐，
而且获得了智慧和力量。



再次，中华文化故事经久不衰，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许
多中华文化故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它们依然在今天被广
泛传播和传颂。这得益于这些故事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普世
价值。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古代，但它们揭示的人性和生存
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对人们有启迪和警示的作用。这种
跨越时空的传承是中华文化故事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

最后，中华文化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的文化和社会。
这些故事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为人们提供了灵感和借鉴。
例如，《拾穗》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人通过一颗谦虚、勤劳
和忍耐的心拾得积分，启示了人们“脚踏实地，勤勉奋斗”
的价值观。这个故事被广泛引用于教育、政治、文学等领域，
成为鼓励人们积极奋斗的符号和象征。中华文化故事以其深
沉、忠诚和智慧的特点，塑造了中华民族的良好品质和道德
风貌。

总之，中华文化故事是一座文化宝库，它融合了历史、哲学、
情感和道德的精华。我深深地被中华文化故事吸引，体会到
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伟大。这些故事让我明白，中华文化是
一个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的
智慧和创造力。我相信，只要我们不忘初心，传承和弘扬中
华文化故事，我们的国家就一定会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更加
璀璨的光芒。

中华文化的心得体会篇二

中华文化故事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深远的人生哲理，通过这
些故事，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也能汲取
到宝贵的教益。在我与中华文化故事的交流与学习中，我获
得了很多心得体会。

第一段：中华文化故事的历史传承

中华文化故事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古代文明。



经过世代层层传承，这些故事一直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教
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射鸡破的故事中》中我们可以
了解到乐府古诗的形成过程，从九死一生的《柳毅传》中我
们可以知晓守道精神的可贵。这些故事以其传统中华元素，
在砥砺人心的同时也融汇历史文化的内涵。

第二段：中华文化故事的智慧启迪

中华文化故事的精髓不仅仅在于它们的历史传承，更重要的
是它们所饱含的智慧启迪。比如《淘公和尚三打白骨精故事
中》从纵观人生的角度，教导我们要善于辨别是非，明辨真
伪；而《愚公移山故事中》则告诉我们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
持之以恒的努力，就能创造奇迹。这些故事所蕴含的智慧启
迪贯穿于中华文化故事的方方面面，为人们提供着前行的指
引。

第三段：中华文化故事的人生哲理

中华文化故事中的人生哲理让人耳目一新，给人以深思和启
示。在《韩信点兵故事》中，我们学到了不要嘲笑人家，因
为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不能太忽略别人。而《龙王保佑》
的故事告诉我们应该坦然接受生活中的不如意，克服困难勇
往直前。这些人生哲理通过故事的方式诠释，给我们带来了
重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我们走出困境，成为更加优秀
的人。

第四段：中华文化故事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故事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比如
《孟母教子故事》中的孟母三迁，表达了母亲对子女的教育
之重视，并呈现了中华民族重视教育、崇尚家庭的价值观。而
《刘华伦治水故事》中的坚韧不拓和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
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困境时的拼搏精神。这些故事
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宝贵财富。



第五段：中华文化故事的现代价值

中华文化故事的精华还可以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这些古
老的故事经过漫长的历史考验，仍然具有启发人心的力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故事依然可以引导年轻一代，培养他
们良好的品格和正确的人生观。同时，这些故事也能够帮助
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文明。因此，中华文化
故事不仅仅是一种古代文化的遗产，更是当今社会中富有现
代价值的宝藏。

总结：

通过与中华文化故事的交流与学习，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华文
化故事的历史传承、智慧启迪、人生哲理、民族精神和现代
价值。这些故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更为我
们的人生道路指引了方向，帮助我们成为更加优秀的人。中
华文化故事的独特魅力，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为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智慧和启迪。我们应该珍视、
传承并发扬光大中华文化故事，让其在当今社会中继续发挥
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的心得体会篇三

文化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属于新兴产业，也是二十一世纪
的“朝阳产业”。接下来就跟着本站小编的脚步一起去看一
下关于中华文化心得体会吧。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
非。

——引《归去来兮辞》东晋陶渊明

学习传统文化之心得体会可以陶渊明先生之言概括，以下标



题非有哗众取宠之他意，此道非彼道，末学理解的“道”只
是伦常道，过去日用而不知，读传统文化经典后方知而已。

一、迷信?

研究生毕业前未接触或正视过传统文化，以之为封建迷信，
颇为不屑。接触、学习传统文化后才知自己属“无知者无
畏”，其实不是封建迷信，是“自己”迷信!迷信于自己的武
断。

何谓迷信?迷是迷失，信是判断，迷失了自己的判断而盲目地
相信自己或他人。迷信自己谓之武断，迷信他人谓之人云亦
云。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自己不了解、不清
楚的不可以下结论，对这句哲言耳熟能详，然理是理，我是
我，道理好像是懂，然知而不行，不能落实于生活工作之中，
故常犯强词夺理、武断、自大、卖弄之毛病。

想到圣人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自己甚
是惭愧，能说不是学问，能做才是学问啊。

子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
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原来学就是做。
王凤仪先生亦言此之为“空学没习”!

古人又云“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想到此不禁惊
心，想想工作、生活中之诸多不顺确实多由此而起。

二、闻“道”。

感激我的同事何先生，因其单身，闲暇时多在办公室，我此
时有家无室，亦多呆在办公室，故与其交流较多，说是交流，
其实应是听讲，因其所讲对我多是闻所未闻，其对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外交、地理、文学、艺术、历史特别是中
国近现代史，乃至中国的诸子百家均耳熟能详，何先生所讲
真若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妙语连珠，正所谓指点江山激扬
文字，骂人都骂得入木三分，如形容张爱玲“小资的教母，
汉奸的姘头”。

开始时心里尽管很钦佩何先生博学多识，但心里又不服，心
想你是研究生，我也是研究生，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发
表两篇国家一级刊物呢，你有吗?!与何先生之差距自己心知
肚明，只是不愿承认而已，且因何先生语言犀利，我们曾因
此还红过脸呢，想想真是惭愧!

因为不愿服他，因此在办公室聊天时故意寻找其语言漏洞，
反唇相讥以此捞回面子，然未成功过，比如对同一历史人物
或事件如此点评，几天后其观点又截然相反，以之为终于逮
到机会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不料其轻松化解，道理在其手中
变化无穷，好像活了一般，正如其引用古人之言“宇宙在手
万物随心”、亦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三、学“道”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通过长期相处，我知其天资聪颖，
国学功底更是深厚，方知与其相差太远，方才对其口服心服。
何先生看我真的服了他，又见我从图书馆借了一堆国学书籍，
知道我对国学也有了兴趣，就建议我读南怀瑾先生的《论语
别裁》，战国策、孙子兵法等不要看，直到读懂了《论语别
裁》才可去看。虽当时虽不能理解其深意，但幸亏当时我服
了他，看了一年的《论语别裁》(很是惭愧，一年才磕磕绊绊
读完，因为读读就犯困，后来才知是自己的性命之能量场不
够，就如用100伏的电压带220伏的灯泡)。

当然我现在明白其深意：德者本也，术者末也。德行未立，
术多害己，邪人用正法，正法亦是邪啊。明白如何做人才是
最基础的，基础未稳，大厦建的快，倒的也快!亦如当代诸多



发财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人者，仁也，曾子诠释为“忠恕”，责己为尽忠，责人为用
恕，亦如孟子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
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我想这就
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吧，动物也有忠孝节悌，雀困笼中宁死不
食，羊有跪乳之恩，鸦知反哺之孝，狗不嫌家贫，却有儿嫌
母丑，想想有许多方面我们人类尚不若动物，照圣人所发露
人之标准，有很多人虽长着人身、说着人话，但所行却非人
事了。

感恩何先生，他用闲暇时间不厌其烦给我讲了6年，佛说人有
四难(生值佛世难、生为人身难、生在中国难、得遇名师难)，
很是幸运遇到何先生，他比我大一岁，何先生是我良师，然
我却不够格做其益友。

四、知“道”

我们都喜欢说知道，但是否真的知“道”?也许是我们只
知“道”之表，但不知“道”之里(理)啊。

道是什么?《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
教”，“性”是人之本源，“道”是性之途径，“教”就是
找寻到途径在哪里(当然也包括教会别人)。比如“性”若是
山顶，“道”就是通往山顶的路，“教”就是寻找到能上山
顶的路。

能有如此认识，感恩王凤仪先生及其传人，有机缘拜读后发
现其所倡伦常道与孔圣人之道殊途而同归，亦难怪梁冬先生
称其为儒家之惠能。

这人人之五伦“事实上而非理论上”将整个世界的人类连结
在一起，西方亦有人研究发现世界上任意两个人之间都能找
到联系，而且只要为数不多的几次即可。



我们的祖宗真是太伟大了，因大道至简，他们将如此复杂的
人类社会关系高度总结，化繁为简为五伦关系：父子、夫妇、
兄弟、君臣、朋友。而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多种身份：为人子、
为人父(母)、为人夫(妇)、为人兄(弟)、为人君(臣)、为人友
(朋)。

身份对应着位置，位置对应着责任：父慈子孝，君敬臣忠、
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诚友信，即在其位谋其政，且
应“素其位而行”，不越位亦不缺位，即过犹不及。

时间飞逝，我从一名学生，到息县进入工作岗位已接近两年，
两年的经历让我对农村、老百姓、基层干部有了更 深刻的认
识。息县大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更让我受益匪浅。
让我在学习中成长，成长中学习。由于自己本身对传统文化
比较感兴趣，以前经常搜集一些名言 警句来激励、警示自己。
现在才真正感知对中华文化了解、理解太少，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令我赞叹、令我折服。针对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谈一下自己的心得体 会：

(一)学以修身。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从自身来讲，
重点在于挖掘优秀文化的大富矿，以求启迪智慧、净化心灵、
激励精 神。而传统文化学习不仅是个人修养的过程，更是思
想灵魂升华的过程。“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以利为
志就不能淡泊，内心躁动就不能致远。古人倡导温、 良、谦、
恭、让、仁、义、礼、智、信，只要我们做到了，人际关系
就和谐了。弟子规中“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之”
就是要求我们平常与人交往中要平等 仁和，时常要与仁德的
人亲近，向他们学习。

(二)学以致用。弘扬传统文化起先需要从学习开始，这既是
一个认知过程，更是潜移默化 的过程。而学习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其主要经典实质内涵贯彻到生活中、
工作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乃至灵魂深处。用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邻里和睦、 家庭和谐，提升工作作风、工作精神。对照



《弟子规》《孝经》等进行反躬自省，对孝敬父母、爱岗敬
业、诚实守信、谨言慎行等方面进行深刻自剖和整改提高。

(三) 学以济世。这些年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社会问题日益
突出。传统的长幼尊卑不分，离婚率不断攀升，自杀事件不
断曝出，道德沦丧事件时有发生，社会生活变得乱 七八糟、
乌烟瘴气。长此以往，人性危矣，民族危矣。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五千年历史长河积淀下来的金子，是治疗这一社会
疾病的济世良方。儒家的“仁爱”、 道家的“无为”等等就
是要弘扬孝道、张扬仁爱、讴歌善良。用经典诠释智慧，用
智慧启迪人生，用人生挖掘人性。用我们先祖留下的经典智
慧来治疗当下人性的疾 病、灵魂的疾病，用中华传统文化的
光焰点燃我们心中的善念和良知的火炬。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你被时代所器重时，
就要担当 重任，有所作为;当你郁郁不得志时，就要甘于寂
寞，不断完善自己，修身养性，博闻强识。而我们作为公务
人员，更要有“兼济天下”之心，修其身，精其业，善 其事，
做到恪尽职守、克己奉公。我们不但要力求“言悖而出者,亦
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更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名基层公务人员，学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更加敬畏人民、敬畏人民赋予我们
的权力、敬畏党和国家授予我们的职责岗位。我们理应当好
人民公仆，不求在这个岗位上做多大官，力求在这个岗位多
做事、做好事。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
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
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
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围绕着“和”这个核心，我们进一



步明确了人际和谐的五伦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
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仁、义、礼、智、信”
的做人行为准则。另外就是对“孝”的理解， 引申开来说，
对家庭里的父母亲，为人子(女)一定要尽孝道，对国家的法
律法规、单位的规章制度要尽忠，对自己的工作岗位要尽责
尽能。说实话，到学习之前，虽然心中对传统文化有一定的
认同，但是自认为自身做得还不错，经过两次学习，才逐步
领会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我们每个人的教育意义有多大，
传统文化，尤其是《弟子规》的内容能够指导我们的言行举
止、衣食住行，帮我们养成良好习惯，成为一个有素质有涵
养的中国人。

国学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安居乐业，
安身立命之文化根基，也一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中国
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延绵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国
家，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国学文化作为支柱，这种文化一
直贯穿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在当今社会，物欲横流，
人们急功近利，道德和良心的缺失在年轻一代中尤为突出，
所以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发扬传统美德，让仁爱、孝悌重回
到我们心中，让忠诚、守信应用于工作和生活中，使我们的
社会安定和谐，国家兴旺发达。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
余力，则学文”是《弟子规》的总纲领，只要我们认真去学
习、去思考、去感悟，就会明白其中的许多道理。在为人处
世就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就有了做人的准则，
在生活、工作中，就会有正确的判断和及时纠正自己错误的
言行。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说话多，不如少，
惟其是，勿佞巧。就是指凡事说出去的话，首先要讲信用，
不可以欺诈别人或者胡言乱语，话说得多，不如说得少，说
话只要恰当，切题就行，不要花言巧语。尤其是作为职场中
的我们。

做人要懂得感恩。对一个人而言，应该报答的最大恩情是父



母的养育之恩，所以《弟子规》第一章就是《入则孝》感恩
之心体现在一个“孝”字上，“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 行勿
懒”“父母教 须敬听 父母责须顺承”，想一想这些都是我
们做儿女的孝顺父母的基本要求，但我却有很多没有做到：
经常会把工作中的不良情绪带回家，面对父母的唠叨，觉得
很烦;有时对父母的牢骚，不能很好的给予劝慰，置之不
理……想想自己平日对父母的关心太少了。

从校园已经走出来一段日子了，刚开始的时候，总是怀念象
牙塔里的单纯的美好，怀念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的那种如
沐春风的感受，怀念着以前的一切，总是不想告诉自己要向
前看，总是把自己蒙蔽在过去的生活中，不去想迎接新的生
活;总是抱怨周边的环境太过复杂，抱怨这个社会是多么的世
俗，忘了继续追寻生活的美好。生活在回忆里，痛苦在现实
中。在不遇到问题的时候，充满自信的对待一切，而在遇到
真正挑战的时候，既没有小隐于野的气魄，更没有大隐于市
的心境，也只不过是俗人一个。所以非常感谢领导们在我彷
徨的时候给了我机会参加传统文化的学习，提醒自己应该如
何继续以后的人生。

自从我自己学习传统文化以后，就越来越感觉到这条路越走
越宽广，也希望有更多人受益。并介绍自己周围的朋友和一
些素不相识的有缘人来到国学班学习，学习的道路还很漫长，
希望大家都能够践行圣。

中华文化的心得体会篇四

断章取义、曲解传统思想是谬误产生的一大原因。某些政府
官员在阐述执政理念时公然打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口
号，认为控制民众舆论，堵住民众之口是重中之重，于是拒
绝民众批评意见，粉饰工作失误。君不见，某些部门在此种
方针的指引下，百姓不敢建言献策，信访局门口成批上访者
被黑心执政者以“维稳”为由遣送回家。这句话本出自《国



语》，原文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
多，民亦如之。”本意是劝谏执政者要重视民意，切勿阻止
人民的批评之声，否则后果严重，并非“堵住百姓之口比治
理河流还重要”。愚昧的执政者恰恰把古人的观点翻转，倒
行逆施，令百姓遭殃。

李商隐有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中小学生作文乃至不少报刊杂志中，这句话被用来赞颂人民
教师的无私奉献。赞美教师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铺天盖地
地频繁使用在学生心中埋下根深蒂固的观念：李商隐的这句
诗只能被用来歌颂教师。殊不知原诗的意境与教师风马牛不
相及，“春蚕”一句紧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
残”，含一语双关之意，丝与思谐音，表达着诗人对心上人
的思念，而蜡炬的意象与人流泪相似，传递出诗人因思念而
心力交瘁的状态。因此，这一句的最正确用法是形容思念，
与原诗最为贴切。中学生写牵挂亲人，怀念故土的文章时皆
可借用此诗句，事实情况却是鲜有出现，可见以讹传讹地误
解古语抑制了年轻作者的发挥。

凡事有利必有弊，在古人思想中优秀的固然比比皆是，思想
糟粕亦不少，人们如果不假思索地乱用，无异于让古人的谬
误与自己的歪理叠加，错上加错。儒家思想中有“三纲五
常”，其中“五常”为仁、义、礼、智、信，属于中华传统
优良品质，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相比之下，“三纲”——君
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时代的局限，在自由
民主的今天则显得格格不入。在小部分家庭中，大男子主义
的丈夫一心要凌驾于妻子之上，自恃为一家之主，处处专制
独裁，美其名曰遵循中华传统的纲常之道，结果往往是导致
妻子不堪重负，情感破裂。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一文中说：“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
是可怜的民族；而一个有了伟大人物却不知用正确的方法去
敬畏去纪念去珍惜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我
想改用这句话煞尾：“一个没有悠久文化的民族是可怜的民



族；而一个有了悠久文化却不知用正确的方法去珍惜去传承
去发扬的民族，也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民族。”

中华文化的心得体会篇五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渊源流长，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
量。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流传着许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
事不仅仅是娱乐性的传说，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在接触这些古老的故事时，我深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
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中华文化故事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和哲学思想。在这
些故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人民对生活的思考和对人性
的追求。例如《封神演义》中的故事，讲述了人类与神仙的
斗争与妥协。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复杂、善
恶的边界、权力的欲望以及智慧与勇气的力量。这些故事通
过生动的描写和虚幻的情节，将深刻的道理展现在我们面前。
读这些故事，我仿佛感受到了古人的思考和智慧，深深地被
他们的智慧所折服。

其次，中华文化故事中还传递着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
这些故事往往以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为基调，告诉我们善恶
有报、行善积德的重要性。例如《孔子家语》中的《三闻》，
讲述了一个路人虽然闻而不见，但还是能根据闻到的声音追
踪行凶者。这个故事强调了人们的正直、善良和勇敢，教导
我们要勇于维护正义、追求真理。这些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
贯穿着这些故事中的每个情节，成为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参考，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观念。

此外，中华文化故事对于培养孩子们的教育意义非常重大。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需要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以
丰富他们的想象力和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中华文化故事能
够给孩子们带来与众不同的体验，并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例如《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讲述了各种各样的灵异
故事，不仅能够给孩子们带来刺激和乐趣，还能够培养他们
的勇气和智慧。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往往需要通过勇敢和智
慧来解决问题，激励着孩子们去克服困难，发掘自己的潜能。

最后，中华文化故事也是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一种形式。
这些故事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的瑰宝，
它们以传说的形式将历史的真相和精神的内涵传递给后代。
在现代社会中，因为种种原因，人们对中华文化的关注和研
究逐渐减少，传统文化也面临着丧失、遗忘的危险。因此，
通过讲述和阅读中华文化故事，可以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总而言之，中华文化故事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
含深刻的道理和哲学思想，传递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
对孩子们的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故事，不仅可以
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更能够在今天的生活中
找到灵感和启示，以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因此，我深深
地被中华文化故事所吸引，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和传承
这些美妙的故事。

中华文化的心得体会篇六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中国的传统文
化博大精深，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我们学习的唐诗、
宋词、四大名著;我们用的文房四宝，我们吃的中药，喝的
茶;还有我们拉的二胡，吹的笛子;我们穿的唐服，用的瓷器
等等。我国的传统文化数不胜数，随处可见。

过春节可以收到象征着祝福和平安的压岁钱;过清明节可以祭
拜去世的亲人;过端午节可以吃到香甜软糯的粽子;中秋节是
全家团圆吃月饼、赏月的日子;重阳节是登高、佩带茱萸的好
日子……在所有的传统节日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端午节。



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传说屈原受皇帝的
侮辱，受大官的欺骗，伤心至极，当晚投江而死。人们知道
了这个消息时，纷纷赶到江边，上了小船准备把屈原的尸体
打捞回来，可怎么也打捞不回来了。人们怕屈原的尸体被鱼
虾吃掉，就把粽子扔下了江，让鱼虾吃粽子。从此人们就把
这一天称为端午节，在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做粽子吃，以此
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我国的每个传统文化都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或是一个经典故
事。中国的传统文化可真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