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 心得体
会中国传统文化教师(模板10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
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学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和价
值观。作为一位学生，我有幸拥有一位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教师。这位教师不仅传授知识，更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
品格和文化素养。通过与他的学习，我深刻体会到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受益匪浅。

首先，这位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他善于引导
我们思考，思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含义。他用生动的事例
讲述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思辨能力，让我们融入到那个时代的
氛围中。通过深入思考，我们更容易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
涵，也能够将其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这种启发式教学方式激
发了我们学习的兴趣，让我们愿意主动去探寻和发现更多的
知识。

其次，这位教师注重培养我们的守正自律和自立自强。在他
的课堂上，他讲述了许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故事和
忠诚精神。他告诉我们，只有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他强调要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时刻坚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还教导我们要有独立的思
考能力和自主的学习态度，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第三，这位教师通过形象生动的教学方法使我们更好地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他善于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手段，如扮演历
史人物、讲述寓言故事等，让抽象的理论变得更加具体和生
动。他还组织我们参观传统古建筑和艺术展览，让我们亲自
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我们对中
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感受，并且能够更好地传承
和弘扬。

第四，这位教师不仅关注我们的学术进步，还关心我们的心
理健康和全面发展。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们可以随时向
他倾诉和寻求帮助。他用耐心和关怀对待我们，帮助我们解
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他还鼓励我们积极参与社会实
践和公益活动，培养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通过他
的引导和教诲，我们触摸到了人生的真谛，激发了追求卓越
的动力。

综上所述，这位中国传统文化教师给予了我很多宝贵的体验
和启迪。他通过启发思维、培养品格、形象教学和关心关爱，
为我们打造了有机统一的学习氛围。他不仅让我了解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激发了我继续追求卓越的热情。我将始
终铭记他的教诲，努力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精神。

学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二

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中国传统文化都包括哪些内容
呢？？我个人认为起码应该有如下的内容：

1、自然科学，工程机械，农林气象，天文历算等方面的成就

2、中国的历史，文学，哲学，宗教。

3、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艺术。

4、中国传统的医学，养生学。



5、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其中包括了中国传
统的周易，命理，风水，预测学等等。

6、中国民间一些不为人知频临失传的文化遗产。

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构成的.六十花甲子从表面上看是我国古代
先贤记录时间的一种方式，其实他是阴阳五行学说的进一步
细化，比如说十天干，其实就是10个自然数，但是他不仅仅
是十个数字，而是把他赋予了阴阳五行的生命。

总之阴阳五行学说是一个认识论，是对人生，世界和宇宙的
认识论，他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力图进一步的对人生，世
界宇宙加以更细密的说明，他不是方法论也不是实践论，中
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是比较滞后的，这一点我们应
该清楚。西方科学的方法论和实践论应该说发展比较先进，
但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由于认识论的枯竭，所以也会走上
歧路，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大家可以讨论！

中国的堪舆学即风水学，就是应用阴阳五行学说对空间进行
的研究，其实中国的风水学说是世界第一的先进科学，其他
的国家和地域根本就没有的，是我国古代先贤在生存斗争中
积累的最辉煌的成就，可惜被很多无知的人看做是迷信，而
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其实那些大喊风水是迷信的人，对什
么是风水一无所知，我自己进研风水数十年，觉得我们祖先
的伟大和辉煌，我希望有志青年你们先不要轻易的下结论好
不好！你自己先学习学习，遵照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教导：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然后再下结论。

学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三

中国传统文化悠久而深邃，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和智慧。我们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根源，还能
从中汲取智慧和启发。在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深
深体会到了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和谐”思想的精髓。中国传统
文化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在春秋战国
时期的《论语》中有所体现，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做人原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关爱。而在
《道德经》中，老子宣扬了“道法自然”的思想，强调人与
自然之间的和谐。这些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文
化习惯，也使得中国人注重和谐发展，尊重自然，注重人际
关系。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我深深感受到和谐的重要性，
也明白了和谐的智慧。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了“仁爱”的价值观。 “仁”的思
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孟子提出了“四端五
常”的观念，主张人们应该追求至善至美的道德境界。儒家
思想中的“仁”弘扬了爱的价值观，号召人们忠孝仁义等美
德。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我明白了仁爱的重要性，并深
刻认识到只有通过仁爱的观念和行为，才能真正实现和谐与
幸福的社会。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也弘扬了“礼仪”的精神。传统的礼仪
体系涵盖了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社会规范等方方面面，代
表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形态。在古代的《周礼》和
《仪礼》中，着重强调了恪守社会规范和礼貌的重要性。传
统的礼仪观念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和思维，让他们注重自身
修养和尊重他人。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我体验了古代智
者对礼仪的崇尚，认识到了礼仪的重要作用，并在实践中提
升了自己的文化素养。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了“节俭”的原则。在古代文化
中，节俭一直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念。古代著名的“养心殿
堂”和“致良知”概念，都蕴含了节俭的思想。中国人历来
注重节俭，以此来体现他们的高尚品德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在现代社会，我们也应该发扬节俭的传统，保护资源，提高
生活质量。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我发现节俭的智慧，也
开始在生活中慢慢实践，并从中获得了深刻的体会。



总的来说，通过探寻中国传统文化，我深刻体会到其和谐、
仁爱、礼仪和节俭的价值观念。这些文化精神不仅是中国文
化的瑰宝，也是我们社会进步的基石。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
化，我深刻认识到自身的文化底蕴和社会责任，并希望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去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与精神，为
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学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四

1、利用专业学习的课余时间学习文化课

现在很多美术生在集训期间，完全放弃对文化课的学习，其
实这是在早些年前遗留下来的传统，前几年由于美术生文化
课的分数较低，所以，美术生一般都不太注重文化课，很容
易就能通过录取线，如果现在的美术生再和以前的美术生采
用同样的学习方法势必已经失去了优势。笔者在一些高考画
室了解到，一般画室每周都会有一天的放假时间，美术生可
以利用这一天的'时间来学习文化课，并且，在平时的专业学
习中，全天都在画室画画未必能取得好的效果，可以每天挤
出2-3个小时学习专业，专业与文化相结合。

2、使用专用教材复习文化课

美术生在集训专业的同时，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复习艺术生文
化课专用教材―，该书都是高考必考点的集中讲解、练习，
所以美术生在学习专业课的时候只需要背考点然后强化练习
就可以了，短时间内学习考点仍是美术生提分最快的方法。

3、调整心态，切忌急躁

很多美术生一学文化课就一头雾水，不知从何入手，再次提
醒美术生，学习文化课一定要调整好心态，遇到不会的题可
以问老师、问同学，不要一看不会就开始急躁，这样不但解
决不了问题反而容易丧失学习文化课的信心，学好文化课的



前提是一定要能够沉得住气。美术生练专业一坐就是一天，
要拿出学习专业课的尽头学习文化课，特别是面对必考点，
一定要想办法把题弄懂为止。

专业课不是一天练就的，文化课更是如此，水滴石穿，绳锯
木断，只要拿出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文化课真的不算什么。

学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五

中国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
瑰宝。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显得尤为重要。近日，我走进博物馆、寺庙和古镇，深入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沉浸其中，不禁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
的深厚底蕴和博大精深。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人文关怀和修身养性。在参观
博物馆时，我看到了许多反映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古代文物，
如端庄典雅的古代服饰、精细的陶瓷器和婉约的古典诗词。
这些文物无一不流露出中国古代文人墨客的情怀和家国情怀。
他们以修身为本，注重身心的和谐发展。同时，中国古人还
强调道德伦理，重视仁爱和孝道，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髓。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在过去
的农耕社会中，中国人民尊重自然、依靠自然。这一思想深
入人心，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理。在寺庙里，我看
到了中国佛教的莲花文化，莲花被誉为佛教象征着清净和智
慧的花朵。中国佛教强调“源于自然，回归自然”，通过修
行和冥想来达到心灵的净化和自我超越。这一思想对我们现
代人而言，有助于缓解压力、提高生活质量。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团结和谐的社会关系。中国古
人讲究“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应该和谐共处。在古镇游览时，我看到了传统的民居和



街巷布局，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关系观。街
巷宽敞而整洁，民居之间没有围墙，彼此之间平等对待。这
种布局让人们感到亲切和融洽，也给了我们思考如何建立和
谐社会的启示。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中庸之道和智慧。中国古代哲
学家孔子提出了“中庸之道”，强调在任何事物中都要保持
适度、把握好尺度。这一思想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
活方式。在博物馆里，我看到了古人的智慧之处，他们通过
无声的物品传达着智慧的信息。例如，古人发明的各种农具、
瓷器、书法作品，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智慧，让
人叹为观止。

最后，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和体会，我对中国传统文
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精神支柱。它蕴含的价值观和思想，对我们现代人来
说，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我们要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
文化，让它继续发扬光大，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只有通过
对传统文化的探寻和学习，我们才能更好地明白自己的根和
血脉，才能让我们的民族文化更有自信，走向世界。

在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它的宝贵和
独特之处，也更加坚定了保护和传承的决心。我相信，在大
家共同的努力下，中国传统文化必将继续繁荣发展，为人类
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学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六

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我，是一次很大的心灵震撼。在现
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里，人们已经淡忘了中国五千年
总结下来的文化，个人的金钱欲望和享受的生活状态占据我
们现代人的生活，在这个人人拜金的物欲横流的今天，传统
的优良的东西，越发珍贵起来。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
水平大大提升。然而，众多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道德教
育，特别是德行教育。

从家庭、学校到社会，只重视智育而忽视德育，因此出现了
德行危机。人们大声疾呼，要恢复中国人固有的传统美德，
诸如公正、诚实、良知等等。

社会上的许多现象让人感到震惊，例如12岁的孩子贩毒、14
岁的女孩子生孩子、16岁的中学生残忍的杀死母亲，…;虽然
他们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感受阳光雨露，可是，
他们纯洁的心灵被污染了，从小就丧失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就走上了邪路。

人的成长，主要决定于他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影响，我们把家
庭教育称之为扎根教育，是最基础的教育，正是因为它对人
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深刻的，直接决定孩子基本道德品质形成，
价值观的取向方向。简单的说做人的最基本原则、道德习惯
大多都是由家庭来完成的。

中国传统教育把家庭教育看成是伦理道德教育的开始，学校
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这一
传统为孔孟承传下来，成为维系中国传统社会和谐稳定的重
要因素。人从一出生开始，首先面对的就是家庭，在家庭之
中孩子从父母特别是母亲身上，学习如何处理好这些基本的
伦理关系，所以古语讲：“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
下太平之源”。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接受了母亲言传身教的
正确影响，知道如何去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与人和睦相处、
形成了谦恭有礼、严谨诚信的待人接物态度，培养起了忠孝
悌信、礼义廉耻的品格，走入学校、进入社会才知道如何让
与朋友、同事、乃至于陌路人的和谐交往相处。

可现在许多人可能智育上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德育却捉
襟见肘。举几个身边的例子：乘车时，学生在那里安然的坐



着，却不给身边的老奶奶让座，甚至有时在车内能听到人们
大讲脏话，互相彼此漫骂，随地乱扔废纸……这些都是不道
德的行为，文明离他们越来越远，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他
们身上也消失殆尽。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
贵的精神财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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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道德。五伦八
德：夫义妇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朋友有信。
而其中，百善孝为首，我们就应该以身作则，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人生当中有很多挑
战，改坏习惯的过程是不断上进的，但不是直线上升，而是
总会有很多波折的曲线上升。在我们平常处事行事的过程中，
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首先要看看自己做的是否正
确。“各自择，天心地宁；各相择，天翻地覆”，所以在生
活中我们应该少说抱怨的话，多说宽容的话；少说讽刺的话，
多说真诚的话；少说命令的话，多说尊重的话；少说批评的
话多说鼓励的话。家里的每个人，都做好了，那这个家自然
兴盛，自然和谐。

在我们的人生中，处处都充满了抉择，从择食、择言、择业、
择偶、择友等各方面，都需要我们要有判断力，要有智慧，
而这些都归于我们是否学明白了，不能因为我们自己退却的
心，消极的心，坏习气而打败自己，福田靠心耕，量大才能
福大，大舍才会有大得。

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认同的过程，而对自身产生影响则是一
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文学是要靠聚沙成塔般积累的，如果你想一步登天，那只是
沙上建塔，徒劳无功。，一个人的道德也是一样，也要不断
的积累，古人说厚德载物，就是这个道理。只有厚德，一个
人才能不断的发展下去，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物质条件只能满足人们更大的欲望，不能使一个人真正成熟、
进步、懂事。“家贫出孝子”，比尔.盖茨说过这样一句



话：“给孩子留下能够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但不能给他留
下无法生存的包袱”，还有人这样说：孩子有本事，给他留
下财富有何用？孩子没有本事，给他留下财富又有何用？物
质财富总会有用尽的一天，常言到：富不过三辈。能让自己
的孩子自食其力才是最大的财富。

文化影响着后来者，后来者又传承、修正并补充着文化。在
历史进程中，文化在碰撞中平稳地发展与进步着，波澜不惊。
而现代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提起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
期的我们多数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即使有所涉猎可能也会
感叹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有人可能
会说：在现今时代，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太保守了。可是
到底什么是时尚，什么是潮流！那些听起来华丽无比的词语
真的让你过得好吗。很多人在寻求人生的归宿，寻求一个适
合自己的生命状态。可是却有太多人在追寻中迷失自己出发
的目的，最后偏离得面目全非。

别说物欲太多，诱惑太美，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你不能在永
久的黑夜找到灵魂的归属，只会在阴森的坟场游荡。根源在
于你舍不舍得放掉手里抓着的堕落之绳，试着找到星点的光。
前卫的东西未必就是绝对的.好，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也许能
指引你找到灵魂的归宿。

学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七

早晨四节课的时间聆听了王老师的演讲，自己受益非浅。王
竑锜老师的演讲犹如一缕阳光照入了我的心房，让我看清了
黑暗中的道路。

我们应该要无时无刻的感激别人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他让我
们得到了不一样的.成长，也获得了更多的力量，慢慢的储存
能量，等待时机能成熟时迸发出无穷的力量，震撼着那些曾经
“帮助”自己的每一位人，感谢他们的存在才能成就今天的
自己。感谢人生旅途中每一位拉引者，带我们走向光明。



学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八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几千年来的积淀和
瑰宝。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有幸能够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对
其中的精髓和哲理有深刻的体会。在这次探索中，我将从五
个方面来展开我的心得体会：中庸之道、尊师重教、家庭观
念、礼乐文化和儒家道德。

首先，中庸之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庸之道强调的是
均衡和和谐，表明一个人要始终保持心态平和、态度适中。
在现代社会，人们往往追求极致和偏激，这往往会带来一系
列的问题。而中庸之道告诉我们，只有在平衡中才能找到真
正的快乐。从中庸之道中，我也得到了启示，无论是在学习、
工作还是与人相处，都要保持中庸之道，不过分张扬，也不
过分谦卑，从而更好地与他人和谐相处。

其次，尊师重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观念，也是我在探
寻中深入体会到的。中国古代的师德观念非常强烈，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师重教是
一种普遍的价值观，这使得教育成为一种崇高的职业。在我
们生活和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把握住这种传统文化中
的师生关系，尊重学校和老师的教育安排，积极学习并尽己
所能回报家庭、师长和社会。

家庭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我在
探寻中所感受到的。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都与家庭
有着密切的联系，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给人提供
了温暖、爱和关怀。而在现代社会，忙于工作和生活的我们
往往忽略了家庭的重要性。通过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我意识
到重视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和时
间与家人相处，传承并弘扬传统的家庭观念。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在探寻中
欣赏到的。在中国古代，礼乐文化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福



祉的保障者。礼乐的核心就是恭敬他人、礼貌待人，这让我
深受触动。礼让、尊重和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
美德在现代社会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学习与体验，我
深深体会到礼乐文化所传达的美好情感，也更加明白了为人
处世的重要原则。

最后，儒家道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体会。儒家道德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强调的是仁爱、信义和道德品
质的培养。在儒家道德观念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
人应该追求的目标。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和思考，让我深刻明
白了做人之道和为人之道的重要性。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
儒家道德将一直是我坚守的底线和准则。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探寻，我深刻体会到了其中
的精髓和哲理，并从中受益匪浅。中庸之道、尊师重教、家
庭观念、礼乐文化和儒家道德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和引领，让
我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了自己的文化根源。我将积极传承和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贡献我的力量。

学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九

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千百年来一直承载着中
华民族的智慧和情感。我一直对中国画情有独钟，近日参加
了一次中国画培训班，深有感触，下面我将结合个人体验，
就传统文化中国画展开一番探讨。

中国画的独特韵味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通过学习，我意
识到中国画与西方绘画相比，更加注重通过线条勾勒出形象、
表达情感。在中国画中，线条作为绘画的基础手段，起到了
连接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桥梁的作用。线条的韵律有很高的
美感，在画面上流转的线条相互交织，构成了画面的整体布
局。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一改以往的绘画方式，更加注重
线条的运用，希望能够通过线条勾勒出画面的美感。



中国画是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不同于其他绘画形式，它将
自然景物抽象化，通过简约、淡泊的手法表现出了中华民族
的情感。在我学习中国画的过程中，我被启发到了思考世界
的另一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习惯于追求功利、繁忙的节
奏，而中国画则是一种告诉我们要静下心来去欣赏自然的艺
术形式。在中国画中，梅花的梅中含青，石榴的石甄含子，
留白的手法给了我们更多的空间去思考，去想象。通过学习
中国画，我开始更加珍惜大自然的美好，将这份美好融入到
自己的绘画中。

中国画不仅在绘画技法上有独到之处，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在中国画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诗词与画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中国画往往是由一幅画、一首诗、一段文字组成
的，它们相互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
这种形式使得中国画不仅仅是一种绘画形式，更是一种文化
的传承。通过学习中国画，我开始对古代文学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也更加热爱诗词，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中国画的技法和文化内涵都需要学习者有一定的耐心和毅力。
在我学习中国画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也走过了许
多弯路。但正是这些困难和挫折，让我更加明白艺术创作不
仅仅是技术的堆砌，更需要有坚持不懈的毅力和内心的追求。
每一次我亲手完成一幅作品，我都能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和艺
术的满足感。中国画教会了我不怕困难，不怕失败，只要用
心去追求，总会有收获。

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不仅仅是一种绘画形
式，更是一种艺术和文化的传承。通过学习中国画，我了解
到了中国画的独特韵味、丰富内涵，也培养了我的耐心和坚
持。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用心去学习和传承中国画，中华
民族的文化传统就会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学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十

自从今年2月6号开始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到现在已经7个月了。
通过学习传统文化特别是《弟子规》，很受教育。最大的体
会就是：做人必须孝敬父母。国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
以孝为本，所以孝是基础。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
敬，那这个人的品德可能就有问题。

我的父母对我们姐弟三人非常疼爱，从衣食住行到工作样样
挂在心上，即使现在我们都成年了照样如此，好像我们总也
长不大似的。反观自己，对照《弟子规》，那真是大不孝了。

再一个体会，就是吃亏是福。我的父母非常淳朴，也很本分，
很乐于助人。我小的时候，记得谁家有事需要帮忙，就是自
己的事不干，父亲也会去给别人帮忙。因为他干活实在，都
愿意找他，没有帮不到的人家。盖屋这样的大活，过去都是
找人帮忙，不想现在都花钱包出去。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
父亲牙疼，疼的坐都坐不住，在院子里转圈。别人家盖屋请
他去帮忙，母亲不愿意，因为吃饭有点热气都不行，那么多
人不可能有人照顾他。父亲就和母亲急，硬是忍着疼去了。
有个远方叔叔，他父母去世的.早，父亲就经常叫他到家里吃
饭。别人都说父亲傻，可他不管别人怎么说，照样按他的想
法去做。

都说老实人吃亏，可也有得到回报的时候，去年父亲脑梗住
院，正好赶上麦收，我也不能回去，是别人帮忙收的，并且
给运到家里。今年清明节前，给我爷爷奶奶迁坟，进料压了
别人的麦子和春地，父亲给人家送去200块钱，人家说什么也
不要，我又买了一箱酒，父亲给送去，第二天人家又给送回
来了。

迁坟这个活是包出去的，咱把钱给人家包工头，后来有的不
要钱，有的少收点。我和父亲都过意不去，可人家就是不要。
这个人情以后有机会再还吧。所以说，吃亏是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