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传承传统文化感悟 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心得感悟(优秀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感悟，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优质的心得感悟该怎么
样去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比
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传承传统文化感悟篇一

中国，一个以五千年文明为积淀，以百余年磨难为基点，以
五十余年发展为基石，多少荣辱悲欢，多少兴衰成败，成就
了中国这只浴火重生的凤凰!

说起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可真是数不计数。如：中国陶瓷、
文房四宝、四大发明、皮影、乐器等等。今天，我就着重说
一说元杂剧和文房四宝。元杂剧第一人是关汉卿，这位中国
第一位戏剧作家一生写了60多种杂剧，是元杂剧的奠基人。
他的部分剧作700年来一直上演不衰。关汉卿的剧作有描写社
会矛盾、歌颂人们斗争的《窦娥冤》、《蝴蝶梦》、《鲁斋
郎》等。

文房四宝就是人们说的笔墨、纸、砚。笔因王羲之的缘故，
李渡毛笔名声大振。墨：具有“落纸如漆、万载存真”的美
誉。纸：明代《天工开物》中记载了铅山造纸状况，对连四
纸作了说明，并给予很高评价。砚：星子的金星砚和婺源的
龙尾砚都具有1000多年历史。

是啊，中国的传统文化可真是历史悠久呀!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明的结晶，通过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感想、
体会颇深。



一是认识上的转变。在以前的学习和工作中从没有真正接触
过国学方面的知识，只知道是儒家学问，还有些封建思想意
识，认为学这些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与自己的工作关系不大。
然而，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认识有了新的转变。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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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国学是当今很热门的一个词儿，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反
思和正视。其概念广泛、内涵丰富、分类多样，把我们祖辈
们的经历、体验、方法以及感悟都融入在这些文字中，为我
们后人所一一品读，并领悟其中的奥妙。他们把这些经典留
给我们，自然是希望我们代代相传，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二是学习的重要。人的一生是从学习开始的，子曰：学而时
习之，不亦说乎?开篇即提出了以学习为乐事，反映了孔子一
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
一个人在生命的历程中，有很多不可知的部分，但是知识可
以增长才干，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因此，我感到爱学习是一
种快乐，想学习是一种幸福，求知若渴是一种喜悦。学习新
知识，温习旧知识是一件让我们感觉愉悦的事情，学习能使
我们提高素质、增长才干。所以我们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

三是努力践行。孔子在《论语》这部书中，教给我们很多处
世的方法，做人的规矩。这些道理看起来很普素，这些办法
有时候在原则中透着一些变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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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好事情，什么事情是坏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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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我们园长面对老师，尤其女性，要为自己说过的
话负责，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言既出，行必果，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不可收回，
不可反悔。对员工提出的意见建议要认真研究解决，要敢于
承担责任。

身为一名教师，在工作中一是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要求
员工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求学生不能做的，自己坚
决不能做。要给学生做出表率，正确引导员学生的行为，树
立良好的风气，只有员工心平气顺，工作才能有积极性，才
能达到和谐共处，更好的工作。

传承传统文化感悟篇二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特质。但
是，在当今各种“变异”文化的冲击之下，人们开始亵渎传
统文化，把文明积淀看作炒作的工具。这怎能不令人担忧?坚
守传统文化的本真，守护心中那泓清泉迫在眉睫。

曾几何时，我们悄悄地淡忘了李白、杜甫，淡忘了那清新自
然、沉郁顿挫的气质和风格。微博时代的我们，早已习惯
了“蓝精灵体”，习惯了那句例行公事的套话：“元芳，你
怎么看?”殊不知，在我们戏谑调侃之时，传统文化在离我们
渐行渐远。半文半白的“甄嬛体”在社会上风靡一时，不痛
不痒、无病呻吟的“琼瑶体”居然号称能“医治心灵创伤”。
这时的我们，情何以堪!

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被修饰、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我们该作何感想?一片真切的思乡之情被无聊地调侃，这是一
种怎样的悲哀!对于中国沉淀已久的文化，我们虽然没有能力
去完全深谙，但也没有理由不保持它自然之美的本性，更没
有资格去胡编乱造，去挑战先人们高超的文学功底。因为我



们生在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度，所以我们要坚守本真，不
要丢失了对传统文化应有的崇敬和敬畏之心，在传统文化调
侃中迷失前进的方向。

坚守传统文化的本真，并不是要我们一成不变地照搬先哲的
思想，创新和突破是必要的，毕竟，那是人们前进的动力源
泉。坚守本真，意味着天空的圆月依然是圆月，它是一轮思
乡的月，而非被人们俗化了的月亮;坚守传统文化的本真，意
味着那融在酒中的是一片真情，而不是被整饰得面目全非的
一潭污水。坚守传统文化的本真，给先哲们一份尊重和敬畏，
不要矫揉造作，不要画蛇添足，更不要将经典俗化。

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坚守传统文化的本真，让自然和谐的春
风吹向每一个角落，让传统文化之树绽放鲜花朵朵，滋润万
物。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心得感悟体会精选篇2

传承传统文化感悟篇三

偶然看到央视一套播放的节目《经典咏流传》，很快便被其
深深吸引，节目将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相融合，现场观众深
深陶醉于中华古诗词美韵之中。其中有一位叫鲍比达的经典
传承人令人印象深刻，他是港台地区著名华语音乐人，作为
从小成长在菲律宾家庭、在外飘零了半生的游子，他以一首
改编的《游子吟》让全场观众泪目。他说：“68岁，一切还
不算太晚!这次我会留在这儿......”

没有想到，古典诗词竟能穿越千年时空而历久弥新，放射出
无与伦比、灿若星辰的夺目光芒，仿佛有股神奇的力量，将
所有人的心紧紧牵连在一起，赋予后人以深刻启迪和恒久感
动。



生活于物质充盈的现代社会，许多人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富足
生活，有大把的时间去刷屏、追剧、挥霍，却少有人能静下
心来，细细品读这些世代相传的经典作品，用心感受这些积
淀已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国家领导人强调，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植根的文化沃土。牢记中国历史、传承民族精神，需要我们
把文化的根脉留住。

领略文化之美。传统文化擘画了中华大地美轮美奂的壮阔风
景。中国自古地大物博，名胜古迹、山川景物数不胜数，有
山的沉稳、水的秀美，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竹
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江南的灵秀、漠北的辽阔，
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大漠孤烟直，长
河落日圆”;大地的厚重、天空的旷远，如“北风卷地白草折，
胡天八月即飞雪”“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有“飞流直下三千尺”雄奇壮丽的庐山瀑布，亦有“落霞与
孤鹜齐飞”声威古今的滕王高阁……祖国大好河山尽藏于文
人墨客笔下，给予我们无限美的享受。

体悟文化之情。传统文化饱含华夏儿女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情
感。既有叙述“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怀才不
遇的落寞，也有抒发“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建功立业的豪迈;既有“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的离愁别绪，“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羁旅之思，亦有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感时伤逝;既描绘了“何
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真挚爱情，也表达“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高雅志趣。古人借助文学作品巧
妙寄寓了自己的充沛情感，抒发了高洁志趣和情怀，令人回
味无穷、遐想不已。

传承文化之魂。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
求。有的倾注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如“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有
的彰显了包容精神和集体意识，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



天下寒士俱欢颜”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的表达了谦
恭仁爱思想，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有的体现了自力更生、拼搏奋斗精神，如“千磨
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更是对“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精辟诠释。品读起来，让人意味隽永，
掩卷而思，赋予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支撑民族进步的脊梁，是前人留
给我们最珍贵的瑰宝。水有源，木有根，守望共同美好的家
园，需要我们把文化之根留住。珍爱中华传统文化吧!将其世
世代代传承下去，或许，这一切还不算太迟!

传承传统文化感悟篇四

在今年的专业课培训中，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使
我受益良多，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震撼，让我对传统文
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过去我一直认为文化是一种飘渺虚无
的东西，但是学习后我了解到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现象，
是人们长期生活创造形成的产物，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智慧结晶，其中许多思想精华、处世
原则和哲理睿智至今仍是我们做人做事所遵循的标准。本次
学习不仅让我从思想认识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了
解，还为我今后的教学工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借鉴，在今
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要积极发扬传统美德，让仁爱、孝悌
重回我们心中，将忠诚、守信应用于我们的一言一行，这样
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安定和谐，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兴旺发
达。

一、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高思想觉悟认识

以前，在生活学习中仅仅了解过《弟子规》《论语》中的篇
章，其余国学书籍看之甚少。但是通过这段时间学习认识，
抓紧对《道德经》、《论语》、《弟子规》等，使我对修身、



处事、接物等行为有了新的认识：一是对“孝”的认识。其实
“孝”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孝敬父母是不难的，只限于物质
上给父母买东西和给点钱，但格局不高，不能做到从精神上
关心。缺少一份大爱，做不到“泛爱众”，也没有“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胸怀。更重要的是我们
的子女，他们对“孝”有着严重的缺失，导致了他们的骄纵
和不负责任，没有了最起码的道德。所以，我们在做好孝敬
父母的同时，还必须让子女知道这也是他们必须具有的品质，
让他们承担自己该做的一切，把“孝”这种美德传承下去，
这样才会从小爱上升到大爱，成为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用
的人。二是从“谨信”做起。《弟子规》作为日常生活的行
为守则，无论从“列典籍、有定处”，还是“房屋清、墙壁
净”等等，都告诫我们做每件事都要仅仅有条。我以前在工
作中计划不周全，想到哪就做到哪，毫无头绪，所以工作效
率不是很高，但是通过学了《弟子规》，我就开始对教学工
作、科研工作进行规划，工作效率有了很大地提高。三是讲
诚信。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所以在日常工作学习
中，不只听顺耳的，而是做到诚实守信。势服人，心不然;理
服人，方无言。老子也说：民之不畏，则大畏将至矣。所以
作为高校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对学生要宽厚仁爱，不能一味
的进行批评，而要有一定的赞赏和鼓励，这样才能将教学工
作做得更好。

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提高自身处事修养

人的一生是从学习开始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开
篇即提出了以学习为乐事，反映了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
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一个人在生命的历
程中，有很多不可知的部分，但是知识可以增长才干，知识
可以改变命运。因此，作为教师，我们不能觉得自己已经学
完了，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不断学习才能不断进步。社
会在发展，所以我们要在平时的工作中不断提高自我的教学
水平和科研水平，向老教师学习经验，向新同事学习新观点，
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工作得到更进一步地提高。同时学习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停留在学习表面，还要努力将之付诸
于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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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我
们面对学生，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所谓“君子一言，驷
马难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言既出，行必果，说出去的
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不可收回，不可反悔。对学生们提出的
意见建议要认真研究解决，要敢于承担责任。

三、应用中国传统文化，教书育人全面发展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是可耻的，在当今经
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地有新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生活
中，如今许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尚、追求特立独行，在人
生进程中已迷失了自己。崇尚欧美、韩、日已经成为了一种
风尚，现在有些年轻人能够流利讲出国外的服饰，以及饮食
文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外语，却对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了
解不深，甚至不能流利的朗诵一篇孝经。中国上下五千年文
明给后代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精神财富，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
民族的血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没有了深厚的传统文
化，我们会变得野蛮、愚昧，缺少了对传统的了解和认识，
我们将变得浅薄、无知。

但是在年轻的中国一代中，这种传统精神的影子越来越模糊
了。提起传统文化，我们的学生大多数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
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可以培养文化气质，开拓学生的人生境界，
并能启悟生命的`智能，发挥理性的功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
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



高尚品质，是应该得到继承的。华夏文明的中国，有着五千
年的文明历史，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当今社会面临着
危机，只有传统文化才是立于不败的民族基石，所以我们现
在仍有必要系统地将我们的传统文化教授于学生，使学生对
传统文化产生兴趣，深入了解，才能全面发展。

总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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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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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学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就应当将其应用在教书育人这份事业上，努
力做好为祖国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下一代这项工作。

传承传统文化感悟篇五

通过对青岛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谭院长《中华传统文
化经典》辅导报告的学习，让我对传统文化有了一个全新的
认识，过去我一直认为文化是一种飘渺虚无的东西离我们很
远。通过学习使我了解到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
们长期生活创造形成的产物。是指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民
族小到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等。使我们的心灵有所启迪，有所受益，也就说要
对照一下我们是如何做人的，如何交友的，我们对待学习的
态度怎样……我们要用心去读，认真品味，才能够荡涤内心
深处的污垢，净化我们的心灵，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准，做一
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怎能不了解自己的文化呢?虽然我们生
活在这个社会被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但我们仍
有必要系统地学习我们的文化。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
的进程中，不断地有新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生活中如今许多的
年轻人为了追求时尚、追求特立独行，在人生进程中已迷失
了自己。哈韩、哈日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我们现在有些年
轻人能够流利讲出国外的服饰历史以及饮食文化能够讲一口
流利的外语，却对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不深，甚至不能
流利的朗诵一篇孝经。

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给后代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精神财富，传
统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没
有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我们会变得野蛮、愚昧，缺少了对传
统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将变得浅薄、无知。但是在现代中国
人的身上随着一代一代更替，这种传统精神的影子越来越模
糊了。提起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现代人多数没有
什么清晰的概念。



学习传统文化可以培养文化气质，开拓我们的人生境界，并
能启悟生命的智能，发挥理性的功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
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
尚品质，是应该得到继承的。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
伟大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
统文化，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华民族的五千年的
文明史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有许多优秀
的思想精华永远值得我们发扬。“自强不息”的开拓精
神;“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
义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精
神;“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等等，这些凝结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形成
和发展起得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成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国学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载
体，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形形色色的中华文明之珠串连在
一起，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其优秀的思想文化已超越时
空界限，融入到世界文化和现代文明之中，成为了传之千古、
放之四海的人类共有的文明与智慧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