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典籍里的中国心得体会 典籍里的中
国观后心得体会(优质5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我们应
该重视心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和分
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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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籍里的中国心得体会篇一

“中华文化五千年，煌煌巨著随处见，春秋战国有孔孟，百
花争鸣巨人间，汉赋唐诗广流传，宋词元曲非等闲，明清小
说人知晓，现代文艺领风骚!”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写照。但随
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缺不甚了解，文化的传承
岌岌可危。

但《典籍里的中国》的出现却解决了这个问题。出色的选角，
独特的演绎方式，有趣的故事……都在增添趣味的同时，给
予我们以文化的滋养。在第一期，节目以古今对话、时空转
换的方式，让《尚书》这部传统文化经典进入大众视野。

从前我只是知道禹是夏朝的第一个王，知道大禹治水，知道
三过家门而不入。却不知他还划定了九州。

从前我只知道周武王伐纣建立夏朝，却不知周武王与纣王的
牧野之战，不知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从前我只知道中国是中国，却不知“中国”这个词是从《尚
书》中来，不知伏生一生护书传书，以不负先人。

在节目中，主持人撒贝宁与伏生这样一番对话，让观众们心
潮澎湃：“华夏为何一体?”“自古就是一体。”我不禁泪目，
是啊，华夏自古就是一体。中国的大地和中华民族的灵魂早



已紧密的结合，山、河、平原、湖泊，都不再只是原来的模
样，而有着历史的意蕴和先人的.足迹。悠悠千年，无论世事
如何变迁、朝代如何更迭，对于“根”的追寻都不会改变，
它们牢牢地刻印在中华民族的血肉之中，不会改变。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古有“汉无伏生，则尚书不
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意”。这个节目将经典与戏剧表
演相结合，使每一个场面都感人泪下，使典籍人人可读，使
每一个人都能知道，了解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而不再
只是囫囵吞枣。

“传统文化播神州，华夏文明永流传。”传承中华文化，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做到像屈原所说的那样“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典籍里的中国心得体会篇二

《典籍里的中国》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于牛年新春重点打造
的大型原创文化节目。节目聚焦中华优秀文化典籍中的经典
名篇，展现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讲
述感人至深的传承故事。节目综合运用环幕投屏、实时跟踪
等新科技手段，创新设计出“历史空间”“现实空间”，并
以跨越时空对话的形式营造了“故事讲述场”，生动演绎中
华典籍精华的源远流长。本节目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典范，对
于高考语文极具指导性。

数祖不忘典：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了

大年初一，《典籍里的中国》在央视一套首播，穿越时空、
对话先贤，以典籍作舟，畅游华夏文明之河，沉寂千年《尚
书》破壁而来。这本书穿越千年才重回世人面前，1900年敦
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内藏典籍万卷，沉寂了近
千年，这些典籍破壁而出。清朝末年，1910年，部分经卷被



运到京师，《尚书》文献当时最早的传世文本也在其中。现
在一万六千余件敦煌藏经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尚书》便
是其中一部分。世代传承，在“传承”中领悟中华文明，千
年来，《尚书》历经无数学者先贤薪火相传。

《典籍里的中国》中，倪大红饰演的伏生以命护《书》片段
让观众不禁泪流满面，秦末动乱，《尚书》仅剩国藏和伏生
家藏两部，后又遭遇项羽火烧咸阳，仅剩了伏生一部家藏，
伏生视《书》如命，纵然乱兵刀剑相向、天降大雪，也不忍
《书》损毁一丝一毫。为逃兵荒，伏生带着家藏的《书》，
从咸阳运回山东老家，途中他的妻、子为保护《书》，牺牲
了自己的生命。华夏文明的传承的重担压在了他身上，他和
家人用生命诠释了“薪火相传”。网友：敬佩!敬畏!

节目演绎了《尚书》中多个场景，每个经典故事都让人沉浸
其中，节目中演员对故事入木三分的刻画，看得观众热血澎
湃，泪流满面。

是什么让华夏文明精粹绵延不绝?《典籍里的中国》中，每一
部华夏文明的典籍及其“薪火相传”的故事，都将给我们答
案。

典籍里的中国心得体会篇三

到底什么是中国?我想，禹划九州是中国;尧舜禹、汤文武、
孔夫子、伏生是中国;名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敦睦九族，
协和万邦是中国。有典籍才有中国!

傍晚，一家四口人围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视津津有味的看着
《典籍里的中国》。这是大年初一刚推出的综艺节目，也是
刚刚播出第一期。不得不说，节目的进程很有新意，采用多
舞台话剧表演，跨时空对话等方式，是观众有了沉浸式体验。



当然，这第一期的内容也是干货满满。由倪大红饰演的伏生
叙述了他如何保护《尚书》传授《尚书》。秦末楚汉相争，
民不聊生，伏生为了保护《尚书》，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颠
沛流离，其间伏生的爱子为了保护《尚书》与土匪搏斗而死，
伏生的妻子就算是冷死，也不愿意烧《尚书》取暖，最终永
远地留在了荒野。而当战乱结束，伏生回到家乡，凿开墙壁，
却发现被他藏在墙壁里的尚书早已残破不堪，只剩下28篇，
于是他用自己的余生传授尚书，希望尚书能够永远地流传下
去。浮生活了90多岁，有90多年一直在读尚书，20多年的颠
沛流离，只是为了保护尚书，若不是因为尚书，伏生的儿子
和妻子也不会死去。可是伏生却不后悔，这需要多么大的毅
力和勇气啊!

其中还有几个片段，是属于尚书部分的禹贡还有牧誓。其中
大禹划九州，周武王与纣王的牧野之战，至今还使我的眼中
含有泪花。结尾部分，现代读书人撒贝宁向伏生介绍尚书自
西汉以后的传承过程，其中不乏多种坎坷，直到唐代，还有
人在一块大青石上刻下了尚书，为开成石经。华夏经典，弦
歌不辍!

如今我们更需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
先声，在对历史进行深入思考过程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典籍里的中国心得体会篇四

中国电影历史悠久而辉煌，从华语经典影片中我们可以窥见
其中所包含的丰富文化内涵。这些充满中国特色的电影典籍
不仅是一部影片的集合，更是中国人民的记忆和文化的传承。
通过电影，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中国人民的情感和价值观念，
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以及中国人对生活的独特体验。

第二段：中国文化的深刻印记



中国电影典籍中蕴含着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其中最为突出
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人对家庭的看重和尊重。无论是《活着》
中的父亲和儿子之间的深情厚谊，还是《让子弹飞》中
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电影都展现出了中国文化中家
庭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也经常
出现在电影中，如《卧虎藏龙》中的武侠精神，以及《霸王
别姬》中对精神自由和爱情的追求。这些文化元素是中国电
影独特的魅力所在，使得其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

第三段：中国人民的情感与价值观念

中国电影典籍中所展现出的中国人民丰富多样的情感和价值
观念也是其特点之一。例如，《喜剧之王》中的一句“你笑，
全世界笑；你哭，全世界哭”，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情感的真
挚和包容。在电影《天堂电影院》中，主人公通过电影找到
了对于真实和美好的追求，展示了中国人对于人生意义的思
考和内心的追求。这些情感和价值观念贯穿于中国电影典籍
的每一部作品，使得其不仅具有观赏性，更能引发观众的共
鸣和思考。

第四段：历史与现实的关照

中国电影典籍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情感和价值观念，更是
历史与现实的镜子。通过电影，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的历史变
迁，如《大闹天宫》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神话故事，或者《红
高粱》中记录了中国农村的变迁。而在当下，电影也对中国
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与探讨。例如，《让子弹飞》中揭示了
权力与腐败的关系，《无人区》中探讨了城乡差距和社会底
层的生存困境。电影作为一个媒介和艺术形式，能够更加客
观地反映社会现实，进而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第五段：中国电影的独特魅力与全球影响力

中国电影典籍之所以能深入人心，除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情感和价值观念外，还在于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全球影响力。
中国电影以其独特的故事叙事方式和精良的制作水平，赢得
了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认可。从《大闹天宫》到《流浪地球》，
中国电影越来越被全球观众所关注。而在国际舞台上，中国
电影的成就也不容忽视，众多中国电影作品获得国际大奖，
为中国电影业树立了崭新的形象。中国电影不仅是中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总结：通过电影典籍里的中国，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化的
深厚底蕴、中国人民的情感与价值观念、历史与现实的关照，
以及中国电影的独特魅力和全球影响力。中国的电影典籍是
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它们不仅是一部部经典电影的集合，
更是中国人民情感和文化的传承。通过欣赏和研究中国电影
典籍，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并在全球化的时代中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典籍里的中国心得体会篇五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电影典籍中，我们可以感
受到中国的浓厚氛围和深刻内涵。通过观看这些电影，我们
可以获得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更深入了解，以及体验中国人
民的情感与价值观。下面将从不同角度展开对电影典籍中的
中国心得体会的论述，探讨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

第一段：历史与现实并行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其电影作品往往将历史
与现实相结合。电影《活着》是一部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它通过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经历，展现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
的痛苦与挣扎。这部电影通过一个家庭的命运，道出了人性
的善恶与力量。同时，电影也反映了中国在历史上的动荡和
变迁，让人们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产生了深远的思考。

第二段：家庭观念与传统价值观



中国电影中常常强调家庭观念和传统价值观。电影《大地无
声》以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主线，讲述了一个纯净的爱情故
事。这部电影通过对家庭和个人幸福的追求，展示了中国人
对家庭的执着与坚守。它让人们反思自己对家庭的态度，并
思考家庭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

第三段：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

中国电影中常常关注社会问题和人文关怀。电影《卧虎藏龙》
展示了中国武术的魅力和文化内涵，同时也探讨了个人情感
和社会责任的平衡。该片通过角色之间的情感纠葛，呈现了
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善良和温暖。这种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
怀的表达，使得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具有独特的影响力。

第四段：自然与精神的和谐统一

中国的山水文化深深熏染了中国电影。电影《卧虎藏龙》以
其神秘、优美的画面风格，展现了中国山水之美和自然环境
中的宁静。这种对自然的崇敬和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中国
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通过欣赏这类电影，我们可以体
验中国人对自然的深情和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向往。

第五段：文化流布与中国形象塑造

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也塑造了中国人民的形象。
电影《战狼》通过展现中国军人的英勇与无私，弘扬了中国
人民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这类电影不仅展现了中国人的
力量和智慧，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它们让
世界了解到中国是一个自信、勇敢和拥有浩瀚文化的国家。

总结：通过电影典籍中的中国心得体会，我们深刻认识到中
国历史文化的底蕴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些电影通过历
史与现实的结合、家庭观念和传统价值观的呈现、人文关怀
与社会责任的表达、自然与精神的和谐统一以及中国形象在



国际舞台上的塑造，让我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和认识。这种充满中国特色的电影创作，将继续为
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启迪，让人们对中国有更深刻的认知
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