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华传统文化心得体会(大全7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那么我
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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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一

传统文化是指特定文化体系中，至今普遍沿袭、继承发展的
过去的文化形态。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
涵盖了数以千计的文化内容，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哲学、
宗教、习俗等等。近年来，传统文化研究与推广受到了越来
越多的关注，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和学习传统文化，作为一
名学生，我也深刻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且从中受益
匪浅。

第二段：拓展认识

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最先进行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概
念和历史渊源的研究和了解。通过阅读相关的书籍和资料，
我了解了传统文化起源的历史背景、流变和发展过程。我发
现，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传承，
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形式，更是一种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在
学习中，我深刻认识到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
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我们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第三段：文化熏陶

传统文化是文化的灵魂，它有着很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美
学性，它不仅能够对我们的认识产生影响，而且能够给我们
带来思想上的启迪。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发现它的
思想内涵极其深邃、丰富，能够影响人们的思想品质和社会
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对文化可以更加深刻的领悟，



对自己的认知和人生观念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与调整。

第四段：文化沉淀

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资源，透过传统文化学习与探索，可
以更好地理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历程，感受到家国情怀的情
感冲击。此外，传统文化的学习除了可以升华个人的精神追
求，更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处理人际关系，增强优秀文化看
法的凝聚力和创新力。进一步深入去了解文化的多元性，更
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了解到各种文化在自己的社会和人群中
的差异性，增强跨文化交流和沟通的意识。

第五段：总结

总之，传统文化的学习不仅仅是一次个人的经历，更是一次
文化的积淀与沉淀，它是人们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通过学
习与传承，我们对自己作为一个文化背景的认识会更加深刻，
让我们在成长中更有分寸和依据。在今后的学习与成长中，
我将继续努力不断探究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更好地承继和
传扬我们本民族的文化瑰宝。

中华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二

第一段：引入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的价值（200字）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的精神财富，深深根植于每一个中国
人的骨子里。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现代人渐渐疏离了传
统文化，随之而来的是对传统文化的遗忘与忽视。然而，学
习传统文化对于每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是我们
民族的根，是我们后人繁衍生息、信仰力量的源泉。只有通
过学习传统文化，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第二段：学习传统文化的途径和方式（200字）



学习传统文化的途径有很多种，可以通过阅读经典书籍、参
观历史文化景点、参加传统文化活动等等。同时，也可以通
过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和专家的指导来学习，他们能够教给我
们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艺。学习传统文化的方式因人而
异，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来选择，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不仅可以增加知识面，还可以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和综
合素质。

第三段：学习传统文化的收获与感悟（300字）

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获得了很多收获和感悟。首先，
我深切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传统文化是世代相传的
财富，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智慧。其次，学习传统文化
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情
感和艺术，让我领略到了人类文明的瑰宝。最后，学习传统
文化让我明白了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性。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
进行创新，才能真正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第四段：学习传统文化对个人发展的影响（200字）

学习传统文化不仅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同时也对个人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学习传统文化
可以培养人的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提高人的文化修养和综
合能力。其次，学习传统文化可以培养人的艺术素养和审美
能力。通过学习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和艺术形式，我们能够
领略到传统文化的美妙之处，激发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力。最
后，学习传统文化可以增强个人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传
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学习传统文化可以让我们更加自
信和自豪地面对世界。

第五段：学习传统文化的启示与展望（300字）

学习传统文化给我带来了很多启示。首先，传统文化是我们
民族的根和灵魂，只有了解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人的



价值。其次，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只有
通过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们才能更好地展示我们民族
的魅力和价值观。最后，学习传统文化让我明白了传统与现
代的关系，只有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探索和发
展，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结尾：总结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意义（100字）

学习传统文化是对我们民族根的回归，是对我们自身文化和
价值观的认同。只有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我们才能更好地了
解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因
此，学习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通过
学习传统文化，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
还可以为我们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多的力量和启示。让
我们共同努力，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华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三

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国土、历史、
民风、民俗的文化精髓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学习传统文化，
对于现代人来说至关重要，既可以拥有理性思维，又能够培
养自身情感、美学、伦理和人文素养。在我的传统文化学习
过程中，我汲取了许多心得体会。

一、文化价值观的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已成为现代
社会的通行观念。学习传统文化，更能够理解人生真相和社
会规范，从而明确自己的生存方向和价值取向。同时，文化
的传播也需要文化价值观的引导，文化需要我们去传承和弘
扬，也需要我们将传播文化的责任承担在自己的肩上。

二、历史文化的体验感



历史文化是各个文化体验的积累和总结，每个时代都有属于
自己的独特文化表现。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可以让我们体会
文化、艺术、哲学的演变过程，接触先辈人物的故事和哲学
思考。站在这些历史文化的角度上，品味历史沉淀的艺术与
文化，大大增加了学习的体验感和美感受。

三、文艺文化的领悟

文学、音乐、绘画、书法、雕刻等文艺活动是文化的载体和
表达形式。中国历史悠久，文艺著作众多，其创作类型和风
格千差万别。学习文艺文化，能够帮助我们领略优美的艺术
和文字，增强审美能力，加深对文艺的感悟和对传统文化的
理解。

四、领袖教师的指导

学习传统文化需要寻找领袖教师，让他们成为我们学习和认
知的指导。他们的学问和见解，让文化不再单纯的停留于文
字表达，而是更加深入的理解和吸收。同时，优秀的领袖教
师，也能激励我们坚持文化教育理念不断探索、学习和创新。

五、文化自信和人文素养

现代社会在国际交往中，文化交流和文化认知显得越来越重
要。对于中国来说，传统文化是凸显中国特色、彰显民族精
神的重要元素。有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我们站在更高的文
化自信和人文素养的平台上，能够更好的与世界进行交流，
共同推进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

总结

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和文化的重要标志，其学习具有深远
的意义和重要价值。在我们谈论传统文化本身的内涵时，更
应该将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行为等方面放在同等甚至超



越语文、居民文化的高度去理解，寻找更多实现它的途径和
方法。学习传统文化的多方面体验所带来的启示和思考，可
用于传播文化、丰富生活、培养自我和展望人生。

中华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四

今年7月26号到砚山民族中学学习中华传统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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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恩图报，尊老爱幼，待人诚恳……这些优
良的传统从古至今都为人所熟知，感恩给我们生命的人、感
恩给我们知识的人、感恩给我们衣食的人、感恩给我们住所
的人、感恩曾经批评过我们的人。将别人的爱永记于心，把
别人的美德汲取。完善自己，感动别人。

每天早晨，大家都很早起来，老师在国旗下教我们做操，锻
炼身体，学习的人排满了整个广场，大家一起舒展身姿，享
受早晨空气，所有的清新一直深发到了心底。早操过后，安
排我们用早餐，人却很多，但声音不会嘈杂，不会发生插队
的现象，大家都井然有序，彬彬有礼，每个用餐的人心情都
非常的愉悦，享受着这些美好。老师用餐过后，大家稍作休
息后，我们排队走进教室，朗诵《弟子规》、《孝经》，声
音洪亮，响彻心底。晨读过后，听老师们讲课。这几天的生
活就在吃饭和听课中反复着，但是没有会觉得单调，因为有
精神食粮陪伴在我们，有这些大德，大智慧与我们相伴，只
会觉得生活中充满了美好，充满了人和人的友善。

中华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稳定形态的
中国文化。他包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
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内容。通过这段时间对
《弟子规》和《孝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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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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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为一名教师我们承载着教书育人的重任，更要热爱中国传
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有相应的传统文化根基和艺术修养，
不但能把文章中所蕴含的美的东西阐释出来，还能激发起学
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这样才能真正实新课标的所要求
的“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做为为一名教师一定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成为学生的表
率。要求学生背诵经典美文，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坚持与学生
一起背诵，要求学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首先就要做
先人后已。传统文化凝聚了五千年来所有人的智慧，我们的
先辈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素材，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
传统文化学好?我们不仅要学习传统文化，也要把它运用到我
们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让中华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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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古不泥古，我们要将传统文化结合时代精神，融入到我们
的工作、生活中去;以传统文化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用传统
文化宽抚我们的内心，让传统文化促进社会的和谐。只有与
时代结合，运用到生活中去，传统文化才是活的，才能在世
界文化之林立于不败之地。我相信五千年祖辈的智慧会在日
益强大的中国和富有创造力的中华儿女的传承和发扬下，在
世界文化之巅闪烁出属于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让世界见证中
国传统文化的神奇与博厚!

传统文化学习心得（篇3）

中华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五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被边缘化。然
而，学习传统文化并深入了解其内涵与精髓，对于现代人来
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
传统文化的价值与魅力。本文将介绍我在学习传统文化后的
心得体会，并对其重要性进行探讨。

第一段：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宝贵财富。
它包括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丰富
多样的内容。传统文化具有着独特的特点，不仅代表了一个
民族独有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更体现了人们对生活、对
世界的认知与理解。学习传统文化，一方面可以增加对自己
文化根源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也能够启迪我们对于生活的思



考，提供我们德行修养与情感体验的滋养。

第二段：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在当今社会，随着全球化的不可阻挡，传统文化的边缘化已
经成为一个客观存在。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倾向于追求西方的
思想与价值观。然而，这种情况不利于我们民族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学习传统文化能够增加我们对文化的自信心，更好
地维护和发展民族特色。同时，传统文化还是我们民族发展
的重要支撑，只有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我们才能够有
更坚实的步伐踏上现代化的道路。

第三段：学习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启示

学习传统文化会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产生积极的影
响。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强调整体性思维、和谐性观念以及
人伦关系的重要性。这些都对我们形成良好的处事态度和价
值观念具有积极启示作用。传统文化强调孝道、仁爱、和谐
等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的灌输和实践，可以培养我们的
责任感和共情能力，使我们成为有担当、有道德底线的公民。

第四段：学习传统文化的途径和方法

除了学校的传统文化课程和经典著作的学习，我们还可以通
过参观博物馆、书籍阅读、话剧表演等各种途径来学习传统
文化。我们也可以通过参与一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比
如中国结的制作、书法绘画的学习等来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
解。同时，我们要有主动探索的精神，积极去了解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从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文化修养。

第五段：结语

总的来说，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基和灵魂，学习传
统文化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必要而有益的修行。学



习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增加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还可以增
进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世界的理解。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
和传承，我们才能够真正发扬光大传统文化，造福于社会和
人民，让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地生生不息。让我们共同努力，
掌握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我们
应有的贡献。

中华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六

经过为期三天的传统文化培训，使我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深度
的洗礼。无论是蔡礼旭老师、钟茂森博士的"孝"主题讲座，
还是肖陈颖老师的运用弟子规来教育感化学生，无不使我受
到深深的震撼，心灵得到了净化，心境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也让我在听讲座的同时，一遍遍的反思自己的日常言行和教
育理念，不禁感到深深的汗颜。

在几位名师的讲座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肖陈颖老师的
《爱心伴孩子成长》专题讲座。肖老师亲切、大方，还有那
发自内心的迷人微笑一下子把我带入了她的讲述中。肖老师
体态优美，语言流畅，讲话速度比起一般语速要慢些，却显
得更加稳重，脸上始终面带笑容，让听课的人心里很舒服，
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们这样面带笑容上课，学生一定也会
感觉上课是种享受吧。

肖陈颖老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率先用《弟子规》教学法，
唤醒了孩子们心中的爱与感恩，使得孩子们的道德素质与学
习成绩有了大幅度提高。虽然肖陈颖老师讲述的是如何用弟
子规来教育小孩子的事情，但是在听了讲座，重新拜读了国
学经典《弟子规》之后，引发了我作为一个女儿，一个老师
的深刻的反思。

传统文化经典弟子规总序开篇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弟子规，
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
文。它从人之根本出发，教育我们要从这几个方面对自身进



行德行的塑造。首孝悌，就是说做人首先要心中有爱，要孝
敬父母。一个人如果连对他有养育之恩的父母都不能尊敬的
话，那么他就丧失了做人的根本，对长辈、对领导、对同事、
对兄长、对朋友就更谈不上发自内心的尊重，他所做的事情
也就很难得到认同。百善孝为先。行孝是为人子的本分，但
我往往注重以大行而实孝，却不曾注重细小。而《弟子规》
恰恰就告诉我们行孝必须从细小入手，要做到孝心常在，而
非一时之念想。

“恩欲报，怨欲忘，抱怨短，报恩长。”这些足以让我心悦
诚服，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弟子
规》让我们知道感恩。感恩给我们生命的人、感恩给我们知
识的人、感恩给我们衣食的人、感恩给我们住所的人、感恩
曾经批评过我们的人。将别人的爱永记于心，把别人的美德
汲取。完善自己，感动别人。读了《弟子规》之后，我才发
现，以前自己习以为常或自己认为对的言行，原来都这样或
那样地存在着不足。

肖老师说，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这话真是一点也不错。尤其
是现代社会中快速的节奏和浮躁的氛围，不仅让学生也让我
们老师内心不再是那么沉静。尤其是在中职学校中任教，由
于学生生源的特殊性，学生的学习成绩参差不齐，课堂秩序
不尽如人意。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忽视学生成长和在教学工作
中懈怠的借口。我原来在教学中总是容易“三分钟热度”，
在刚开始的时候信心满满，干劲十足，但时间长了，当学生
的成绩还是没有起色的时候，就会心生懈怠，只重视学习程
度好的学生。做班主任工作时，一开始也是苦口婆心，谆谆
教导，但当学生一再犯错时就容易失去耐心。“凡是人，皆
须爱。天同覆，地同载。”我现在明白了，我就是缺乏对学
生的一份真正的爱心。没有对学生一视同仁，没有把学生真
正当作自己的孩子。而且只注重对学生智育的培养，而忽视
了对学生品行道德的教育。今后我一定要在这一方面努力改
进，因材施教，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点，争取让每个学生都
能感受到老师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自信的不断成长!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既然认识到在现代的家庭教育中缺少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这一方面，就应该从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
做起，以便让我们培养的学生在走上社会后，不会因为道德
的缺失而遭受挫折和失败。我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传统文化
教育，在学习了弟子规后，我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在正
确理解古老地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将这块文化瑰宝传承下去。
就像肖老师说的，教育学生最有效的就是：以身作则。从我
们班级教育的一点一滴做起，帮助每一位学生树立起正确的
人生观。做人，只有将最基本的道德建立起来，一个拥有谦
虚恭敬仁慈博爱的心的人，才会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立于
不败之地。

我相信，在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下，只要我们用心、用行动
去做每一件事，不仅仅能让我们的生活幸福，最重要的是作
为教师的我们会培育出许多有幸福感的孩子。而培育出有幸
福感的孩子才是我们教育的最大成功。让我们在传统文化的
影响下，做一个真正幸福的教师，让我们把所教的每一个孩
子都培育成幸福的孩子!

传统文化学习心得（篇5）

中华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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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灿若星空，有无穷的底蕴。她源远流长，即从
中国产生人类起就有了中国历史，也有了中国文化。中国文
化是迄今世界上最久远、最稳定、最辉煌、最丰富、最发达
的文化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悠悠五千载，经历了萌生期、



形成期、确立期、繁盛期和总结转型期几大时期。在中国文
化的形成期，春秋时代，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千古
思想文化大景观，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浪潮。
按照两汉司马谈和刘歆的划分，诸子主要为儒、墨、道、法、
农、杂、纵横、名家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理论的奠基
石，深远地影响着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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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唐诗宋词，
我们诵读名家经典，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领悟这其中的民族精
神。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源自《周易》的一句话，“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精神特质由此可见一斑。其大意是天体运行体现刚
健精神，人亦效法天地而自强不息；君子的胸怀像大地一样
宽广，德行像大地一样深厚，所以能滋长万物，承载万物，
容受万物。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还是正在崛起的
中国，社会生活都面临着过度物质化功利化的问题。作为社
会精神支柱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发生了偏差。然而人作为人
的存在，还应是以智慧、德行和审美情趣为表现形式的文化
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以注重心性，长于伦理为基础特征
的中国传统文化能为现代人的迷失提供多方面的理性启迪。

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
由，搞一言堂。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
一致。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
发展。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以权
力代替法律。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

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还深深的感受到忠孝礼仪这四个
字的.重要性，最近北京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吸引了我的眼球，
叫做幸福秀，昨天播出的家庭故事叫家有四凤。几个儿女为
了争夺老人的财产来到了这个节目，老人已经是中重度的老



年痴呆。目光呆滞的老人看着几个儿女在台上唇枪舌剑，自
己全然不知。在陌生人看来，老人是特别可怜的，可是老人
的几个儿女脸上冷漠的表情，真是让人们寒心。难道现实的
社会真的事利字当头吗？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和谁谈利益，是
你至亲至爱的娘啊，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娘是怎么把你们四
个人拉扯大的？孝顺孝顺，在孝顺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做到
顺呢？我听过一句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忠是舍弃小家顾
大家的大无畏精神。这个固然重要，但是，世界一直像现在
一样和平，不用我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就多关心关心我
们的亲人吧。

我们都知道，老人老了，是没有多大的用处了。但是咱们不
能把它们当做累赘，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最值得珍惜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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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