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完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 学习中
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大全7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心得体会是我们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
教训的总结和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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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完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一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心得体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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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
上，不断发展、创新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诞生，到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再
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党在坚持根本理论阵
地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继承，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通过学习《弟子规》、《道德经》等中华传统文化，感想、
体会颇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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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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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心得体会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心得体会
在两天的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过程中，使我受益良多，也有一
些感想体会。首先家和万事兴，富而不乐，贵而不安。人生
最难的不是奋斗，而是抉择。这些都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判
断力、智慧以及不断的学习，所以人要时时地停下脚步来思
考，方向是不是正确，不能在“忙、盲、茫”中度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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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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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



话很有道理，当我们遇到了挫折或困难，要在自己身上找原
因，不要总是怪别人，怨天尤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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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百善孝为先，什么是孝？如何行
孝有父母去奉养，有亲爹、亲娘可以叫，是一种人生的幸福，
不能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后悔事。夫
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故天经地义乃为孝。
并且我们中国人的孝并非愚孝，舜的故事告诉我们孝敬父母，
不能让父母难受，伤心，“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的心灵才
是对父母真正的孝顺。

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
致其严。今之孝者，立身行道，而扬名于后世。

还有礼在人际关系中的运用“鞠躬”之礼，并非在于形式，
而真正的是关乎行礼之人的内心是否恭谦，鞠躬之礼就是要
告诉自己应该常处下，用来降服自己的傲慢之心。有礼之人，
礼可以成为他生命中的助力，而无礼的人，则是阻力。“礼
者，敬而已矣”，有礼之人，为人真诚，可以得到长辈的帮
助和提携，因为人际关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对
你笑，你对他不友善，他也不会对你好，“而凡人之所以为
人也，礼仪也”。弟子规就是人生的交通规则，学弟子规的
每一句，是学它每一句话后面的存心。

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我更需要努力逐步改掉坏习气，培
养好习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文化是一种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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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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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给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光辉灿烂的思
想，绵亘不绝的历史，深邃玄奥的智慧。在这个被西方的风
俗习惯及思潮日日侵扰的今天，在这个人人拜金的物欲横流
的今天，在这个良心大大地被撕咬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
学习对于我，是一次很大的心灵震撼。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
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中
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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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
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我觉得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会让人受
到很好的熏陶，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和四书五经等等，这
些古人给后人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特别值得我们深入
的学习和思考，那些文人墨客的为人之道也早已给我们以证
实。人的道德必然与他的成功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客观事
实的规律是不能人为的改变它的运作。我们作为教师，教书
育人的前提，就要让孩子先学会做人，然后再做事，万事德
为先，一个人有了良好的品德，才会在学习和工作中得到大
家的肯定和认可。因此，我觉得：现在的中小学幼儿园也应
该把这些传统文化载入课程，不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
学习，真正让下一代从中悟出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同时作为
一名人民教师，一定要以身作则，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育人
者，承担着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光荣职责。教师的仪容、
表情、举止、服饰、谈吐、待人接物等都成为学生和社会的
楷模。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因为那会
影响到学生。通过学习，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
认识，我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价值的内容，用来把今天
的工作做得更好，实现它的现代价值。又如，在我们平时的
工作和生活中，难免有不同的冲突，但是对任何事情，我们



要有这样的心态，“退一步海阔天空。”也许事情就会是另
一种结果，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单位，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做到：
各自责，天清地宁。各自从自己身上找到不足，那我们将生
活在一片宽阔宁静的天空下，何乐而不为？因此，我将从已
做起，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美德！

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学习心得中华传统文化包罗十分广泛，
内涵极其丰富，特别是蕴含了丰富传统哲学，那些简短精悍
的名言警句是古人的人生智慧总结，这些有助于我们走好人
生的路途，有助提高个人思想道德修养。现在很努力的在学
校里学习这类的东西，传统文化好像没有必要学习。但是，
传统文化会让你有一种有根的感觉，特别是在我自己渐渐的
明白了一些话的道理明白了那些东西的真正道理。例如老子
和孔子做人的道理与为人处事的原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思考
空间。同时我回过头去看自己走过来的脚步，自己的幼稚可
笑的思想。

每每读到那些话又联想到自己的过去，心便有戚戚然，想想
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更是唏嘘不已。自己原来一直错得那么
的厉害。像我们大多数人每天追逐个性潮流，沉迷电脑网络，
缺少思考，缺少生活考验，碌碌无为的一群人才真正是不会
做人！以自我为中心，对社会，对学校，对他人稍有不满就
大呼天理何在！粗俗的诅咒与漫骂使得我们早就失去了一个
人应该有的涵养。

古人没有现代人的忙碌节奏，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
思考未来思考那些我们现在可能觉得是疯子似的问题，他们
之所以睿智，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用心的去观察了这个社会，
我们被更多世俗的东西蒙住了眼睛，我们被局限到了一个自
己的小世界里，我们无法认识更广阔的天地。没有了以和为
贵的思想，更多的是人类的自大，觉得自己比他人重要的人
也不大可能很好提高自身的素养与水平。这样我们谈何以更
高的角度去看待人生，实现我们每一个作为社会人所应具备
的价值。假如我们思考问题只从自己出发，那么看到的都是



很短期，肤浅的利益。那么为社会为他人牺牲更是无从说起。
但是，如果把我们置于一个群体中，置身于我们大社会，更
甚让我们置于宇宙，我们会发觉自己是多么的卑微。那么，
我们就不会过多的注重自我的感受和个人的得失了。因为我
们的无知，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前人的知识与智慧。

那么我们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让我的心
开朗了许多，就像突然遇见了太阳。能够提高自己的理论水
平和道德修养，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儒家学问
里有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要想成才，那么首要
的是修身—————修身养性！读书可以修身，但是读些怎
样的书怎样才算修身养性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懂的也不
很多。但是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首先要把人做好了，
才有资格谈能力。

一个品德低下的人即使学富五车也是徒劳。这样的人于社会
于他人也将是无所益处的。我们必须不断学习，以一颗真诚
虔诚谦虚的心努力学习好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精华，丰富自
己，充实自己。将信息化为知识最终成为自己的智慧！我的
心里渐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方向，我知道自己以后应该怎
么更好地去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更好地位教
育教学服务。特别喜欢《易经》中的那句话，“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经常用这句话去勉励自己，交给我们怎样去做一个人，做好
一个强者、智者。我经常在想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两句就会
是一个圣人，又想起温总理在上任时说的那两句话来勉励自
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摸索”。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精
深的文化随便精研点就受用终生了。现代的人多是浮躁的，
甚至是一些研究古典文化的人也是如此。



学完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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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相识上的转变。在以前的学习和工作中从没有真正接触
过国学方面的学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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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有了新的转变。

我认为，国学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几千年来始终是中国人
安家立业，安家立命之文化根基，也始终是中华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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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文化始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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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祖辈们的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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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是从学习起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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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见。
一个人在生命的历程中，有许多不行知的部分，但是学问可
以增长才能，学问可以变更命运。因此，我感到爱学习是一
种欢乐，想学习是一种华蜜，求知若渴是一种喜悦。学习新
学问，温习旧学问是一件让我们感觉愉悦的事情，学习能使
我们提高素养、增长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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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给我们许多处
世的方法，做人的规则。这些道理看起来很普素，这些方法
有时候在原则中透着一些变通。只要我们仔细去学习、去思



索、去感悟，就会明白其中的很多道理。在为人处世就知道
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行以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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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有正确的推
断和刚好订正自己错误的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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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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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巧语花
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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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收回，不
行反悔。对员工提出的看法建议要仔细探讨解决，要敢于担
当责任。

身为一名老师，在工作中一是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要求
员工做到的，自己必需首先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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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才能有主动性，才
能达到和谐共处，更好的工作。

学完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三

在李总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我单位组织的传统文化培训。
短短的学习中，我倍觉时间短暂。感恩、感动、崇敬、赞
叹……交织在一起的感情，总让人留恋与思念。学习培训班
期间，我和全体同仁一起在聆听、感悟、震撼中尽情享受了
巍巍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教育的盛宴。

陈老师精选了的讲座视频、报告，大家都在聆听中感悟经典；
并在互动交流中分享学习心得。同通过这次学习培训，我享
受到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因为在这里，我的心灵得到了
一次彻底的洗涤，找到了开启幸福人生的钥匙，获得了可终
身相伴的财富。感动之余，我还要感恩，感恩李总给了我这
样一次拓展眼界、增长智慧的机会。



在以前的学习和工作中接触国学方面的知识不广，只知道是
儒家学问，认为学这些也没多大的用处，与自己的关系不大。
然而，通过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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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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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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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父母。很多同事与我一样，在讲感恩父母那一段的时候
都流下了眼泪，是什么让我们学会感动？是什么让我们学会
感恩？是什么让我们学会彼此热爱？是忏悔，是“弟子规，
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
文”。这些是中华民族的根，中华民族的魂，是打开幸福人
生的金钥匙，感动之余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反思自
我，认真对照圣贤的教诲，感觉自己的道德都归零了，只有
输入新的血液，新的灵魂新的道德，才能完善自己的幸福人
生。在视频中老师们的讲话中既有深层的道理，又有具体的
做法；既有生活的智慧，又有历史的教训；既有广博的知识，
又有人生的理想，让我体会到了做人的意义和做人的乐趣。
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静心沉思，老师们从无
刻板的说教，更无哗众取宠的言语，有的只是一片真诚的心，
字字句句无不是感同身受的善意，令我不能不为之动容，他
们实实在在教我们从孝做起，从经典做起，从小做起，从我
做起，践行《弟子规》，把孝、悌、忠、信、礼、义、廉、
耻落实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人能自省便会开悟，圣贤的教导让我豁然开朗、迷雾顿
消；“学贵力行”，在今后的实际生活、工作当中，我要把
所学到的圣贤的教诲变成自己的行为规范，内化为自己的德
行，做为儿子对父母，“孝”字为先，遵循孝道，时时感念



父母的养育之恩；最为伟宏的员工，我要继续保持扎实工作
的作风，从我做起，从我心做起，以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
就一定能调动起工作的积极性，尽心尽力完成好教练的重任。

学完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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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了萌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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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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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文化气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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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爱的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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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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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当然重要，但是，世界始终像现在一样和
平，不用我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就多关切关切我们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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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我们的珍宝。最值得珍惜的珍宝。



学完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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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华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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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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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为doc格式

学完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六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包容万象、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涵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
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传统文化学习心得体会。它根植于封
建主义的土壤，经过五千年的锤炼，成为中华民族兴国安邦、
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成为支撑中华文化的精神脊
梁，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发扬广大、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力
量之源。漫漫中华五千年，悠悠历史数千载，中国传统文化
在经历几次全盘否定和摒弃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洋文
化泛滥、道德标准阙失、心浮气躁、功利化趋势日益严重的
今天，依然独树一帜、熠熠生辉。

初步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时，黯然失笑、心生不屑，觉得在科
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花精力去学习几千年的封建文
化“古董”，耗时费力，跟不上时代潮流，是重蹈封建思想
覆辙。怀着较劲找茬的心态，我不屑地捧起那一本本中国传
统文化书籍，眼球像扫描仪一样机械地扫看着，就这样一天、



两天、三天。渐渐的自己也被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了。当枯燥
的文字，拗口的语句，慢慢为自己所接受；为人原则，处世
之道为自己所认可。当接触到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道家的倡导悟道、求道、体道、行道，无为而无不为；
佛教崇尚的的利己利人，功德圆满；《周易》推崇的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这些思想时，心
头更是为之一振，直叹自己才疏学浅，只了解传统文化的冰
山一角。

一人独自走在街上，发现戴手串的人越来越多。那一串串手
串，或左或右。我相信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
的却带有祈福和安心的意味。这的手串真能够安抚我们那份
不安、焦虑、怀疑、悲观吗？我想只要我们能够体悟中国传
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精髓，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社会会是一
个安静祥和的社会，我们还需要借助外来的东西增强自己的
内心吗？古人有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如果我们能够潜
心专修传统文化的一小部分，那么我们心中的那份不安与焦
虑将会烟消云散；我们的心胸会开阔许多；我们的心境会开
朗许多；我们的心灵也会纯净许多。当有一天我们拥有古人
那般深厚传统文化的底蕴时，我们离佛家所说的无悲无喜、
无欲无求的境界又近了一步，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为世俗所奴役。那人生会是怎样一种情形？我很期待。

学完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篇七

通过我院开课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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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
们很远，通过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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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传统文化心得体会精
选(共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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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时光匆匆流去，岁月侵染几层烟火，我心依缱绻几分墨香，
于一盏茶的间隙，手捧一书，在光阴的罅隙捡拾几片落红，
问一场繁华落寞后的归宿是否是今生无法逃脱的宿命。然却
寻遍千般皆不是，微觉情深为心困。

偶然熏得花香为风起，时而深的智慧为博知。若不是世间种.
种缘分结识于相逢的路途，就不会有共赏烟霞、同度良宵的
机会。也许，昨天的我依然在探问温煦的阳光今日打在谁的
脸上;也许，今天的自己依旧在为昨日的琐事耿耿于怀;也许，
此刻的我在键盘上敲打着往日的无奈和彷徨……但有一点我
始终坚信，那一次受益或许不是终生的却是深刻的。自从接
触传统文化后，我常常思考，这一生的多数所得所习，或许
在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好了的，若不然，每一个个体普世的道
理怎会有共性了?与此同时，我也发觉差异化在习得的知识的
同时是必然的。学习传统文化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具体而
言与人、与自然。

为人之道，不容小觑。人活一辈子，寻求的最终意义纵然无
法摸清，却也基本知晓为人之道的重要性。论语里曾说君子
是为人的一个方向标。但是世间百态千变万化，众生百相迥
然不同。如何让众生心境的参差不齐修得齐头并进，共度幸
福人生了。我想那必然是修心、知性、感念、物化、行知方
可蓦然回首探寻人生幸福的真谛。然而在这过程中传统文化
之道无时无刻不行在心中，用在其中。

回想起自己的那次经历，虽说奇妙，却也生发着几分感恩，
几分欣喜。自从偶得传统文化之道的洗涤，心境渐觉清净，
内心诸多喜怒哀乐也知是身心无所依傍，内景无所展望所致。
故而知晓其本源，方觉刹那间心蓦地清明，原来智慧均在古
圣贤为人之道的言论里。说起为人之道，从字体而言，是可
以比拟为两个相投的个体相互携手才能描绘“人”字的立。
而在与人之道时，知其最重要的是为德之心，人之伦常、人
之关联皆是人之本性所发。而这其中的各所及之道理都源于
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是我们祖先长期积累的经典。学习这



些道理后便觉文化的魅力是无穷的，尤其是在卷帙浩繁的书
籍里传递下来的传统文化更是让我们现代人受益匪浅。若春
风拂过大地，润泽着万物回春的向荣，似夏荷沁带着几分清
雅，酥醉着行人驻足流连，传统文化的精髓何止这般的迷人
和令人沉醉在其中了。想到世间万物的和谐相处，不由得觉
得为人当因入万物的智慧之中。当将其自己植入一片静谧的
天空下是否会陶醉着眼前的风景，是否会想那自然的和谐是
如何运行的如此完美了?豁然开朗便知，在传统文化的天道之
理里早已将任何自然之循环之道融入在其中。

常言道话不投机半句多，人不学不知道。若此刻净出尘世，
不求闻讯世间种.种，我想那必是清修者寻到万物皆空之想，
万物皆因一场繁华而落幕。而这起源于人与自然的一种自生
自导的果。众生都是修心之人方可名万物皆有最好的归宿，
然众生却不得其扼要之精。故而觉传统之精华不慎重要，故
而丢弃学习的能动意识。自从学习天道之本后，我时常省内
而看外。尘世非渡空境，而知世道之理，万物运行之本，非
为道呼所名，而晓其义。人与自然万物若行之合一，当会皆
大欢喜。如果我们一味的索取，甚至在基本的规律面前不合
乎自然的法，那后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学习传统文化的最
大受惠的是人和万物的共生体，而不是人本身孤立的个体。
顺乎自然之道，我发觉认识是在失去时变的宝贵。如我们真
的在抓住时就明理之源，自然会在发生前仅仅握住，那时就
已然与不和规律的线相交，也渐渐更加和谐自然。至于人与
万物皆因一场相遇而关联，何苦破坏彼此对于个体本有的认
识。我想自然的事物本身不再重要，若不然，惊讶怎会出于
不自然的感觉了。人与自然，难分离，人与万物皆由自然道
法运行。素来平添几度离合，不因四季的更替，不因人的改
变，这既是自然，也是人与自然可以共存的最基本的法。

恰逢春雨润无声，一场雨落添新颜。沉寂许久方可知，有些
相逢是缘。来到学校的时日，一直对传统的文化存于心，却
不想那久之未曾滋润的心，适逢甘露降入心底。那份小小的
感动是有的，那份战战兢兢的心情是迫切的。学校的几次学



习使我原本的初心有了种新的回归。回想当时初中的日子，
那时的感觉意犹未尽。现今虽然少有触及，却也明这些道理
对人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轻轻地我走了，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那手，却带不走那
份感动。如果说一次远行意味着下一次新的征程的结束，我
愿将那份心底最虔诚的感动影响着更多的人，将心底最美的
风景分享给和我下一次一路同行的人。前方之行，无所顾及。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这一路，我看到了志同道合的人，这一路
不说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落寞。这一路有你们，
这一次不说道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来一切都是如春花般绚烂，似夏荷般
淡雅，犹秋叶般静美，当雪梅般凌然。心在远方，路在脚下。
未来的路还很漫长，这一路走来我们感恩老师的辛勤付出，
更觉得学弟学妹们——你们的努力更加让基地得到更多人的
认同，受到更多人的感动，影响到更多的人。“行百里者半
九十”,继续前行，继续带着学习传统文化的理念去践行，去
影响更多的来者。

风轻轻掠过我的耳畔，我打开掩合的书，慢条斯理地行动起
来。那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彷佛在我心里来回
的传递一个信念，那就是：“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