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商文化心得体会(模板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大家想
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晋商文化心得体会篇一

进入乔家院大门是一条长80米笔直的石铺甬道，把六个大院
分为南北两排，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坡。西尽头处是乔家祠堂，
与大门遥相对应。大院有主楼四座，门楼、更楼、眺阁六座。
各院房顶上有走道相通，用于巡更护院。纵观全院，从外面
看，威严高大，整齐端庄;进院里看，富丽堂皇，井然有序，
显示了我国北方封建大家庭的居住格调。整个大院，布局严
谨，建筑考究，规范而有变化，不但有整体美感，而且在局
部建筑上各有特色，即使是房顶上的140余个烟囱也都各有特
异。全院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堆金立粉，完全显示了我国
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
珍品。

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6年)，以后有两次扩建，
一次增修。第一次扩建约在清同治年间，由乔致庸主持，第
二次扩建为光绪中、晚期，由乔景仪、乔最俨经手;最后一次
增修是在民国十年后，由乔映霞、乔映奎分别完成。从始建
到最后建成现在的格局，中间经过近两个世纪。虽然时间跨
度很大，但后来的扩建和增修都能按原先的构思进行，使整
个大院风格一致，浑然一体。

乔家大院依照传统的叫法，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叫
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三个大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
院、新院。南北六个大院的称谓，表现了乔家大院中各个院
落的建筑顺序。



清乾隆年间，现乔家大院坐落的地方，一部分正好是乔家堡
村的大街与小巷交叉的十字口。乔全美和他的两个兄长分家
后，买下了十字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起建楼房。主楼为硬
山顶砖瓦房，砖木结构，有窗棂而无门户，在室内筑楼梯上
楼。特点是墙壁厚，窗户小，坚实牢固，为里五外三院。主
楼的东面是原先的宅院，也进行了翻修，作为偏院。还把偏
院中的二进门改建为书塾，这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也就
是老院。传说偏院外原来有个五道祠，祠前有两株槐树，长
的奇离古怪，人们称为“神树”。乔家取得这块地皮的使用
权后，原打算移庙不移树。后来乔全美在夜间做了一梦，梦
见金甲神告他说：“树移活，祠移富，若要两相宜，祠树一
齐移。往东四五步，便是树活处。如果移祠不移树，树死人
不富……。”没有多久，此树便奄奄一息。乔全美恐怕得罪
了神灵，便照梦中指示的地方，把树移了过去，树真的复活
了，而且枝叶繁茂如初。这好象是“真神显灵”，真有其神，
于是又在侧院前修了个五道祠，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同时主
院与侧院间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石山及口衔灵芝的鹿
等。土地祠额有四个砖雕狮子和一柄如意，隐喻“四时如
意”。祠壁上还有梧桐和松树，六对鹿双双合在一起，喻
意“六合通顺”。

乔致庸当家后，为光大门庭，继续大兴土木。他在老院西侧
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盖了一座楼房院，也是里五
外三，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
门楼的卡口是南极星骑鹿和百子图木雕。上有阳台走廊。上
得走廊，前沿有砖雕扶栏，正中为葡萄百子图，往东是奎龙
和喜鹊儿登海;西面为鹭丝戏莲花和麻雀戏菊花，最上面为木
雕，刻有奎龙博古图。站在阳台上可观全院。由于两楼院隔
小巷并列，且南北楼翘起，故叫做“双元宝”式。

明楼竣工后，乔致庸又在与两楼隔街相望的地方建筑了两个
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使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
奠定了后来连成一体的格局。



光绪中晚期，地方治安不稳，乔家的景仪、景俨为了保护自
身的安危，费了不少周折，花了很多银两，买下了当时街巷
的占用权。乔家取得占用权后，把巷口堵了，小巷建成西北
院和西南院的侧院;东面堵了街口，修建了大门;西面建了祠
堂;北面两楼院外又扩建成两个外跨院，新建两个芜廊大门。
跨院间有栅栏通过，并以拱形大门顶为过桥，把南北院互相
连接起来，形成城堡式的建筑群。 民国初年，乔家人口增多，
住房显得不足，因而又购买地皮，向西扩张延伸。民国十年
后，乔映霞、乔映奎又在紧靠西南院建起新院，格局和东南
院相似。但窗户全部刻上大格玻璃，西洋式装饰，朱光效果
也很好，显然在式样上有了改观。就是院内迎门掩壁雕刻也
十分细致。与此同时，西北院也由乔映霞设计改建，把和老
院相通的外院之敞廊堵塞，连同原来的灶房，改建为客厅。
还在客厅旁建了浴室，修了“洋茅厕”，增添了异国风情。

靠西北院，原来有一小院，为乔家的家塾，故把此院叫做书
房院。分家后，乔健打算建内花园，从太谷县一个破落大户
家买回了全套假山。正待兴建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
侵华，工程停止。日军侵占时期，全家外逃，剩下空院一处，
只留部分家人看护。延续至今，乔家大院成了北方民居中一
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乔家大院大门座西向东，为拱形门洞，上有高大的顶楼，顶
楼正中悬挂着山西巡抚受慈禧太后面喻而赠送的匾额，上
书“福种琅环”四个大字。黑漆大门扇上装有一对椒图兽街
大铜环，并镶嵌着铜底板对联一付：“子孙贤，族将大;兄弟
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透露着乔在中堂主人的希望和追求，
也许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家之道，乔在中堂经过连续几代人的
努力，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辉煌。

大门顶端正中嵌青石—块，上书“古风”。雄健的笔力同这
两个字所代表的承接古代质朴生活作风的本意，相得益彰，
耐人寻味。大门对面的掩壁上，刻有砖雕“百寿图”，一字
一个样，字字有风采。掩壁两旁是清朝大臣左宗棠题赠的一



付意味深长的篆体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
章。”楹额是“履和”。这同作为巨商大贾的乔家所秉承的
和为贵的中庸之道是很相宜的。进入大门，走完那长长的甬
道，西尽头处是雕龙画栋的乔氏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祠
堂装点得十分讲究，三级台阶，庙宇结构，以狮子头柱，汉
白玉石雕，寿字扶栏，通天棂门木雕夹扇。出檐以四条柱子
承顶，两明两暗。柱头有玉树交荣、兰馨桂馥、藤罗绕松的
镂空木雕，装饰精彩，富丽堂皇。额头有匾，上书“仁周义
溥”四字，李鸿章所题。祠堂里原陈列着木刻精雕的三层祖
先牌位。

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北面三个大院均为开间暗棂
柱走廊出檐大门，便于车、轿出入。大门外侧有拴马柱和上
马石。从东往西数，一、二院为三进五联环套院，是祁县一
带典型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里外有穿心过厅相连。里院北
面为主房，二层楼，和外院门道楼相对应，宏伟壮观。从进
正院门到上面正房，需连登三次台阶，它不但寓示着“连升
三级”和“平步青云”的吉祥之意，也是建筑层次结构的科
学安排。

南面三院为二进双通四合斗院，硬山顶阶进式门楼，西跨为
正，东跨为偏。中间和其它两院略有不同，正面为主院，主
厅风道处有一旁门和侧院相通。整个一排南院，正院为族人
所住，偏院为花庭和佣人宿舍。南院每个主院的房顶上盖有
更楼，并配置修建有相应的更道，把整个大院连了起来。

乔家大院闻名于世，不仅因为它有作为建筑群的宏伟壮观的
房屋，更主要的是因它在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上都体现了精
湛的建筑技艺。南北六个大院院内，砖雕、木刻、彩绘，到
处可见。从门的结构看，有硬山单檐砖砌门楼，半出檐门，
石雕侧跨门，一斗三升十一踩双翘仪门等。窗子的格式有仿
明酸枝棂丹窗，通天夹扇菱花窗，栅条窗、雕花窗、双启型
和悬启型及大格窗等，各式各样，变化无穷。再从房顶上看，
有歇山顶、硬山顶，悬山顶、卷棚顶、平房顶等，这样形成



平的、低的、高的、凸的，无脊的、有脊的、上翘的，垂弧
的……，每地每处都是别有洞天，细细看来，切实让人赏心
悦目，品味无穷。

木雕：大院还有更迷人处，那就是随处可见的精致的板绘工
艺和巧夺天工的木雕艺术，雕刻品个个都有其民俗寓意。每
个院的正门上都雕有各种不同的人物。如一院正门为滚檩门
楼，有垂柱麻叶，垂柱上月梁斗子，卡风云子，十三个头的
旱斗子，当中有柱斗子，角斗子，混斗子，还有九只乌鸦，
可称一等的好工艺。二进门和一门一样，为菊花卡口，窗上
有旱纹，中间为草龙旋板。三门的木雕卡口为葡萄百子图。

二院正门木雕有八骏马及福禄寿三星图，又叫三星高照图。
二院二进门木雕有：花博古和财神喜神。这花博古是杂画的
一种，北宋大观宋徽宗命人编绘宣和殿所藏古物，成定
为“博古图”。后人将图画在器物上，形成装饰的工艺品，
泛称“博古”。如“博古图”加上花卉、果品作为点缀而完
成画幅的叫“花博古”。正房门楼为南极仙骑鹿和百子图。
其它木雕还有天官赐福、日升月垣、麒麟送子、招财进宝、
福禄寿三星及和合二仙等。和合二仙亦称“和合二圣”，是
一种民间神话故事画题。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说：
“宋随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穿绿衣，
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
里之外亦能回家，故曰万回。”后分为二神，称“和合二
仙”。二仙亦蓬头笑面，一持荷花，一捧圆合，取“和谐合
好”之意。旧时一般在婚礼时悬挂厅堂，以示吉利。

此外，柱头上的木雕也是多种多样。如八骏、松竹、葡萄，
表示蔓长多子、挺拨、健壮;芙蓉、桂花、万年青，表示万年
富贵;过厅的木夹扇上刻有大型浮雕“四季花卉”、“八仙献
寿”，即传统装饰纹之一。“八仙献寿”，是传说中的汉钟
离、张果老、韩湘子、李铁拐、吕洞宾、曹国舅、蓝彩和、
何仙姑八仙赴会瑶池，为西王母祝寿，以此组成的画面纹样，
造形优美，栩栩如生。全院现存有木雕艺术品三百余件，这



里不能一一列举。

砖雕：砖雕工艺更是到处可见，题材非常广泛。有壁雕、脊
雕、屏雕、扶栏雕。如一院大门上雕有四个狮子，即四
狮(时)吐云。马头上雕有“和合二仙”，抬着金银财宝。卡
圆上雕有兰花。掩壁上为“龟背翰锦”，是传统的装饰纹样，
为六边形骨架组成的连续几何图形。因它像龟的背纹而得名。
古时以龟甲作为占卜的工具，视能兆吉凶。古书《述异记》
云：“龟千年生毛，寿五千年谓之神龟，万年为灵龟。”以
龟为长寿的一种灵物，用作图案，以示吉祥延年。进了一院
大门对面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松树、桐树和蹬于太湖
石山上的九鹿，喻示九路通顺。立柱上有四个狮子滚绣球;一
院偏院南房墙上有五个扶栏雕，中间为葡萄百子图，表示蔓
长多子和富贵不断头，其余四个格子为“博古图”。一院正
院马头上雕有四季花卉。二进院马头上为四果及“暗八仙”。
“暗八仙”也是传统装饰纹样的一种，是以古代传说中八位
神仙所执的器物而组成图案。相传汉钟离轻摇小扇乐陶然，
常执小扇;吕洞宾剑显灵光魑魅惊，常背一剑;张果老鱼鼓敲
起有梵音，常执鱼鼓;曹国舅玉板和声万籁清，常执玉板;铁
拐李葫中岂只存五福，常带葫芦;韩湘子紫箫吹度干满静，常
执一箫;蓝彩和花篮内蓄无凡品，常携花篮;何仙姑手执荷花
不染尘，常执荷花。因只采用他们所执器物，不画仙人，故称
“暗八仙”，含有吉祥之意，明、清时采用较多。

二院大门的马头正面为犀牛贺喜，侧面四季花卉。二院正房
前面走廊的扶栏雕，从东往西数，一是喜鹊登梅，二是奎龙
腾空，三是葡萄百子，四是鹭丝戏莲，五是麻雀戏菊。东偏
院过门雕有四季花卉、四果，加琴棋书画，亦取吉祥之意。

三院大长廊，马头正面麒麟送子，侧面松竹梅兰，又梅兰竹
菊。中国画正是以梅兰竹菊四种花卉为题材的总称，花鸟画
为其分支。宋、元时期许多画家都喜欢画梅兰加松树，
称“松竹梅”，又叫“岁寒三友”。元代吴镇在“三友”外
加兰花，名“四友图”。明神宗万历年间(公



元1573——1619)黄凤他辑《梅兰竹菊四谱》中，又叫“四君
子”。后人又加上松树或水仙、奇石，合称“五清”或“五
友”。清代王概编《芥子图画传》第三辑，即为《梅兰竹菊
四谱》。这类题材，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正直、坚强、坚韧、
乐观以及不畏强暴的精神。

四院门楼中为香炉，侧为琴棋书画。院内“梯云筛月”亨有
四狮(时)如意、梅根龙头、四季花卉、花开富贵。并有掩壁，
赵铁山书写题字。右边为暗八仙，狮子滚绣球，表示平安如
意。还有凤凰戏牡、鹿鹤同春。左边为双鱼、戟罄，属吉祥
如意图，是传统的装饰纹样之一，指以古代兵器中的戟，乐
器中的罄和鱼纹组成的画面，取戟与吉、罄与庆、鱼和余的
同音，表示吉庆有余。西跨院正房门楼有葡萄与菊花百子，
上面扶栏为琴棋书画及博古图。四个马头正面为四个狮子，
侧面为四季花卉。特别是《省分箴》雕和前面提到过的《百
寿图》雕一样，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五院门楼马头为麒麟送子，院内四个马头为鹿鹤桐松。南正
房门楼为菊花百子，中为文武七星，回文乞巧，又叫“七夕
乞巧图”。七夕乞巧图是民间神话故事画题。七夕即农历七
月初七夜，相传牛郎、织女在天河相会。这一夜，妇女结彩
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牛郎、织女都是星名，
演化为神话人物，织女为天帝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嫁给
了河西的牛郎后，织造中断。天帝大怒，责令与牛郎分离，
只准每年七月初七夜相会一次。《风俗通》中记载：织女会
牛郎时，喜鹊于天河上为之搭桥，名鹊桥。七夕乞巧图，初
始于北宋画家侯翼所作，后逐渐广传。

六院东院进门两侧为喜鹊登梅，背面为青竹和“福禄寿”三
字。四个马头为暗八仙。正房扶栏中为葡萄，东为莲花，西
为牡丹。前院内有“福德祠”，八宝图上有两个活灵活现的
狮子和喻为吉庆有余的图案。

石雕：乔家大院中的石雕工艺虽比较少见，却是十分精细。



现有几对石狮，石狮形态各异，憨态可掬。有的石狮为踱步
前行状，刀纹如新，锋芒犹在，表现得机警、威武、活跃。
其顾盼自豪的头部，提起全身的神气，表现狮子的雄壮、英
武而不失真，给人以健康、活跃，富有生命力的感觉。

还有阴纹线刻，如五院门蹲石狮底座为“金狮白象”，中
为“马上封猴(侯)”、“燕山教子”、“辈辈封侯”。南房
柱石底垫为“渔樵耕读”、“麻姑献寿”等。六院门蹲石狮
石础上有“出将入相”、“神荼郁垒”(相传古代以神荼、郁
垒为门神，可以御凶邪避鬼魅)、“得胜返朝”等线刻，图像
清晰，故事引人，线条流畅，形象逼真。

彩绘：整个大院所有房间的屋檐下部都有真金彩绘，内容以
人物故事为主，除“燕山教子”、“麻姑献寿”、“满床
笏”、“渔樵耕读”外，还有花草虫鸟，以及铁道、火车、
车站、钟表等多种多样图案。这些图案，堆金立粉和三兰五
彩的绘画各有别致。所用金箔，纯度很高，虽经长期风吹日
晒，至今仍是光彩熠熠。立粉工艺十分细致，须一层干后再
上一层，这样层层堆制，直到把一件饰物逼真的浮雕制成为
止，最后涂金。涂金是用人头上的油污贴上去的，因其太薄，
必须挑选晴朗无雨无风的天气，才能进行操作，可见完成一
件图案作品是相当费劲、费时的了。其它还有线条勾金、敷
底上色，都是天然石色，因此，可保持经久不褪，色泽鲜艳。

牌匾：乔家大院各个门庭所悬的牌匾很多，内有四块最有价
值。其中有三块牌匾是乔家的，也是值得乔家自豪和感到荣
幸的。那就是光绪四年由李鸿章亲自书写的“仁周义溥”和
山西巡抚丁宝铨受慈禧太后面谕送的“福种琅环”及民国十
六年祁县昌源河东三十六村送给乔映奎的“身备六行”。前
两块表明乔家在某个时期对官府的捐助，又经朝廷大员题词
推崇，因此倍加荣耀光彩。后一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乔家
的一些善举和对人处事的方法。另外一块价值更高，那就是
傅山亲笔题写的“丹枫阁”匾(现存展于乔家第四院的东房
内)。“丹枫阁”建成后，傅山为其亲笔题了匾，同时，戴廷



式写了“丹枫阁记”，傅山又在后面加了跋。一匾二记三跋，
语句令人费解。细分析，戴廷式《丹枫阁记》的大意是：公
元1660年9月，他做了一梦，梦见和几个穿古代服饰的人在城
外同行。忽然发生了一场大的变动，回头看时，已无平坦之
路可行，前面是悬崖峭壁，崖上长满枫树和青松，中间还有
一小阁，匾上写得“丹枫”二字……。他醒后就按梦中的式
样建筑了“丹枫阁”。其实戴廷式梦见穿古装的人出行，是
对故国的怀念。发生了一场大变动，是指政局变化。《丹枫
阁记》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灭亡，国难当头，放建“丹枫
阁”，以寄托亡明之痛。傅山在《丹枫阁记》后写的《跋》
中所言：“丹”是指读书的中心，“枫”是戴廷式的
字，“阁”是戴廷式读书的地方。故把“阁”命为“枫”，把
“丹”字写在前面以示醒目。“丹”表示红色，又表示忠
心;“枫”既表示气节，又表示红色，都充盈着对明朝朱家的
怀念思想。

此外，还有各院的门匾，例如“彤云绕”、“慎俭
德”、“书田历世”、“读书滋味长”、“百年树
人”、“惟怀永图”、“为善最乐”、“居之安”、“治福
多”、“建乃家”、“静观轩”、“梯云筛月”等都有其一
定的具体寓意。 总之，乔家大院既是建筑艺术的宝库，也是
民俗学的殿堂。步入其间，既会得到美的享受，又会使人增
长许多知识。因此，来祁县民俗博物馆一游，从艺术、科学、
文化、趣味每个方面，都会使您感到获益非浅，不虚此行。

晋商文化心得体会篇二

近期，我有幸参加了一次关于“晋商余韵”的讲座，了解到
晋商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杰出贡献。而这次讲座
的“余韵”则在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晋商文化的内涵和
精神。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深入探讨晋商余韵的体会，探讨
晋商强大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家精神、人文精神等方面的体会。

第一段：晋商文化的兴起



晋商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南
北商贸体系的重要创始者。晋商文化包含多个方面，不仅仅
是商业贸易，还涉及到历史、文学、神话、武术等多个方面。
晋商文化始于南北朝，兴盛于明清时期。而晋商能够成为中
国历史上的重要商业群体，还要归功于当时普遍的社会背景。
当时的经济开放、货币货物流通、产业组织等都为晋商崛起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段：晋商余韵对当代的启示

晋商文化的长时间积淀，给后代普及注入了灵魂。从中我们
能够领悟到晋商人的品质和精神世界。晋商余韵是晋商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的是一种深刻、绵长、情感丰富的文
化传承力量。在当今日益竞争、变革快速的企业环境中，晋
商余韵对企业家们有着深刻的启示。在商业经营中，我们必
须从传承、创新、感恩三方面理解企业的意义。

第三段：晋商余韵中的民族精神

晋商余韵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的民族精神。作为中国商界
的代表，晋商余韵集中国企业家的优秀品质于一身，体现中
国企业家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代社会有着很重要的作
用：不仅可以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可以加强企业的文
化底蕴，提升社会文明素质。

第四段：晋商余韵中的人文精神

晋商余韵同样体现了人文精神，是晋商文化的重点之一。在
晋商的商业价值体系中，商业自利只是其次，弘扬人文精神
才是商业精神的核心所在。这种人文精神能够推动企业家们
在商业经营中扮演更多的社会角色，更真实地反映企业家的
社会形象，更好地实践社会责任。

第五段：晋商余韵的商业价值



晋商余韵的最终层面是其强大的商业价值。这种价值不仅是
晋商文化的传承，更能够体现在当代企业经营中。晋商余韵
在企业管理、市场拓展、品牌建设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
能够推动企业差异化、个性化的发展，帮助企业得以更好地
实现增长。

晋商文化给中国历史、中国经济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晋商
余韵则是晋商文化中的重要代表。它给当代人启示，推动企
业向更高的境界发展，体现着晋商文化的底蕴和历史积淀。
我们应该在晋商韵味中汲取力量，把这种精神和理念从历史
中延续到今天，让晋商余韵在新的商业环境中继续闪耀光芒。

晋商文化心得体会篇三

幸福是让一个人向往的词。而且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更
是深有体会。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从这么多方面去阐述幸福。
通过学习，我懂得了快乐的人主观的内心感受。快乐就是做
自己喜欢的事——这句话得到了大家和社会的认可。一个人
喜欢什么，不仅是天赋方面对这项事情的适应，也是一种内
心的需要。喜欢是什么？喜欢就是一种持久的动力，是一种
自觉，是成功的指路标。

有人把人生的追求分为从低到高的五个层面，从生存、社会、
爱情、尊严，到人生价值的实现。如果本职工作是真心喜欢
的工作，通过辛勤劳动得到社会认同，这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情。

比蜡烛长寿。

当教师是非常辛劳的，但教师为什么又是诗意、快乐地栖居
在大地上呢?我认为，教师的日常工作是辛苦、琐碎的，但也
可以从中获得种种丰富的阅历与幸福体验，因而又是快乐、
充满诗意的幸福收获者。正因为如此，对教师来说，教育不
是牺牲而是享受，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本身。



通过学习我感受到教师在“劳累”中同时拥有别人所难以体
会的快乐与幸福。杨启亮教授曾把教师对教育的看法分为四
个境界：一是把教育看成是社会对教师角色的规范与要求；
二是把教育看作出于职业责任的活动；三是出于职业良心;四
是把教育活动当作幸福体验。在理想的师生交往中，教师把
教育视作幸福的生活。不因教育工作的劳累而抱怨，反而会
感到学生随时会给她带来欣喜与快乐。就像上面这些教师所
说的，虽然教书是很累的，但她们在理想的师生交往过程中，
在与学生真诚、开放的互动中，时时体会到别人所难以预见
的种种幸福与快乐。这一切只有当教师真正投入师生交往中
时，才会发觉原来教育工作是乐趣蕴藏其中、财富蕴藏其中
的。对教师而言，教育工作占据了人生的很大比例，它的意
义决定着人生的意义，它的价值决定着人生的价值。心灵的
呼应，精神的对话，人格的感召才是教育的核心，一个不能
体悟到教育幸福的教师，是不能给学生以幸福的人生的，更
不能给学生以人生的幸福。所以，要立志做一个幸福的教师，
把教育当作理想来追求，并用人生的激情来驱动，用教育的
理想打造理想的教育，用理想的教育来实现教育的理想。

做一名教师，首先要知道教育的真谛就是让学生获得人生的
幸福。孩子在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以后，仍然快乐，快乐的
追求幸福，这样，教育就成功了。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让幸
福伴随孩子一生，用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矢志不移追求人
生成功的幸福。

教师的职业是一种幸福、快乐的职业。只有幸福快乐的教师
才能教出幸福快乐的学生。学生的幸福感是教师给的，教师
的幸福感除了得自学生，还得自学校。学生的幸福感是一种
成功的体验，教师的幸福感是一种高峰体验。我们只有不断
提升教师职业生涯幸福感，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才会充满深
情、饱含热情、喷洒激情，才会充满智慧的火花。这是一种
潜移默化的强大力量，会在有形与无形中影响学生。

善待学生，努力做一个成功的教师。使学生感受到学习快乐



与成长幸福的教师是最幸福的教师。

善待自己，别跟自己过不去。学会以平等平和的方式与学生
相处，与学生交流。放弃不必要的攀比之心和功利之心，善
于从自己的职业优势中寻找人生的乐趣。保持心理平善待学
生，做一个成功的教师。对学生真诚无私的爱是获取教育成
功的原动力，没有学生的合作，教师的工作绝对不会有成效。
使学生感受到学习快乐与成长幸福的教师是最幸福的教师。

为了祖国的下一代，为了民族的未来，我就要勇担责任，就
要去感动自己，感动学生，感动社会，幸福着孩子们的幸福！
这是我个人对幸福的理解。

晋商文化心得体会篇四

晋商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商业集团。其商业活动影响了
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维护公司的良好发展以及家族的尊严和财富，晋商秉
承“家训”思想，希望通过家族传承的方式让后代继续发扬
晋商的优良传统。晋商家训是晋商长期积累的财富，也是晋
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对读者介绍晋商家训，并探
寻其中心得体会。

第二段：晋商家训简介

晋商家训包括四个层面：家庭领袖的家训、内部家庭成员间
交流的家训、对上司、下属、商业伙伴以及社会的家训、以
及个人修炼的家训。也就是说，晋商家训不仅仅是家族的行
为准则，更是晋商人对自己品质、人生态度的规劝与引领。
在晋商家训中，涵盖了许多有关人性和为人处事的思考，
如“止泻人不能为友、不能谋生”、“有千万家财，不如存
一点廉耻”、“做事一定要有分寸与节制”、“言必信，行
必果”、“宽仁而不淫、严正而不威”等。



第三段：晋商家训的内涵及价值

晋商家训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首先，晋商
家训承载着对传统文化的践行，延续了传统文化的优良道德
传统。其次，晋商家训传达了晋商作为商人的理念和信念。
在商业传承的同时，晋商弘扬着一种为人处事的准则，通过
的实践体现晋商对社会和人类价值追求的贡献。此外，晋商
家训对于晋商家族的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仅传
承晋商商业的精髓，也将人文晋商的文化传承下去，以此培
养出更多有晋商传承血脉的优秀商人。

第四段：晋商家训的当代启示

虽然晋商的辉煌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晋商家训却有着很强
的当代意义。晋商家训不仅仅是针对晋商家族的家庭家训，
更是一种遵守法律、信守承诺、诚信交往、以人为本、关注
社会责任等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在当代社会中，个人的修为
和道德准则需要更加强调的历练和呼唤。在晋商家训的影响
下，可以对广大人群形成良好的社会信仰指导和精神引领，
使得人们不仅具有良好的商业背景，更具备了健康的个人品
格。

第五段：结尾

晋商家训作为晋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商业史上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晋商家训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也蕴含了晋商作为商人所应该拥有的道德准则。随着社会的
发展，人们对于信仰和道德的需求越来越强，晋商家训通过
其独特的价值体现，对于当代社会具有现代价值引领的重要
作用。因此，我们应该推崇晋商家训传统，延续其精髓和文
化，以此进一步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晋商文化心得体会篇五

社会实践活动带给我们的是欣喜，是得到成果的喜悦。在实
践活动中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微薄，体会到整个社会强大的凝
聚力。

一方面，我们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在实践中成长，在实践中
学习，充实了自我，增强了口头表述能力，与人交流，真正
地走出课堂。去义务地帮助别人，让别人享受自己的成果，
使自己陶醉在喜悦之中，有时会很累，但更多的感觉是我在
成长，我在有意义地成长，在这之后，我明显地发现自己变
开朗了，虽然我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改变一些东西，但如果再
多一些人呢，整个社会共同努力，这才是动力之根本，动力
之源泉，使国家繁荣富强的途径，提高国民素质的实践活动。

另一方面，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没有经验，没有与人交
流的口才，有些东西以前没有尝试过，难免会出差错，如果
我还一成不变的话，以后很有可能没有立足之地，现在的社
会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拥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以及一些应辨
能力，光靠在学校汲取知识，远远不够，从现在开始，就要
培养自己的能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短暂的实习过程
中，我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所学知识的肤浅和在实际运用中的
专业知识的匮乏，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对一些工作感到无
从下手，茫然不知所措，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在学校总
以为自己学的不错，一旦接触到实际，才发现自己知道的是
多么少，这时才真正领悟到”学无止境”的含义。

业余的宝贵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学生要进行假期社会实践
活动。在这之前也是不怎么懂得的。但是，经过这次的暑假
实践活动，我竟然领悟到了一些我以前所不明白的东西。

首先，假期里，我们的时间相对的充裕了许多。我们被允许



做更多的事情。所以这种假期的实践活动就成了我们的选择。
因为它既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更大的一个世界，又可以让我们
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投入地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快乐。当我们用自己的能力去实践，
去帮助别人时，这种快乐别人是没有办法体会的。

人生中，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但是我相信，这种实践
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我想起了一句话，人的成就是决定于他
怎么利用课余时间。所以，一段有意义的人生。实践一定是
最最值得我们来体会的。

我们以后也要珍惜在校学习的时光，不断参加类似的活动，
有目的的深入实践，之后还要`进行分析与体会，才能紧跟社
会步伐，在以后的生活中站稳脚跟，做一个强人，才能哟能
否自己宝贵的实践阅历打开成功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