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吉思汗故事心得体会(大全6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心得体会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
不断提升自己。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成吉思汗故事心得体会篇一

事务长奇怪地问道“为什么只要一套?”

雷锋对于物质，即使浪费了一丁点儿都感觉心疼。他钉了一
个木箱子，里面螺丝帽呀，铁丝条呀，牙膏皮呀，破手套呀，
真是什么都有，他把这叫做“聚宝箱”。

要是车上缺了个螺丝，坏了个零件，他都先到“聚宝箱”里
找，能代用的就代用。要是擦车布实在烂得不能用了，他就从
“聚宝箱”里找出破手套，洗干净了作擦车布。至于牙膏皮、
铁丝条什么的，他积到一定数量就卖给收破烂的，得了钱全
部交给公家。

有的同志就说：“国家那么大，也不缺你那几块钱哪!”

有人说：“雷锋是傻子，是小气!”

成吉思汗故事心得体会篇二

《格林童话》这本书是由雅可布。格林和他的弟弟威廉。格
林合写的，你们可能以为他们只写童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他们研究范围涉及到语言学、哲学、文艺学等诸多领域。

最后，也是格林童话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赞美勇敢、机智
的人物，善与恶，美与丑的对比，宣扬善良必将战胜邪恶的



主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灰姑娘》和《白雪公主》。

这些精彩的童话故事确实告诉了我们很多道理。生活在一百
多年前的格林兄弟能写出这么多，这么好脍炙人口，流芳白
世的作品，真让人敬佩呀!

成吉思汗故事心得体会篇三

5月8日上午在鹿城文化中心举行了全省建设系统劳动模范及
抗震救灾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我听取了徐辉等五名同志的
事迹报告，感触颇深。这些建设系统的先进典型，都是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的工作，默默的奉献着，他们每
个人身上都闪耀着为我市城建事业献身的光辉，值得我们学
习深思。

学习典型什么？我想，第一首先要学习他们的创新精神。庞
宝根同志率领团队把一家默默无闻偏居一隅的乡镇建筑队嬗
变为香港主板上市的现代企业集团，就充分发扬了敢于创新
的精神。宝业集团起步于1974年，经过34年的发展，借助浙
江省宽松的经济环境，秉承“以品牌赢市场，以科技求发
展”的理念，承建了一大批大难新工程，创出了鲁班奖11项，
国优银奖10项，庞宝根带领宝业集团取得如此成就，他的创
新精神，他的这种不怕困难，勇于拼搏的进取精神，是我们
值得学习的榜样。当前我们城建工作面临复杂的形势，要求
我们要有创新意识，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开展工作，做到人
无我有，人有我精的地步，这样才能把我市城建工作推向更
高的层面。

第二，要学习先进典型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
宁波市江北区城管局的一线保洁员徐辉同志，在平凡的岗位
上，弘扬“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行业精神，用五尺
扫把在大街上谱写了一曲以艰苦的劳作和辛勤的汗水给市民
群众创造一个整洁舒适环境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者之歌。



虽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但为了树立环卫工作良好形象，
徐辉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用真情和关爱引导人们自觉爱护
公共卫生，共同营造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

第三、要学习先进典型的无私无畏的拼搏精神。温州市龙湾
区建设局原副局长娄爱亮同志因积劳成疾、鞠躬尽瘁而最终
因公殉职。他在30多年的工作历程中，面对多项繁重的建设
任务，没有私毫的退懈，凭着无私无畏的拼搏精神，一一攻
克难题。尤其是在瓯海大道龙湾段工程建设中，由于该工程
涉及到5个镇（街道）、23个行政村，共需征地3800亩、拆迁
房屋18万平方米、新建安置房17万平方米，因量大面广，情
况繁杂，使征地和拆迁成了“天下第一难”。娄爱亮同志迎
难而上，政策与感情并用，原则与爱心相济，使得征地和拆
迁工作顺利推进，为这一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开工和顺利
推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娄爱亮同志坚持原则，顾全大局，
是位真抓实干的好干部。

我们学习先进典型，要立足于本岗位，找出自己的差距，认
认真真的做好上级交给的每一项工作，无论大小，从一点点
的小事做起。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到严于律已，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真正把职工群众的
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为推进环卫事业快速健康发
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成吉思汗故事心得体会篇四

一直对三毛疏于了解，只听说过她的洒脱与执着，于是我怀
着兴奋的心情翻开了《撒哈拉的故事》，品味她在异国他乡
的生活。

虽然在这本书中更多的是简单平实的语言，却能够把奇异的
沙漠和浪漫的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真可以说读起来令人舒
畅，放下时让人为之震撼。



初读伴着轻松的心情，《沙漠中的饭店》、《悬壶济世》、
《沙漠观浴记》等展现了在沙漠生活的趣味，也使我觉得荒
凉的大漠别有一番风情。到了《娃娃新娘》、《荒山之夜》、
《死果》，渐渐暴露出来的是沙漠的残酷，我一度放下了书，
不愿再去感受三毛那艰苦的日子。再次拿起它，读了《沙巴
军曹》、《哑奴》等又令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三毛的善良。她在《芳邻》中写到了和
撒哈拉威人做邻居的经历，他们总是来要千奇百怪的东西，
又偷吃天台上的水。不过，三毛并不气恼，反而感谢这些邻
居让她沙漠的日子变得五光十色。在《哑奴》中，三毛不顾
当地人的劝告和哑奴一家人成为了好朋友，一直无私地接济
他们，却在羞愧自己无法帮他们脱离奴隶的生活。同时，穷
得连身体都不属于自己的哑奴全力的回报，也令我动容。

我最难以想象的是三毛的勇气和对于生活的热忱。正是她的
勇敢和热情，即使远离繁华的大都市，置身沙漠这样恶劣的
环境中，她也能把与荷西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在《素人渔
夫》中，三毛荷西迫于生计，开车到很远处抓鱼来卖。尽管
非常累，到最后反而赔了钱，两个人还是去饭店开开心心地
大吃了一顿。正像三毛所说的那样，她爱上了“这片大漠诗
意的苍凉”。

在《白手成家》中，三毛叙写了从刚进入陌生又简陋的房子
的灰心，到后来被别人夸赞她的房子别出心裁的骄傲。她和
荷西用装棺材的木板做家具，又慢慢地攒钱为小屋添置用品，
条件上的困难可想而知，他们却从不放弃对生活情趣的向往
和追求。三毛眷恋大沙漠就像是前生的故乡，再多的艰辛也
磨不灭心中的希望。

在《哭泣的骆驼》中，三毛以战争为背景，写出了巴西里、
沙伊达等人的悲惨经历。沙伊达“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
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室的光华”，然而她“漆黑得深不见
底的大眼睛”在听见巴西里的死讯后却变得了无生趣，这样



一个脱俗的美女沦落为当时政治纠纷的牺牲品。我读出了三
毛深深的忧伤。

阅读《撒哈拉的故事》让我感悟到三毛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和
无限热爱，她是沙漠中一朵常开的花，也是这世界上一段值
得品味的传奇。

成吉思汗故事心得体会篇五

首先感谢老师给了我们家长这次沟通交流的机会，让我们家
长能够通过本次家长会了解自己孩子在幼儿园的生活、学习
情况，达到家园配合、共同教育、共同提高的目的。衷心地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孩子的耐心教育与细心呵护，使我
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今天，我受蒋老师的委托来
谈谈自己在教育孩子绘画方面的经验，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经
验可谈，对于教育孩子自己也是一张白纸，有时还很茫然，
只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摸索、不断学习、不断总结、
不断体会罢了。

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聪明、活泼，这就要靠父母的
努力，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所以作为父母我
们不仅是让自己的吃好穿暖，还要经常和孩子聊聊天、念念
儿歌、做做游戏、讲讲故事、画画图画等，培养孩子的观察
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和自己动手的能
力。我的育儿宗旨是：“不要求孩子学多少知识，重要的是
多培养孩子对事情的兴趣，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
凡是教育孩子以鼓励、表扬为主，尽可能不直接批评孩子的
不足，而是以希望的口吻勉励他改进，这有利于树立孩子的
自信心。

对于培养孩子画画我的体会有三点：

一、培养孩子的绘画兴趣是关键



大家都知道，孩子刚生下来什么都不知道，这就需要我们父
母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给他教育和启发，培养孩子兴趣
点。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在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给
他一只笔，找一些旧杂志让他乱画，注意培养他的绘画兴趣。
孩子稍大一点时，我就买一些简单一点的涂色书让他涂色。

二、利用孩子的“兴趣点”引导其绘画

如我孩子喜欢奥特曼，我就买一些奥特曼大迷宫、找不同的
书来培养他的观察能力，买一些奥特曼涂色书让他练习涂色
等各种方式引导他画画。

三、学会欣赏和评价孩子的画

平时，孩子无论画什么我都带着欣赏的眼光去表扬他画的不
错，然后启发他将画的不足地方在这样那样画好。这样不仅
增强了孩子的绘画兴趣，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
能力。

成吉思汗故事心得体会篇六

二十年如一日，竭力奉养老人，用自己的言行诠释着新时代
尊老爱亲的含义，在兄弟姐妹中树立了榜样，赢得了同事和
邻居们的一致称赞，他就是店集镇镇东村党支部书记韩洪明。

韩洪明，男，汉族，1947年出生，中共党员。二十多年来，
他在做好工作的同时，恪守“君子入则孝”、“事父母能竭
其力”的格言，无怨无悔地侍奉年弱多病的父母双亲，给予
他们无微不至的照料，谱写了一曲敬老孝亲的赞歌。

韩洪明的父亲在73岁时突患脑梗塞，言语不清，行动不便，
全靠韩洪明夫妇照顾护理，而且这一病就是卧床十年。韩洪
明为了更好的照顾父亲，就在父亲的病床前铺设了一张床，
和母亲、妻子一起共同帮助父亲穿衣、洗漱、喂饭、按摩、



烫脚、通便。每天都重复着这些繁琐而又必须的护理步骤。
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可韩洪明却用实际行动改写了
这句话。经过十年的精心护理，韩洪明的老父亲以84岁的高
寿辞世。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老父亲辞世没多久，韩
洪明的母亲又病倒在床。白天，韩洪明的妻子邓夫兰在家做
饭、喂养老人，韩洪明则尽可能的抽时间给母亲按摩，晚上
的时候更是寸步不离的予以照顾，陪母亲聊天。冬天天冷的
时候，怕冻着母亲，就提前买来电炉子、电热毯等给母亲加
热，为了母亲的更好的恢复，夜里每隔两个小时就要给母亲
翻身。在韩洪明夫妇的悉心照料下，韩洪明的老母亲精神一
直很好，逢人就说：“我之所以能熬到现在，全是托儿子、
儿媳的福！”。今年3月，韩洪明的老母亲逝世，享年90岁。

二十多年如一日，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任劳任怨的照
顾父母的感人事迹在店集镇广为传颂，凡是认识韩洪明和听
到他事迹的人，无不感受到来自心理的巨大震撼，受到了全
镇父老乡亲的一致赞誉，在店集镇树起了敬老孝亲的榜样。

在悉心照料卧病在床双亲的同时，韩洪明还特别注意家庭的
和睦。韩洪明的两个妹妹一直在外出务工，且嫁出去之后也
有自己的赡养义务，因此对于双亲的赡养，韩洪明夫妇一直
都坚持自己独立承担。耐心的侍奉老人吃喝拉撒，从不让老
人受一点委屈，受一点伤害，毫无怨言的侍奉老人在床前。
为了更好的照顾老人，工作上的应酬、朋友之间的聚会他都
尽量推掉，是在推不掉的应酬也会提前处理好老人的吃饭问
题再参加。常常是在忙完工作之后继续守在老人床前。对此
老人有时深感内疚，但他总是安慰老人：“家里事我来操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就安心养病吧”。

多年来，处在这样的家庭中，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困难，面对
父母的病，他心中也有过苦痛，生活也充满累与忧，但韩洪
明一想到他们是自己的至亲，他们与自己血脉骨肉相连，作



为家中的主心骨，他不能垮。作为男人，作为家庭的顶梁柱，
他勇敢地把这一份责任、亲情与义务担当起来。韩洪明
说：“他们给予我生命，现在他们病了，但给我的也并非全
是痛苦。我的劳动与付出，同样得到了他们的回报。父母的
坚强，妻子的宽容与理解，儿子的进步，家里家外、村里老
小、单位的理解支持，使我得到了很多的宽慰，我坚信，一
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是值得珍惜的！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我就是苦点累点，远比他们受病痛、受折磨要好很多，负起
孝老爱亲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为人子女起码的道德与
良知！”他对孝的理解是：人的一生可以错过很多东西，但
万万不能错过回报父母恩情的机会，老人把儿女养大不容易，
儿女为了老人的健康和幸福，应该付出最大的努力和代价。
他怀着一颗孝顺之心、一颗体贴之心、一颗关爱之心，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高贵品质，
在平凡的生活中演绎着点点滴滴的亲情故事。

虽然家里的琐事很多，但是韩洪明并没有因为家里的事情而
影响自己的工作。作为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韩洪明每天都
要处理很多的工作。为了更好的做好工作和家里的事情，他
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白天忙公事，夜里忙着照顾家庭，工作
和家庭得到了兼顾。在他的带领下，镇东村的工作一直在镇
里名列前茅，他本人也多次受到县、镇等各级部门的表
彰，20__年在全县七一表彰时，荣获“扎根基层奉献奖”。

这些年，韩洪明尽好儿子的孝道和义务。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民支部书记，虽然没有做什么大事，但却做了这些感天动地
的事。韩洪明坚守自己责任和义务，坚定对家庭的信念，面
对家庭的困难，不抛弃，不放弃，把为人子的美德，在一天
天一月月一年年的平凡而又平淡的点点滴滴的生活中，最大
限度地传承下去，用真心待人，以挚情爱人，让孝老爱亲成
为不灭的长明灯，去照亮更多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