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甲午史心得体会 刘公岛甲午海战
心得体会(精选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心得体会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清楚
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以下是
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甲午史心得体会篇一

刘公岛甲午海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战役，中国北洋
舰队在这场战斗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这场战斗不仅对中国
海军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激起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
作为这场战斗的参与者，我从中有着深刻的体会与思考。

首先，在刘公岛甲午海战中，中国北洋舰队的惨败令我深感
痛心和无奈。尽管我们舰队在人数和装备上占据优势，但由
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战术和战术指挥上却有所不足。与之相
比，日本海军指挥官野村胜吉却能够巧妙地运用火力和战术
手段，几乎将我们的舰队团团包围，并以出色的火力击沉了
我们舰队的主力。这一次惨败使我深感对战斗力和实战经验
的重要性。唯有进行更多的实战演练和积累经验，我们才能
在未来的战斗中取得更好的成果。

其次，刘公岛甲午海战凸显了中国海军装备和技术水平的不
足。在战役中，我注意到日本舰队装备先进的蒸汽战舰，而
我们的装备则相对落后。我们的炮口比日本的炮口要小些，
火力也不如对方强大。同时，在舰船结构上，我们的舰队不
够稳固，燃料储备也不充足。这些不足使我们在战斗中处于
明显的劣势。因此，我们亟需加强对军事装备和技术水平的
研发与提升。



第三，刘公岛甲午海战中彰显出了士兵的勇敢和顽强精神。
尽管面对强敌的进攻，我们的士兵从未退却过一步。无论是
面对巨大的火炮轰击，还是日本舰队的穷追猛打，我们的士
兵都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斗志。甚至在舰艇沉没前，他们还
奋力与敌人作战，并展现出了优秀的作战素养。这种勇敢精
神是我们军人应当怀有的，它激励着我不断努力学习，提升
自己的军事素养。

第四，刘公岛甲午海战中展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这场
战斗发生后，全国各地的人民纷纷表示对北洋舰队的深深悼
念和对战斗士兵的无限敬意。许多人自愿加入军队，为国家
做出贡献。这场战斗也唤醒了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
怀。它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珍惜和爱护自己的国家，
为实现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最后，刘公岛甲午海战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战斗的结果揭示了我们海军在装备、技术和战术等方面仍然
存在很多差距，需要积极加以改进。我们应该加强军事科学
研究，提高装备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我们还需要培养出
更多的优秀指挥官和合格军事人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
未来的战斗中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总结起来，刘公岛甲午海战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它让我们对
自己的不足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这次战斗让我深切地认识
到军事装备、技术水平和战术指挥的重要性，也让我感受到
了士兵的勇敢精神和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这场战斗对于中
国海军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启示，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并不断努力进取，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

甲午史心得体会篇二

1.爆发的背景。日本对朝鲜的侵略。的经过和李鸿章的避战
求和政策：战争的爆发；战争的两个阶段－平壤战役和黄海
战役；辽东战役和威海战役。战争的性质及结果。《马关条



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三国干涉还辽。中国台湾人民的
反割台斗争。

2.通过学习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使学生了解到：中日甲午
战争是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在世界
范围内再次掀起争夺殖民地高潮这一背景下爆发的，日本得
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它是日本统治者推行扩张政策、蓄谋
侵略中国的一个步骤；通过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
使学生认识到：社会制度落后、清政府腐败是近代中国挨打
受辱的关键所在；通过分析《马关条约》对中国的影响，使
学生认识到：《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
不平等条约，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大大加深了中
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3.通过学习中国爱国官兵和中国台湾军民英勇顽强抵抗外敌
入侵，培养学生树立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通过分析日本蓄意发动侵华战
争的原因和学习日军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使学生认识到
资本主义的侵略性，激发学生对侵略暴行的愤恨，树立报效
祖国的志向。

教学建议

教材地位分析

中日甲午战争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
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使列强获得
了在华建厂权，而且，大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迫使清
政府与列强签订具有很强政治奴役性的借款协定。由此，列
强不仅实现了对华资本输出的愿望，还进一步加强了对清政
府的控制。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投降政策和中国的惨
败，大大助长了列强争夺中国的野心。瓜分中国一事被列强
提上日程，很快地，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和划
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



重点分析

本课重点是爆发的背景和《马关条约》的影响。1894年爆发
的中日战争，是日本政府推行扩张政策和长期以来蓄谋侵略
中国的必然结果。19世纪70年代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
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期，各列强都想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政治、
经济特权和利益。因此，他们为了各自的侵略目的，对日本
的侵略采取默许或纵容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与目的不仅有利
于日本实施其侵略计划，而且，也影响了《马关条约》内容
的执行。学习这一内容，有利于培养学生全面分析历史问题
的能力。所以，爆发的背景是重点。《马关条约》是《南京
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是日本强加给中国人
民的一付沉重枷锁，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
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极严重的步骤，学习这一内
容，将会帮助学生理解《马关条约》对中国社会影响的严重
性。所以《马关条约》的影响是本课又一重点。

难点分析

本课难点是《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大大加深”从哪些方面反映出来，学生对此不易理解。学
生在理解条约的一影响时，很难将条约的签订与帝国主义阶
段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由以商品输出为主发展成以资本
输出为主的特点联系起来，而资本输出将进一步加强资本主
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控制，加深被掠
夺地区的殖民地化。所以，《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社
会的半殖民地化。

重点、难点突破方案

通过引导学生回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影响，教师适当介绍
日本经济发展情况和“大陆政策”，使学生认清日本发动甲
午战争的根本原因。通过引导学生回忆甲午战争前的资本主
义世界的主要形势，使学生理解列强为何对日本侵华会采取



纵容或默许的态度，分析列强“调停”的目的及失败的原因。
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分析课文中的两段引文、甲午战争前李
鸿章对驻朝清军的命令、李鸿章和慈禧在战争爆发后的政策，
预测甲午战争战局的发展，从而，使学生认识到：政治制度
的落后、清廷的腐败是中国战败的关键。

通过引导学生对比《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
的内容，分析三个条约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使学生认识
到：《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课内探究活动

引导学生就本课内容提出问题，通过学生讨论或由教师引导
学生分析，使学生理解这些问题。

教学设计示例

第五节

重点：爆发的背景和《马关条约》的影响

难点：《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教学手段：教学用具：相关历史图片、视频资料、flash动画；
教学方法：教师讲解、学生分析的综合法。

教学过程 ：

一、导入  

引导学生根据已有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回答：近代侵略中国最
凶恶的国家是哪一国家？回忆边疆新危机时期，日本对中国
的侵略情况。由此，导入  新课。



二、战争爆发的背景

引导学生回忆日本何时以何种方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带有
什么特点？引导学生根据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日本自
然环境等因素，分析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困难。教师
利用史料让学生分析日本统治集团采取的解决方式并简要介
绍其“大陆政策”。

教师提供的史料：

“全皇国为一大城，则若虾夷（北海道）、吕宋、中国台湾、
满清、朝鲜、皆皇国之屏藩也。虾夷业已从事开拓，满清可
交，朝鲜可伐，吕宋、中国台湾可垂手而得矣。”

引导学生回忆此时19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形
势，阅读书中提到的各列强欲通过日本侵华获得的利益，使
之理解为何西方列强采取纵容或默许态度。并分析列强“调
停”的本质和“调停”失败的原因。

强调日本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设下圈套，欲促成中日冲突。
朝鲜东学党起义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线。

让学生阅读书中有关“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密令驻朝公使”的
引文、“礼部右侍郎志锐的奏折”的引文、有关李鸿章对驻
朝清军统帅的命令的补充材料、战争爆发后慈禧的态度、李
鸿章的政策，由学生预测战局的发展。使学生认识到：清廷
的腐败必将导致战争的失败。

二、战争的经过和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政策

让学生阅读文中关于日军在旅顺进行大屠杀的补充材料，激
起学生对侵略军的愤恨。

三、《马关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



播放有关签订《马关条约》的视频资料，使学生了解日方的
咄咄逼人与中方的忍辱求和。

让学生回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的内容，与《马关条
约》的内容进行对比，并逐条分析条约将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在分析条约的影响时，要引导学生从资本主义世界向帝国主
义阶段过渡的时代特征入手分析。

四、三国干涉还辽

引导学生回忆初三世界史所学内容，俄国一直垂涎中国东北；
1892年俄、法签订条约结为盟国；德国在太平洋地区占有一
些岛屿，不乐见日本在远东势力的强大。使学生认识到：三
国干涉日本侵占辽东半岛，其根本目的在与维护自身的在华
利益。

五、中国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利用书中《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形势图》讲解中国台湾人
民的反割台斗争的经过。让学生阅读课文中有关中国台湾军
民抗日斗争的补充材料，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树立国家民
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人生观、价值观。

教学设计思想

通过引导学生进行上述活动，提供与教学有关且有助于学生
理解教学内容的材料，实现教师的主导作用。

板书设计 

第五节

一、战争爆发的背景

1.日本的"大陆政策"



2.国际形势及列强的态度

3.国内形势及清政府的态度

二、战争的经过和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政策

1.战争的爆发

2.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政策

3.战争的两个阶段及主要战役

4.战争的性质及结果

三、《马关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

1.主要内容和影响

2.三国干涉还辽

四、中国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1.全国人民反对割地议和

2. 丘逢甲、徐骧组织抗日义军

3.中国台湾保卫战

甲午史心得体会篇三

甲午战争，也被称为中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次重
大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中国净亏损了两亿两白银，更损失
了对朝鲜半岛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对于今天的我们，更应该
认真反思这一段历史，从中取经，深刻体会历史教训，防止
历史重演。



一、宣导预备战争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是“不与西方列强
为敌，多与之合作”。这种做法有利有弊，一方面保持了和
平稳定的环境，拉近了与西方的关系，但另一个方面，也让
西方列强认为中国是一个软弱无力，好欺负的国家。当时，
中国不了解自己的对手，最终在遭受不公平待遇时才发现自
己的软弱无力和依赖。因此，预备战争是必须的。我们必须
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并强化对海峡和领土的控制。

二、注重创新和现代化建设

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转向西方进行现代化建设。但这个
过程缓慢，不到位。如果当年能够更快地进行现代化的建设，
甲午战争或许不会如此悲惨。无论是在工业和农业方面，还
是在军事上，我们都应该加强自身实力。在技术上，我们应
该积极寻求创新，不停地尝试新的方法和思路。我们可以利
用新型武器，如火箭，以及拥有独立创新能力的新型装备。
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正视当今科
技的重要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在当今的背景下，快速
发展的国家也体现了科技优势。

三、要有备无患

在战争的前一年，中国的情报与军事部门对日本的动向没有
作出正确优先处理。这就是说，在战争爆发前的准备阶段，
中国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预见未来的威胁。中国需要加
强自己的情报工作，尤其是对周边产生威胁的势力和国家要
做出优先处理。而且，同时应加强外交政策，尤其是与那些
曾经对中国造成过威胁的国家加强关系。

四、内部稳定和团结

在战争期间，由于外界压力和内部裂解，国家内部出现了很



多问题。国内各方意见分歧，内部的臆想和互相猜疑。而这
种状况只会进一步加剧国家轻视敌人的情况，也会让秩序越
来越混乱。因此，国家内部必须要团结起来，减少分歧和纷
争，这是极其重要的。国家领袖也应该更加关注国家的团结
和稳定，从而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

五、尊重太平洋和平

追求和平并尊重和平一直是中国的基本理念之一。然而，这
是建立在强大国力的基础上的，并不能简单地期望对方站在
我们一方，以暴制暴。相反，我们不仅要尊重和平，更
要“居安思危”，从而在必要时正确地做出决策。同时，我
们需要全面了解敌人，并设计一整套策略和战略，以应对他
们不断变化的行动。

总之，经过这一段岁月，我们从甲午战争中深深认识到，一
个国家要强大，要坚守正义，带着独特的文化和个人生活经
验，要有一心挑战不断发展的人生梦想。我们必须认识到未
来的机会和挑战不会轻易出现，必须在过去求知和总结管理
经验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
出色。只有实现强大而独立的理想，才能有机会在竞争中脱
颖而出，决胜未来。

甲午史心得体会篇四

腊头鱼，就是人们俗称的河豚，一般体长在100～300mm左右，
据说是因为其体形似“豚”，常于河口捕到而得名“河豚”。
我国地域辽阔，因为地域文化不同，所以各地对于河豚的称
呼也各不相同。比如江浙一带称它为“气泡鱼”、“吹肚
鱼”、“气鼓鱼”，而在广东则称它为“乖鱼”和“鸡抱”，
听起来有一种萌萌可爱的元素在里面。不过，这倒是与它防
御外来侵略，快速地将水或是空气吸入极具弹性的胃中，瞬
间将整个腹腔迅速地膨胀成为圆球状吓退掠食者时的那个样
子很是贴意的。在我的故乡渤海湾，人们则是一直把河豚称



为腊头鱼。

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

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

其状已可怪，其毒亦莫加。

忿腹若封豕，怒目犹吴蛙。

庖煎苟失所，入喉为镆铘。

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

持问南方人，党謢复矜夸。

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

我语不能屈，自思空咄嗟。

退之来潮阳，始惮餐笼蛇。

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虾蟆。

二物虽可憎，性命无舛差。

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

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

这一即兴诗文中，不仅借咏河豚又隐讽了其当朝社会之风，
还将河豚的价值、形态、味道、毒性之害等活灵活现的描写
出来，恰到好处地融于每一句诗中。其诗率然成章，物状鲜
明跃然眼前，不仅让读者对河豚之美味浮想联翩、垂涎三尺，
又不得不令人对其生畏，其意味深远。据说，因为此诗作，



还有人给了梅尧臣一个“梅河豚”的雅称呢。

南北有别，诗人是在江南的春天品河豚的美味，而我北方的
故乡，只有等到了秋、冬两季，才可以真真切切地让你的舌
尖满足了欲望。而记忆里最深的，还是每年冬天吃腊头鱼冻
的那些事。儿时的故乡，海阔无边，没有任何污染源的侵蚀，
大海回馈于人类的物产更是丰富多样。到了秋天，码头上一
派繁忙景象，就如那首老歌中唱的一样，“清早船儿去呀去
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那个时候，腊头鱼可不像现在这
样的金贵，常常是不招渔民们待见的一种鱼。卖不上几个钱，
原因是因为其毒素大多，收拾起来比较麻烦。现在想想，在
那个只图温饱的时代，故乡人是无暇顾及其美味与否的。那
个时候出海的渔民，若是捕捞到腊头鱼，看到它气鼓鼓的样
子就觉得讨厌，干脆直接把它扔到海里去。有的渔民若是当
时来不及将捕捞到的腊头鱼扔到海里而随船带回来，也会将
渔船上的腊头鱼扔在海滩上。若是左邻右舍有喜好食之的，
用鱼篓拎回家送给左邻右舍也是常有的事。常常是篱笆墙的
这边一声：“三娘，给您几条腊头鱼。”篱笆墙的那边自是
笑呵呵地回应：“哎呀，谢谢他二婶了，今年冬天又有腊头
鱼冻吃了。”一只偷腥的猫在女主人的脚下，伺机想抢劫它
嗅觉中的美味，“喵喵”地叫个不停。“你这只馋猫！去、
去……”篱笆墙两边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的笑声混在一起，一
个个祥和美妙的音符从院子里飘出一首优美的“渔家乐”。
也有勤快的渔民，将腊头鱼留下来精心地去除其毒素的部分，
洗干净将其悬挂在自家院墙上让它自然风干，等待冬天作成
腊头鱼冻再吃，那可是美味呢。在我记忆里，那个时候的故
乡人是很少像现在这样在秋季吃腊头鱼的，我一直不解其原
因。后来，无意中在网上读过一篇关于腊头鱼的`文章，说腊
头鱼经过秋冬两季的风干可以去除残留的毒素，这也许就是
那个时候的故乡人取信于此，一直喜欢在冬天吃腊头鱼的一
个原因吧。可以这么说，我和我前辈的故乡人，都是吃着腊
头鱼长大的，而且是天然野生的。如今市场或是餐厅里的腊
头鱼啊，基本上都是养殖的，是难寻天然野生之味的了。记
得有一次跟朋友们聊起腊头鱼时，跟他们说我是吃腊头鱼长



大的，我这样的经历，曾经让那些一直在城里长大的朋友们
露出惊奇：“不会吧，原来你是吃着毒鱼长大的啊！”“腊
头鱼不是有毒吗？你就不怕死啊？”“我这不是活生生地在
你们面前吗？”我微笑以待。

记忆里，故乡人没有一个是因为吃腊头鱼而死的啊！其实，
杀腊头鱼是有技巧的，尤其是现在国家有规定，必须是取得
相关资质的人才可以宰杀腊头鱼的。如果真是拼死吃腊头鱼，
那是对自己生命的不尊重，人的生命可是只有一次啊。不过，
有一个故事，或许可解吃腊头鱼的人为什么不死之原因。相
传，某海边住着一户渔民，他们常年以捕捞为生。有一年光
景不好，出海没有什么收获，再加上渔霸的横征暴敛，所剩
无几。眼看着快过年了，渔民一家四口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
日子没法过下去了，男人望着滔滔的大海寻死的心思瞬间袭
来，一转念家里还有娘三个呢。低头，看到被人嫌弃在海滩
的腊头鱼计上心来。心想，死也要和他们娘三个一起死啊。
男人拿着从海滩捡来的腊头鱼走回家，准备和家人吃一顿最
后的午餐共赴黄泉。饿的嗷嗷叫的一双儿女看到男人手中拎
着腊头鱼回来，高兴的直冲女人蹦脚，“妈妈，爸爸捕到好
多鱼哦，我们有鱼吃了，过年啦。”儿女自是不懂腊头鱼其
毒性，女人接过男人手中的腊头鱼，明白了男人的意思。女
人流着眼泪默默地把腊头鱼拔开膛、破肚，去除内脏，再将
其洗干净放进大铁锅里加水一起煮，随手从放在灶台边的柳
条篮子里，取出早上在盐碱滩上采挖来的以待充饥的野蒜放
进锅里，一时间鱼香、蒜香随着水气缭绕飘香。围在锅台旁
的一双儿女眼巴巴地瞅着大铁锅里的腊头鱼随着沸腾的水翻
滚，“好香啊，我要吃那一条，那个大。”儿子尚小，指着
大铁锅里其中的一条大的腊头鱼说。此时女人的眼泪顺着两
腮直流，“可怜的儿啊！”女人的心里那刻是百味翻腾。一
家人食过香喷喷的腊头鱼后，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不知不
觉熬到了天黑，一家人居然安然无恙。女人和男人默默地望
着一双在活蹦乱跳玩耍的儿女，拥在一起，“媳妇，看来天
不绝我们一家人的命啊！”后来，海边的人们开始相传，说
野蒜可以解腊头鱼的毒。我不知道故事的真假，不过故乡人



的确喜欢在做腊头鱼时放上一把野蒜，蒜香浸入到腊头鱼里
相互融合还真是天然的野味香呢。

故乡的冬天，海水结了冰，像是睡着了。秋天繁荣的码头，
此刻是一条条木船排得整整齐齐等着你检阅似的。故乡的巷
子里，积了一层厚厚的雪。麻雀在房顶上迈着小雀步从东边
溜达到西边，篱笆墙边猫和老鼠捉着迷藏，家狗也不时地会
冲着乱窜的老鼠“汪汪”几声。猫冬的故乡人，开始准备熬
制腊头鱼冻了。记忆里，腊头鱼冻是故乡人冬天里的一道家
常菜。我家的腊头鱼都是我的母亲从外婆家里拿来的，外公、
外婆心疼我的母亲和我们，知道我母亲养育我们的艰难。记
得冬天每次去外婆家，外婆家的外墙上挂着的风干的腊头鱼
就会勾出我的馋虫来。我常常是站在墙下，去数外公挂在墙
上的腊头鱼。每次外公看到我的小手指头点着一条条挂在墙
上的腊头鱼数着数，外公是懂我的，他不跟我说一句话，定
会从墙上取下四五条风干的腊头鱼。然后会对外婆说：“包
起来，给孩子带上吧。”外婆自然是打心眼里高兴，母亲背
回来的包裹里，常常不只是有风干的腊头鱼，还有外婆做好
的咸鱼干。我的外公个子不高，话语不多也不喜欢笑，但却
是一位很善良的老人，他从来没有直接问我是不是想吃腊头
鱼之类的话。如今，我再也没有机会去数外公的那些挂在墙
上的腊头鱼了，因为外公去了遥远的天堂。

记得每次从外婆家拿着腊头鱼回来的路上，我的心里就开始
期盼着巧手的母亲回家赶紧给我们熬制成腊头鱼冻吃。儿时
物资贫乏，哪里像今天有这么繁多的食物让你入口啊，所以
总是巴不得有可食之物快快游到嘴里来。“妈，回家就可以
吃上腊头鱼冻了吗？”等不及的总是会脱口而问。“傻孩子，
回家得泡上两三天才可以熬成冻啊。”母亲每次总是不厌其
烦地给我们解释。回到家，母亲就开始忙活起来。冬天水缸
的水也是冰凉刺骨的，母亲爱干净，一遍又一遍的洗去腊头
鱼上的尘土，常常是一双粗糙的手冻得通红。接下来母亲会
把洗干净的腊头鱼放进一个黑瓦盆里，再放入清水浸泡。大
概得需要浸泡三天左右的时间，风干的腊头鱼经过水的浸泡



后鱼肉开始有些回软，等到它的鱼皮泡软到可以剥离下来的
时候，母亲会把泡软去皮的腊头鱼切成小方块以待熬制。腊
头鱼的鱼皮也是不能小觑的，接下来它还会有传奇和精彩奉
献呢。这个时候，早就泡好的黄豆也该上场了。母亲将泡好
的黄豆、切好的白菜、腊头鱼逐一放到大铁锅里，再加入适
量的盐和水，无需任何调料，点火开始慢慢熬制。灶膛里的
火随着风箱发出来的“呱哒、呱哒”的声音越燃越旺，开锅
了，再转成温火继续熬制。盐和水的放入，在巧手的母亲那
里自然是拿捏的恰到好处，熬煮成的腊头鱼冻定是不咸不淡、
不稠不稀，结成的鱼冻才会肉鲜有嚼劲、冻滑不失弹性，入
口味道鲜美极了，令人你回味无穷。“呱哒”声停止了，大
铁锅里随着水气溢出来的鱼香飘来飘去，母亲将熬制好的腊
头鱼汤盛在一个大瓦盆里，放在院子里的大缸里以备被院子
里的家禽偷食。炊烟升起又飘远，月夜宁静。村庄睡着了，
瓦盆里上演着一场充满凝聚力的再融合。第二天，掀开大缸
上的盖帘，瓦盆里已凝固成一坨晶莹剔透。故乡的冬天，每
天就着腊头鱼冻过活，那叫一个美滋滋啊。

享受美味之时，不会忘记让腊头鱼的皮出来讨彩。儿时农家
孩子的玩具几乎都是自己或是家里大人帮着做的，比如柳笛、
弹弓等。腊头鱼的鱼皮因为经历了秋冬两季的风干更具了韧
性，淳朴的农家人取材有道，将腊头鱼皮做成拨浪鼓是儿时
有乐趣的事之一。儿时故乡一草一木几乎都会变成我们手中
的一种玩物，记得我们做拨浪鼓时，就会首先找一节高粱秆
备用，再找一块硬纸壳、两段细铁丝、一节细麻绳和几个图
钉，最后还有两颗草珠子。等这些东西备齐，制作腊头鱼皮
的拨浪鼓就可以开始了。先根据腊头鱼皮的大小裁好硬纸壳
的周长，在居中的位置按高粱秆的粗细打个洞，刚好让那节
高粱秆插入洞中做鼓柄。然后将裁好的硬纸壳卷成一个纸筒，
用糨糊把纸筒粘牢做鼓身。接下来把事先准备好的腊头鱼皮
箍在纸筒两侧做鼓面，最后把已经串好草珠子的麻绳用图钉
钉在纸筒的两侧做鼓耳，此时才算大功告成。手巧又富有想
象力的孩子，会在腊头鱼皮上用蜡笔涂上自己喜欢的图案，
看上去像模像样的，可与走街串巷的货郎那里卖的那些拨浪



鼓相媲美，甚至不逊色于它们。腊头鱼皮做成的拨浪鼓的声
音富有明快的节凑感，悦耳动听，是人间佳音。如果你静下
心来静听，仿佛会有海的声音丝丝入耳。这是腊头鱼身上独
有的气息传递给人间的美妙，不得不让你会爱上它。我就很
爱腊头鱼皮做的拨浪鼓，那小小的拨浪鼓，轻轻一摇，不知
道曾经摇出多少我童年的快乐和梦。

如今，我已是人到中年，童年的一些快乐和梦都成为遥远。
可是，唯独对故乡腊头鱼的记忆依然是那么的清晰。尽管我
离开故乡近四十年了，可记忆深处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依然
难以忘却，腊头鱼就像是故乡的一个符号一样深刻在我的记
忆里。我想，那不单纯是对故乡一种美食的回味，而是一种
乡恋，更是一丝乡愁在骨子里的漫延。

甲午史心得体会篇五

甲午祭，是中国传统的祭祀仪式之一，旨在纪念甲午战争中
牺牲的烈士，表达对英勇牺牲者的敬意。今年我有幸参与了
甲午祭活动，深深地感受到了仪式的庄严和深切的敬意。通
过参与甲午祭，我收获了许多心得体会。

首先，甲午祭教会了我对历史的尊重和反思。在参与甲午祭
的过程中，我对甲午战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中国历史上，
甲午战争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战争，国家在那场战争中面临了
巨大的危机。通过祭祀仪式，我们向那些勇敢牺牲的烈士致
敬，感慨万分。这让我反思，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历经磨难
与牺牲，我们要铭记历史，为了更好的未来，我们要思考如
何避免战争的产生，和平的手段更加重要。

其次，在甲午祭中，我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甲午祭是一个
集体活动，许多人一起参与，共同完成。在仪式中，无论年
龄、性别、职业背景怎样的人们，都团结起来，一同为烈士
致敬。团结的力量让我感到十分震撼和温暖。每个人放下自
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让我明白到，只有团结一心，



才能拥有强大的力量，只有共同奋斗，才能实现更伟大的目
标。

再次，甲午祭也给我带来了对生命的思考。在仪式上，我看
到了许多烈士的照片，他们正值壮年，却因为自己的信念和
责任而选择了牺牲。这让我意识到，生命最宝贵，我们应该
珍惜每一天。同时，也让我思考人的责任，我们身处的环境
和历史，要为自己的信念付出何等的代价。甲午祭让我明白
到，为了追求正义和公平，我们应该以实际行动为我们的信
念负责。

另外，甲午祭也教会了我对社会责任的思考。参与甲午祭，
我看到政府、团体、企业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积极参与其中，
共同为烈士默哀、祭奠。这让我明白，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
人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每个人都应该为社会稳定
和发展尽自己所能，共同为更好的社会负责。甲午祭让我认
识到，无论个人力量如何微小，只要每个人都肩负起自己的
社会责任，社会就能变得更美好。

最后，在甲午祭中，我还学会了对英勇牺牲者的敬意和怀念。
甲午祭仪式非常庄严肃穆，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对烈士的敬
意和怀念。我们佩戴鲜花，默哀并默读祝福的文字，向烈士
致以最深切的敬意。这一刻，我感受到了烈士们的英勇和无
私，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祖国。甲午祭让我明白到，我
们要缅怀先烈，传承先烈的精神，为了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
我们应该为祖国奋斗，为社会做出贡献。

总之，参加甲午祭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多方面的启
示。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反思，体
会到了团结的力量，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社会责任，并向英勇
牺牲者表示敬意和怀念。这次甲午祭体验让我对国家和社会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增强了我扎根中国、为国家的繁荣和
人民的幸福奋斗的信心与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