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家风学风心得体会(实用5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大家想
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家风学风心得体会篇一

通过观看《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良
好的学风不仅是一个人的精神动力，其还是可以提高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助于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的精神食粮。而学风并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建设起来的，
我们必须让集体融入其中。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更要
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说话，学风建设最重要的
依靠同学们的共同奴鲁，相互鼓励，相互监督，做一个贴合
时代的合格的大学生。

孙旭同学的感想：我看了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大会，让
我有了深刻的思想觉悟作为一名大学生，首先要立足终身学
习的思想观念，不能意志消沉，不思进取，逃课，平时不努
力，考试临时抱佛脚。其次，我们要谨慎交友，正所谓近朱
者赤，近墨者黑，像好的同学学习，才会有好的学习习惯和
学风。最后，我们还要培养文明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发挥自
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规范行为
举止，强化自我管理。以上就是我的思想总结。

家风学风心得体会篇二

在我观看《2020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
时，最让我印象深刻和感动的故事是2020年5月17日，被评
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的樊锦诗教授。她讲述到在她从
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毅然选择
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的工作



生涯。听到她的讲述，我不由的就联想到自己去新疆支教的
经历，对樊教授的选择更是充满了敬意，我只是去了西部一
年的时间，而樊教授一去便在偏远的西部小镇一呆就是四十
年，用四十年的青春、执著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化工作者
的平凡和伟大。当我在新疆支教的时候，学校里有一句标语，
“用胡杨精神育人，为兴疆固边服务”一直在我心中。胡杨
是新疆最古老的树种，又称“沙漠英雄树”。人们赞美胡杨，
不仅因为其风姿，更因为胡杨的生命力中蕴含的“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扎根边疆、甘于奉献”的精神。这不仅仅是樊教
授，更是一个个甘愿奉献自我，面对诱惑依然选择在边远地
区，砥砺耕耘，艰苦奋斗的平凡却伟大的人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樊教授的故事和精神激励着我也鞭策着我。

家风学风心得体会篇三

古人云：“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学风是一个学
校学生综合素质的集中反映，既体现着学生的外在形象，又
体现着学生的内在素养。优良的学风是激励学生奋发向上、
努力成才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
方针，提高育人质量的重要保证。全院各机构积极组织开展了
“学风建设年”活动。我们也开展了各式各样活动让同学们
在行动中改变自己的言行，共同建设我们学习的良好氛围而
出份力，用自己得行动渲染周围的人。

一、我们要秉承“知行合一，始于至善”的校训，树立正确
的学习观、成才观，努力做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人，一个
与时俱进的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

二、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端正学习态度。要刻苦钻研，
积极进取，做到不旷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溺网，严格遵
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促成校园良好学
习风气的形成。

三、要树立“诚信是立身之本”的观念，做到自尊、自爱、



自省、自警。在学习和考试的过程中自我激励，自我监督，
诚信应考，展示我们大学生的真我风采。

四、要学会学习，学会思考。杨叔子院士说过，学习需要思
考，思考使学习与实践结合而交融。我们每一名学生要努力
掌握学习的方法，要在学习中深入思考，理论联系实际，不
断提升就业竞争力。

五、要树立“学风建设，从我做起”的意识，积极参与学校
的学风建设活动，从自身做起，从严要求，做一名符合时代
要求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2、开展“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主题班会活动

(1)时间：20__年3月10日

(2)形式：各班的本次“主题班会”采取座谈或演讲的方式

(3)内容：通过以上方式让每位同学谈谈自己的现状，将如何
做一名合格大学生，深刻反省自己，明确“逃课是谁的责任，
沉迷网络是谁的责任”，以及“我的人生观”，解决同学中
存在的实际问题，引导同学找准定位，学会学习。

3“网络使用应有度，科学合理才健康”主题宣传活动

(1)时间：20__年5月21日

(2)地点：机械楼310

(3)形式：案例解读;主题签名。

对学风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查找当前学生中存在的不良学风
表现，剖析成因，找准根源，提出应对性措施，努力克服和
纠正存在的不良现象。学风建设月渐进尾声，但是学风建设
仍会继续并长期保持下去.在参加了学风建设活动之后，对自



己今后如何正确的学习和选择就业都有了明确的计划。

总而言之,良好的班风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前提和基础。因为
学校的教育管理活动都是通过班集体这一基本组织形式实施
的。所以,只有存在于班集体之内的广大学生树立起勤奋学习,
团结进步,健康向上的良好班风,学校的学风建设才能上水平,
让我们共同关注班级学风建设。

家风学风心得体会篇四

翻开历史的长篇，畅游在知识的殿堂之中……“书山有路勤
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攀登科学的高峰，离不开一根探
路的手杖，而学风就犹如这根手杖，他时刻指点着我们，以
至我们不会误入歧途;遨游于知识的海洋，需要一枚导航的航
标，指引我们前进，以至我们不会在茫茫的大海之中迷失方
向。

作为研究生这个知识型团体，做好学风建设，培研究生良好
的学习、工作、生活习惯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俗话说“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其中就很好地阐述了一个道理，那就
是：只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使有才能的人发挥得游刃有余，
才能使我们取得更好的成绩。我相信优良的学习环境和良好
的学习风气对于我们而言尤其重要。所以说在这个巨大的群
体中，做好学风建设尤其的重要。

首先我们要明确我们学风建设的对象是，研究生这个成年
的“非社会人”。这个群有着它独特之处。科研没有捷径，
更不容许重在参与，只有在量的不断累积中才能导致研究上
的质的变化，我坚信唯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走上科研的康庄
大道。学风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建设起来的，我们必须让大
家一起参与到其中。然而要让大家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
惯不是那么得容易的。我们首先得让大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正如“如果人生中没有目标，那就和航海中没有了罗盘一
样”。确实。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那



还有谁能够明白呢?然而，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很多就是这种没
有明确目标的。

为什么中国学生没有创新，不是因为没有创新能力，有很大
的一部分原因是咱国人盲从、茫然的结果所致。如果大家都
有自己的理想，目标。那这种现象我想是能够避免的。当然
这还跟咱们中国人的从众心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在
进行学风建设的时候，首先要使大家都有一个目标、理想、
规划。如果我们都按着上面的步骤做好自己的大学规划，我
想我们的大学生活将会是另样的景象吧。还记得我们很小的
时候，老师就问我们：“长大了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啊?”。
你会充满豪情地回答老师：“我想当医生、当工程师、当老
师……”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发现我们离自己的目标
是越来越远，于是我们开始降低我们的目标，一降再降，最
后也就没有了目标了，一片茫然。于是就：和尚撞钟——得
过且过了。

如果一个集体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有良好的学习氛围，那么
可以说这个集体是一个优秀的集体。它必将给所有的集体成
员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当然要像一开始就有这么好的集体，
我想可能性是比较小的。然而，一个集体中有几个学风纯正
的成员是应该能够找得到的。学风建设中我们就要以这些人
为突破口，充分发挥他们的带头作用，利用他们的榜样作用
是整个集体的学风提升几个台阶。为什么会有“嫉妒”一词，
原因就在于有比你优秀的人存在。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潜在
的能力，那就是不服输的精神。当身边的人比自己强的时候，
我们就会思考，既然他(她)都能够做出如此好的成绩，那我
呢?我们会不断地反问自己，问多了，我们就得出了答案那就
是：我也能行!于是我们开始努力，奋斗。我想在一个集体中
都能有这种良好的上进心，那么这个集体迟早会成为一个优
秀的团体。这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你推我，我推你，不断
的前进，最后取得理想的成绩。

学风建设要着力在“勤”上下功夫。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对



于新形势下加强研究生学术作风建设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警
示意义。学习、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时代在前进，
社会在发展，实践在深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新知识
新技术不断涌现。惟有勤奋学习、不断学习，使学习成为常
态，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做好各项工作。加强学风建设要
在“学”上动脑筋。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勤”是基
础，“好”是关键，“学”是核心，“用”是目的。想不想
学、能不能学、会不会学是检验学生学习态度、学习能力、
学习成效的重要标尺。

通过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我深刻地意识到科研并非说说而
已，而是要用严谨的态度对待并认真完成。一篇论文的完成，
首先要有广泛的阅读，在多读的过程中多动笔多思考多创新，
只有当每一阶段每一步骤都认真完成才会有科学的研究成果。
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将伴随我的研究之路一路前行，我会在
学术道路上认真走好每一步。

家风学风心得体会篇五

中国，尤其是从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缓慢很重要的一点是过
分重视科学的有用性。而实际上科学研究往往是在理论上出
现一定成果的时候才能体现它的有用性，而出成果的这个过
程正是“术”和“道”相结合过程，是大局观和细节观结合
过程，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的辩证法和形而上
学结合的过程。想走过这一过程，就更要沉得出气，踏实严
谨，不急功近利，不弄虚作假，一个词，诚信。奉献与协同、
培养团队精神，其实归根到底是心怀天下、报效祖国的爱国
主义精神。爱国精神是科研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和求实
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奉献和协同是爱国、创新、求实
的具体体现。作为当代青年学子，要立足基础人文科学，探
究本质、自主性的学术概念，提高特色的研究范式，走一条
自主创新之路，突破技术难关问题，有耐心地夯实学术基础。
要给自己储备创新的能力，多问“为什么”、“怎么做”，
要向深层次方向发展并逐步运用“为什么”“怎么做”的思



考方法，更要将之运用于科研，提出否定怀疑。在思考中形
成新的概念，不动摇、孜孜不倦，将主要动力都投入到教学
科研中。为新时代的创新做好准备，让爱国主义成为我们的
精神信念和精神支柱，有智也要有能，以实际的业绩回报人
民的培养，积极作为，努力打造中国学派，推动我国实践与
创新。让学术，走出中国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