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国学教育培训心得(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国学教育培训心得篇一

国学教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中
华文化，是当前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一名国学教
师，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同时也积累了许
多心得体会。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的国学教学心得体
会，希望与大家一起探讨、交流，共同进步。

第二段：扎实的基础是国学教学的关键

国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语文、历史、
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作为一名国学教师，我始终
坚信，扎实的基础是国学教学的关键。因此，我在国学教学
前，充分了解每个学生的基础知识、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
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强化基础
知识，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国学知识，并能够自主思考、
独立解决问题。

第三段：启发式教学是国学教学的重要方法

启发式教学是国学教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在国学教学中，我
经常采用启发思维的教学方法，即通过引导学生自主解决问
题来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在讲解古诗词、
传统文化、典籍阅读等方面，我鼓励学生主动提问，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观点，让学生逐渐形成独立
思考的习惯。启发思维教学的方法既能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又能够更加轻松愉悦地融入国学教学，深入开展精神



文明教育。

第四段：生动趣味的教学是国学教学的另一种探索

国学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学科，但是，我认为，如果
国学教学只是单调的翻译和背诵，那么，学生的学习兴趣将
会大大减小。因此，生动趣味的教学是国学教学的另一种探
索。在讲解古诗词、传统文化或者节日习俗等时，我经常通
过演唱、小游戏、亲身体验等方式来使教学更加生动有趣。
通过这种方式，我不仅能够深入了解学生的需求，让学生更
加快乐地学习，而且能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建立师生情
感纽带，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第五段：总结

国学教学是一项重要的教育任务，是培养民族精神、传承中
华文化的重要途径。我在国学教学中注重学生的基础知识，
采用启发式教学和生动趣味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爱上国学、
学好国学、用好国学。我相信随着国学教学的不断探索和发
展，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教学成果，并推进中华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

国学教育培训心得篇二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重
视程度也在逐步上升。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国学教育在
当下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作为从事国学教学多年的老师，
我在教学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心得体会，现在分享给大家。

第一段：国学教学的意义

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了诗、书、礼、
乐、易、春秋等多个方面，涵盖了中国历史、文化、哲学、
道德等多个方面。因此，国学教育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



文素养和文化修养，同时也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身
份认同感，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以及提高学生的
审美水平和文化自信心。

第二段：国学教学的难点

对于国学教学来说，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让学生感受到其内
在的魅力和价值。国学教材大多是五言七言的古诗词和经典
文化著作，因其古奥、晦涩、难懂，容易引起学生学习的厌
烦和无趣感，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如
何在教学中采用生动有趣、具有现代意义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参与度，激发他们的创造
力和思维能力，是国学教育的迫切需要。

第三段：国学教学的方法

在国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选择生动有趣、实用性强的教
学方式和手段。比如，可以通过小讲堂、“育人大讲堂”等
形式的讲授，提高学生的听课效果和兴趣。同时，还可以采
用文化变奏、文化秀、文化讲座、文化比赛等形式，提高学
生的参与度和实际操作能力。通过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推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文化
自信。

第四段：国学教学的评价

在国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把眼光放长远，以全局和未来的
角度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具体来说，要关注学生的思想
觉悟、人文素质、文化修养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知识急于
求成，而教育则要有耐心和恒心”，在国学教育中更应该如
此，教育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客观、准确
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

第五段：国学教育的未来



国学教育正是在今天饱受关注的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一环。未
来，国学应该如何发展？教育应该如何推广？这都需要我们
去思考和讨论。我们可以建立一系列的国学教育项目，推广
到不同的教育阶段和群体中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国学
文化的魅力和价值。同时，还需要加强国学教育的研究，开
展相关的科研项目，推动国学教育的整体提升和更新换代。

总结：在国学教育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有长远的眼光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同时要注重实践和创新，推动国学教育的发展
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培养出更多的具有中国精神、人文素质和文化自信的优秀人
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国学教育培训心得篇三

播撒幸福人生”的国学讲座。特地邀请在国学领域钻研破颇
深的专家学者许建国、闫合作两位老师为我们进行了精彩的
演讲，让我们对我国博大精深的国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并且
让我们更懂得了幸福人生的真谛，收获实在是太大了。

学习传统文化，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更加和谐快乐，这既是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原因，又是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学习传统
文化的收获。以前，我们遇事很多时候都是根据自己当时当
地的心情、情绪来处理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学了传统文化，
有一颗宽爱地心，我们会在矛盾冲突发生以前有预见性地化
解矛盾，无论何时，都可以以一份“共情”的心，从对方的
出发点考虑问题，理解对方，从而更有效地沟通思想，解决
问题。

生命是一种幸运，生命是一种奇迹。生命在茫茫宇宙中显得
那么微不足道，但却是父母赠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父母从
孩子的生命诞生起，就期盼着他一生的精彩，为他忙碌，为
他操劳。那是一种乐意的奉献，那是一种伟大的自觉，那是
千万条爱河汇成的恩情之海。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谁能感受到，胎儿躁动时父亲幸福
的抚摸?有谁能感受到，一朝分娩时母亲忍受的痛苦?当一个
婴儿呱呱坠地的时候，父母是满怀激动的欢笑;当襁褓中的婴
儿不停地啼哭，父母表现最多的是耐心;当我们咿呀学语，叫
出第一声“爸爸”、“妈妈”的时候，父母回赠我们的是无
数的亲吻;当我们受到挫折或充满委屈时，父母的宽慰会及时
抚平我们心灵的创伤，赋予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可以说，
父母的关怀带给我们无尽的快乐，父母的慈爱伴随我们健康
成长，父母是庇佑我们一生的“神”。

“百善孝为先。”父母无私的.爱并不希图什么回报，但做子
女的却不能忘本，失去了一颗感恩的心，缺乏了孝敬父母的
意愿和行动。当父母步入中年、逐渐衰老时，他们需要我们
的帮助和支持。当你把第一次亲手煎的鸡蛋端给父母品尝的
时候，父母感觉是很香很香的;当你把一杯热茶端给下班归来
疲惫不堪的父母时，父母喝起来是很甜很甜的;当你学会洗衣
服、起床叠被、整理屋子时，父母会感觉到你长大了??孝敬
父母是一种亲情，是一种爱，是一种美德，是家庭和谐、社
会和谐的音符，是天下所有子女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孝为德之本。”由孝敬父母衍生开去，就是博爱，就是学
会爱他人，爱人民，爱祖国，爱人类。每个人出生在家乡故
土，在祖国这个大家庭中成长，他都应该饮水思源、知恩图
报，都应具有桑梓之情、赤子之心，长大后要报效家乡、报
效祖国和人民。由孝道推衍开去，一个正直的人，还应该明
白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扶贫济困，除恶扬善，让世界充满
爱，让社会充满真诚、善良和美好，让人们都生活在温馨和
谐的环境之中。这就是大忠大孝，这就是孝行天下，这就
是“天下为公”。

国学教育培训心得篇四

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对经典、文
化、文学和哲学的领悟。作为一名国学教师，我深深地感受



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令人心旷神怡，更进一步感受到了国学
教学的重要性与意义。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会分享我的心得
体会，内容包括：国学教学的重要性、学生对国学教学的反
应、如何培养学生对国学的兴趣与理解、以及如何成功地传
递国学文化精神。

二段：国学教学的重要性

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传输知识，而且是为了培养人的个性
和素养。国学教育侧重于传授传统文化的知识和思想，感受
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通过国学教育，我们学生能够感受到
文化的巨大魅力和博大精深，同时也能够认识到我们是属于
一个伟大的民族。相信这种文化的钻研不仅有助于学生树立
文化自信心，还可以使他们更好的了解和尊重传统文化和历
史。

三段：学生对国学教学的反应

在我的国学教学中，我发现一些学生缺乏对这种传统文化的
兴趣。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而是通过一些细节方法激发了
他们的热情，比如：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让他们了解历史，通
过讲道理的形式让他们更好的理解哲学等等。通过不断的尝
试与实践，我意识到关键在于如何让学生更好的感受到国学
教育的内在价值，培养出一个良好的情感基础。

四段：如何培养学生对国学的兴趣与理解

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我也学到了许多方法去提高学生的兴趣
与理解。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多讲故事，让学生能够在宏观上
了解整个文化传承的脉络。此外，我还在课堂上进行了多种
形式的互动，加强了与学生的沟通，让他们在听懂国学内容
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增长了自己的知识。在培养学生的
兴趣和理解中，我也体会到了国学教育与教育者的更多联系，
这需要我们教师具备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生活阅历，用尽方



法去激发学生的无限潜能。

五段： 如何成功地传递国学文化精神

教师的成功不仅在于学生的学业成绩，更重要的是培养其终
身受益的价值观念和良好素养，以及弘扬国学精神。更重要
的是，要让学生了解到人类文明是相互借鉴的，只有接受了
这种思想深深的植根于心中，才能自觉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
营养，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我深知国学教育的
重要性，国学的精神也将永远激励我不断探索、提高教学水
平，再用更多的方法让更多地学生都知道、进而喜爱国学，
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探究与创新。

国学教育培训心得篇五

本学期我担任一年级班的语文教学，班主任工作及国学教育。
一个学期的国学教育教学，我既深深地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作为教育工作者肩上担子的重大。
回顾一学期来的国学教育教学，我的收获很多。

一、备好课，让学生享受国学课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年级的孩子拼读能力和识字能力低，
我首先从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入手，以讲故事等方式像孩子
们介绍一些生动有趣，励志的事例，使学生对国学有了新的
认识了，学生们产生了兴趣之后，我就备好课，为上好课做
准备。俗话说：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总是本着学习的态度多学习，
多向他人请教，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加上情境的创设，让学
生们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感受到国学的美，让他们感觉
到，上国学课就是一种享受。

二、学以致用，落实生活



说的话，教师对家长或是学生说的话，通过家庭和学校的联
系，家庭和学校的共同监督教育，这样既指导学生如何改进，
又肯定其获得的进步。让国学学习落实在学生的每一天，真
正达到教书育人。使其懂孝道，懂得为孝顺父母，为自己未
来而努力读书。

当然，要求学生做到，我们老师也要先做到，以身作则，身
体力行。比如说，要学生读书，要他们背《弟子规》那我们
老师先得能背出来，老师先背一次给他们听让他们来当考官，
做他们的带头榜样，这样他们才敬佩，才有兴趣去背好。每
天早操后的读国学时间，我也饶有兴趣，摇头晃脑地和孩子
们一起读背。走在校园的走廊，通道，每夜角落都有古诗、
对联，学生每天都生活在这样浓浓的文化环境中，有利于他
们的健康成长。

当然一门新的学科的成长，需要更多的是反复的实践，在实
践中提高，在下学期的国学教学中，我会不断学习，努力提
高自己。

这就是我的一些教学心得，希望大家能多多批评指点！附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