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育员工作心得与反思 保育员个人工作
心得(实用10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观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观后感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国学小名士观后感篇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传统文化坚韧、自强”。
这是山东卫视《国学小名士》节目给我的最直观的印象。节
目的播出形式是主持人提问，选手回答，然后由评委做出点
评。这种将国学知识与竞技相结合的方式让我对国学产生更
大的兴趣。

节目的选手都是18岁以下饱读诗书、热爱国学、能言善辩的
青少年。

比赛特别激烈，第一轮，我爱记诗词，根据大屏幕上出现的
关键字，背诵带有这些字的古文诗词。哥哥姐姐积累的'诗词
量之多让我无比佩服。

第二段是舞文弄墨。比赛中选手根据提示答题，知道答案便
可按下答题器，获得答题机会的选手，即可用毛笔写下答案。
用毛笔作答更能体现选手们的个人文化素养。

第三轮是棋逢对手。这个环节每两人一组，两人通过答题，
与下五子棋相结合，直到五颗棋子连成一条直线，则判赢。
选手们沉着冷静，作为观众的我真替选手捏一把汗。

最后是冠军争夺战：楹联对决。看了对联我想起了笠翁对韵，
也想起了语文课上老师讲的对联的相关知识，虽然我对对联



已经很熟悉了，但“国学小名士”中的对联大战这个环节让
我对对联又有了新的认识。

国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国学小名士》这个节目让我受
益匪浅，哥哥姐姐们知识的渊博和广泛，是我们中国传统文
化的骄傲。我觉得我们青少年应该多看这个节目，电视台也
应该把这个节目持久地办下去。回到学校，我会用我的实际
行动让同学们一起来看这个节目，让我们这一代把国学传承
下去。因为国学会教给我们怎样做人、处事、治学，把最美
的文化传承给我们。

国学小名士观后感篇二

国学小名士在电视上的那些精彩表现都是通过努力换取来的，
第一个部分我爱记诗词和的二个部分名家对对碰都是考验的
诗词储备量，最后一个部分美德大考验就是看平时的一些自
己在生活中的一些习惯.

国学小名士在赛场上的沉稳发挥倒计时都能临危不惧继续答
题，这值得我们学习其中的一些诗句我们都不知道，可是他
们却能够行云流水般的把那些古诗词给背下来。

在美德大考验中可以看出国学小名士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
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自己在生活中有哪些习惯需要改正，我
们应该去把那些好的习惯继续保持下去。但是在学的时候不
要固执的去学。

我们也要学习国学小名士背诗词的那种努力，这样才能背的
诗词越来越多而且不会忘记。

国学小名士观后感篇三

老师今天布置作业，让我们回去看山东少儿频道的《经典诵



读大赛》，今天晚上，我回家看了，看完之后，我有许多感
想。

晚上九点五分，比赛如期开始了，我仔仔细细的看，这是一
个对于少年儿童积累诗词的比赛。主持人先让选手们上场，
上场之后，主持人宣布比赛分三局，第一局是根据大屏幕所
给的重点字词答诗，必须在五秒钟之内说出来自己的答案，
不然的话就取消这一轮的机会了。第二轮会出来一些小朋友
扮演的诗人，小朋友会出题给选手们做，有10分的，20分的，
30分的，选手自己选题，还是五秒钟之内，打错加分，打错
减分。第三轮是让选手们到幼儿园去教小朋友背古诗，成功
或者不成功，不加分不减分。

我的感想：古诗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要把它学好，看，
小选手们可以急中生智，轮到自己是毫不紧张，不假思索就
说出来了，我们却总是学了就忘了，记不住太长时间，一个
中国人，就应该把自己国家的古文化学到最深点，学到最深
处，还有我们要学习选手们的惊人毅力，他们在台下肯定也
没少吃苦头，俗话不是说吗“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自己的头脑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聪明。

这个节目还能让我们对古诗词更加的了解，知道更多的知识，
懂得更多的道理，这个节目对我们青少年儿童是有益的，这
是一个能让我们学习的好节目，我非常喜欢看这个节目，我
以后一定要继续关注它。

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类似的节目，更好地提高同学们的诵读能
力，报中国的诵读经典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深有感触。

国学小名士电视诵读大赛以“诵读经典、传承美德”为主题，
旨在让青少年通过对国学经典的诵读，把传统经典中的正能
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学以
致用”。



这个诵读大赛的的内容分为三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两个部
分。第一单元主要讲的是节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
俭破由奢”。这句话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在总结唐朝由盛世走
向衰败的历史教训时写下的警世名言。意思是：历观前代王
朝和古老的家风，往往勤俭节约意味着成功，奢侈浮夸意味
着失败。是呀，这句话用于我们现在是再适合不过了。当我
把第一单元看完时，我想到了我在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有一
次，我在洗碗时，把水开得很大，妈妈看见了，提醒我
说：“把水开小一点吧，一吨水可要好几块钱呢!”爸爸也在
一旁也说：“节约钱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要节约水资
源。”我听了，惭愧不已，连忙关小了自来水。

第二单元主要讲的是强自信。“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句
话选自于，《孝经。圣治章》。意思是：天地之间的万物生
灵，都一样的得到天地之气成形，禀天地之道成性。但只有
人最为尊贵。这句话说得多么好呀!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
点，都有自己的特长，只是有很多人自己没有发挥出来罢了。

第三单元主要讲的是智慧。“知者创物”。这是《周礼。冬
官。考工记》中的一句话，意思是：由有智慧的人设计发明。
用智慧来解决问题的人也很多，下面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贺龙同志在紧要关头让战士们扔掉草帽，使敌军自相残杀。
包公运用智慧，使用了计谋，从毛驴身上找到突破口，巧妙
地破了案。

国学小名士观后感篇四

今天我看了《国学小名士经典诵读大赛》。以前在家里，我
总自以为是地把自己当做是“皇上”、“国王”，观看以后
才发现，自己还没有“奴婢”做的好呢。

在背古诗那一环节，我认识了一个字。其中一个大姐姐背诵
的古诗中有一个字，那就是“劲”，我又知道了它的另一个



读音是“静”。唉，小小汉字可不能小瞧呀!

我从中还认识了一个“福到”的意思。就是有个人把福字贴
倒了，谐音就是“福到了”。这个视频作用可真大呀!

在第三环节中，我懂得了要做勤俭节约的“光盘族”，而我
却是邋邋遢遢的“剩饭族”。我应该把每一次的饭菜吃完才
对，正因为我没有做到，所以我很惭愧。

国学国学，引领我成长!

国学小名士观后感篇五

自从我看了国学小名士，我就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知识。
我看他们个个都博学多才，又可以去国学小名士上显示一下
威风，为什么我就不能去呢?我心里就这样想着。

他们的知识都很渊博，并且有的也非常勇敢，虽然在国学小
名士上表现得不好，但是我欣赏他们的勇气。

虽然自己的学问不是很高，但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听听别人
背的古诗词。也许可以提高自己的知识，说不定还可以晋级
呢!

我要好好学习他们的勇气和智慧，从他们身上学到我们课本
上学不到的.知识。国学小名士使我明白国学博大精深，学好
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日积月累，坚持、坚持、再坚持，
点滴中进步。

我曾在运动场上身姿矫健;我曾在音乐会上放声高歌;我曾在
足球赛中尽情奔跑...这些事情一直被我铭记。可是，最令我
难忘的还是这次经典诗文诵读活动。



这种班会形式的活动已经在我们班办过好多次了，但是有关
古诗文的还是头一次。

而且这次还有周恺锐的古筝配乐，所以大家都很期待。

随着主持人的报幕词，活动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声律启
蒙》。

我们整齐划一的朗诵着押韵的诗文，声音十分洪亮而又有节
奏感。

然后是我和何彦鹏朗诵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开始，
我十分忐忑，很担心会出错。可是渐渐地我们都进入了最佳
状态。我们用雄浑中稍带伤感的声音让大家都陶醉在了月的
世界里。

又一个声音响起，将大家的思绪拉回现场。原来是沈睿鸣和
霍润泽的朗诵《沁园春雪》。这首诗是由世纪伟人毛泽东所
写下的。

跟着他们浑厚的声音，我们仿佛看到了“北国风光，千里冰
封，万里雪飘”“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
滔”的壮丽景象。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国家陷入危难之际，每个人都应该
浴血奋战。

看，后玉洲正在用他满腔的热情向我们朗诵《满江红》。我
们好像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看到南宋士兵们在狼烟遍地
的沙场上与金兵决一死战!

最后，活动在一首论语后结束了。《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
再传弟子所编写的，里面蕴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现在编成
歌后更是别有一番情趣。



难忘的活动结束了，可我们还沉浸其中。是呀，古诗文可以
陶冶我们的情操，让我们一起读经典诗文，做美德少年吧!

国学小名士观后感篇六

时间荏苒，岁月如梭，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岁月一次次冲
刷着华夏大地，而在它的洗礼、沉淀后，最终留下的便是历
史文化的精髓，是我们所要学习、传承的国学经典。

看过《国学小名士》节目后，不仅使我在文学方面开了眼界，
还使我在精神方面有了新一层的认识。

节目是由一些小朋友开的场，他们背的是《弟子规》中的名
句，《弟子规》是我国国学中一颗耀眼的星，它阐释了“弟
子”在家、在外、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求学等方面应具备
的礼仪与规范，是中国文化的典范。“有余力，则学文”是
我印象最深的一句，告诉我们学必须要找到根本，无本之学
不可取。

下面是十名选手作自我介绍，他们都先引用了一句名诗再介
绍了自己的名字，显示了自己的国学底蕴。第一关是博览群
书，第一组的关键字是东西南北。它的用意十分广泛，
如“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东风压倒西风”，有政治上的含义。所以东西南北在国学
上是非常丰富的。五位选手在诗词的积累是非常丰富的，古
诗的运用上也是灵机应变能力强。

第二最关键字是风花雪月，这组词是古诗中应用最多，频率
最高的，一说菊花我们就能想到陶渊明，一说莲花就能想到
周敦颐，一说梅花就能想到陆放翁。第二组中的王一涵对于
这四个字的'诗词掌握很牢固，是这一关答题最多的选手。

第二关是学富五车，第一题是指鹿为马，主持人只说了史记，



赵高等关键字就能答出，看得出她对这个典故非常熟。第二
题是李白，这题也是考选手对诗人的理解程度。第三题是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屏幕中只放了一幅陶渊明的画，就
有人抢答，却没听到底要回答什么，所以错失一分。依次下
去，直到这关结束。

最后一关是名师高徒，可以选择分值，如果答不上，就要扣
相对的分，这也需要选手去细心思考。

我们看这个节目，不是看它究竟有多精彩，选手有多优秀，
而是看它从中蕴含着的中国文化的魅力，一个传承了五千年
的文化魅力，它们在感染我们，在熏陶我们，在使我们的眼
界看的更高，更远。

这是一个能让我们反思自己的节目，我们从小就学，背古诗
词，有的朗朗上口，可真的明白它其中的含义吗?能够运用到
生活中吗?这对我们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学是经过岁月
的审判，展现到我们眼前的经典，它是文化中精髓的精髓，
是我们必须要传承下去的经典，这是历史给我们的礼物，我
们要接纳。

古诗使我们上进，“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天生我材
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些诗都在向我们展示古诗能使
我们上进，是我们要传承的经典国学。

传承中国文化，让我们与历史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