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在镇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稿 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汇总8

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观后感。观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
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观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观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国学小名士电视大赛观后感篇一

《国学小名士》以“诵读经典、传承美德”为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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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3篇关于国学小名
士的观后感，欢迎大家阅读。

这几天我看了《国学小名士》，我受益匪浅，《经典诵读》
是我们每个学生必背的，可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因为不懂意思
而死记硬背，从而失去了背诵的真正意义。

伴随着一句句名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腹有诗书
气自华",选手们闪亮登场了，第一环节的‘爱记诗词’便深
深地吸引了我，这一环节是根据显示的字、词，来说出带有
这些字词的诗词。背诵不下来的选手将会被淘汰。记得有一
期主持人让选手们说出刑岬"日"的诗句，选手们个个张口就
来，真是令人佩服，看着他们"刀光剑影",我也在大脑里努力
地搜索着关于这方面的诗句，然而，我想出来的却寥寥无几，
听着他们的作答使我感到惭愧——为什么年龄跟他们相仿，
自己却听着他们的作答一脸迷茫。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多
多阅读书籍还有报纸等可以使自己增长知识的东西。我想，



如果是我站在上面，也许连一轮都站不下来就吓出一身汗了，
而他们却神情如常，令我十分钦佩。

在《国学小名士》上有评委说：“松，在古人笔下是一个备
受赞扬的一种植物，出了他的本意外还有——高直，坚强，
正直等很多美的象征在他身上。另外还暗含着坚持不懈，认
真对待事物的精神。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当然，还
有很多会告诉颐堑览淼氖?洌纾鹤釉唬“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这句话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怎样才
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的秘密，那就是对学习要热爱，不同的
人在同样的学习环境下自身的素质就是一个方面。“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当你对一门科目产生兴趣之后，学的自然就会
比别人好。而国学小名士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让我们在观看
节目的同时了解诗词还有成语典故的意思，从而对他们产生
兴许而积极背诵。

看完后我有了深刻的醒悟：应未雨绸缪——提醒我无论做何
事都要首先做好充分的准备。经典诵读是对我们这些中小学
生进行爱国和民族传统教育的最佳教材，是弘扬民族精神，
弘扬中华民族5000多年以来的悠久的灿烂文化。

今天，我从电脑上观看了国学小名士有五个人，非常精彩。
个个都是学习精英，出类拔萃。

第二关名家对对碰，由小朋友们扮演的古代诗人，分别手持
十分、二十分、三十分不同分值，由选手们来选择，然后进
行答题。在这一轮当中，每个人都很出色，基本没有人答错。
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文化知识掌握的很牢靠。

第三关美德大考验，这一关非常重要。让我们看出选手们对
不同的地点，地上有一张废纸怎么看待，是当做没看见，还
是看见了却不去弯腰捡起来，还是连看都不去看呢?在这一关
中表现最好的是乔木哥哥，当他看到摄像师随手丢垃圾的现
象，表示出不满，立刻走上前去，弯腰把垃圾捡了起来。虽



然第一关，他表现的不怎么出色，但在这一关，属他表现的
最棒。剩下的四个人有三个人没捡，这三个人当中第一个是
看见了不捡，第二个更可气她不捡垃圾就罢了，竟然还把手
中的杂志随手一丢，在播出现场还理由一大堆。剩下的一个
是根本没看见。然后评委开始投票，投完以后，又把名字排
入总名单里。比赛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节目我深有感受，我们不应该把时间都浪费在玩上，
而是多去看些国学经典，把国学永远的传承下去!

凉风吹起书页，在清风吹拂中我想起了高尔基的说过的一句
话：“走正直诚信的生活道路，定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
”这句令人深省的名言，刚好与那一期《国学小名士》的考
验主题相吻合。

说到了诚信，我不得不提起一件我不想面对的事情——那天
我在翻阅小学时的作文集，偶然看见了我“写”的那篇文章，
这使我的思绪飘到了六年级的时候：临近小学毕业前夕，大
家都在紧张的准备毕业考试，我也是这样。可是在这个时候，
老师说让我们每个人写一篇自己最拿手的文章，选出好的来
发表在作文集上面。当时我心想：学习时间这么紧张，哪里
有空写这么一篇没有太大作用的文章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抄
一篇算了，这样既节省了学习时间，又能够在小学的历史上
留下光辉而有灿烂的一页!我就按照这个方法做了，果然不出
我所料，作文真的刊登在了作文集上面，我欢呼雀跃，身边
的同学们都在赞扬我的文采好，我心里顿时洋溢着满满的幸
福和满足感，这就是我想要的啊!升入初中后的一天，有一个
朋友突然对我说：“我好像在一本中考满分作文上面看到了
你作文集上的那一篇文章，你不会是抄的吧?”我不假思索的
回答：“怎么会呢?”我当时好像真的把那篇文章当成了自己
笔下的成果。可是过去了很久以后，我一想：这本来就不是
我的啊!我为什么要拿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得来的赞美而去
满足呢?这件事令我后悔了许久，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
这种事情。



诚信，“言”和“成”组成了“诚”，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承诺的事情就得完成，这是一种做人的基本。“人”
和“言”组成了“信”，遵守诺言、不虚伪欺诈，也是对他
人、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心灵依赖。诚信，是做人的一种
闪光品质，它是做人的根本，能够使你傲骨永存!诚信使人们
升起心中的太阳，可以照亮自己，也能温暖他人!

天使用诚信作为绷带，医好了飞翔的翅膀。我知道，撒旦的
谎言如果被揭穿，他的魔杖会失灵。诚信不可抛，它是法宝!

身披一袭灿烂，心系一份执着，带着诚信上路，将踏出一路
风光!

国学小名士电视大赛观后感篇二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大家好!我是来自惠民一
实黄冈小学三年级一班的国学小名士——董正盛。”我也想
像参赛选手一样自豪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刚开始看《国学小名士》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知识是课本
上学不到的，他们竟然也能对答如流，真被他们惊人的记忆
力、丰富的知识储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现场应变能力惊呆
了。其中有一期中的参赛选手杨震竟然和我们是同龄人，仅
仅上三年级就敢上台与初中、高中的大哥哥、大姐姐比拼，
太佩服他的勇气了。我是一个不太爱表现自己的人，平日里
有类似的展示活动，我都不愿意主动参加，看了《国学小名
士》以后，我也想向杨震学习，抓住机会，锻炼自己。

爸爸妈妈告诉我，《我爱记诗词》和《名家对对碰》更多的
是考察参赛选手的国学知识储备，有不足可以在生活、学习
过程中弥补。留心处处皆学问，只要我们平时多注意积累，
多留心就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学习知识是简单的，但是要
将学到的知识运用的生活中，变成自己的实际行动就不容易



了。所以我更喜欢《美德大考验》，桔子捡不捡，垃圾桶扶
不扶，通过别人的表现可以反思一下自己，从而努力做
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在观看《国学小名士》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日常礼仪，
比如吃饭的时候必须长辈先入座，还要照顾身旁的人，多帮
别人斟茶倒水，餐桌上不要大声讲话，筷子尖、茶壶嘴儿不
能对着别人等。恰好过春节，我将这些礼仪直接用到了生活
中，得到了长辈们的表扬。

《国学小名士》的比赛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它留给我的启
示将伴随我成长。我将时刻以国学经典激励自己，努力成长
为一名“知行合一”的国学小名士。

国学小名士电视大赛观后感篇三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珍宝，也是汉语的
文字精华。国学小名士，是一场考验，是一个展现自我的机
会，是文化的传播，是知识的训练。下面是小编为您收集整
理的观后感，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经典是风筝，诵读这根线放飞它在更远的蓝天;美德是鲜花，
传承这簇叶点缀它更甜的笑靥;知识是鱼儿，行动这条河荡漾
它更灿的魅力;美好的心灵是种子，用“诵读经典、传承美
德”栽培，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加工，就会为自己和
社会酿一杯“果汁”——做个真正的国学小名士。

《国学小名士》经典诵读大赛在我心中播下了国学的种子，
它以妙趣横生的比赛展示了中华的风采与魅力。“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唱基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表美德。节目以“诵读经典、传承美德、知行合一、学以致
用”为主题，让我悟出了自己沉思良久的问题——怎样才能
用真学实干，酿出国学小名士这杯甘甜的“果汁”。



回味节目，真令人感慨万千。要酿出甜美的果汁，首先要
用“诵读经典”播下种子，用“传承美德”栽培果实——知
识。然后以“学以致用”为配料，以行动为榨汁机，让“果
机结合、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作为四个词组的诠释，
使“榨果汁”难倒不少人。记得比赛中有一场考验：在选手
考场的门前，放倒一个垃圾桶，看看能否有人将其扶起。哪
料到这一组的选手竟没有一人主动扶起，倒是用了许多哲言
来忏悔了这一事实。呵，知识的果子甘甜了，行动的机器没
榨好，结果终是一无所事。拿扶垃圾桶来说，有了知识却不
扶等于0，想去扶起不会扶也等于0。知和行是缺一不可的，
有知无行知呆板;有行无知行愚蠢。行动是镜子，映出知识的
光辉，知识是音符，谱出行动的韵律。要想知行合一榨出美
汁，还须知识贯彻行动中，行动体现知识力。

一次，我在教学楼里发现了一团废纸，白色的污点在干净的
瓷砖上各外刺眼。我注意到了它，却压根没在意：一团纸而
已，谁不会捡起?可是，当我快走到教室门口时，忍不住停下
了脚步。那团纸的身影一次次在眼里出现，“勿以善小而不
为”这句名言一遍遍在脑海中闪动。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下
了楼，捡起了那团废纸。瞬间，我有了一种荡气回肠的快感，
心绪一下子明朗起来。我榨了一杯果汁!其间体现的知识和行
动虽少，但却饱含知行合一的甘美。

说白了，大赛主题能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诠释。“诵读经典”
就是“传承美德”，“知行合一”就是“学以致用”，“诵
读经典、传承美德”体现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而将
知识与行动结合，便酿出了甘美的果汁——你就是国学小名
士了!

来吧，播下经典的种子，收获美德的成长;捧下知识的硕果，
榨出行动的美汁。愿人人为心灵酿一杯果汁，愿世界被知识
推动，因行动进化，让知行合一的果汁散发醉人的醇香!

山东少儿频道播出的《国学小名士》，对弈古诗词，品读诗



文里的美丽中国。让选手通过轮流背诵古诗词中常见的某个
字词来进行接龙，既考查了选手对古诗词的掌握程度，又能
够通过关键词来传递中华文化。

《经典诵读》是我们学生必背的，可对于我们来说只是死记
硬背，根本不理解其中的含义，这两天我看了一个节目《国
学小名士》，让我感悟颇深，受益匪浅!

《经典诵读》我们必须牢记的国学文化，所谓经典是指传统
的，对后人影响深远的文化珍品。精美的词句，警示的格言，
都给人以文化的陶冶和知识的拓展。对传统经典做到耳熟能
详，无疑是让我们在享用传统文化精华的精神盛宴，可是我
们呢?每天都在浪费时间，不学无术，每天昏昏的度日，所以
我非常惭愧——对不起老师和父母。

古代文人，穿越时空，为国学小名士出题。这些身着古装的
孩子，分别扮演小李白、小杜甫、小白居易、小李清照、小
蔡文姬、小苏轼，他们为国学小名士现场表演出题，让节目
增添了更多童真童趣。

真人秀外景短片，体现选手“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理解。
在初赛结束时，大赛组委会专门拍摄了60强选手的外景短片，
在拍摄中通过对参赛选手设置障碍，考察参赛选手在实践中
的想法和做法，体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这一环节的设置，
在于通过对经典的诵读，传承中国传统美德。

当我看到那些选手们激情洋溢的演讲，我的内心备受鼓舞，
他们就是我的榜样，我要努力学习。以后我要多看书，读报
纸，来丰富我的知。

看完后我有了深刻的醒悟：应未雨绸缪——提醒我无论做何
事都要首先做好充分的准备。经典诵读是对广大中小学生进
行爱国和民族传统教育的最佳教材，是弘扬民族精神，弘扬
中华文化魅力的法宝。经典诵读中所含的国学文化须牢记。



在《国学小名士》上有评委说：“松，在古人笔下是一个备
受赞扬的一种植物，出了他的本意外还有——高直，坚强，
正直等很多美的象征在他身上。另外还暗含着坚持不懈，认
真对待事物的精神。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这个节目使我受益匪浅，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我希望让我们这五千年悠久的灿烂文化发扬到全世界，让世
界关注中国文化，因为她就是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的化身。

古典诗词是我国文学宝库的珍宝。四言诗经，五言古风，唐
诗宋词，构成了诗歌国度中无比壮丽的景象;饱含着丰富的文
化内涵和审美意蕴，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文化最
灿烂的瑰宝之一。清词丽句，恢弘奇伟;遨游诗海，美不胜收。

古诗是什么?要让儿时的我来说，那就是一些稀奇古怪，难以
理解的句子。而这些难以理解的句子，在考卷上是再熟悉不
过的了。在低年级时，背古诗对我来说是最复杂不过的了，
背个诗简直比登天还难呐!可当我今天看了《国学小名士》后，
我看到各位哥哥姐姐们那脱口而出的背诗速度，实在让我惊
呆了!他们口中那一句句优美的古诗，都是祖先留下的财产，
这一份份财产，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中华灿烂文化的启明
灯，照亮了我们对古诗热爱的激情。

古诗句的意境也很多，读着读着，眼前就出现了一幅幅动人
的画面。“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伊人独立花下，落英
缤纷，一双春燕在细雨中飞翔。晏几道把相思都描绘得如此
浪漫，在下真是佩服。“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晴天的西湖，水上波光荡漾，闪烁耀眼，正好展示着那美丽
的风貌;雨天的西湖，山中云雾朦胧，缥缥渺渺，又显出别一
番奇妙景致。妙哉!妙哉!

可是自从有了电脑、手机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后，人们有什么
问题就会使用它们查询，可以搜到很多的满意答复。正是因



为如此，人们才变得很少去通过书籍查找资料。那就更没有
多少人会去在意故事词了。

我通过看《国学小名士》对古诗词加深了理解。古诗词已不
再是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了，古诗词是每个中国人必须了解
的文化，古诗词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也包含了我们祖先的
智慧。

中国，随着时间的流逝，语言也发生了多次的变化，从古人
说的文言文到现在说的白话文，文言文现在也成了学习的一
种，它们都被挖掘了新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无价的。

我对《国学小名士》里的哥哥姐姐们都赞不绝口，我要向他
们学习，多积累古诗词，多了解祖国文化，多看些好书，多
储存有用的知识。

同学们，让我们向祖国的璀璨文化走去吧!让我们向古诗词的
方向前进吧!

国学小名士电视大赛观后感篇四

今天，我观看了《国学小名士经典诵读大赛》。

开场的第一句话我颇有感触：“诵读经典，传承美德。知行
合一，学以致用。”国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接续
国学新火能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比赛中7号选手
侯朝捷的多情薄情诗，12号冯浩然短小精悍的诗句，像
如“苦情重诉、愁情怕诉、生为同室亲”，两人的发挥流畅、
自然，留给我的印象最深。

通过观看该节目，小选手们渊博的诗词积累、机智灵活的对
答，深深的触动了我。山东国学小名士观后感400字3篇书籍
读后感-名著读后感-小说读后感-教师读后感等-中小学生读
后感。名家流传下来的精品诗词是那样优美、脍炙人口，作



为小学生，我们身上承担着将这样精深的文化继续传承、发
扬的责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通过不断的沉淀，去其槽
粕，留给我们的是艺术的瑰宝。当我们朗朗的读书声传出窗
外时，是否每个人都已读懂、理解了它们的含义呢?通过观看
该节目，我觉得自己在知识求知的道路上还有长远的路去走，
思想决定行动，只有不断传承经典文学、积累更多的学识，
丰富了自己的内在，才能不断影响、提高我们的外在、修养。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要在求知的道路上传承经典文学，
积累更多的知识，丰富内涵。在美德方面，真正学以致用，
知行合一，以高标准、高素质要求自己，做一个新时代的国
家栋梁。

国学小名士电视大赛观后感篇五

1.《国学小名士》的观后感

通过观看《国学小名士》这个节目，让我受益非浅。我知道
了我们中国传统博大精深;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有丰
富的传统。

在社会上有很多口中讲文明但自己却不讲文明的假文明人。
比如：骂人.乱吐痰等等不文明的现象。如果同学们遇到这种
人，一定要制止并且告诉他们这样不对。

无论在生活还是学习都要重视古诗。

2.《国学小名士》观后感

最近，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寒假作业--看《国学小名士》。

开始我觉得没什么好看的，但是看的久了，我就觉得很有滋
味了。我自从看了《国学小名士》以后，我受益匪浅，知道
的多了，有时我还能在电视机前也对一对古诗，一开始我很



难能对上，但是以后看的多了，积累的知识就多了。我特别
佩服那些年龄比我小但是比我知道的多的小朋友我虽然是在
看，但是我也跟着长知识。以后我也要多看书、多看报，争
取超越他们!

这个节目真精彩，我太愿意看它了!

国学小名士电视大赛观后感篇六

今天，我看了一部视频——《国学小名士》，这个视频使我
体会到一个深深的感悟。

《国学小名士》主要播讲选手们利用国学知识来答题。答题
一共四人，答对的选手继续答，答错的选手出局。第一关考
了选手们的知识积累和灵活运用的能力，每一个选手答题都
是脱口而出，毫不犹豫，他们的知识面让我目瞪口呆；第二
关是解释一下句字的意思，在这一关里，答对了的加分，答
错的减分。这一关有一个男生是最厉害的，其他人都没有答
对，只有他答对了，他过了我认为最难的一关。第三关是看
你的注意力，这一关是小黑与选手们一起考，看看他能把选
手们的注意力分散吗?结果还是那位男生注意力最好，别人干
扰不了他，那位男生最后胜出。

观看完这一部视频，第一关给了我一个感悟：选手们的答题
全是自己通过学习的知识来答题，国学文化他的知识面多，
而且还广。使我懂得自己只有通过业余时间来背、记，光背
光记还不行，还要学会灵活运用，要看问的什么问题，然后
你要迅速在脑海里想出这个题的解题思路和方法，这样才能
回答出来。第二关，主要考察了选手们的理解能力，理解能
力还是多读书从书本中得来。你在看书的时候，自己不要囫
囵吞枣、不求甚解，这样永远也读不好一本书，没读完一句
话，马上就开始思考，思考什么呢?体会每句话的意思。只有
理解了就记到了自己的脑子里去了。如果不理解的话，你不
要唉声叹气要多问多学。我们做一件事就要一直做到底，不



能半途而废，这样才能学到知识。

第三关是看选手们的注意力，无论是做一张卷子还是看书、
看报，你的注意力就要在这上面，在读书看报时如果被别人
干扰自己走神了，你可能把已读的东西全忘记了，这样你只
会半途而费。不能理解书中所讲的故事，所以我认为做什么
事情都要集中精力。

无论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都离不了多读、多记、多想，
也可以说“读书有三到所谓心到、眼到、口到”。

看完这个视频，我想我应该多读、多记、多想了吧！而且，
自己以前的那种不认真读书方法也应该改变一下了。

国学是祖先们留给我们的文化知识，自己一定多学多看呀！

国学小名士电视大赛观后感篇七

诵读经典，传承美德。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下面小编整理
了几篇关于国学小名士观后感600字，谢谢大家欣赏!

所谓经典，是指传统的，对后人影响深远的文化珍品。在学
习过程中我们也被经典诵读所陶冶，精美的词句、警示的格
言都给后人以文化的熏陶和知识的拓展，能对经典词句做到
耳熟能详，这无疑是让我们在享用传统文化精髓的盛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讲述了一个道理：能者为师。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能接触到很多人，而每个人又
都各有自己的长处值得我们彼此学习，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
就像我们班里的张宇涵她的语文学习成绩特别好连续五年来
每次都考全班第一;王梓桐学习努力，做题仔细认真，从不马
虎，这正是我需要向他学习的地方，改掉我粗心的坏毛
病……真的是让我不由得产生赞叹羡慕之情。同时也激励我
以他们为目标发奋图强、扬长避短，做一位敢于争先得自己。



读了古诗文，使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识，使我们好似又
穿越了历史时空，回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中。

经典诵读是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传统教育的最佳
教材，是弘扬民族精神，张扬中国文化的魅力法宝，为拥有
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唱起发扬民
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的最强音。它是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
的化身，我们要加强学习发扬光大。

告诉你们，通过诵读经典诗文，我走进了一个妙不可言的世
界。我知道了什么是儒家风范，什么是道家精髓，什么是千
古美文……“经典”虽然看上去年纪一大吧，其实火力旺盛
的很。他流传了千百年，从“人之初，性本善”到“有朋自
远方来不亦乐乎?都展示着它博大精深的魅力。

其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天天挂在我口中。那就
是许多人行走，他们之中必然有我的老师。这句让我收益非
浅，就是出自于儒家的圣贤孔子之口。这句之所以能让我受
益非浅，是因为它包含着一个哲理：“能者为师，虚心请教。
”你见过高山吧?它是那样雄伟绵延!你见过大海吧?它是那样
壮丽无边!山之高，是因为它不排斥每一块小石头;海之阔，
是因为它聚集了千万条小溪流。如果你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
大海般渊博的知识，是否就应该善于从生活中寻找良师益友，
吸收他人的点滴长处呢?这也是曹操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
水不厌深的哲理”啊!

真的，人的一生犹如一条长路，有许多的岔道，我们有时会
走错路，但有人会来提醒你，它就是国学就是经典诗文，因
为它聚集了所有成功人的经验，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其价值
历久弥新，我们没有理由不继承和发扬这一民族的瑰宝。而
且对于我们少年儿童来说读诵经典，自幼就开始接受五千年
文化的熏陶，就定能奠定一生优雅的人格。读诵经典的同时
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古文和白话文水平，有助于我们对其它知
识领域的领悟和旁通，更能促进各科学业的进步。



假如说我们的心田是一块最普通的土地需要阳光、雨露、肥
料和辛勤的耕耘，那经典诗文就是那阳光、惠风和细雨。只
要你愿意时时刻刻去吮吸去领悟那我们的理想之花一定会开
得更艳持得更久。

那我们就继续诵读吧!好好地拥有它，记住它。让它来净化我
们的心灵，让它来耕耘我们心中的土地，提升我们的品位，
弘扬中华民族之精髓，更让它引领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向成
功迈进吧!

"诵读经典，传承美德。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这正是《国学小名士》的口号，当然，也是作为中华儿女需
要做到的。

就在这几天，我观看了齐鲁网少儿频道《国学小名士》这个
节目，也正是这个节目使我受益匪浅。且不说复赛怎么怎么，
就看总决赛场上的选手知识是多么的渊博、思维是多么的敏
捷、反应时多么的灵敏，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向他们学
习。

还有就是总决赛第一个环节的第一题：用带有家、国的诗词
来回答。这是我想到了一幅对联，上联：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
声入耳; 下联：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只有我们不断地
去关注自己的国家，少年强才国强，我觉得这才恰恰是举办
这个《国学小名士》这种比赛的意义所在。因此呢，这两个
字在中国诗词当中可以讲，无穷无尽的在表达着。

再就是第二题：用带有亲、情的诗词来回答。那么我觉得这
诗词中的亲情在我们流传的过程中，起了一种给我们民族世
世代代感情教育的作用，它使我们的情感受到了陶冶、得到
了升华。再看最后，在十二位“国学精英”中，总冠军诞生
了!她，就是刘康宁!

通过观看，千古美文的神韵，华夏礼仪的儒雅，仿佛在这次



比赛中悠然再现。在朗朗的诵读声中，不仅让我了解了历史、
体味了人生、丰富了知识，更主要的是让我喜欢上了传统文
化，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更懂得了如何来做一个新时代的美
德少年!

今天观看了《国学小名士》这个节目之后，我受益匪浅，明
白了中国传统文是有多么重要。

一位位小名士深情地朗诵着一首首诗词，这些诗词大多数我
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而他们却朗诵如此熟练，简直就是张飞
吃豆芽--小菜一碟。

现在，我们每学期都会有一本《经典与阅读》。《经典与阅
读》这本书上有着二十首古事，一学期就背这二十首古诗，
但即使这样，我背的熟练度还达不到这些小名士的一分。这
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啊!我身为中华民族的下一代，身为龙的
传人，感到万分愧疚。

如果一天就背一首古诗，一年就会背三百六十五首古诗，十
年就是三千六百五十首古诗。只要这样不断的积攒下去，累
积下去，就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加深刻。

所以我们要让中国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而不是让中国传统文
化在民间流失。

就在今天，我观看了《国学小名士》这部影片。通过这部影
片，我受益匪浅，不仅得到了很多知识，而且发现了自己的
部分问题，更了解了一些做人的道理。

首先，在这部影片的第一部分“我爱记诗词”，我就发现了
自己的一个大毛病 --古诗词积累的太少。虽说偶尔能答上来
几个，但会得还是少之又少。在这种时候之所以会出现这种
情况，是因为我平日里总是顺着自己的性子看些自己喜欢的
书，对像古诗词这种我不感兴趣的书，我总是碰也不碰。唉，



我的阅读性还要更广泛才行啊!

然后，在第二部分“名家对对碰”中，我则汲取了很多知识。
例如“乾坤的意思是天地”“宇宙的宇的意思是空间”“规
矩的意思分别是圆规和距尺”……它让我了解到了很多以前
听都没听过的知识。

在现在的生活中，我们难得能看到这种富含人生哲理而又不
失风趣的影片，我期待着这种影片越来越多，更期待着能像
小名士一样做到“仁、义、礼、智、信”的人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