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化自信自强个人心得(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文化自信自强个人心得篇一

作为一名学生，一直以来都深感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因此，
在校园里，我也一直关注着文化自信方面的新闻和动向。最
近，我校组织了一次文化自信调研，让我受益匪浅。下面，
我将从五个角度出发，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发展条件

文化自信的发展需要适宜的条件作为支撑。近年来，我国经
济实力迅速增强，国家不断提供文化服务等公共服务，为文
化自信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同时，新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普及使得我们更加方便地获取文化知识，从而加强了对文
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加快文
化自信的推进，进一步推动文化发展。

二、文化制度

文化制度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
较为成熟的文化制度体系，如文化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国家
文化产业发展等。此外，文化自信还需要更多的比较优势的
文化资源。因此，建立健全公共文化设施、文物修复等措施，
保护好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掘和推出更多具有创新性的
文化产品，为文化自信的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三、道德使命



文化自信不仅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道德使命。我们应该重
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高文化品位与品质，发挥文化
杠杆作用，推进各个领域的发展。同时，我们还要将文化自
信转化为社会价值，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提高各项
文化产品的品质，倡导有益的社会风尚，为社会福祉作出贡
献。

四、文化教育

学校和社会都应该加强文化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进一
步认知和自信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几年，随着全国各地文化
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大量的传统文化课程进入我国各级学
校。此外，一些非政府机构也开办了不少文化课程，如高雅
音乐、古典诗词等，也使得文化教育更具活力。我们应该充
分利用这些机会，深入了解文化、传播文化并将文化传承下
去。

五、全民参与

文化自信不仅仅是文化产业或者文化人的事情。整个社会应
该加入到文化自信的推进过程中来。例如，有些人可以加入
到文艺创作的队伍中来，创作一些有思想性的小说、散文、
诗歌等文艺作品；有些人可以感性地学习传统绘画、书法、
中国结等民间技艺，并将其发扬光大；有些人可以与艺术家
或文化人合作，共同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这样全民参
与的方式，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国家精神
和文明表征。

总之，文化自信不仅是各级领导和文化领域人员的责任，更
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责任。只有大家把文化自信作为一项基本
的伦理要求来认识和践行，才能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
挥更多的作用。



文化自信自强个人心得篇二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连绵不绝的文明历史，创造
了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尤为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
着人类文明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
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诱人滋养。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
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者。
要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决不可抛
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要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预
计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不断创新。”中华传统文化是中
华我们民族融合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
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要坚持思想的方法，采
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
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既不能片面地讲起厚古薄今，
也不能片面地讲起厚今薄古。

要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
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坚韧和价值观自
信。系统梳理传统中华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深入挖掘和阐发其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
资产价值。大力宣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守卫者优秀文化
和光荣历史，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
品、诗作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精确正确的唯物主义、民族观、
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要对传统传统人文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艺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
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扎实
推进做好批判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
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加以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
的表现形式那些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
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当新进步新
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
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传承和弘扬大同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瑞维尼，闭上眼睛不
看世界。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
长历史进程当中，不断努力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
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文明
因交流而多彩，文明礼仪因互鉴而丰富，对各国人民创造的
优秀文明成果，我们当然要学习仿效，而且要认真学习借鉴，
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

文化自信自强个人心得篇三

正如方哲萱所言：“我们懂得和平主义，却忘了伦理纲常，
我们拥有音乐神童，却不识角徵宫商，我们能修建高楼大厦，
却容不下一块功德牌坊，我们身著西服革履，却没了自己的
披风。”的确，在宣扬西化的歌功颂德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
西方节日流行起来全国气氛浓厚，而传统工艺鲜有佳节的风
俗却鲜有人能够记起，一座座四合院被强行拆除，尘烟还未
散尽之处一栋栋高楼大厦却拔地而起……时代的迅猛发展带
来了现代文明，却也冲击着我们悠久而厚重的文化。

文化自信自强个人心得篇四

文化自信是指在全球文化交流中，坚定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和
国家所拥有的文化价值和特性的信心和自信心。文化自信在
现代中国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理念和价值观念。不久前，我参



加了一次有关“文化自信”的调研，从中我收获颇丰，以下
是我的个人心得体会。

首先，文化自信的背景及意义。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日益
加剧的背景下，文化自信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种新能力，
它既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觉性等价值基础，又有承载历史
记忆和变迁的文化创新与创造力，更有应对当今世界范围内
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的文化智慧和操控能力。因此，文化自
信不仅是个人和民族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更是文化交流
和传承的动力和精神支撑。

其次，文化自信的内涵和表现。追寻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源，
要回到中华文明的源头，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最重要的
依托。在具体实践中，文化自信的内涵和表现可以体现在教
育、文化产业、国外交流等方面。现已有不少高校国学课程
的开设和中外合作的中华文化项目，旨在重建和传承中国文
化的底蕴和特征，同时加强国与国交流，积累吸取国外学者
和艺术家的学术和文化成果。此外，文化自信还应当体现在
结合时代特征的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如互联网技术与文学、
电影、音乐等文化产业的融合，是放飞文化与信息的创造性
转换，更是代表着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再则，文化自信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作为一种新能力，文化
自信还需要在实践中稳步加强和提高，如遏制盲从和产生异
化的“文化走向。”我们应该坚决抵制市场化和现实效用化
的虚情假意，促进优质优价和符合市场供需、最大公约数的
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而赋予文化“自由贸易”下的交流与传
承以更多的内涵和魅力。更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积极引进
世界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保持开放的姿态，汲取其他文化
的经验和资深，进一步丰富中国文化内涵与国际话语权。

最后，文化自信的未来展望与需求。文化自信的实现需要一
种跨地域、跨文化、跨政策和产业的协同推进机制，并以政
策保障和法律制度为前提。加强国际文化多元性的保护与推



广、强化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落实文化领域及教育领域
的经费投入等，都是保持文化自信的治本之策。在实践中，
需要一个“合理扶持，保护发展”的政策支持，持续调整和
平衡现有的文化产业和市场需求，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
境。

总之，文化自信是当今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只有加强
对文化价值的理解、加强对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才
能建立起一种快速变化的文化生态系统。在未来的发展中，
我们应该不断强化文化自信的内涵和表现，团结世界各国，
共同携手推动文化的进步和交流。唯有如此，才能为我们未
来的文化产业和国际竞争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文化自信自强个人心得篇五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
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
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要用中华民族创
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决不可抛弃中华
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要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
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
法，采取主义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
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
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



要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
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认真汲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深入挖掘和阐发其讲仁爱、
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大
力宣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通过学
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
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
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
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
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
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
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
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闭上眼睛
不看世界。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
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
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文明因交
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
成果，我们当然要学习借鉴，而且要认真学习借鉴，在不断
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于外国文化很是纠结。__战争以前，中国
人对西方文化可以说是嗤之以鼻，但随着国门被打开，西方
文化传入，人们又一哄而上，大力吹捧西方文化的种种好处，



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虽说现在我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也不再面临文化丢失的危机。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力
却从那时起就从未改变。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诞生最早的文化之一。无论是先秦时期的
百家争鸣还是两宋时期的

古文运动......都见证和发展了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又以
其包容性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它在漫漫的岁月长河
中不断沉淀，最终铸成我们灵魂的支柱，而这也是与西方文
化不断作用的结果。正因如此，我们才更要正确认识到中华
文化不可替代的作用，更要树立和坚定文化自信力。

坚定文化自信力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肯定，更是对
历史辩证的认知和评价。当中华文化是世界上诞生最早的文
化之一。无论是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还是两宋时期的'古文运
动......都见证和发展了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又以其包容
性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它在漫漫的岁月长河中不断
沉淀，最终铸成我们灵魂的支柱，而这也是与西方文化不断
作用的结果。正因如此，我们才更要正确认识到中华文化不
可替代的作用，更要树立和坚定文化自信力。

坚定文化自信力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肯定，更是对
历史辩证的认知和评价。当马头琴成为蒙古国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当祭祀孔庙的仪式还要从韩国引进时，这以不是文化
的悲哀，更是历史的悲哀。对于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来
说，这恐怕也是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史例。

坚定文化自信力就像是给民族文化打了一支镇定剂。它能让
民族文化持续朝健康方向发展，在文化发展观念淡薄的今天，
这无疑文化发展的救星，更是文化前进的动力。

文化自信力就是抵御外来文化的一面盾，它的后面是源源不
断的文化信念。著名学者余秋雨说过：浪漫的法国人以一种



善意而真诚的嘲弄来重新理解法国文化的严肃，德国人也在
谦虚中以现代的眼光展现曾经的德国，而毕恭毕敬的我们却
正犯着一种将历史遗产供奉起来的毛病。诚如实，我们的文
化自信力的后盾也逐渐被这种文化理念消磨，直至文化丧失
的那一刻。

在坚守文化自信力上，我们与其他国家存在明显地差异，这
也是我们的文化观念和信念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根本原因。在
一百多年前，我们面临着被殖民化的危险;而现在，无时无刻
的文化入侵和文化战争也使我们面临着不亚于百年之前的危
险，或许它已悄无声息的潜伏在你身边，只是你从未发现。

清政府时期，洋务派李鸿章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楚
地阐明了当时中国人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我认为这也应该
是现在的我们持有的态度。而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就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力。才能达到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