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国学诵读心得体会(优质5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心得体
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从而不断提升自己。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
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国学诵读心得体会篇一

今天,我观看了山东少儿频道的经典诵读节目,节目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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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节目中讲的礼仪深有感触。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礼仪的国
度，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素以彬彬有礼而著称于世。
中华民族的礼仪文化是几千年灿烂辉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中华民族连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礼仪文化蕴藏着
积淀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的礼仪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起到了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

礼仪是在人际交往中，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
的律己敬人的过程，涉及穿着、交往、沟通、情商等方面的
内容。礼仪是我们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能力。从个人修
养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
表现。从交际的角度来说，礼仪可以说是人际交往中适用的
一种艺术、一种交际方式或交际方法,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
的示人以尊重、友好的习惯做法。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礼仪
可以说是在人际交往中进行相互沟通的技巧。

但是，在当今这个社会，礼仪好像已经被人们忽视，太多人
不把礼仪当回事。在大街上随便转转，你就可以看见，总会



有那么几个人,走着走着,就把刚刚手中的垃圾随手扔在了地
上,明明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垃圾桶,可还是不愿多迈那几步,随
手就扔转头就走。再看看学校里，有乱丢果皮纸屑的;有随地
吐痰的;有在墙上涂鸦的。哎，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有的学生
竟然说脏话、抽烟、打架。

尽管如此，平时的个人礼仪还是要做到：说话轻一点，脾气
小一点，理由少一点，知识多一点，嘴巴甜一点，微笑多一
点，行动快一点 ，做事多一点，步伐稳一点，速度快一点。

陶行知先生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的本领，
也无甚用处。并且，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
为非作恶愈大。因此作为学生，我们要为祖国争光，做个有
道德的真人。

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历史的古老国家，每每想到我是这
个国家的一分子，内心就回被一种自豪感所充斥，我觉得作
为一个中国人是最值得骄傲的。

今天，我观看了《国学小名士》的比赛，比赛才用积分制，
共分三个环节，分别是“博览群诗”“学富五车”和“名师
高徒”。

第一环节是“博览群诗”， 是根据大屏幕显示的关键词，选
手依次背诵包含关键词的古典诗词、名句。答错背错出局。
几轮过招后，选手们个个斗志高扬，选手们不仅运用了古诗，
文言文中的诗句，还运用了“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
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等我们学习过的诗句，连续的几次
接龙后，已有选手想不起来诗词了，只能遗憾地离开比赛，
而其他选手则继续比赛。

第二环节则是“学富五车”，是根据主持人，大屏幕上的提
示来抢答，抢答，错答则扣除本次答题机会，答对加分。经



过本环节的答题，选手们的比分不相上下，谁胜谁负就要看
第三个环节了。

第三环节是“名师高徒”本环节邀请了三位名师大咖，来提
问选手，他们持有10分，20分，30分，题目。选手根据自身
情况选择答题，答对加分，打错则扣分。经过提问，选手们
有的答出结果，有的选手没有答出，就只能减去相应的分数
了。

观看这个节目以后，我也爱上了古诗，我被语句的优美、诗
韵的高雅所吸引。我们每背一首古诗，我们不但要读出它的
韵味，理解它的内涵，而且还要根据诗的意境绘画出风格不
同的图画。通过诵读，我理解了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深刻，
苏轼的豪放和李清照的婉约……通过那一读、一诵、一写、
一画之间，我领略到古诗的魅力，我将自己与诗融为一体。
我体会到了中华经典文化的情趣和神韵。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
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国学是中国的国粹，它
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化底蕴。作为中国人应该以此
为傲。我衷心地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国学学习的行列中，
让国学经典的智慧之光引领自己走出迷茫，让自己的人生轻
松而洒脱;能有更多人继承并发扬国学文化，让自己在历史的
舞台上熠熠生辉、永不衰竭!让我们带领孩子们走进国学，与
古代圣贤为友，让民族文化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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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诵读心得体会篇二

经老师的推荐，我观看了在山东电视少儿频道播出经典诵读
电视大赛《国学小名士》真的是太精彩了!我都舍不得说了。

之后的几天，节目更精彩了!比如：在紧急时刻，你会把别人
的钱借给需要帮助的人吗?在与导演进餐时，当食物不够时你
会不会自己那份让给别人哪?还有很多很多的是让我们注意。
尊重别人，帮助别人，让别人感到快乐，感受到你的关心。



看完了这些短片，我懂了很多我也知道了很多。以后，我要
好好按照短片上的行为来做，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

今天，我看过《经典朗读大赛》后，发现，好多的国学，在
我的眼里，都是一片模糊、朦胧，即使我学过的国学，他的
庐山真面目，由于我身在此山中，所以依然看不全，看不透。

《“国学小名士”经典朗诵大赛》里的人主要包含中学生，
他们的国学积累出乎了我的意料。我熟悉的，我不熟的，甚
至还有生僻的居然都会。真可谓是无事不知啊。这让我体会
到了他们积累国学的多少，他们不只是会背古文，还理解国
学。

国学，是一个在渐渐消亡的一门知识，从过去的家喻户晓，
到现在的没人知道多少。国学中的意义也被人更改，就比如
说，有的人看《孙子兵法》，却利用《孙子兵法》想怎么让
自己升职。国学现在就像天边的彩霞，看上去美好，可是却
转瞬即逝;又像地上的花朵，闻着香气扑鼻，可有怎么样?依
然随时会凋谢、枯萎。但是如果想挽救国学，传承国学，那
只有让阳光不再溜走，让花儿分撒种子，这样，重拾遗弃的
明珠，才能挽救国学，让国学继续传承下去。

现在的国学，只有往下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发展下去，
可是光背是没有用的，国学，是靠做到的，国学是什么，是
中华民族的道德品行。

但是，如今，人们为什么学国学呢，我猜，可能是为了传承
国学、为了完善自己的品行而学国学，但是真正这样想的人
又会有多少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少年，就只能担任起传承
国学的事，让国学不再像小花、彩霞，而让他像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竹子一样，扎根在我们炎黄子孙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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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诵读心得体会篇三

我驻舟远眺，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只雄狮，从古至今，无数
先辈用生命保卫着它：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有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
昆仑”，也有杜甫的“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走进爱
国志士的心灵，去品读他们的精忠报国，有战场上的英勇奋
战，也有庙堂上的忠言直谏，中华上下五千年，无数仁人志
士用鲜血，用生命阐述着爱国的含义。苏武在冰天雪地中手
握旄毛，不辱汉节;文天祥宁死不屈、正气凛然，以死实践
了“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顾炎武发出“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梁启超高喊“少年强则国强，少年
富则国富”……诵读国学经典，声声锤人心魂，字字催人奋
进，爱国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年少的我掩卷慨叹，鸿志满满，时间的河流从未停息，她一
直汩汩而前，与高士为伍，我定不俗，有先贤作伴，我定会
走的更远。



国学诵读心得体会篇四

国学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是世界文明的瑰宝，让
我们从小学国学，人人读国学，用自己的行动传承我们的国
学吧。下面由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山东省第三届国学小名士经
典诵读观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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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历史的古老国家，每每想到我是这
个国家的一分子，内心就回被一种自豪感所充斥，我觉得作
为一个中国人是最值得骄傲的。

今天，我观看了《国学小名士》的比赛，比赛才用积分制，
共分三个环节，分别是“博览群诗”“学富五车”和“名师
高徒”。

第一环节是“博览群诗”， 是根据大屏幕显示的关键词，选
手依次背诵包含关键词的古典诗词、名句。答错背错出局。
几轮过招后，选手们个个斗志高扬，选手们不仅运用了古诗，
文言文中的诗句，还运用了“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
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等我们学习过的诗句，连续的几次
接龙后，已有选手想不起来诗词了，只能遗憾地离开比赛，
而其他选手则继续比赛。

第二环节则是“学富五车”，是根据主持人，大屏幕上的提
示来抢答，抢答，错答则扣除本次答题机会，答对加分。经
过本环节的答题，选手们的比分不相上下，谁胜谁负就要看
第三个环节了。

第三环节是“名师高徒”本环节邀请了三位名师大咖，来提
问选手，他们持有10分，20分，30分，题目。选手根据自身
情况选择答题，答对加分，打错则扣分。经过提问，选手们
有的答出结果，有的选手没有答出，就只能减去相应的分数
了。

观看这个节目以后，我也爱上了古诗，我被语句的优美、诗
韵的高雅所吸引。我们每背一首古诗，我们不但要读出它的
韵味，理解它的内涵，而且还要根据诗的意境绘画出风格不



同的图画。通过诵读，我理解了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深刻，
苏轼的豪放和李清照的婉约……通过那一读、一诵、一写、
一画之间，我领略到古诗的魅力，我将自己与诗融为一体。
我体会到了中华经典文化的情趣和神韵。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
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国学是中国的国粹，它
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化底蕴。作为中国人应该以此
为傲。我衷心地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国学学习的行列中，
让国学经典的智慧之光引领自己走出迷茫，让自己的人生轻
松而洒脱;能有更多人继承并发扬国学文化，让自己在历史的
舞台上熠熠生辉、永不衰竭!让我们带领孩子们走进国学，与
古代圣贤为友，让民族文化源远流长!

之后的几天，节目更精彩了!比如：在紧急时刻，你会把别人
的钱借给需要帮助的人吗?在与导演进餐时，当食物不够时你
会不会自己那份让给别人哪?还有很多很多的是让我们注意。
尊重别人，帮助别人，让别人感到快乐，感受到你的关心。

看完了这些短片，我懂了很多我也知道了很多。以后，我要
好好按照短片上的行为来做，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

今天,我观看了山东少儿频道的经典诵读节目,节目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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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节目中讲的礼仪深有感触。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礼仪的国
度，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素以彬彬有礼而著称于世。
中华民族的礼仪文化是几千年灿烂辉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中华民族连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礼仪文化蕴藏着
积淀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的礼仪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起到了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



礼仪是在人际交往中，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
的律己敬人的过程，涉及穿着、交往、沟通、情商等方面的
内容。礼仪是我们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能力。从个人修
养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
表现。从交际的角度来说，礼仪可以说是人际交往中适用的
一种艺术、一种交际方式或交际方法,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
的示人以尊重、友好的习惯做法。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礼仪
可以说是在人际交往中进行相互沟通的技巧。

但是，在当今这个社会，礼仪好像已经被人们忽视，太多人
不把礼仪当回事。在大街上随便转转，你就可以看见，总会
有那么几个人,走着走着,就把刚刚手中的垃圾随手扔在了地
上,明明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垃圾桶,可还是不愿多迈那几步,随
手就扔转头就走。再看看学校里，有乱丢果皮纸屑的;有随地
吐痰的;有在墙上涂鸦的。哎，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有的学生
竟然说脏话、抽烟、打架。

尽管如此，平时的个人礼仪还是要做到：说话轻一点，脾气
小一点，理由少一点，知识多一点，嘴巴甜一点，微笑多一
点，行动快一点 ，做事多一点，步伐稳一点，速度快一点。

陶行知先生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的本领，
也无甚用处。并且，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
为非作恶愈大。因此作为学生，我们要为祖国争光，做个有
道德的真人。

国学诵读心得体会篇五

今天，我在齐鲁网上观看了山东省第二届“国学小名士”经
典诵读电视大赛。



“诵读经典，传承美德。”这是大赛的宗旨，也是我们每一
个人都要做到的。并且，我们可是生在孔孟之乡啊，这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一个环节，比赛的内容是“国学速答”。速度是关键。第
一位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反应敏捷。未待主持人说完题目，
他已经回答完毕。他错在了“闭月指的人物”这道题上，评
委老师说是因为他产生了错觉。我想起来自己考试时，不就
是因为错觉丢了好几分么。我从这里面吸取到了经验。

第二环节是创意诵读。考的是创新和表演两项。第一位参赛
选手真是“文武双全”朗诵，耍枪一项也不差，我的眼睛都
看直了。其他的参赛者大多数都是朗诵。其中一位，吹着笛
子上台的。我很羡慕她，可是我却不会，我小时候学过一段
时间，看学不会，我就放弃了。所以大家不要学我，要坚持
不懈得学习。

还有一位参赛选手，朗诵时让人心旷神怡，并且面部表情也
很丰富。我觉得要向她学习。

看完初赛后，我不禁感叹，中华不愧为华夏古国。传下来的
文化博大精深。传下来的文化都是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