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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心得体会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
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网课心得体会篇一

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五千年来所有中国人的智慧，我们的祖
辈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传
统文化学好？我们不仅要学习传统文化，也要把它运用到现
实当中，与时代结合，让五千年来祖辈的智慧在现代生活中
熠熠生辉！儒家要我们首先修身养性，然后齐家、治国平天
下；道家讲悟道、求道、体道、行道，无为而无不为；佛教
导我们：利己、利人，功德圆满。这三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先要求我们自己明明德，摆脱了身心痛苦，悟了，获得了大
的智慧，然后再去做事，帮助他人，影响他人，造福社会。

宋朝朱熹曾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即五伦。它告诉我们思维的方法：博学、审问、
慎思、明辨、笃行。待人接物的原则：言忠信，行笃敬；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学习的最根本就是培养每个人德行，
具体来讲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一、孝：百善孝为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
之始也"。我们是从父母那里获得生命，我们应该知恩感恩。
一个人能知恩感恩，孝心才得以萌生。身为子女理应将奉养
父母的责任扛在肩上，时时想着父母、孝顺父母，不仅养父
母之身，还要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和父母之智慧，这样



才能真正让父母身心更快乐，生活更美满。

二、悌：一个"心"字，跟一个弟弟的"弟"，心在弟旁，表示
哥哥对弟弟妹妹的关心；心中有弟，就是兄弟间彼此诚心友
爱。《弟子规》中"首孝弟"就说明了孝敬长辈、兄妹友爱是
教育学习的重点。在家知道孝敬父母，在外面才知道尊敬老
师、尊敬领导；在家懂得友爱兄弟，在外面才知道关心朋友、
团结同事。在家里把孝道行好了，在社会上才能更好地接人
待物。

三、忠：古人云：忠者，德之正也。惟正己才可以化人。而
尽忠者，必能发挥出最大的智慧和才干，因为公生明，偏则
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忠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四、信：是指做人诚实不欺骗别人，我们与人交往要有诚信。
民无信不立，与他人交往，绝不食言，不妄语，不轻诺，言
既出，事必行。

五、礼：是由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大家共
同遵守的礼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
应学会礼仪，以礼待人。即洁身自爱，知节用和，克己制欲，
不涉奸乱，端正心思，以德治事。

六、义：是指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
有正义感。在社会活动中言行举止合乎正义和公益，不起盗
心，不占便宜，不偏不倚，俯仰无愧。

七、廉：是指人的品行正，不贪污，廉洁自律。我们做事情
应当洁身自爱、廉洁奉公，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在思
想上以清廉为乐。

八、耻：是说做人应懂得知耻、要有羞愧感。

子曰："知耻近乎勇"，一个民族的强盛，往往崛起于这个民



族自知所遭受的耻辱，继而才能勃发图强之力。最后，让我
们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这颗长寿树浇浇水、施施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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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总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我单位组织的传统文化培训。
短短的学习中，我倍觉时间短暂。感恩、感动、崇敬、赞
叹……交织在一起的感情，总让人留恋与思念。学习培训班
期间，我和全体同仁一起在聆听、感悟、震撼中尽情享受了
巍巍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教育的盛宴。

陈老师精选了的讲座视频、报告，大家都在聆听中感悟经典；
并在互动交流中分享学习心得。同通过这次学习培训，我享
受到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因为在这里，我的心灵得到了
一次彻底的洗涤，找到了开启幸福人生的钥匙，获得了可终
身相伴的财富。感动之余，我还要感恩，感恩李总给了我这
样一次拓展眼界、增长智慧的机会。

在以前的学习和工作中接触国学方面的知识不广，只知道是
儒家学问，认为学这些也没多大的用处，与自己的关系不大。
然而，通过学习，认识有了新的转变。我认为，国学博大精
深、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安居乐业，安身立命
之文化根基，也一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中国之所以成
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延绵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国家，正是
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国学文化作为支柱，这种文化一直贯穿于
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把我们祖辈们的经历、体验、方法
以及感悟都融入在这些文字中，为我们后人所一一品读，并
领悟其中的奥妙他们把这些经典留给我们，是希望我们代代
相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感恩父母。很多同事与我一样，在讲感恩父母那一段的时候
都流下了眼泪，是什么让我们学会感动？是什么让我们学会
感恩？是什么让我们学会彼此热爱？是忏悔，是“弟子规，
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



文”。这些是中华民族的根，中华民族的魂，是打开幸福人
生的金钥匙，感动之余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反思自
我，认真对照圣贤的教诲，感觉自己的道德都归零了，只有
输入新的血液，新的灵魂新的道德，才能完善自己的幸福人
生。在视频中老师们的讲话中既有深层的道理，又有具体的
做法；既有生活的智慧，又有历史的教训；既有广博的知识，
又有人生的理想，让我体会到了做人的意义和做人的乐趣。
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静心沉思，老师们从无
刻板的说教，更无哗众取宠的言语，有的只是一片真诚的心，
字字句句无不是感同身受的善意，令我不能不为之动容，他
们实实在在教我们从孝做起，从经典做起，从小做起，从我
做起，践行《弟子规》，把孝、悌、忠、信、礼、义、廉、
耻落实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人能自省便会开悟，圣贤的教导让我豁然开朗、迷雾顿
消；“学贵力行”，在今后的实际生活、工作当中，我要把
所学到的圣贤的教诲变成自己的行为规范，内化为自己的德
行，做为儿子对父母，“孝”字为先，遵循孝道，时时感念
父母的养育之恩；最为伟宏的员工，我要继续保持扎实工作
的作风，从我做起，从我心做起，以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
就一定能调动起工作的积极性，尽心尽力完成好教练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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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
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
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
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中国传统文化灿若星空，有无穷的底蕴。她源远流长，即从
中国产生人类起就有了中国历史，也有了中国文化。中国文
化是迄今世界上最久远、最稳定、最辉煌、最丰富、最发达
的文化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悠悠五千载，经历了萌生期、
形成期、确立期、繁盛期和总结转型期几大时期。在中国文



化的形成期，春秋时代，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千古
思想文化大景观，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浪潮。
按照两汉司马谈和刘歆的划分，诸子主要为儒、墨、道、法、
农、杂、纵横、名家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理论的奠基
石，深远地影响着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

学习传统文化可以培养文化气质，开拓我们的人生境界，并
能启悟生命的智能，发挥理性的'功能。我们学习唐诗宋词，
我们诵读名家经典，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领悟这其中的民族精
神。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源自《周易》的一句话，“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化华族传
统文化的精神特质由此可见一斑。其大意是天体运行体现刚
健精神，人亦效法天地而自强不息；君子的胸怀像大地一样
宽广，德行像大地一样深厚，所以能滋长万物，承载万物，
容受万物。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还是正在崛起的
中国，社会生活都面临着过度物质化功利化的问题。作为社
会精神支柱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发生了偏差。然而人作为人
的存在，还应是以智慧、德行和审美情趣为表现形式的文化
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以注重心性，长于伦理为基础特征
的中国传统文化能为现代人的迷失提供多方面的理性启迪。

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
由，搞一言堂。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
一致。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
发展。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以权
力代替法律。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

我听过一句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忠是舍弃小家顾大家的
大无畏精神。这个固然重要，但是，世界一直像现在一样和
平，不用我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就多关心关心我们的亲
人吧。



我们都知道，老人老了，是没有多大的用处了。但是咱们不
能把它们当做累赘，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最值得珍惜的宝贝。

文档为doc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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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习传统文化起码要先接受先贤的世界观，你俩要先在一
个语境里，才可能稍微明白点先贤在讲什么，而不是鸡同鸭
讲，对牛弹琴。

华夏先贤们书写的典籍出现在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科
之前，是先贤言行的记录，所以拿西方研究文史哲的思路来
学习华夏典籍窃以为不太合适。先秦元典代表着古人看待世
界的角度和行为方式，所以真正的传统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哲
学、思想可以概括的。既然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指的上承先
秦时期的干货，那么自然不包后来从天竺传来的佛教。

汉字表达了形声意三方面的信息，包含着华夏先祖对自然真
实的认识。或者说，汉字是承载华夏先祖对自然真实认识的
一种载体。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幅图画，一段动作，一个立体
的场景，乃至一段“自然真实”。所以不明白文字背后的自
然真实含义，那么对经典的理解就会浮于表面，或者师心自
用，自己胡编。

就比如《三字经》里提到的：“性相近，习相远”

习在《说文》里是“数飞也。”其实说的是小鸟拍打翅膀的
样子。小鸟想要飞翔，需要不断的重复的拍打翅膀。所以习
字其实代表着重复的不停的行动。所以这句话说得是后天的
行动的积累是每个人变得不同的关键。而不是简单的学习的
意思。

所以当我们越来越贴近文字背后的自然真实含义，就越容易



明白典籍中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古人言简意赅，好不夸张的
说，有时候一个字就是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图书馆。

所以开蒙认字其实是第一步。在古代这是小孩子们的必修课。

说完了上面的，才跟大家聊聊学习的方法。古人学习经典讲
究师说家法。现代人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有一些共通的方法
是要知道的。

第一，学之以专。专可以先简单的理解为专注，认真。而且
这不是说简单的看书时认真，而是广义上的专注，全身心的
投入，不断探索，这样才有可能触碰到典籍叙述的干货，或
者说真正的有可能理解一点典籍在说什么。而不是浮皮潦草，
看过一点就觉得自己咋样了的那种啦。夫子学琴的故事可以
了解一下哈。

第二，学之以序。序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序列。学习讲究序列，
就像先学小学数学，然后才能学懂初中、高中乃至高等数学
一样。学习传统文化依然也需要讲究序列，从基础到高深，
而不是好高骛远，小孩耍大刀啦。《三字经》就算是基础啦，
是开蒙的重要书籍。大家往往低估了严重低估了应麟先生的
水平。

第三，学之以勤。勤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勤奋。克服困难，努
力前行。三分钟热度是做不成事情的，坚持不懈才能有点希
望。“子不学，断机杼”的故事就是如此，半途而废，前功
尽弃。

第四，行而知之。我们之前说过，经典是先贤行动的记录。
如果去了解古人小时候学习的内容，就会发现古人先从扫洒
应对进退之节开始学习，说白了就是具体的生活技能，然后
才是学习典籍。

为啥？



因为你自己不去做，看了别人说了一堆以为明白了，但其实
完全没有理解呢。最简单的道理，看美食视频看了很多，自
己做的时候也难保不翻车。

而如果自己用心做一些事情，那么再去听闻一些相关的道理
时就会豁然开朗，理解很深刻。这其实也说明行动比简单的
上课读书更重要。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所以光读书还不够，还要按照去做，去实践，在行动中体会
具体的行为尺度在哪，在做事中印证书中的道理加深理解。
此谓诚心行义则理。

最后，古人的学问有时候是基于他所处的时代而做出的表述，
离我们的时代相去甚远，所以完全照搬并不会适合当今的情
况。所以要通过行动体会析出典籍中的干货或者说实质，这
样才能做好执古以御今，崇古而不泥古。既不能一棒子打倒
完全否定典籍，也不能光推崇却不考虑时代情况。此谓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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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包容万象、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涵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
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传统文化学习心得体会。它根植于封
建主义的土壤，经过五千年的锤炼，成为中华民族兴国安邦、
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成为支撑中华文化的精神脊
梁，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发扬广大、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力
量之源。漫漫中华五千年，悠悠历史数千载，中国传统文化
在经历几次全盘否定和摒弃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洋文
化泛滥、道德标准阙失、心浮气躁、功利化趋势日益严重的
今天，依然独树一帜、熠熠生辉。

初步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时，黯然失笑、心生不屑，觉得在科
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花精力去学习几千年的封建文
化“古董”，耗时费力，跟不上时代潮流，是重蹈封建思想



覆辙。怀着较劲找茬的心态，我不屑地捧起那一本本中国传
统文化书籍，眼球像扫描仪一样机械地扫看着，就这样一天、
两天、三天。渐渐的自己也被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了。当枯燥
的文字，拗口的语句，慢慢为自己所接受；为人原则，处世
之道为自己所认可。当接触到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道家的倡导悟道、求道、体道、行道，无为而无不为；
佛教崇尚的的利己利人，功德圆满；《周易》推崇的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这些思想时，心
头更是为之一振，直叹自己才疏学浅，只了解传统文化的冰
山一角。

一人独自走在街上，发现戴手串的人越来越多。那一串串手
串，或左或右。我相信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
的却带有祈福和安心的意味。这的手串真能够安抚我们那份
不安、焦虑、怀疑、悲观吗？我想只要我们能够体悟中国传
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精髓，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社会会是一
个安静祥和的社会，我们还需要借助外来的东西增强自己的
内心吗？古人有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如果我们能够潜
心专修传统文化的一小部分，那么我们心中的那份不安与焦
虑将会烟消云散；我们的心胸会开阔许多；我们的心境会开
朗许多；我们的心灵也会纯净许多。当有一天我们拥有古人
那般深厚传统文化的底蕴时，我们离佛家所说的无悲无喜、
无欲无求的境界又近了一步，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为世俗所奴役。那人生会是怎样一种情形？我很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