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心得体会(精选5
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我
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
了解一下吧。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心得体会篇一

我们为什么要爱国?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地爱国?，国防大学金
一南教授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热血的故事，给我们上了一堂生
动而深刻的思政课，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从中国百年救
亡的苦难斗争史去“拷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百
年复兴的辉煌奋斗史去“探寻”共产党人拥有什么样的信仰
和情怀、又怀揣怎样的担当与奉献。简单深邃的语言，激发
起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迸发出我们拳拳爱国心和报国志。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沉、最质朴的情感，它深深植根于中华
民族心中，维系着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自强不息、不懈奋斗。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
务院作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安排部署，对
引导人民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激发和培
养中华儿女强烈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
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爱国，怎么才算真正爱国?爱国，该
是什么样子?其实，爱国，就是要有一种信仰，一种情怀，一
种担当。只要我们锤炼自身坚定不屈的信仰、敢于奋斗的情
怀，无畏无惧的担当，就是践行爱国主义生动体现。

要有一种信仰“因相信而看见”

何为信仰?信仰，属于信念，是信念的一部分，是信念最集中、



最高的表现形式。拥有崇高理想信仰的人都是“因相信而看
见”，怀揣着对梦想、对未来的那份执着和坚守，付诸行动
去看见未来。中国共产党就是拥有这样一种信仰，中国共产
党人就是秉承这样一种信仰。在国家面临危难危亡、无人挺
身而出、无人横刀立马，都在蝇营苟且时，中国共产党应运
而生，相信革命能够胜利、坚信能够看见未来。南昌起
义22500余人，两个月之后剩1000;秋收起义5000人20天后
剩1000。就剩1000人时，毛泽东写了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
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他坚信一定能够存在。正是这种“因相
信而看见”信仰的存在，中国革命凝聚起强大的向心力和建
国志，毅然决然赢得最后胜利。今天，我们的中国已撼然屹
立于世界东方，面临风口浪尖、波诡云谲的国内外环境，更
须传承这种信仰，始终坚信必能实现中国人民幸福和中华民
族复兴的宏伟目标，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阔步前行。

要有一种情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何为情怀?情怀，就是思想和情感产生共鸣的一种坚持、一种
挚爱。拥有爱国情怀的人，都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他
们以无畏的勇气、坚定的信心、永恒的信念去实现情怀所赋
予的伟大抱负。金一南教授讲：“追求胜利，它的前提是敢
于胜利，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一份子心中，今天都需要腾起
这样一团火焰、光明。”回看我们自近代以来的苦难斗争史
和百年复兴奋斗史，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如果
没有共产党人无畏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与信心，是不可能
追求到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你看长征，敢于在经历无数次围
追堵截后还毅然前行;你看中国革命征程，敢于在无数惨败中
勇敢站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正是这样一团团“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火焰照亮了新中国的未来。今天，我们将面临
更多的挑战、更大的风险，更须我们将内心对国家、对民族
的深厚情感转化为实践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魄力与
勇气，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发展，为国为民为社会创造新的
佳绩。



要有一种担当“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何为担当?担当，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行为;既是一种魄
力，也是一种境界。说到底，担当，就是一种责任。一个时
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过去我
们讲“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
时务者为俊杰”等等这一套大行其道，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
国内国外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我们更需要
讲“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这样一种语言，将这种
自信、这种志向、这种担当深化到每一个国人心中，激发出
排山倒海、摧古拉朽的爱国主义磅礴伟力。你看，从“洋枪
洋炮占据主体”到跃居世界上最大的制造者，从“一穷二
白”的旧中国到“走向复兴”的新时代，短短几十年中国实
现了其他国家几百年才能实现的，这当中无不是那必胜的信
念与担当。未来，我们更需要有这样一种担当精神，除了胜
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就要有这样一种自信、一种豪迈，
这样一种志向。不因和平安定的局势而自满骄傲，不因前路
荆棘而畏步前行，毅然扛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与责任，坚定追
求新的胜利，赢得新的胜利，阔步行走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的路上!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心得体会篇二

我有幸拜读了袁振国先生编写的《教育新理论》这本书。这
本书阐述了：作为教师究竟应该树立哪些新的教育理论，转
换哪些旧观念。在教育模式、学习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
的今天，我们在转换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方面应如何去
做?在阅读中给我启发最深的是“开发数学教育”这一章，可
能这与我任教的科目有关吧，书中阐述道：自然科学是对自
然现象本身客观规律的揭示，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本质
是发现，而数学是人们为建立自然和社会现象的主人联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学的本质是发明，是主观建构。说实在
的，数学其实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将自然、社会运动现象法
则化、简约华的工具。



数学本身是人为的，是开放的，是丰富多采的，一句话，数
学是为人所用的，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教育竞争的压力，由于
“应试教育”的扭曲，在我们的数学教育中，数学变成封闭
的系统，成了固定的逻辑联系。不是数学成为人的工具，而
是数学教育使人成了数学的工具，成了解题的工具，特别是
成了寻求唯一答案的工具，书中一句句的论述，一个个事例
生动地告诉我们，不同的教育观念，不同的思想方法会有不
同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学生会有不同的发展结果。教学
的开放首先需要思想的开放。

为了培养学生更好地应对社会生活的能力，为了更有效地培
养学生[此文转于斐斐课件园的创造性，我们需要更开放的数
学教育。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心得体会篇三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4日召开会议，审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实施纲要》和《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制定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实施纲要》，对于引导全体人民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
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历史情感，也是团结奋斗的
精神纽带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曾涌
现出许多著名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如：不畏强暴的晏婴，
英勇抗击匈奴的卫青、霍去病，精忠报国的岳飞，“男儿到
死心如铁”的辛弃疾，保卫北京的于谦，抗击倭寇的戚继光，
横戈戍边抗清的袁崇焕，少年英雄夏完淳，“也留正气在乾
坤”的张煌言，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毕生致力革命创导新学
的何子渊等，他们的爱国献身精神至今仍具有巨大的精神感
召力。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所以悠



久和伟大，就是因为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精神支柱和精神财富
起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近代史上，当中国遭到帝国主
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出现危机时，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便
越来越显示其战斗锋芒和精神力量。从孙中山、黄兴、何子
渊、邹容、秋瑾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到李大钊、毛泽东、周恩
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董必武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无
不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优良
传统。

爱国主义也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品德。我们可以从范仲淹
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陆游的“夜阑卧
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再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
祸福避趋之”等等得到启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数以万
计具有崇高思想品德之人，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不用
生命诠释了忠贞爱国之举，让爱国主义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
神基因，也形成了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需与时俱进，充分发挥党校
(行政学院)作用，牢牢把握党校姓党的办学原则，落实好办
学治校的主体责任，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时代呼唤要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
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既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在广
大青少年中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让爱国
主义精神牢牢扎根;又要强化对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积
极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新时
代的党员干部，就要把握好时代主题，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使爱国主义成为全
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积极引导大
家既要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河、悠久历史及灿烂文化，更要关
心和捍卫祖国的前途命运，不断激发内心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巨大热情，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汇聚磅
礴力量。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心得体会篇四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
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固本培元、凝心铸魂，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爱国主义
教育取得显著成效。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深入人心，全党全社
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干部群众的爱国情、强国志、
报国行广为激发，全体人民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向前进的信
念信心更加坚定，在举办大事要事、应对风险挑战中，展现
出朝气蓬勃的精气神。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
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这是各民族的情感纽带与精神支柱。前几天，一段14秒的视
频火爆全网：在海拔4300米的四川甘孜州石渠县长须贡玛乡
查加部落村中心校，一名佩戴着红领巾的藏族少年，用校服
认真地擦拭着五星红旗上的雨水，专注的神情、仔细的模样，
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爱国之情。不少网友被少年擦拭国旗的
模样深深打动，在火热的讨论中进行了一场爱国主义教育。
少年所在的学校，加上校长总共只有5名教师，但学校每周一
的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都会照常进行，无疑，正是
这一场场教育的开展，在少年的心中树立起了热爱祖国的理
想信念，扎牢了爱国主义的精神之根。

爱国主义教育非常重要，对于青少年来说尤为明显，一个从
小看五星红旗、听国歌长大的孩子，即使一时不能明白其意
义，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国歌国旗的一定会影响他的价值观。
2008年汶川地震，“地震男孩”程强被空降兵部队所震撼，
立下了“长大我当空降兵”的誓言，如今的他，即将走上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场。程强的梦想实现了，这是他
的努力奋斗的结果，更是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的生动案
例。

青少年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
不摧的前进动力。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更多把自己的
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的青少年，让爱国主
义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与
时俱进，以激发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为目
标，使之满怀“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的使命感，
励志用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实现爱国情怀。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制定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实施纲要》，对于引导全体人民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
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要承担起主体责任，进一步健全工作格局和工作机制，
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
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群众性活动之中，引导人们自我宣传、
自我教育、自我提高。求真务实注重实效，更好地体现时代
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心得体会篇五

学习《幼儿教育新理念》感受颇深。作为一个新世纪的教师，
我深深地认识到学习教育理论、更新教育理念的必要性。社
会赋予我们的教育的使命、是授予我们更多的责任和权利，
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望。而我们应该以新世纪的教育事业发
展为动力，以先进的、代表新时代的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
才能使我们在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认清改革的方向、与时俱
进。



通过对有关教育教学理论的学习，让我感到学习是认识自我
和提高自我的一种最好途径；学习，能了解更多的知识；学
习，才能适应时代，也能改造自我的世界观、更新教育理念
和开拓思路、创造业绩而发展。

教育的核心和本质是育人。育人的内涵是：教师对幼儿的爱
心和关心，让幼儿学会做人，学会认知，学会创造。因此，
教师要进行新的教育理念的学习，才能在教育思想中，树立
远大的理想，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去感染和影
响幼儿、去适应现代课堂教学的需要和提高教学效益，应自
觉加强理论学习、业务进修，自觉地更新教育教学观念。在
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大胆地探索和尝试新的课堂教学方法和模
式，虚心学习，博采众长，在教学中不断摸索，逐步形成完
整有效的教学方法。自古云：学海无边，教无定法，实践和
效果才是真理。所以，只有不断学习、思考、实践、研究，
才能不断发展，才能促进自身观念的不断转变和更新，从而
提高自己的全面素质，促使我们更加奋发努力地探索和追求，
在实践中担负起教育的重任，认真负责地在教育线上走下去。

人生道路不是平坦而是坎坷的，只有在崎岖山路上行走过的
人，才能在平坦的道路上奔跑。人只要有了曲折的经历，才
会有丰富的经验。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就、实现自己的人生梦
想。在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来自国内外的传统与
现代的挑战面前，我深感自己与时代相差甚远，仍需继续学
习，矢志不渝地去探求，大胆实践，在开拓前进中不断去锻
炼，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创新实践的能力，始终牢记“学
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座右铭，一方面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
念，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不断通过教学反思，促进自
己专业发展；另一方面要不断按照幼儿园管理规范对教师语
言和行为的要求，加强自身的修养，规范自己的言行，使自
己成为一个让幼儿与家长尊重的教育者。要达到这个目标，
一定要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的完善自己，超越自己，使自
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



总而言之，教师的创造性是教师应该树立创造性的教育思想、
创造教学的能力和具体的创造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使
幼儿的创造潜能更好地发挥出来。现代教育对教师自身的素
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具有与时代精神相符的教育理
念，并以此作为自己专业行为的基本理性。还要有对教育事
业心的热爱和博大的胸怀，对下一代成长的关怀和敬业奉献
的崇高精神。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提高自身素质和发展的本
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