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民族与宗族的关系 中国民族公益
课堂心得体会(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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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与宗族的关系篇一

作为一个关心公益事业的年轻人，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民族公
益课堂的活动，并从中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感悟。在这
个公益课堂中，我不仅学到了我深深体会到公益活动的重要
性，对于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也有了重新的审视和思考。

第二段：公益课堂的教育意义

中国民族公益课堂是一种新型的教育方式，以宣传和普及民
族文化知识为主线，倡导公益行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和公民意识。在这个课堂上，我了解到了中国各个少数民族
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习俗，加深了对民族多样性的认识。同
时，通过志愿者们的实际行动和案例分享，我也意识到了公
益行动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明确了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第三段：心里的成长和启发

在中国民族公益课堂的学习中，我得以体会到公益的力量。
曾经有一次，我们去探访了一个贫困山区的学校，并和孩子
们进行了交流和互动。那些天真无邪的笑脸和充满希望的眼
神，深深触动了我。我明白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
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在这次公益活动中，我发现自
己的潜能和影响力，并意识到每个人都有改变世界的能力。



第四段：改变自己，推动社会进步

通过参加中国民族公益课堂，我意识到公益事业需要我们每
一个人的参与。从小事做起，如节约用水、保护环境，到大
事着手，如为贫困学生提供教育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
社会做出贡献。我决定将公益融入自己的生活中，并影响身
边的人。我相信，只有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才能构建一个
更加和谐、公正的社会。

第五段：对未来的期望

通过中国民族公益课堂的学习和实践，我对未来有了更加明
确的期望。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能够为社会贡献力量的人，
在自己的领域内为公益事业不断努力。我也希望公益课堂能
够更加广泛地开展，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传播和推动公益
的理念。同时，我也期待政府和社会能够加大对公益事业的
支持和关注，为公益课堂的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总结：

通过参加中国民族公益课堂，我深深体会到了公益事业的重
要性，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爱和帮助他人。公益课堂
不仅教育了我关于民族文化的知识，更是唤起了我内心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我希望将公益融入自己的生活中，并为社会
做出积极的贡献。我相信，只有我们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共
同努力，才能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民族与宗族的关系篇二

近年来，随着国人健康意识的提高，中国民族医药愈发受到
重视。在近期的中国民族医药概论学习过程中，我对于这一
领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知。以下是我对于中国民族医药
概论学习心得的五段体会。



一、对于中国民族医药的特点认知

通过学习，我了解到中国医药分为中医和西医，而中医分为
民族医和中医。民族医药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究预防
为主、治病为辅、整体治疗，与西医不同的地方在于，中西
方在诊断和治疗上的方法不同。在民族医药中，不仅仅注重
治疗病症，更注重身体整体的调理和预防。因此，民族医药
有其丰富的特点。

二、对于中药的认知

中国是中药之乡，中草药的使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药使
用广泛，有很多配方可以治愈各种各样疾病，具有较高的医
疗价值。在中国民族医药概论中，我了解到，不同的中药在
治疗不同的疾病上有着不同的功效。而且药物的配伍也有很
讲究的技巧。中药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可以提供很好的疗效。

三、对于穴位的认知

在民族医学中，有一类治疗方法以针灸为代表，针灸的治疗
效果已逐渐为人所认识和接受。而针灸的治疗技术跟中医经
络学十分关键。学习中，我更深入地了解到了穴位这一课题。
针灸师在治疗病人时，必须了解人体的经脉穴位及其特征，
通过针灸将体内阴阳气血调和，充分发挥身体自我调治的功
能。而且穴位不是只能通过针灸来调理，还可以通过按摩等
方法刺激穴位增强身体抗病能力。

四、对于中药的炮制方法认知

中药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它的炮制与使用都有着严格的规
定。中药的炮制方法不仅要考虑到炮制的时间，还必须注重
药材的选材、破碎、清洗、炮制、调配、熬制、提取等环节。
在学习民族医药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合理的炮制方法，上好
的中药可以充分发挥功效，起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而且中药



的炮制也是中医药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中医的学习也
起到了多种研究与应用的作用。

五、对于民族医药在未来的期望

相较于西医的治疗，民族医药更注重预防和治疗。科学的抗
癌药物等现代化疗法不能完全替代中药治疗的作用，因为它
不仅治疗病症，更注重对身体健康的维护。而民族医药在现
今社会的发展中，因其特点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未
来民族医药可能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因此，我们
更应该加强对于民族医药的学习与应用，让民族医药在未来
的重要地位得到更好的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学习民族医药的概论，我对于民族医药的特
点、中药、穴位的认知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应用方面，
学到合理炮制方法和中医的治疗方法。因此，在未来的学习
和生活中，我会更多的加强对于民族医药的应用和研究。

民族与宗族的关系篇三

每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是一个动人的小故事,都能给人
以启迪。那么你知道哪些有关中国的民族文化的故事呢?下面
是本站小编为您整理的中国的民族文化故事，希望对你有所
帮助!

春秋时期，咱鹿邑名叫苦县。城东十里有个村庄，叫曲仁里。
村前有条象小河一样的赖乡沟。沟水清凌凌，两岸有很多李
子树。沟边有一户人家，这家有个闺女，年长一十八岁，模
样俊俏，知书识理，爹娘把她看成掌上明珠，这闺女有个犟
脾气，她决定终身不嫁，一生守在二老身旁，安心攻读诗书，
侍奉爹娘。

一天，这闺女到赖乡沟洗衣裳，在石头上搓了一阵，举起棒



槌正要往下捶，忽然看见两个对肚子长在一起的李子从水面
漂了上来。她放下棒槌伸手把李子捞起来。只见两个李子都
是一面鼓肚儿，一面扁平，象两个切开的半拉李子对到一块，
又象两个耳朵合在一起。这李子青里透黄，黄里透红，咬一
口尝尝，又甜又酸。这闺女还没顾得仔细品味，几口就吃完
了。

刚吃完李子，她就感觉心翻难受起来，光想呕吐，又吐不出
来。她刚想站起来回家，忽听肚子里有人说起话来：“母亲
大人，莫要难过，等孩儿坐正了也就好了。”她红着脸，小
声对着肚子问：“你是谁：咋钻到我肚里了：”肚里
说：“你刚才吃下李子，怀了我，我是你的孩子呀。”“你
既然是我的孩子，也会说话了，快出来吧。”“不行，我要
在娘肚里用心思考问题，考虑如何能使笨人变聪明，恶变善
良。”“你啥时候才出来呢?”“要等到天长严，牵骆驼的人
来了，我才能出去。”转眼过了十个月，孩子还没有降生，
这闺女害怕了。她偷偷跑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小声问肚里的
孩子：“儿啦，人怀了孕有七个月.八个月生的，也有九个月
十个月生的，你都十个月了，咋还不出生呢?”肚里问：“天
长严没有?”“天没长严，牵骆驼的没来。”“时间不到，我
不能出来。”

就这样，母子两经常隔着肚皮说话，可孩子一直不肯出生。
整整过了九九八十一个年头，这闺女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姑
娘，她觉得自己没有几年阳寿了，实在等不下去了。这天她
走进自己的屋子，坐在床上，问肚里儿子说：“儿啦，我的
冤家呀，整整八十一年了，你还不该降生吗?”儿子又
问：“天长严了没有?牵骆驼的来了没有?”“你咋老问这两
句话呢?到底是啥意思?”“娘啊娘，天机不可泄露，反正是
天不长严，牵骆驼的不来，我不能出去。”又过几天，老闺
女想：反正天就剩了东北角一点没长严，今天我干脆给孩子
说天长严了，牵骆驼的来了，把孩子给哄出来。主意拿定，
她坐在床上，对着肚子说：“孩子快出来吧，天长严了，牵
骆驼的也来了。”话音刚落，肚里的孩子就顶短母亲的右肋，



拱了出来。咦，原来是个小孩模样的白胡子老头，连头发眉
毛都是白的。

母亲右肋流血不止，儿子见牵骆驼的没来，知道是母亲骗了
他，一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哭着说：“母亲大人，
牵骆驼的没来，我无法撕下骆驼皮补在您身上，这该咋办
呢?”说着，双膝跪地，给母亲磕了三个响头。母亲说：“儿
啦别哭了，我不埋怨你。你是为娘吃李子怀孕生下来的，李
子又象两个耳朵，娘给你指姓起名，就叫李耳吧。临死只前
我没别的话讲，常言说人过留名厣过留声，娘进入九泉之后，
你在尘世上做个好人，也不枉费我怀你八十载余了。”说罢，
气绝身亡。李耳跪在母亲身旁边，好生痛苦一场。因为李耳
出生时是老头模样，后来人们就把李耳称为老子。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两句诗是说爱情
的坚贞，非伊莫属。

而巫山这个词的背后有很多美丽的传说：长江三峡两岸巫山
十二峰中的望霞峰，亦称神女峰，它坐落在长江北岸。在群
山簇拥，挺拔云霄的山峰旁，有一石柱，远远望去，恰似一
位少女，亭亭玉立，俯视着长江，这就是传说中巫山神女的
化身。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三峡》中有关于神女峰的描述：
“人们在她身上倾注了最瑰丽的传说，好像下决心让她汲足
世间的至美，好与自然精灵们争胜。说她帮助大禹治过水，
说她夜夜与楚襄王幽会，说她在行走时有环佩鸣响，说她云
雨归来时浑身异香。但是，传说归传说，她毕竟只是巨石一
柱，险峰一座，只是自然力对人类的一个幽默安慰。”

这位神女的名字就是瑶姬，传说瑶姬为上古帝王炎帝的女儿，
她非常美丽妖娆，但刚到了出嫁的年龄就去世了。因为她活
着的时候并没有与别人产生过爱情，她死后的精魂对爱情十
分向往，她的精魂移居到姑瑶之山，化作一棵瑶草，那重重
叠叠的叶子非常茂盛，黄色的花朵结出的果实非常美丽。如
果有人吃了这种果实，如同中了希腊神话中的爱神之箭，就



会在这个人的身上发生爱情。

瑶姬生前深得父亲炎帝宠爱，她死后更让炎帝哀怜，于是炎
帝就把她封为巫山的云雨之神。瑶姬做了巫山女神之后，每
天清晨化作一朵朵美丽的朝霞，似乎带着千古的寂寞和感伤，
在蓝天上不停游走;一到黄昏，就仿佛见到了心上人一样，洒
下的泪水化作潇潇暮雨。

作为仙女，她身上有着无穷的神奇力量，她还帮助大禹治过
水。当时天下洪水泛滥，大禹治水来到长江，有十二条混江
蛟龙在此兴风作浪，大禹苦于找不到治水良策时，瑶姬授予
大禹“天书”一卷，并且用雷劈死了十二条混江蛟龙，又和
她的神仙姐妹们帮助大禹开凿了三峡，消除了水患。

人世沧桑变幻，转眼到了战国末年，楚怀王到此巡游，住在
一个叫“高唐”的台馆。怀王午睡时做了一个梦，梦中与瑶
姬相爱。梦醒后，怀王带着无限惆怅，在巫山建了一座朝云
庙，亦称“神女庙”，以寄托他对瑶姬无限的思念。后来，
怀王的文臣宋玉在他著名的《高唐赋》中留下了这样的句子：
“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楚怀王的儿子楚襄王后来也来到了这里，
并且听说父亲曾在这里做过这样一个梦，当天夜里他竟也做
了一个和父亲当年所做的同样的梦，于是又留下了神女与楚
襄王爱慕的故事。

很久以前，汝南县有个人名叫桓景。他和父母妻子一家人守
着几片地，安分守己的过日子。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汝河两
岸忽然流行起瘟疫，夺走了不少人的性命。桓景子时候曾听
大人说过，汝河里住了一个瘟魔，每年都会出来散布瘟疫，
危害人间。为了替乡民除害，桓景打听到东南山中住了一个
叫费长房的神仙。他就决定前去拜访。

谁知他翻越了千山万水，还是找不到仙人的纵迹。有一天，



他忽炙看见面前站着一只雪白的鸽子不断地向他点头，桓景
走近前一看，鸽子忽然飞了两三丈远，落地后又不断地向桓
景点头。就这样，桓景跟着白鸽，终于找到了费长房的仙居。
桓景走到门口，恭恭敬敬的跪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大
门忽然开了，一个白发老人笑瞇瞇的对他说：“弟子为民除
害心切，快跟我进院吧”。

费长房就给了桓景一把降妖青龙剑，让他练习降妖的法门。
有一天桓景正在练剑，费长房走过来对他说：“今年九月九，
汝河瘟魔又要出来害人。你赶紧回乡为民除害，我给你茱萸
叶子一包，菊花酒一瓶，让你家乡父老登高避祸」。说完，
就用手招来一只仙鹤，把桓景载回汝南去了。

桓景回到家乡，就把费长房的话向大伙儿说了一遍。到了九
月九那天，他就带着全村老小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山。把茱萸
叶子分给每人一片，让瘟魔不敢近前。又把菊花酒倒出来，
每人喝了一口，说是可以避瘟疫。安排妥当后，他就带着降
妖青龙剑回到村中，等着斩杀瘟魔。

不一会儿，汝河里狂风怒吼，瘟魔出水走上岸来。忽然抬头
看见人群都在山上欢聚，它便冲至山下，却被酒气及茱萸的
香味吓得不敢上前。一回头，又看见桓景抽出宝剑，和瘟魔
斗了几个回合，瘟魔斗他不过，转身就跑。桓景“嗖”的一
声射出了宝剑，宝剑闪着寒光，一眨眼就把瘟魔钉死在地上。

从此汝河两岸的百姓，再也不受瘟疫的侵袭了。人们就把九
月九日登高避祸的习俗，一代代的传到现在。

民族与宗族的关系篇四

随着“中医药”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对民族医药
持以往的偏见，而是愿意探究这种源远流长的疗养方式。在
学习了《中国民族医药概论》课程后，我深深体会到民族医



药的宝贵之处，以及其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

第一段：传统医药的意义

传统医药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
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疗法和药物体系。传统医药不仅能
够针对疾病本身进行治疗，还重视提高病人健康水平和防病，
具有较为综合的疗养特点，因此广受百姓欢迎。中华民族过
去的许多医学大师和名医，都凭借着对民族医药理论和经验
的探究和积累，创造出了九州禁忌、调理五脏的诊疗理论主
张以及许多新颖有效的治疗药方。

第二段：治疗体系的科学性

中国民族医药概论中提到的中医学治疗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
传统医学的深厚底蕴和科学性。中医学认为，人体的五脏六
腑、经络、脉搏、气和血等各种因素，构成了人体的生命活
动。人体的疾病并非单一的，而是由外界因素和人体自身各
种体液的不协调性而引起的。中医学的治疗方法建立在对人
体整体的认识上，注重通过整体调理和补充药物来达到防治
疾病的目的。经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中医学的治疗体
系是一套科学而完善的系统，对于很多疾病有着显著的治疗
效果。

第三段：传承和文化融合

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和精神气质，深深地反映在民族医药的
历史、理论、医学实践和成就中。在中华民族长期沧桑历史
的基础上，渗透着深深的文化和哲学思想，从而形成了一种
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
民族医药传承着中华民族蕴涵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
传统和人文精神，融合在疗养方式、药物性质、药物制备等
方面，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



第四段：对人类健康的贡献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医疗水平的加强，
中药的治疗特点和疗效日益凸显出来，为人类提供了更为贴
近人体生理、生态和社会实际的疗养方式。现在人类面临的
重大健康问题，比如传染病的流行和慢性病的增加等，有着
显著的民族、地域和环境的特征。专注与民族医药疗养的研
究配合现代医学技术，可以有效解决文化和环境问题，深刻
解决各种疾病的烦愁。同时，提倡中西医结合、讲究疗养方
式的人，也在对传统医学体系进行改进和扩展，并从中取得
很大的科学和教育价值。

第五段：传统医学的现代化道路

民族医药作为传统医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在面对现代医学的
冲击和挑战时，也面临着很多的机遇和挑战，需要不断的创
新和突破。随着多元化市场研究与消费需求的推动，使民族
医药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时，在医疗器械的改进与
治疗规范的建立，使中医经典逐渐得到更为科学的重新解释
和应用。因此，弘扬与传统医学传承的价值意义，传统医学
的现代化，开展多元化与协同的文化发展也成为未来发展的
必须途径。

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民族医药的精髓
和传统文化精神将不断深刻的发挥着独特的历史作用和现代
意义。我们应努力维护民族医药的传承与发展，推动其现代
化与科学化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弘扬崛起和人类生命的健
康保证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民族与宗族的关系篇五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
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鲁迅]

赏析：

《雪》的后文，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朔方的飞雪，她“在
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一
扫南方雪的柔情和冷美。而这“雨的精魂”虽处在荒凉环境
里，却“蓬勃地奋飞”；虽是“孤独”的，仍“ 旋转而且
升腾”，这种奋斗不息的精神，不正是先生高尚人格的真实
写照？不正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奋斗和抗击的革命精神？而
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的“精魂”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