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史课程感想一千字 读中国文化
史心得体会(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中国文化史课程感想一千字篇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着丰富的历史和独特的传
统。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史，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中国文化之深
厚底蕴。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几千年的历史积淀造就了丰
富多样的文化传统。从古代的诗词、书法，到儒家思想和道
家哲学，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现代历史事件，中国文
化凝聚了无数的智慧和独特的价值观。这迷人而庞大的文化
体系，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非凡魅力。

第二段：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联系

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史，我意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的
联系是紧密的。尽管时代不同，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价
值观和思想观念依然能够为我们提供启示和指导。例如，儒
家思想中的"仁爱"和"孝敬"的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情
和社会责任；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提醒我们应该接
受自然、放下执着。这些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仍然
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帮助我们在追求事业的同时不忘家庭
和社会责任。

第三段：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拥有着广泛而多元的文
化传统。学习中国文化史使我更加了解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与包容性。中国的文化融合了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海



外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多元文化。例如，中国的
民间艺术、戏剧、音乐等，不仅有着各具特色的地方艺术，
还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元素，创造出独特而丰富的风格。中国
文化的多样性不仅展现了各个地方的特色，也表达了人们对
于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尊重。

第四段：对于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思考

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史，我对于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有了更深
入的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着种种挑战，如
城市化进程、外来文化的冲击等。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现代
社会中保护和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不仅要求政府采取措
施，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修复工作，还需要每个人从自身
做起，积极学习和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先贤的智慧和
精神。

第五段：展望中国文化的未来

学习中国文化史，让我更加看到中国文化的未来充满希望。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资源的国家，通过善于
把握机遇，中国文化有着巨大潜力。现代社会的发展为中国
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传统文化可以与现代科技相
结合，创造出更多新的文化表达形式。同时，中国文化也可
以更好地走向世界，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相互交流、互鉴，共
同促进文化的繁荣与进步。

总结：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史，我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深厚
底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联系、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包
容性以及对于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的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
充满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传承和创新中国文化做出自
己的贡献。只有融合过去的智慧与现代的创新，才能使中国
文化更加繁荣与进步。



中国文化史课程感想一千字篇二

中国文化概论集合了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使我对中国
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接触，培养了对中国博大精深的
文化的爱好，扩大了知识面，提高了思维能力和明辨是非的
能力。里面的许多知识可以作为背景知识，对阅读其他书籍
有很大的帮助。最重要的是，这门课令我更加的了解自己和
自己所处的国家。

通过对这门课的学习，我对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学习和掌握了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主
要组成部份的来源、产生与发展过程和主要思想内容，认识
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各自的地位、影响及其固有价值和现代
意义，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这门课让我进一步了解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
作用。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这种礼乐文化是中国古代
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东方文明的象征。提出礼、仁观念，
互为融合，礼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仁是最完美
的道德观念和品质。从修养的主体看，恭、宽、信、敏、惠
是实现仁的具体要求。“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
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为人庄重，
就不致受到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受到大家的拥护；做人诚
实就会得到任用；办事敏捷就会受到良好的效益；待人慈惠，
给人好处，就能驱使用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论语》就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集中体现。
孔子的仁学思想有如下特点：

1、强调突出政治。这也是“家国同构”的必然反映。关心政
治，这正是千百年来，众多文人穷独达兼的思想根源。

2、植根血缘基础。因此，仁学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和生理基
础。是其两千多年来兴盛不衰的根源。



3、着眼伦理本位。发挥主体能力。强调主观精神，自身修养
的发展，是重人轻神思想的表现。侧重抑制个体。这也是中
国常讲的“大局”意识，与西方文明的群体民主和个体自由
完全相左的，而这也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依靠一种文化长
期来具有凝聚力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国民
性格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就儒家文化传统而言，它
既已融入中国文化传统，其精神价值必然活在中国文化之中，
成为中国文化再创造的生命之源。经过创造性转换，传统的
儒家文化将构成新文化的要素之一，而与现代社会生活融为
一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儒家文化可以获得其定位。有了
这样一个定位，将会对儒家文化有更平实的客观的理解。儒
家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其侧重社会取向的价值观，
富有伦理特色的政治观，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在中国封
建时代长期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世界观方面，
它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方面，它是功利的；在处理人际关
系的态度方面，它是和谐的。凡此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有着
相似或相通的地方。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家思想
依然有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
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挖掘它
的积极面，对市场经济有着建设性作用，对现代管理也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
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
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
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
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孟子》是儒家学说的全面发展，提出了仁政学说。其主张
实质有两点：即给每个农户“五亩之宅”和“百亩之田”。
在此物质基础上，再对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培养高尚的道德
情操，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就能使天下归顺。从公司管理



的角度看，无非也是首先满足不同层次员工的基本物质需求，
在此基础上，利用公司的文化影响他，进而形成良好的企业
文化氛围，从而使管理顺畅、高效，这是公司内的“仁政”。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
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向来以儒家学说为主流，而儒家学说在相
当程度上一种伦理哲学，其最核心的思想是“孝”。“孝”
既包括对还活着的父母的赡养、孝敬，又包括对已故先人乃
至祖宗的孝敬和祭祀。这种“慎终追远”的传统，实际上是
中国古代宗教祖先崇拜的继续和发展。而道教是从古代的鬼
魂崇拜发展而来的。道教所尊崇的神灵是虚幻的产物，这些
东西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都与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紧密相连。
很多赫赫有名的道教神灵归根结底都起源于民间。道教神仙
体系中的道教俗神，如雷公、风伯、门神、灶神、城隍、土
地、妈祖、瘟神、财神等等，原本都起源于民间，后来被道
教吸收成为道教的神灵并被贯上各种名号。这既是道教不断
扩大影响的一种方式，也是它吸引群众的一个重要手段。这
就是说，道教把民间所信奉的神灵吸收进来，成为道教神仙
体系中的一部分，反过来，道教再利用自己的优势，将这些
神灵又返回民间，进一步影响着民间的各种祭祀活动，真正的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正是因为道教深深的切入民间老
百姓的生活，道教才能影响如此广泛，才能如此深受民间喜
爱。

除了民俗之外，道教对中华民族心理和性格也有着深刻的影
响。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文化的根底都在道教。”道教以
道为最高信仰，以得道为人生的最终目的，这种人生哲学培
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道教徒尊道重道和唯道是求的传统。历史
上许多道教徒为了得道求道，自觉抛弃人世间的一切物质享
受和功名利禄，甘于恬淡素朴的生活，安贫乐道，刻苦磨炼，
主动忍受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此外，道教思想主
张宽容、谦让，虚怀若谷，反对自矜、自足、自大、自伐，



反对骄傲自满，这种文化心理的发扬，形成了中华民族兼收
并蓄的态度和海纳百川的胸怀。道教使得国人形成了身重于
物，自然无欲的人生观，虚静守中，守弱胜强的处世哲学。

与道教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不同，佛教刚是一种外来的宗
教。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佛”是一个理
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佛教原产于
古印度，于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传入中国，迄今已经
有1935年的历史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1800年历史。
佛教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期：前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
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
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为两部分为主，三四百年中
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转。中期的大
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入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
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
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藏。印度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
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的佛教。在中国文化上：大乘
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佛教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
教义越研越精，引起了各个宗派的创立，也使佛教本身达到
了高度繁荣。第二，佛教与中国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
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第三，佛教与中国
人生理想相结合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宗教信仰摄入到艺术、
文艺、科学、音乐等等，结合了中国的古典文化，从而丰富
了中国文化，使古代人民有了信仰，利于改进不良的文化习
俗，将佛教的大德大悲，慈善为怀的思想融入到文化教育里，
利于社会道德文化的进步。在现今高速发展的社会，各种现
代的食物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变化应接不暇，在这样的大环
境下，许多人为了生存变得麻木，渐渐缺少了人生的思考，
也因此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有人自杀，有人贪图利益走上违
法犯罪的道路。我想佛教文化中的精髓利于我们更好地去思
考人生，找回迷失的自我。佛教文化中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
习领悟，它对社会的价值作用很大，利于社会的稳定，利于
社会的发展。佛家提倡仁慈，这也是现今社会最缺乏的东西。



一切源于内心，心善则人善。

作为身处21世纪剧变洪流中的现代中国人，要在挑战中去把
握机遇，就更应当以处变不惊的冷静、理性和客观，去重新
审视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掘蕴藏其中的具
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加以继承和创新，进而去开创国
家和民族的未来。

中国文化史课程感想一千字篇三

今天参加学校疏帘淡月汉服社办的中国传统知识竞赛的`决赛，
虽然只是一个很小很不值一提的活动，本来也是抱着分享不
去争什么的态度去的，但是之后却是因为现场的情况气氛还
有各种问题把心情搞砸了，最重要的，想想，可能就是言不
尽意与词不达意都是让人很痛苦的事情。每个部门或者社团
承担一个活动要办好都不容易，我也曾经这么过来的，所以
那些小问题可以忽略，只是希望，大家，尤其是作为志于传
播传统文化的同学们，记得摆正好自己的心态，人不可无傲
骨，但不可有傲气。

正因言不尽意，想好好整理下自己的讲稿，也是了了一颗对
传统文化爱得深沉的心。

首先，感谢主办方给了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认识这么多志同道
合的人。我能进入决赛，是一种侥幸，但侥幸，也是一种天
意。

我选的是第一个题目，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落点在精
髓二字，精髓的基本解释为精气真髓，比喻事物的精华部分，
我个人不太赞同这种解释，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历
了几千年的吸收和沉淀，到现在糟粕其实已经很少，我更愿
意将其理解为灵魂，也即我们传统文化的灵魂所在。

那么，灵魂在哪里?我们可以把文化分为有形和无形两个部分，



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思想，而文化的灵魂则在于其无形的思
想层面，换一个词，哲学。并不是我一人这么想，在《中国
传统文化》一书中文化的灵魂直接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哲学，
包括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还有后来传进来的佛家等等，
这些在现代都被笼统地称为哲学。再论述到中国哲学的鼻祖，
是哪里?可以比较东西方的不同，西方的东西好像就是在不断
地创新然后推翻前面的结论，但是中国不一样，我们国家的
文化就像金字塔一样，从上到下，不断增加;从古到今，不断
扩充。

而金字塔的顶端应该算哪里?我想，当之无愧的当属《易经》，
或名《周易》。可能至今还有很多人都认为《周易》更多的
是一本卜筮之学，是迷信。但显然不是这样的。以其第一卦
乾卦来说，这一卦属于大吉的卦，好像其中的利见大人啊，
无咎啊，吉啊等等讲的就是卜筮，你会遇到什么，你要怎样
面对，结果会是怎么样的，跟算命差不多;但是不能忽略的是
它更多的讲的是安身立命出世处世的道理，比如君子终日乾
乾，夕惕若，厉，无咎，这句话就会被人拿来当座右铭或者
拿来教训晚辈，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道理。而且，这里面有
很多都讲的是象，系词里面说，圣人是：仰观于天文，俯察
于地理，乃始作八卦，彖言乎象，爻言乎变，所以六十四卦
里面有很多关于象的描述也是暗含着处世之道。

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
的，之前有一些国学朗诵活动的普及就是很好啊，虽然说美
国那些地方的教育是多么多么好，但我依旧认为教育应该从
娃娃抓起，抓起的重点是要从小给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现在的人有好有坏，为什么我们会有好坏的概念，就
是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准绳的，如果什么时候这个
准绳没有了，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什么现在
没有以前那么多的大家，一是环境所致，二，还是环境所致，
现在应该抓紧的还是精英教育，但是可惜上下不同体，社会
太浮躁，但，大乱之世必有伟人出，也许是现在还不够乱，
也许，伟人还在成长。



对于某位菇凉提的问题，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还在?
用一句文言回答。我实在不知道你想要的答案是什么，我想
说的是，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必然是以人为载体的，如果人都
不在了，再牛掰的东西也只是个东西，没有了创始者赋予它
灵魂，就只是死物，死物如何延续?不才认为这就应该归于中
国医学的作用，没有中医都活不下来!当然，真相不是这么诡
异耍流氓的，只是我现在能想到的也只有一句：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正因为代代人都有这样的抱负，灵魂不死，
故而永存!

中国文化史课程感想一千字篇四

中华五千多年悠久历史，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着灿烂
的历史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形式多样，涉及内容广泛。
其中，有一些还颇具神秘色彩，似乎披上了面纱，引人遐想。
岁月承载着历史，中华大地积淀了文明的精华，我们这些华
夏子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地继承发展着优秀的中国
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程我们已经上了一个学期了，虽然课时
较少，却十分有趣，勾起了我对中国文化十分浓厚的兴趣，
也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加深厚的了解。在课上，我们讲了从母
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转变过程、婚俗嫁娶的变化发展、汉字
的起源发展、姓氏的来源、中医中的穴位及针灸、中国画及
其与西洋画的对比等内容。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姓氏的来
源发展、婚俗嫁娶的变化和中医的针灸。

之称，其后裔便有以金为氏者。此外，出自匈奴休屠王太子
金日磾之后。汉代，匈奴休屠王的儿子叫日磾，在汉武帝时，
归顺于汉室。由于他曾铸铜人像（又称金人）以祭天，遂被
赐姓“金”氏，称金日磾，从此他的子孙就统统姓了金。还
有便是改姓而来，如汉光武帝刘秀为避王莽之乱而改姓为金。
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的开国之王叫钱镠，因为镠与刘同音，
为避其名讳，该国的刘姓人，皆去刘字的卯头刀旁，改为金



氏，以示本姓不变，因此有‘刘金一体’、‘刘金不分家’、
‘刘金无二姓’、‘刘金同源’之说。至此，我才明白我祖
父当年所说。

除了这三个出处，金姓还有一些来源：如南北朝时羌族中有
金姓；唐时新罗国有金姓，新罗国即为现今的朝鲜半岛，其
王姓金；明永乐年间，成祖伐漠北，蒙古王子也先土干，率
妻子部署来降，赐姓金氏；元时有金覆祥，其先本为刘氏，
后改为金氏；清代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本姓张，后改姓金氏；
清代爱新觉罗子孙中多有姓金的。

看到金姓有如此多的出处，我也疑惑自己的“根”到底出自
何处，查阅了很多资料，也没有翻到我的家乡苏州吴中区的
光福金姓的来源，听到有朋友家中还不已。在一次古镇的旅
姓氏的图腾，当然也不下图腾的释义：金的本仪。天俞两侧的
“八”

的宗族特征也如其字，古人云：“真金不怕火炼。”这代表
了一种坚韧不拔和真实坦诚的性格，这也是世代金姓追求的
崇高品质。从金姓的起源可以看出，许多金姓都为改姓还有
赐姓，同时还有少数民族，这也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和中华大统一的历史必然性。

此外，在课堂上，我还学习到了以前所不知道的许多姓氏类
别：以图腾为氏，如花鸟氏、野猫氏等；以国为氏，如齐、
鲁等；以封邑为氏，如温、毛、陆等；以地为氏：如东郭、
西门等等；还有以族为氏、以官为氏、以技艺为氏、以爵为
氏、以物为氏、以事为氏等等。也可以从中总结出我们姓氏
的特色：

家庭、社会的大事，以婚姻为起点，构成尊卑上下等级关系。
在那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娉取婚姻的必备条件，
和现代社会的自由恋爱有很大的差别。在课堂上介绍的福建
惠安女的婚姻习俗最为引起我的触动。观看了《寡妇村》这



部电影，更是对他们的婚姻习俗感到不理解。一般婚姻代表
着喜庆，都会穿大红色的嫁衣，而惠安女却是穿着黑衣裤，
当地人称之为黑凤凰衣，并且打着黑伞由娘家的亲朋好友陪
送过来，男方并不派人前去迎接。一般来讲都是“春宵一刻
值千金”，而惠安女的新婚之夜却不允许上床。而且婚后常
住娘家，只有重大节日才会回夫家住几天，直到生完小孩才
方可光明正大的住在丈夫家中。这使我非常震惊，也深刻体
会到不同的婚姻习俗存在的巨大差异性。

前一阶段回家，为姐姐庆祝婚礼，发现近几年的婚嫁已经不
同于往日，以前大都为“嫁”、“娶”，而在如今大多为独
生子女，非常流行“两家并一家”，所生子女一个随父姓，
一个随母姓。婚后也会公婆家、父母家轮流住，而不是固定
住在夫家，或者是夫妻二人独住出去。可见，婚姻习俗的变
化发展也是跟着时代潮流走的。

关于中国文化，可以说的还有很多很多，许多都非常有趣，
引人思考，值得我们不断地去发展完善。但是，在现代化的
步伐如此之快的时代，也有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被人们所遗
忘，文化被不断西化，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很大的冲击。这
应该引起了我们深深的思考并为之付诸行动。

中国文化史课程感想一千字篇五

学习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文化，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了解。近日我参
加了一次“学习中国文化讲座”，这讲座讲述了许多有趣的
事情，让我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以下是我的体
会。

第一段：了解中国文化的意义

中国文化非常悠久且精深，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和多彩的文
化内涵。学习中国文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所



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所表达的
思想和情感，并能够更好地与中国友人沟通和交流。此外，
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丰富我们的学识和视野，开阔我们的国
际化视野，对我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和生活都有着很大的帮助。

第二段：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

讲座中，我了解到了如中国画、书法、长城、春节等传统文
化，这些文化传统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学习中国画可以感受
到其悠久历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书法也可以反映出中
国人讲究的精神追求。中国的长城是中国人民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象征，春节则是中国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这
些文化精髓是中国文化宝库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需要
我们去珍惜和保护的。

第三段：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化也逐渐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
分。讲座中讲解了中国现代文学、电影、时尚等，客观呈现
了现代中国文化风貌。中国现代文学以纪实文学和网络文学
为主，中华电影集团等中国电影公司的崛起，吸引了众多国
外知名电影导演到中国拍摄电影。最重要的是中国时尚文化
在不断发展，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认可和追捧，成为炙手
可热的主题。这些都表明了中国文化不断发展的势头，体现
了中国正在努力迈向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脚步。

第四段：了解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

中华民族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在讲座中，我们了解到
了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习俗，如龙舟竞渡、端午节、农历时
令节气等。这些传统习俗不仅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且蕴
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中华
民族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用以体现中国人民崇尚道德，依
法治国的传统，并强调了人类对自然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和谐



发展的思想，这些规矩和习俗已经伴随着中华民族走了几千
年，一直没有被遗忘。

第五段：了解中国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价值

跨文化交流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了解中国文化对建立跨文
化的沟通和理解非常重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时存在文
化差异，当我们了解和尊重中国文化的时候，也为我们更加
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文化差异，更容易体会到文化多样性在跨
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经济、
文化、政治、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无处不在，了解中国文化可
以使我们深入了解其思想、价值观和认知模式，增强跨文化
交流的要素，促进各国之间在文化领域上的交流和合作。

总之，学习中国文化是非常值得的，从文化历史到当代文化
再到民俗文化，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讲
座中也提到了对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视，与时俱进和顺应时代
变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我期待继续了解并深入地学习
中国文化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