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心得感悟(实用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你知道心得感悟
如何写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比
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国学心得感悟篇一

第一段：引言（200字）

国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承载着千百年来智慧和智慧
的结晶。然而，如何将这些古老而深奥的知识学以致用，让
其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使之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是我们每个国学学习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我多年的学习
与实践中，我逐渐领悟到国学的真正魅力在于其能够激发人
的内在潜能，引导我们找到生活的真谛。

第二段：发现自我价值（200字）

国学学习在我身上产生的第一个体会就是发现自我价值。国
学经典所传达的人文精神、伦理道德以及治国理政思想等深
深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通过学习《论语》、
《大学》等经典著作，我了解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思想，这使我明白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必须先修身齐家，才能
为社会做出贡献。这种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让
我明白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小决策都会对社会产生积
极或消极的影响。通过国学学习，我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

第三段：培养综合能力（200字）

国学学以致用使我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多方面的体现，尤其
是在培养综合能力方面。国学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政



治、礼仪等诸多学科，学习国学无疑可以让我们在各个领域
获得更深入的了解。通过研读《资治通鉴》、《孙子兵法》
等经典，我学到了管理和决策的智慧，理解了历史变迁的规
律。这种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培养，让我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
能够更全面地分析和解决，也让我在人际交往中更具谦逊、
自信和协调能力。

第四段：提高思辨能力（200字）

国学学以致用使我在思辨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通过
学习《论语》、《道德经》等经典著作，我学会了辨别是非、
分析问题的能力。国学不仅教会我们处理实际问题的智慧，
更是让我们学会思辨，从而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见风使舵。
例如，在遇到职业选择问题时，我可以通过对自己的价值观
念和个人特长的认识，进行综合的分析和思考。这样，我能
更准确地确定自己的职业目标，并为之付出努力。

第五段：践行与传承（200字）

国学学以致用还让我认识到了传承的重要性。作为一位国学
学习者，我不仅要学会将国学的智慧应用于实际生活，更要
把国学的精神和学问传承下去。我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和推广
国学，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我成立了一个国学研讨
会，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学习心得，相互督促进步。在实
践中，我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国学学习方法。只有通
过实践，将国学的精髓传承给更多的人，才能真正实现国学
学以致用的目标。

结束段：回顾与展望（100字）

国学学以致用是一个长久的过程，需要不断努力和实践。通
过学习国学，我发现了自己的自我价值，提高了综合能力和
思辨能力，并体会到传承的重要性。我相信，只要坚持学习，
我们就能不断提升自己，更好地将国学的智慧融入到现实生



活中。

国学心得感悟篇二

古诗文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资源宝库。它千百年来，万口
传诵，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我们民族约定俗成的教科
书。对孩子人格的养成和情操的陶冶，对民族精神的养育，
都有其他任何手段所无法代替的作用。

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所说的：在心灵纯净的童年时期记
诵下来的东西，如同每天的饮食，会变成营养成为生命的一
部分，长大之后学习、工作、待人接物中自然运用出来。至
于成年后再来读这些书，因为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犹如脾
胃不健康的人，即便面对串盛的美食，也难以吸收其营养了。

我们的经典琳琅满目，经典诗文的诵读，这项活动的开展，
孩子们受益匪浅。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斜将杜老先生那种高-瞻远瞩和俯视
一切的雄心彰显出来，那种豪迈的气概又影响了多少后
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老先生的
这句话，让我更偏重理解的是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态度或感
觉这一方面。正所谓“兴趣是的老师”。“少壮不努力，老
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白
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等等这些千古名句教育了
一代又一代的人，要珍惜时间，时间是宝贵的。“居高声自
远，非是藉秋风”，“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些古
诗句教育人们要做一名爱国，尊重他人，孝敬父母的人。

通过经典诵读，孩子们从小就能体会“海内存知己，天涯若
比邻”，“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朋友间的
深情厚意。

我希望今后在我的引导下，孩子们能真正喜欢上古诗文，真



切的感受到古诗文之中的美，并将它发扬光大。

国学经典诵读心得感悟范文4

这个学期最让我开心的时刻就是每周三下午的综合实践课，
我们一起打开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中华经典诗文诵读
读本》,一起诵读经典诗文。

从这本新书里，我认识了古代的圣贤孔子、孟子、老
子......特别是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在老师的讲解下
变得浅显和易懂，里面的一句句话都包含着一个个深刻的做
人做事道理。从中我知道了做学问要“温故而知新”，
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做事情要从小做起，从简单
开始，由易到难地去做，这就是“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
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想到我自己平时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总
想着要退缩，不想去努力，我不禁有些脸红，这些话语，使
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在这本书里，我还认识了拾遗求利的乐羊子和拾金不昧的乐
羊子的妻子;认识了可爱的“蜀鄙二僧”，他们让我懂得了--
-“有志者，事竟成”。最让我感到好笑的是那个滥竽充数的
南郭先生，我真想对他说：不学习，不劳动，靠欺骗过日子
是只能混得了一时，混不了一世的，最终必定成为大家耻笑
的对象。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
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早上还躺在被窝里的时候，我经常
会不由自主的朗诵起朱自清《匆匆》里的开头，它让我知道
了我们的日子是永远一去不复返的，我们要珍惜每一分每一
秒的时间。

在这本书的第一页上写着：经典浸润人生，经典伴随一生。
让我们都来诵读经典吧!我想我们一定会收获更多、更多。



国学心得感悟篇三

中国国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道德规范和文学艺术，深深熏陶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
观念。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国
学的学习，然而，真正能够将国学内核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并
以致用之态度来去感悟的人并不多。在我的国学学习过程中，
我深深感悟到国学的神韵与思想的丰富性，正是这种感悟让
我对国学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态度，将其运用到了日常生活中。
以下是我在国学学习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首先，国学学以致用要源于对国学的深入理解和学习。国学
学习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学
习国学的经典著作来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思想精髓。例如，我
在学习《论语》时，不仅仅把它当作一本哲学著作来研读，
更注重将其中的思想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以此来提升自己
的品德修养。通过读懂孔子的思想，我明白了“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道理，即对于自己所不了解或不懂
的事物应持谦虚之态度。这种理解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
是一种身心的修炼和涵养。

其次，国学学以致用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其智慧。国学不
仅仅是一种理论体系，更是一种智慧的运用。例如，孟子
的“心正则理正，一正则天下正”告诫我们要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只有内心正直，才能有正常的思维和正确的判断力。
在实际生活中，我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尊重他人，注
重个人修养，并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正是这种运用国
学智慧的态度，让我在工作和学习中坚持不懈，不断提升自
己的能力和素质。

再次，国学学以致用要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以德为本。中国国
学注重的是道德的修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和社
会责任。在我与他人的交往中，我始终秉持着仁义礼智信的
原则，注重以德为本。通过学习国学，我懂得了待人以诚、



宽以待人等待人之道。在团队协作中，我主动与他人沟通协
作，尊重他人的意见和价值观，共同进步。而在处理矛盾和
冲突时，我更加注重以诚待人，以宽容之心解决问题，努力
维护团队的和谐与凝聚力。正是这种注重以德为本的态度，
让我在人际交往中获得了他人的认可和尊重。

最后，国学学以致用要在社会活动中追求和谐与进步。国学
学习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更是为了社会的发
展和进步。在我参与社会活动中，我始终心怀国家和时代的
使命感，努力奋斗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深入了解中国国
学思想的丰富性和智慧，我开始参与公益事业，为弱势群体
提供帮助和支持。同时，我积极参与社团组织和志愿服务，
通过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来传播国学的价值观和精神。

总之，国学学以致用是一种追求实践和思考的态度，是在国
学学习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其思想内涵和智慧，然后将其运用
到实际生活中，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弘扬国学精神。通过
将国学的智慧运用到工作、学习、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中，
我们能够获得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价值，同时也为自己的成
长和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我相信，只有通过实践和思考将
国学学以致用，我们才能真正领会国学的内涵和智慧，实现
我们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目标。

国学心得感悟篇四

近年来，国学热在我国掀起了一股学习热潮。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国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修身养性、感悟生活的方
式。通过学习国学，我深深体会到了它的价值和意义，为自
己的成长带来了许多启发。下面我将从国学学以致用的价值、
心得体会以及对未来的展望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国学学以致用的价值不言而喻。在当今社会，人们生活节奏
加快，精神压力倍增。而国学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为人们



提供了一种返璞归真的方式。通过学习国学，我们可以重新
认识自己，找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国学注重修身养性，教
诲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与世界的和谐相处。这
种修养，不仅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更能够使我们在
现实生活中更加从容自信。

同时，国学学以致用对于个人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影响。国
学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积累了丰富的人类智慧和宝贵的历
史经验。通过学习国学，我们可以获得丰富的知识和智慧的
指引。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学习国学是了解自己文化根
源的一种方式，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和自身的文化自
信。

除了对个人的发展有益外，国学学以致用还有益于整个社会
的进步和和谐。国学倡导的以仁爱为核心的人伦道德观念，
为社会的和谐相处提供了重要的指南。在现代社会，人与人
之间的互信、尊重、公义等价值观正在逐渐丧失，国学的精
神理念对于纠正这种失衡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学习国学，
我们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和谐。

我个人从学以致用的国学学习中受益匪浅。首先，国学使我
对自己的身份和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通过学习经典著
作，我明白了自己身处于中华文化传承之中。我开始关注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尊重并学习古人的智慧，感受中国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其次，国学教会了我如何为人处世。在学习中，我了解到礼
仪的重要性和仁爱的价值。这使我在生活中更加注重与人的
交往，注重和谐共处。同时，也让我学会用和平与宽容去对
待他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加平淡地面对自己的成与
败。

最后，国学的学以致用给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人生目标和追
求。经过学习，我明白了为人做事要有道义、有情怀、有坚



持。只有在这样的追求下，我们的生活才能真正具有意义。
因此，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希望能够用学习国学的理念和智
慧去引领自己的人生。

综上所述，国学学以致用带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感悟和体验。
通过国学的学习，我领悟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获
得了一种返璞归真的修身之道，并且这种修身之道对于现实
生活、个人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和谐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
此，我为自己成为国学学习者而感到骄傲，并希望通过自己
的行动，将国学的智慧发扬光大，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国学心得感悟篇五

首届“国学小名士”冠军刘康宁说:“古人说过,学习最好的
时间有三个,马上、枕上、厕上。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好这
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空闲时间,抓紧学习这些经典文化。”

“我知道国学不像景泰蓝黄花梨,能随随便便拍出天价,读四
书五经也不能顷刻送人上青云,中国文化不在于追求‘实
用’,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不羁’的精神。”来自临沂市兰山
区临沂第一中学的谢奕辰说,“我读苏轼的‘诗酒趁年华’,
他原本写来是为自遣,但在我读来,却成了空前绝后的浪
漫……”

此次比赛设计了众多环节,全面考查选手对于国学经典的理解
与运用,也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小名士”的成长。参加“国学
小名士”的昌乐县昌乐二中的侯朝捷说:“我从诗中获得了一
种力量,感受到古人的一种智慧和心态。”来自兰山区的侯懿
轩说:“我不仅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更加感受到国学
的力量。”

此次活动启动以来,这些选手除了自己参加外,还带动了大批
中、小学生参与到公益活动中,仅参赛选手在各地学校结
合“国学小名士”建立的国学社团就达20多个,参与公益活动



近3000人次,直接影响和带动周边人群超过10万人,在全省青
少年中掀起了传承国学、传承美德的新气象。

去年7月,来自枣庄赛区滕州市第一中学的“国学小名士”高
晗,以大姐姐的身份走进当地小学的留守儿童群体,辅导他们
做作业,和他们一起玩游戏、画画,以轻松有趣的方式让留守
儿童度过了愉快而美好的一天。由于父母长期在外,缺乏来自
父母和完整家庭的亲情呵护,高晗就用谈心的方式鼓励他们好
好学习,敦促他们不能因父母不在身边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同时,她还特意为留守儿童们上了一节暑期安全课,提醒他们
注意身边的安全隐患,远离危险。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在滕州市区一家幼儿园
里,近20名孩子端坐在教室内认真地齐声朗诵《弟子规》。这
堂国学课的老师不再是孩子们熟悉的面孔,而是来自滕州一中的
“国学小名士”徐杨和吕文兴。课堂上,徐杨、吕文兴通过各
种小典故、小寓言,把国学知识和传统文化生动地传授给孩子
们。

“本来觉得小朋友们不认得字,教起来会比较困难,没想到20
多分钟后,他们就已经能较为流畅地朗诵。”徐杨说,在这次
活动中,他不仅过了一把当老师的瘾,还通过弘扬传统文化,获
得了成就感,内心很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