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实践活动感悟和心得报告(汇总8篇)
心得感悟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优质的
心得感悟该怎么样去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心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实践活动感悟和心得报告篇一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年中家庭团聚、亲情
交流的时刻。春节期间，许多社区都会组织各种实践活动，
旨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
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感悟和体会。在这次春节实践活动中，
我有幸参与其中，感受到了春节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发现了
自身的不足。通过这次活动，我深刻认识到了家庭团聚的重
要性、传统文化的珍贵价值以及个人责任的重大意义。

首先，春节实践活动让我更加意识到了家庭团聚的重要性。
在这个熙熙攘攘的节日里，亲人之间参观互动，沟通交流的
场景让我倍感温馨和幸福。我见到了许多长久未见的亲人，
和他们共同度过了一个充满快乐和感动的假期。这次实践活
动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家庭成员之间的
联系往往因为工作和生活压力而变得疏远，亲情的力量也常
常被忽视。因此，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与家人的沟通，加强家
庭团结，把亲情放在首位，共同度过一个温暖而美好的春节。

其次，这次实践活动进一步激发了我对于传统文化的探索欲
望。在活动中，我观摩了许多传统文化表演，如舞狮、舞龙、
传统戏曲等。这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
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个现代化社会
中，传统文化往往被商业化和快节奏所淹没。而这次春节实
践活动为我提供了一个了解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机会。我决心
通过学习和参与更多的传统文化活动，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
会中焕发新的活力。



最后，我也认识到个人责任的重大意义。在春节实践活动中，
我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与其他志愿者一起组织文化展览和
演出。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更加了解了活动背后的策划和
组织工作，也明白了个人责任的重要性。每个人的付出和努
力，都为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今后的
生活中，我将更加主动地承担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实施自己
的职责，为社会和他人做出积极的贡献。

总之，这次春节实践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宝贵的收
获。我感受到了家庭团聚的温暖和亲情的力量，对传统文化
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和热爱，并认识到了个人责任的重大意义。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我更加坚定了自己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决心，也更加明确了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使命。
希望未来的春节实践活动能够更加丰富多彩，让更多年轻人
了解和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共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

实践活动感悟和心得报告篇二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每年都受到全国人民的
热烈欢迎。为了更好地体验和感受春节的文化内涵，我参加
了一系列的春节实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收获了很多体
会和感悟。下面是我对这些活动的心得和体会的总结。

第一段：关于春节的背景和传统

在春节实践活动之前，我通过学习和调研，对春节的背景和
传统有了一定的了解。春节是中国人民最隆重、最具有家庭
意义的节日，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它以祭祖和迎接新年为
主题，融合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和节庆活动。这些让我对
参加春节活动充满了期待。

第二段：参观庙会的体验和感悟

在春节期间，我参观了当地的庙会，这是一种传统的春节庆



祝方式。在庙会上，人们可以品尝各种美食，欣赏舞龙舞狮
和杂技表演，还可以参与传统手工艺品制作和花灯制作。参
观庙会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和魅力，也
让我更加珍惜家乡的文化遗产。

第三段：家庭团聚的意义和感受

春节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团聚的节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和我的家人团聚在一起，享受着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我
们一起做饭、吃饭、喝酒、打麻将，聊天笑闹，忘却了疲惫
和压力。这种家庭团聚的感觉让我重新认识到家庭的价值和
力量，也让我明白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身边的人。

第四段：参与灯谜猜猜活动的收获和启发

在春节期间，我还参与了灯谜猜猜活动。灯谜是一种传统的
春节猜谜游戏，在灯谜猜猜活动中，我锻炼了自己的思维能
力和智力，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同时，通过猜谜解谜的过
程，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和道理。这让我深感到学无止境的
重要性，也激发了我继续学习的动力。

第五段：对未来的展望和总结

通过参加春节实践活动，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和重要性。同时，这些活动也让我意识到，传统文化需要
我们每一个人努力传承和发扬。我希望将来能够继续参与春
节实践活动，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总之，通过参加春节实践活动，我收获了很多体会和感悟。
这些活动让我更加了解春节的传统和文化，也让我体验到了
家庭团聚的温暖和传统活动的乐趣。通过这些活动，我也明
白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传承的责任。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
会参与到春节实践活动中，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自己的



贡献。

实践活动感悟和心得报告篇三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下面由我对上周的德育实践周进行总结。上一周我们12护专1、
2、3、4班在学生处及班主任的指导下开展了德育实践活动。

我们认识到，思想道德在学生成长的道路上占有非常重要的
位置。我校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并使大家和谐共处，
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形成良好的校风，因此，
学校在本学期开展了德育实践周活动。

在值周过程中，要求学生见到老师主动问好，看到有人踩草
坪、乱扔垃圾、提前下课的时候要及时制止，看到披头散发，
不戴校牌，穿拖鞋的同学要去劝说，让他们注意自己的仪容
仪表。虽然德育实践周我们可以一个星期不上课，觉得很新
鲜，但是一切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辛苦。每一次制止，每一
次的劝说都不被同学理解，甚至恶言相向，可是我们没有因
此放弃，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慢慢的一切都开始
有了好转。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能自觉约束自己，但是
我们相信校风会越来越好。

很多同学不理解学校为何要这样管束，觉得这个活动治标不
治本，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百尺高台起于累土，良好
的道德品质是建立在种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上的。没有什么是
与生俱来，都是一天天积累形成，包括我们的道德素质。

这个星期大家都觉得很累，每天按时站岗，回到宿舍倒头就
睡，但是为了锻炼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还是坚持了下
来。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更加懂得了学校文明是每个人的责



任。我们应该从自我做起，从集体做起，让整个校园充满着
和谐、团结、向上的精神。

实践活动感悟和心得报告篇四

从古至今，中国春节一直是全国最重要、最隆重的节日。为
了让我更深切地感受到春节文化的魅力，学校组织了一系列
的春节实践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我获得了很多宝贵的
经验和感悟。

第一段：活动准备与体验

为了让我们全面了解春节文化，学校事先准备了许多与春节
有关的知识，包括春联、年画、元宵等等。在活动当天，学
校组织了一场春节文化知识竞赛，我通过阅读和学习，获得
了很多关于春节的知识。之后，我们还参观了一些文化展览
和手工制作，亲手制作了春联和年画。通过实际动手，我更
加深入地感受到了春节的习俗和文化内涵。

第二段：家庭传统与融合创新

与春节实践活动相配套的还有家庭作业，老师要求我们通过
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自己家庭中关于春节的传统习俗。我
了解到，每个家庭对春节的理解和庆祝方式都有所不同，但
普遍都透露着家庭的温暖和团圆的意味。同时，活动还要求
我们用创新的方式来庆祝春节。我跟家人商量后，决定创新
的菜品和特色活动，我们尝试了制作全新的年夜饭和看灯笼
放烟花等。通过与传统相结合的创新方式，我们更加充分体
验到过春节的快乐和喜庆。

第三段：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春节实践活动不仅增进了我们对春节的了解，也让我们深刻
意识到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我们有责任传承和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在活动中，我们学习、制作传统的春节民俗，提倡
尊敬长辈、拜年等社交礼仪。通过这些活动，我深刻体会到
传统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并意识到自己肩负着传承和发扬
的使命。此外，活动还鼓励我们讲述春节的故事，通过大家
的分享和交流，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第四段：家庭团聚与传统美食

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家庭团聚时间，也是一年中最盛大的
美食盛宴。在春节实践活动中，我们特地学习了一些传统的
食谱和烹饪技巧。在家庭团聚时，我利用所学，主动帮助家
人准备年夜饭。我们做了传统的饺子、炸年糕和年糕汤等。
通过共同制作和分享美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
步加强，亲情和团结的氛围更加浓厚。

第五段：感悟与展望

通过这次春节实践活动，我对春节的认识更加深入，对传统
文化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我明白到，传统文化是
我们民族的根，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传统文化凝聚着几
千年来人们的智慧和情感，是我们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财富。
在未来，我将继续学习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
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而努力。我相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
力下，传统文化一定可以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总之，春节实践活动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春节的意义和
传统文化的价值。通过学习、制作和分享，我不仅对春节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
力和重要性。我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努力学习和传承中国
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实践活动感悟和心得报告篇五

“没有健康的大自然，就没有人类”，这是在开讲前，宣传



片给我留下最深刻的一句话，带着对这句话的疑惑，x大队长
的讲座开始了。在明年一月份，我们青岛市就将全面展开垃
圾分类，对城市垃圾进行有效的分类处理,既可以改善环境卫
生,又能提高垃圾的资源化率,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而现在人们垃圾分类的意识依然没有明显
提高，我们该如何进行垃圾分类，这就是难题所在了。

我们将分为四种垃圾类型，可回收垃圾(蓝色桶)，厨余垃
圾(绿色桶)，有害垃圾(红色桶)，其他垃圾(灰色桶)。如何
区分呢?这些问题x大队长提出了简单易懂的方法:猪能不能吃
呢?猪能吃的是厨余垃圾，不能吃的是其他垃圾，吃了会死的
是有害垃圾，卖了可以买猪的是可回收垃圾。真不愧是一种
好方法。

做好垃圾分类不仅对于社会有所帮助，对于我们小中学生也
是如此。我们可以借机学习到更多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提
高自己的文明素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但现阶段，垃圾
分类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生活在城市里，我们有义务为城
市的清洁尽职尽责，生活中产生的垃圾我们无可避免，但是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双手对这些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将垃圾分
门别类，让垃圾能够物尽其用，该回收回收，该处理处理，
这样对我们的生活既造成不了负担，同时也能让垃圾再利用，
为我们的环保助力。垃圾分类不是靠制度一夜之间就能实现
的，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和坚持。习惯决定效
果，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养成垃圾分类投放的生活习惯，助
推垃圾分类成为城市新“时尚”。

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我们更需要以身作则，做好垃圾分类，
为地球的美丽做一份贡献，节能减排，让我们生活的环境好
一点!

实践活动感悟和心得报告篇六

这个暑假，我参加了一些学校的实践活动，去了红色革命圣



地——西柏坡;调查了地球存在的环境问题;知道了节能减排
的重要性，还领略了书籍的无穷魅力。

所以，这个暑假比以往过得更充实。

其中，我主要体验的活动是“认识资源的宝贵调查体验活动。

”并主要了解了中国的淡水资源。

我认识到了水的珍惜，虽然中国的淡水储量居世界第四位，
可是中国人口众多，根本无法和淡水储量成正比，并且全
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为缺水城市。

随着全国、全球人口的增长，淡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因
为淡水是无法再生的资源。

现实生活中，水资源的浪费现象非常普遍。

如果我们不马上节约用水，那恐怕世界都会像沙特阿拉伯那
样进行海水淡化了。

节约用水，从现在做起。

这次活动让我学到过多地不仅是知识，还有生活窍门和道德
修养。

我们最最需要的道德修养也是最容易忽略的。

节约的意识，大量的阅读和生活细节都会为我们提高修养。

所以这次实践活动让我学到了许许多多。

初二十四班

郑宇轩



实践活动感悟和心得报告篇七

第一段：介绍实践的背景和目的（150字）

地区实践活动是一种以参观、考察和实地实践为主的学习方
式，通过亲身经历，增强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实践能力的培
养。我参加的地区实践活动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当地的社会经
济文化发展状况，拓宽自己的视野，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思
维。

第二段：分享实践中的亮点和收获（300字）

在这次地区实践中，我最大的收获是深入了解了当地的农村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情况。我们走访了当地的农田和农户，
亲身体验了他们的务农生活，感受到了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对
土地的热爱。同时，我们还参观了当地的农业科技园和现代
化农场，了解了农业科技的应用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通
过这次实践，我明白了农村发展需要科技的支持和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也更加珍惜了农产品和农民的辛勤劳动。

第三段：总结实践中的不足和问题（300字）

然而，这次地区实践也让我看到了一些不足和问题。在农村
发展中，我发现一些地方的农民仍然依赖传统种植方式，缺
乏对现代农业科技的了解和应用。同时，由于农村地区的基
础教育和科技支持相对薄弱，农民们往往不能充分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此外，农村地区的环境保
护工作也存在一定问题，乱排废水和乱倒垃圾现象比较普遍。
这些问题需要得到关注和改善，以促进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
展。

第四段：提出改进方案和建议（300字）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首先，要加



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提高他们对现代农业科技的了解和应
用能力。政府可以组织专家团队，为农民进行培训和技术指
导，帮助他们掌握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其次，要加
大对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和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农民的科
学素质和创新能力，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最后，要加强对
环境保护的宣传和监管，加大对乱排废水和乱倒垃圾行为的
处罚力度，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第五段：总结感悟和展望未来（250字）

通过这次地区实践活动，我深入了解了农村发展和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增强了对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和辛勤劳动的敬佩之
情。同时，我也看到了农村地区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意识到
科技教育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未来,我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农
村地区的发展和环境问题,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为农民提
供帮助和支持,推动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也希望
农民能够通过科技的力量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效益，
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共同建设美丽乡村。

实践活动感悟和心得报告篇八

于我而言，“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仿佛永远都只是书
面用语，永远只在我的作文中出现。一边写着“学会向父母
感恩”之类的话题作文，一边对父母颐指气使、大声吆喝。
若不是这次的“五个一”德育实践活动，或许我仍然这般任
性。

“五个一”中有一点是为父母做一顿饭。当然，它的含义不
仅仅只有这一顿饭。应付任务的做法自是只做这一顿饭或者
不做。然而，我想学校的用心是在于让我们从这一顿饭中体
会到父母天天为我们作出可口饭菜的辛苦。像我，第一次是
不情不愿，第二次觉得麻烦，第三次更是觉得厌烦透顶。而
父母，却天天，从我们出生到现在的十六个年头里，不停地
做着这一件事。诚然，他们自己也要吃饭，可是，当你有目



的地为了另一个而去做时，会格外的用心。即使饭菜不比餐
馆、饭店的可口，可这些家常菜中包含的爱意是独一无二的，
每家人家都有其独特的味道。比如说，我永远吃不惯我表姐
家的饭菜，太过清淡，只因为我表姐不爱吃重口味的。

在这次实践活动的这一项目中，我所做的，仅是暑假六十天
中的几顿饭而已。这一点点的小事，却仍不让父母省心。第
一次做饭，无从下手，除了炒蛋什么都不会。父母不旦要教
我如何去做，还要时刻担心我是否又被滚烫的油滴溅到、在
我操作失误时来挽救整锅菜。第一次做饭的结果并不乐观，
但是看着略焦的、油亮亮的小菜，还是很有满足感的。我的
父母并不会像许多中小学生作文中出现的老套情节“父母一
个劲夸做得好吃而实际上却难吃的紧”这样夸我，而是很不
给面子的指出“难吃”，并吩咐我改天再做。然后，饭后大
大小小的碗也扔给我洗。第一次固然委屈，可有一次深夜看
到归来的父亲在水池边洗着我和母亲都不愿去洗的碗的背影
时，心里有点刺痛。他胖了，也老了，这些家务不久将不再
适合他这样的年纪去做了。我不能总以学习为借口来逃避家
务，这是家庭成员的一种责任。

也许这些话在有些人眼里很假，但我认为，只有有着这样感
受的人才能体会到里面的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