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镜鉴心得体会(优质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通过记录心得
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
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镜鉴心得体会篇一

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反腐倡廉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腐败现
象得到了明显的遏制，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都能够在自己
的岗位上，珍惜手中权力，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兢兢
业业地干事创业，使经济建设有了较快发展，人民的生活水
平得到明显改善，从而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戴。

近日我厂针对反腐倡廉工作，组织大家学习了《反腐镜鉴录》
系列丛书，作为一名在关键岗位上工作的党员干部，我真正
在思想上受到了一次震憾和教育。

《反腐镜鉴录》中记载的一些人，几乎一开始心里想的都只
是多干事、干实事，并没有想自己能从工作岗位上谋求什么
经济上的利益，而今却成为阶下囚，这是因为他们在这改革
开放深入进行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转型阶段，没有时刻进
行理想信念的修养，加强作风建设，导致理想信念动摇，丧
失党性原则，宗旨观念淡薄，把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资本，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占据头脑，价值观发生偏离，堕落为犯
罪分子。

读完这几本书，经过对书中相同、不同案例分析对比，深挖
其根源有如下几点：



一、思想方面的原因，即主观方面的原因。

这些人，在掌握了一定权力之后，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发生了
扭曲，导致人生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放纵了自己的贪欲。
他们往往把党和人民赋予权利当作自己的东西。手中的权力
就是他们敛财、“称霸”

的“法宝”。通观这些人的犯罪经历，虽然犯罪人级别不尽
相同，但法制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是其共性。而人生观
的迷失和价值观的倾斜，不正常乃至畸形的心理状态无疑是
他们堕落的“源动力”。当一个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
是追求享乐，把对权力的追逐和对金钱的挥霍当作目标时，
就会借权力牟私，借权力生财，成为权力的寄生虫。人格的
失衡和品德的低下，助长了其贪婪自私和鲜廉寡耻，以至恶
招损术层出不穷，搜刮民脂民膏，坑害国家，无所不用其极。

二、体制方面的原因，权力过大而监督乏力。

在书中所提及的案例中，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
些人，都拥有相对集中的权力，在重大问题、重大项目或重
要的人事安排等方面都有拍板权。这个权力如果把握的好，
是可以做成许多事情的，如果把握的不好，用来为个人谋取
私利，就会做出许多错事、坏事来。他们的权力很大，受到
的监督制约却很小。在权力与监督的夹层中，权力运用得当
与否，全凭个人的党性修养。虽然对于党员领导干部，会适
时召开民主生活会，但在监督与批评上，都是泛泛而论，不
着边际，大家也都心知肚明。知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或
是有人向上级反映，引起上级的重视，认真查处之后，问题
才能被揭露出来，但为时已晚。

三、环境方面的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体制正处于改革、转轨、转型时期，各种
不规范的东西、灰色的交往普遍存在，对各级领导干部是一



个现实的考验。

就拿礼金往来情况来说，很多人都知道收受别人的礼金不好，
但有时也觉得实在难以拒绝。逢年过节，家中有什么事情，
总有人通过各种方式以各种理由送来礼金，对于有的干部来
说，一些小额的礼金，“如果这点儿钱也退，显得小气，也
嫌麻烦”，看着周边的领导干部也都有礼金方面的来往，大
环境，大气候如此，时间长了，思想也就麻痹了，甚至习以
为常，见怪不怪了。而且在收受礼金时，只觉得大不了是违
纪，绝对没有想到这就是受贿，就是违法。心中常抱有侥幸
心理，认为出不了什么大事，知道问题暴露，才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

针对以上原因，我认为要防止腐败，需作到以下几方面：一
是：始终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作为党员，只有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才能确保高质量地完
成好党交给的工作任务，才能更好地保证自身的廉洁清正。
因此自己将坚持经常性的深入学习和钻研，进一步提高自身
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在学习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将反面案例与正面教育相结合，注重学习效果，提高自身的
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同时，自己要按照党的要求，严格要
求自己，防微杜渐，确保不出任何违法违纪问题。二是：始
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大非面前坚持正确立场和态度，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进一步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判断、
检验是非功过。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心系组织重
托，心系群众冷暖。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进行自我
批评和自我教育，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端正思
想作风，提升思想境界，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三是：始终坚持执行党的各项廉政建设规章制度。



这些腐败分之地下场警示我们：在社会主义中国，法律面前
没有特殊公民，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一个党员干部，不
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违法乱纪，终究逃不脱党纪国
法的严厉制裁，以身试法者必亡。通过警示教育，我深刻地
认识到反腐倡廉的任务艰巨性，认识到建立教育、制度、监
督并重的惩处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紧迫性。因此，作为党员，
必须积极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既用宪法和法律约束自己，
也用党章和党的纪律规范自己，以实际行动带动党风和社会
风气的进一步好转。特别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
耐得住艰苦，管得住小节，挡得住诱惑，做一个清清白白的
人。

因此，我们要从《反腐镜鉴录》中的案例中吸取教训，做到
举一反三，警钟长鸣，牢记党的宗旨，做好本职工作，恪尽
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光辉形象靠党员的共同努
力来增彩，党的利益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维护。

总之，反腐败，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上下一致随时保持清
醒头脑，将斗争进行到底。

日前，公司纪委根据集团公司纪检组要求，印发了《关于开展
〈镜鉴—国有企业廉洁从业教育读本〉学习的通知》，以宣
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为主线;以强化制度建设为切入点，坚
持以案论纪，把反腐倡廉教育与加强管理相结合。

9月30日上午，公司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专题学习
《镜鉴——国有企业廉洁从业教育读本》。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清文主持会议，总经理琚立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邹军民，副总经理张小毅、刘江，财务总监武丽艳
出席会议。

邹军民作了题为《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促进公司科学
发展上台阶》的中心发言。他介绍了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新
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总结了新时期企业腐败案件呈现的5



个新的特点，指出反腐倡廉形势不容乐观。他阐述了学习
《镜鉴》的重要意义以及《镜鉴》对企业反腐倡廉建设的重
要启示：一是企业领导人员和重要岗位人员要遵纪守法、不
要冒险，不要侥幸、不要受市场“潜规则”的影响;二是领导
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
性;三是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谨防“第一次”，谨防小
恶积大恶;四是要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

王清文在总结讲话中对《镜鉴》中涉及的案例以及犯罪人员
的特点进行了归纳，要求公司全体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各
业务部门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引以为戒。他指出，随着
分公司的成立，公司的业务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盈利模式也
将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将从“后台”走向“前台”，从以招
标代理业务为主到直接参与销售和贸易，滋生不正之风的现
实危险性也将越来越大。他强调，公司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
中要严格把握三点：一是要管好自己，加强自我约束，要抗
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二是要管好人
员、带好队伍，从制度、管理、教育上加强对干部员工队伍
的约束;三是要加强党性观念，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提高拒腐
防变能力。

会议结合公司业务特点，从《镜鉴》一书中分别选取“企业
负责人腐败案件”、“重要岗位人员腐败案件”和“企业负
责人与重要岗位人员相互关联的窝案、串案”案例，进行了
集中学习。

总经理助理邓嗣陶、王玉玲，党群工作部、纪检监察审计部
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镜鉴心得体会篇二

《镜鉴》是唐代诗人司马相如的作品，全文共有25篇。《镜
鉴》以选取历史故事为题材，透过这些故事反映和剖析了人
性的善恶和道德的尺度。阅读完《镜鉴》后，我深受启发，



对人性和道德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以下是我对《镜鉴》的心
得体会。

首先，《镜鉴》的第一篇《打破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故事讲述了一个贫穷人家把两个缸装满蜜糖，后来大胆的贤
者却将其中一只缸砸破，蜜糖流到了地上。故事的情节让我
一开始觉得非常不解，为什么要砸破缸子呢？后来，我听到
贤者解释说：“人们之所以越是拚命地追逐财富，心的缸子
就越来越小。”这让我恍然大悟。财富虽然可以给人们带来
安全感和快乐，但如果为了财富而过于追求，就会忽视生活
中的其他美好事物，人心也会变得狭隘。因此，正确看待财
富，不要为了追求财富而迷失自己，这是我从《打破缸》中
得到的一条重要启示。

其次，《镜鉴》中的故事《渔人与花》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故事讲述了一个渔夫抓到一只美丽的花，却被贵族夺
走了。渔夫为此不满，但得到了一个贤者的教诲：“人们一
辈子都在为名利而挣扎，苦苦追求，最终都是幻想罢了。”
这个故事给了我很多启示。社会上无论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名
利的纷扰，但是名利并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真正重要的是
内心的价值观和修养，而不是外在的名利。渔夫在失去花之
后依然能够坦然面对，说明他有着内心的坚定，这也是我对
这个故事的理解和体会。

再次，《镜鉴》的故事《荀况问常迁》让我对人性和道德有
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故事讲述了一个儿子被潜规则后，父亲
让他继续留在官场。对此，我感到非常不解，为什么父亲不
保护自己的儿子呢？后来，我听到贤者的解释说：“大道理
上，保全儿子没错；小道理上，废了他才是，官府不容反抗。
”这一解释让我对故事有了更深的理解。社会现实告诉我们，
人性是复杂的，在现实面前，人们常常会为了权力、地位和
名利去妥协自己的道德准则。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让我深
感人性的脆弱和复杂。



另外，《镜鉴》中的故事《伯乐辨马》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故事讲述了伯乐通过观察马的外貌来辨别好马和坏马的才能，
以此来判断马的将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眼睛是人心的窗
户，观察一个人的内心思想和品质并不取决于外貌，而是需
要细心观察和了解。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我，也让我意识到
了人与人之间的观察和理解应该更加深入和全面。

最后，《镜鉴》中的故事《破矩案》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故
事讲述了一位聪明的青年辨别了士兵操作矩案的错误，从而
挽救了可能发生的灾难。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观察
力和聪明才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隐藏的问题，从而避免
可能的错误和灾难。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不要盲目地相信和
听从他人的意见，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力，并勇于表
达自己的观点。

总的来说，《镜鉴》的故事通过历史的镜子，反映了人类善
恶的本性和道德的尺度。每个故事都令人深思，对我来说都
有了很大的启示。正如古人所说：“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
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度，我们的历史悠久，是各个国
家都望尘莫及的。”这是对中国这个古老国家历史的肯定，
也让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感到骄傲。通过阅读《镜鉴》，
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古人对于人性和道德的精深洞察，同
时也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

镜鉴心得体会篇三

读镜鉴一书，乃中国古代德育启蒙的经典之一。德育教育的
重要性不容忽视，而读镜鉴能够引导我们从内心深处寻找自
我，塑造高尚美好的品格。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刻
领悟到了一些体会和感悟，下面就与大家分享。

第一段：什么是读镜鉴？

读镜鉴是中国古代的一本德育经典，作者是唐代名士傅玄。



全书共六卷，通过以玄述、训、诫三种方式阐述不同的德行
礼仪，强调了人的品德修养和行为规范。

第二段：读镜鉴的启示

读镜鉴的最大启示在于“镜中之人必真实，书上之言必可
行”。这句话大概意味着我们读书、做人必须真实、可信、
可行。也就是说，我们读书不能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更应
该从自己身上找到实践的方法，变成实实在在的功德。在现
实生活中，我们要不断学习、不断做人，方可塑造出高尚美
好的品格。

第三段：读镜鉴的品格教育

读镜鉴这本书最重要的就是品格教育。所谓品格，是人格的
象征，是表示人道理之高深和道德之纯洁的标志。品格好的
人会具备好的社交技巧、好的学习习惯、优秀的职业能力，
有礼貌、宽容、勇敢、诚实、善良、耐心、勤劳等品质。因
此，读镜鉴强调的不仅仅是人力的体魄，而更是人的品质。

第四段：读镜鉴的行为规范

除了品格，读镜鉴还着重强调了行为规范问题。品德高尚的
人，在生活中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和礼仪，体现出其精神世
界的价值。具体来说，就是指我们应该有谦虚、宽容、尊重
生命、感恩他人的态度，还要在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方
面找到平衡，促进社会、家庭、个人健康稳定的发展。

第五段：读镜鉴的教育价值

在现代社会，德育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而读镜鉴一书通过
对于品格和规范的阐述，激励着人们具备强大的意志、信念、
自由和自信的力量，在人生道路上克服各种困难与挑战。同
时，这本书启示我们：作为一名读书人，应该以己度人，正



确的发挥自我价值，不断追求自我，坚定信仰，塑造高尚品
德。这对于我们在不断前进的人生道路上具有很大的教育价
值。

总而言之，读镜鉴是启迪人心来提高品德的德育经典。读这
本书，不仅能够澄清人生的方向，明确自己的目标；更能够
锤炼我们的品格和思想境界，使我们不断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在生活中充分体现人的价值。这种精神和信仰，是我们能够
在多变的现实中发挥出高尚品质的源泉。

镜鉴心得体会篇四

《镜鉴》是一部孔子的弟子颜回整理编辑的一部论文集，书
中涵盖了孔子和他的弟子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的
思考与观点。通过阅读《镜鉴》，我对于孔子的思想有了更
深一层的了解与体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结合个人的
学习和生活经验，分享对《镜鉴》的心得体会。

在《镜鉴》中，孔子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这一思想强调从自身做起，从个体开始放眼整个社会，以实
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不谋而合。在当今
社会，人们常常关注他人的过错并怨天尤人，而忘记了思考
自身的问题。孔子的思想提醒我，一个人首先要反思自身的
言行，反思自身的人际关系，只有从自身做起，才能为社会
的和谐与进步做出贡献。

在个人修身方面，孔子在《镜鉴》中提到了四种修身之人。
其中，修己者为最高境界。修己者不仅能自律自重，对自己
的言行负责，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做到外修身、内养性，以
德为先，以道德准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在生活中，如今的
年轻人常常追求物质享受，追求名利地位，而忽视了对自己
人格的培养。因此，我深感修身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态度。
只有“修已”，我们才能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保持独立的思
考，保持向善向上的心态。



在齐家方面，孔子提倡的是家庭和谐。在《镜鉴》中，他指
出了家庭和谐的重要性。一个家庭的和谐与稳定，首先来自
于夫妻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和溝
濞，兄妹之间的友爱相处。这一点在我个人来看，尤为重要。
在家庭中，亲人之间始终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只有充分的理
解和信任，才能够凝聚起家庭的力量。因此，我深感家庭和
谐不仅需要每个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同时也需要每个人的
付出与奉献。

在治国方面，孔子强调了德治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国家
的发展与稳定不仅仅依赖于法律和制度，更重要的是依赖于
统治者的德行和道德品质。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深刻
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国家因为领导者的腐败和道德
缺失而陷入动荡和混乱。孔子的思想提醒了我们，国家的进
步不仅仅依靠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更需要优秀的政治家和领
导者凭借高尚的品质来为国家服务。

最后，孔子强调了君子的修身之道。君子在孔子的思想中是
一种高尚的标准，他们具备宽容、礼貌、正直、勇敢等优秀
的品质。在《镜鉴》中，孔子特别强调了君子对待人与事的
态度。君子应当以礼待人、尊重他人，并在面对困境和逆境
时保持自己的道德原则。这一点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君子的形象激励我，让我懂得要在日常生
活中注重个人修养，保持对他人的尊重和礼貌。

总之，《镜鉴》是一部具有深刻智慧与思考的著作，同时也
是一面照妖镜，可以反省人们自身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
路上的不足之处。通过阅读《镜鉴》，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孔子的思想观点对于我们现代人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只有从自身做起，才能够真正理解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原则，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中。让我们共
同努力，实现孔子的理念，为社会和谐和人类进步做出自己
的贡献。



镜鉴心得体会篇五

观看(警钟)教育片后，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有了更深的认
识。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把杨世洪、金鉴陪、柯昌信等反面典型作为警钟，时刻
警醒自己，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定的埋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和一切先
进分子的强大精神支柱。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
勇于献身是一个合格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也是共
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政治基础和最起码条件。杨世洪等人就
是丧失了共产主义我坚定信念，才使自己一步步滑向了犯罪
的深渊。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要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
就必须加强理论学习。理论上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矗我们
共产党员只有加强理论学习，坚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
导，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才能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
力，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积极投身实践。共产党员只有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实践中去，深入基层、接触群众，才能体会到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从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好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党性修养是一个
党员坚定理想和信念的基矗共产党员如果没有较高党性修养，
就不会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在改造
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才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
清醒与坚定，才能排除一切“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去，以实际行动实践共产主
义理想信念。杨世洪等人丧失党员先进性，究其原因，就是
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

二、要有强烈的奉献精神。奉献精神应该是共产党员的道德
底线。奉献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但对于党员干部来说，
只能算作一种平凡的精神。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求得共识，
关系到能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能不能贯彻落实“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已奉公，多做



贡献”规定为党员的一条义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
践也充分证明，一个心齐风正的班子和一支无私奉献的共产
党员队伍，是引领人民群众致富奔小康的重要保证。战争年
代，许多共产党员的是身份是保密的，群体却能从他们的言
行中认出谁是共产党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但群众仍然是通过我们每一个共
产党员的言行来判断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是代表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无私奉献是共产党员的道德底线，
是最基本的政治素质。杨世洪等人当上领导干部后，想的不
是如何多为人民做实事，办好事，而是贪图享受，时刻不忘
捞取个人好处，谋求个人利益，忘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奉献
精神。

三、要有良好的自身形象。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旗帜就
是形象，旗帜就是方向。有无良好的自身形象是衡量一个党
员先进性保持好不好的重要标志。杨世洪等人当上领导干部
后，放弃了个人的修养锻炼，把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
部应有的形象抛在脑后，一门心思的捞取个人利益，最终走
上了不归之路。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要时刻不忘自己的形象
就是党的形象，自己言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的好坏。
我们必须立足本职，争创一流业绩，正确认识自我价值，无
论身份如何，职务高低，环境好坏，都要立足本职，爱岗敬
业，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亮出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为群众作出表率。

同时，要树立“无功便是过，平庸就是错”的思想，敢于正
视困难，勇于接受挑战，始终保持一种坚韧不拨、奋发向上
的良好精神状态，以一流的精神状态，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
树立党员的威信。同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诚心诚意为群众
谋实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牢记党的宗旨，想群
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
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做到位
为民正，权为民用，利为民谋，欲为民节，情为民系，真心
实意为群众谋实利，只有这样才能把亿万群众凝聚到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

还要带头端正党风，匡正社会风气。要时刻自重、自盛自警、
自励，有损党员形象的话不说，有损党形象的事不做，遵纪
守法，在群众中真正树立起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让群众从
内心佩服。要敢于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及各种歪风
邪气做斗争，带头在全社会倡树新风、弘扬正气，以良好的
形象和人格魅力做“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党纪国法的模范遵守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