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感悟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中华传统文
化心得及感悟(精选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我
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感悟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
来关于学习心得感悟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
帮助。

感悟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篇一

【传统故事】商王武丁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君，即位初期，他
就雄心勃勃地想复兴商朝。为此，他向天下招贤纳士。有一
次，武丁听说有个叫傅说的奴隶非常有才能，便想任用他，
但又怕大臣们因为傅说出身卑贱而反对，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一天上朝时，他对大臣们说：“先王昨夜托梦给我，说将派
遣重臣来辅佐国事。”说完，就让画师按照他的描述，画了
一张重臣的像，并派人按此画去找来傅说。大臣们见傅说是
先王在梦中推荐的大贤人，就不敢反对了。武丁在傅说的辅
助下，励精图治，仅用三年时间就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盛
世――“武丁中兴”。

【人生感悟】一位贤明的君主如果要使他所管理的国家强盛
起来，就必须做到知人善任，励精图治，勤勉执政。商武王
之所以能开创“武丁中兴”的盛世局面，也正是因为他的贤
明治国和知人善任。在现实生活中，青少年虽然不是一国之
君，但可以引申武丁的行事作风，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做到
勤奋自勉，知人善任，定可成就一番事业。

2、刮目相看

【传统故事】吕蒙是三国时期东吴的名将。他出身贫寒，所



以他读书不多，懂得的知识很少。有一次，吴王孙权劝他多
读些书，说读书对治军有很大的益处。吕蒙就决定下一番苦
功夫，不辜负吴王的期望。从那以后，吕蒙不管军务如何繁
忙，每天都要抽出一些时间读书，渐渐地，学问大有长进。

一天，东吴大都督鲁肃跟吕蒙谈起了军事。吕蒙提出的见解
非常深刻而精辟。鲁肃听后，觉得他跟自己以往印象中重武
轻文的吕蒙大不相同，就大为赞赏。吕蒙开玩笑地说：“咱
们三日不见，你当然要刮目相看(擦亮眼睛看人，即另眼相看
了)了呀!”

【人生感悟】吕蒙的先天条件并不好，但他具有不断进取的
精神，所以最终达到智勇兼全。对青少年来说，为了今后堂
堂正正地做人，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和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
必须从现在开始，抓紧宝贵的学习时间和机会，培养好的学
习习惯和方法，培养竞争意识，树立忧患意识。

3、谢道韫咏雪

【传统故事】东晋女文学家谢道韫自幼好学，喜欢读书，尤
其善于吟诗作对。一年冬天下雪，谢道韫的伯父丞相谢安带
着几个孩子赏雪。谢安一时诗兴大发，指着大雪问：“白雪
纷纷何所似?”谢安的一个侄儿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
当时谢道韫也在，她脱口而出：“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安听了非常高兴，一边笑眯眯地摸着胡子，一边反复吟咏
称妙。原来，比拟最难得的是传神。空中撒盐固然可以描摹
雪花的轻盈美妙。后世许多诗人都从这一精妙的比喻中寻找
咏雪的灵感，“谢道韫咏雪”也成为千古佳话。

【人生感悟】晋朝才女谢道韫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她才
思敏捷且出口成章，成为了后世文人尊崇的楷模。她的天分
来自于自幼好学，对知识的渴求和勤勉的学习态度。



4、薛谭学歌

【传统故事】战国时有个叫薛谭的人，向歌唱家秦青学艺。
没学多久，薛谭便自以为把老师的技艺全学到手了，于是向
老师辞行。秦青也没挽留，只是说明日要为他饯行。第二天
一早，秦青在大道边的凉亭里为薛谭摆上了酒菜。酒过三巡
后，秦青引吭高歌，对薛谭唱起了送别曲。

这一曲时而高亢激昂，直入云霄;时而婉转动听，使整个树林
充满回响。薛谭听后自愧不如，赶紧向秦青谢罪，希望留下
继续学习。秦青见薛谭诚心悔悟，就又留下了他。从此，薛
谭安下心来学习，再也不轻易说回家了。

【人生感悟】薛谭学歌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学习要有始有终，
要深入研究，不能停留于表面，如果浅尝辄止，半途而废，
到最后就什么也学不到。青少年在学习过程中，同样需要端
正学习态度，要由浅至深，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掌握知识
或技能的精要，实现自身的终极价值。

5、数星星的孩子

【传统故事】晚上，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坐在院子里，仰着头，
数着天空的星星。奶奶笑着说：“傻孩子，那么多星星，一
闪一闪地乱动，你能数得清吗?”孩子说：“奶奶，能看得见，
就能数得清。星星是在动，可不是乱动。你看，这颗星和那
颗星总是离得那么远。”

爷爷走过来，指着北边的天空，告诉孩子哪些星组成北斗星，
哪颗星叫北极星，还说北斗星总是绕着北极星在转。为了验
证爷爷的话，这个孩子一夜没睡好，几次起来看星星。他看
清楚了，北斗星果然绕着北极星慢慢地转动，这个数星星的
孩子叫张衡，是汉朝人。他长大后，成为了伟大的天文学家。

【人生感悟】但凡做学问或专门从事一门职业的人，都是通



过认真学习和小心的求证之后，才能有所建树。正因为小张
衡具有了这种可贵的精神，所以才成为了伟大的天文学家。

6、皇甫谧迷途知返

【传统故事】三国时，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中医学家叫皇
甫谧，他从小就被过继给叔父，深受宠爱，养成了贪玩厌学
的坏习惯。到了17岁，他仍“未通书史”，被人们嘲笑为傻
子，叔父和婶母都很伤心。

一天，婶母把贪玩的皇甫谧赶出家门，想以此教训他。谁知
皇甫谧到街上买了一些瓜果献给婶母，以为如此“孝顺”一
番，便可平息婶母的盛怒。婶母却将瓜果狠狠地摔在地上，
流着泪说：“你要是真心孝顺，就应该好好儿读书。”

皇甫谧很惭愧，流着泪表示要改过自新。从此他刻苦攻读，
虚心求教，终于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后来，皇帝听说他很有
学识，想请他去做官，他却回绝了，并向皇帝借了一车的书
回来读。此后，他一直学以致用，笔耕不辍，在医学史和文
学史上都负有盛名。

【人生感悟】人有耻则有所不为，无耻则无所不为。知耻近
乎勇。古人把以勇于改过称为“圣贤大夫”，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古人云：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志
士仁人，是他们自觉地从善自新的结果。

感悟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篇二

真正道理。例如老子和孔子做人的道理与为人处事的原则给
了我一个很好的思考空间。同时我回过头去看自己走过来的
脚步,自己的幼稚可笑的思想。每每读到那些话又联想到自己
的过去,心便有戚戚然,想想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更是唏嘘不已。
自己原来一直错得那么的厉害。像我们大多数人每天追逐个
性潮流,沉迷电脑网络,缺少思考,缺少生活考验，碌碌无为的



一群人才真正是不会做人!以自我为中心,对社会,对学校,对
他人稍有不满就大呼天理何在!粗俗的诅咒与漫骂使得我们早
就失去了一个人应该有的涵养。

古人没有现代人的忙碌节奏，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
思考未来思考那些我们现在可能觉得是疯子似的问题，他们
之所以睿智，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用心的去观察了这个社会，
我们被更多世俗的东西蒙住了眼睛，我们被局限到了一个自
己的小世界里，我们无法认识更广阔的天地。没有了以和为
贵的思想,更多的是人类的自大，觉得自己比他人重要的人也
不大可能很好提高自身的素养与水平。这样我们谈何以更高
的角度去看待人生,实现我们每一个作为社会人所应具备的价
值。假如我们思考问题只从自己出发,那么看到的都是很短期,
肤浅的利益。那么为社会为他人牺牲更是无从说起。但是,如
果把我们置于一个群体中,置身于我们大社会,更甚让我们置
于宇宙,我们会发觉自己是多么的卑微。那么,我们就不会过
多的注重自我的感受和个人的得失了。

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前人的知识与智慧。那
么我们学习的目

的又是什么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让我的心开朗了许多，就像
突然遇见了太阳。能够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有
助于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儒家学问里有说: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一个人要想成才,那么首要的是修身-----修身养
性!读书可以修身,但是读些怎样的书?怎样才算修身养性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懂的也不很多。但是学习了中国的传统
文化,我们首先要把人做好了,才有资格谈能力。一个品德低
下的人即使学富五车也是徒劳。这样的人于社会于他人也将
是无所益处的。我们必须不断学习,以一颗真诚虔诚谦虚的心
努力学习好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精华,丰富自己,充实自己。
将信息化为知识最终成为自己的智慧!我的心里渐渐有了一个
较为清晰的方向,我知道自己以后应该怎么更好地去学习，来
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更好地位教育教学服务。特别喜欢



《易经》中的那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
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经常用这句话去勉励自己，交给
我们怎样去做一个人，做好一个强者、智者。我经常在想如
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两句就会是一个圣人，又想起温总理在上
任时说的那两句话来勉励自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摸索”。古有
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精深的文化随便精研点就受用终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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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篇三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中华文
明五千多年，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具有
强大的凝聚力、延续力、包容力，表现出丰富多元、连绵不
绝、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此次有幸观摩故宫博物院与央视
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联合主办的“何以中国”展览，
使我深刻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感受到文化自信对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意义。



以中华文明之“源”，感文化自信之奠基。

源，水之本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而文物
则是文化奠基和传承的最好载体，中华文明能绵延至今，是
先民们在顺应自然、参悟天地之间，将自己对自然的所思所
想凝结成一件件器物，又经无数代人的努力，得以流传至今。
中华文化之“源”，不是单一的，是多源头的，有史前红山
人的“玉龙”，是中华龙文化文明的源泉之一;有新石器时代
良渚文化的“玉琮”，良渚人以玉为配饰，以显示尊贵和财
富，而如今的中国人，也对玉情有独钟;而到了商周时期，商
人于龟甲刻辞，不仅为后人研究商代的社会历史文化和语言
文字提供了珍贵资料，同时也能让后人一睹早期汉字的风采;
而秦始皇时期，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废分封、行郡县，
建立中央集权、创建三公九卿，为后世建立大一统国家打下
了坚实基础;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成为中国
封建正统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对后世中国政治、经
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正是这些“源”，才造就了
如此璀璨绵长的中华文明，为中华文明之河奔流千载、绵延
万方提供不竭动力。

以中华文明之“流”，感文化自信之传承。

流，集多源之水。现实和历史都表明，一个抛弃或背叛自己
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
幕幕历史悲剧。而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善于将多样民族文化融
合并传承的民族，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开
疆扩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
精神。我们有喜爱自然主义装饰的古滇族，有生活在甘、青、
川的古老民族羌和氐，还有在大理国时代融合了佛教文化并尊
“金翅鸟”为护卫神鸟的北方游牧民族。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因互鉴而丰富。海上、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为中华文明同
外部文明的融合创造了良好条件，我们采用中东钴蓝釉料制
作出青花瓷、用阿拉伯的“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制作“香薰
球”，用源于古印度的“本生故事”描绘莫高窟壁画《鹿王



本生故事图》，同时我们又将我们瓷器、茶叶、丝绸等出口
出去，在络绎不绝的交流中获得发展创新的契机与动力。

以中华文明之“汇”，感文化自信之包容。

汇，拢万流于一处，成百川之渊薮。我们今天所走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
走出来的。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
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民族凭借着以和为贵、海纳百
川的包容特质、天下一家的大国气度，汲百家之长，取万物
之精华，将各族儿女紧密团结在一起，秉持着天下为公之胸
怀，凝聚万众一心之伟力，共筑万里山河，共护江山万里。

华夏是历史也是现在，中国是家邦更是信仰。古人讲“万物
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正是因为有
这种根的意识。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
员，我们更应该身体力行，做好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社区是社会的基因，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精髓融入社区文
化之中，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内驱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
的长征，我们应该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积极投身
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展示中华文化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时刻
牢记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
完整地将它交给后人!

感悟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篇四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包容万象、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涵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
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传统文化学习心得体会。它根植于封
建主义的土壤，经过五千年的锤炼，成为中华民族兴国安邦、
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成为支撑中华文化的精神脊



梁，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发扬广大、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力
量之源。漫漫中华五千年，悠悠历史数千载，中国传统文化
在经历几次全盘否定和摒弃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洋文
化泛滥、道德标准阙失、心浮气躁、功利化趋势日益严重的
今天，依然独树一帜、熠熠生辉。

初步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时，黯然失笑、心生不屑，觉得在科
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花精力去学习几千年的封建文
化“古董”，耗时费力，跟不上时代潮流，是重蹈封建思想
覆辙。怀着较劲找茬的心态，我不屑地捧起那一本本中国传
统文化书籍，眼球像扫描仪一样机械地扫看着，就这样一天、
两天、三天。。。。。。渐渐的自己也被传统文化潜移默化
了。当枯燥的文字，拗口的语句，慢慢为自己所接受;为人原
则，处世之道为自己所认可。当接触到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道家的倡导悟道、求道、体道、行道，无为而无
不为;佛教崇尚的的利己利人，功德圆满;《周易》推崇的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些思想时，心头更是为之一振，直叹自己才疏学浅，只了
解传统文化的冰山一角。

一人独自走在街上，发现戴手串的人越来越多。那一串串手
串，或左或右。我相信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
的却带有祈福和安心的意味。这的手串真能够安抚我们那份
不安、焦虑、怀疑、悲观吗?我想只要我们能够体悟中国传统
文化天人合一的精髓，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社会会是一个
安静祥和的社会，我们还需要借助外来的东西增强自己的内
心吗?古人有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如果我们能够潜心专
修传统文化的一小部分，那么我们心中的那份不安与焦虑将
会烟消云散;我们的心胸会开阔许多;我们的心境会开朗许多;
我们的心灵也会纯净许多。当有一天我们拥有古人那般深厚
传统文化的底蕴时，我们离佛家所说的无悲无喜、无欲无求
的境界又近了一步，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为世
俗所奴役。那人生会是怎样一种情形?我很期待。



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着数千年先人的宝贵经验和智慧，我这晚
辈后生尚不具备如此深厚的功底，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始终
相信人的处世之法深藏其中;帮助人类处理好人与物、人与人、
人与自己内心三大问题之道深藏其中;中国乃至世界的救市之
道深藏其中。五千年的历史传承，无数仁人义士以生命和实
践换来的宝贵财富，能够承受的住这几百年科学发展的考验，
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如今的中国社会，急需传统文化匡时济
世。一个民族要强大，首先文化要强大。我们没有理由不学
习它，不传承它，不发扬它!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瑰宝，要传承，要发扬;但它更需要我
们去接受，去实践，去体悟。学古不泥古，我们要将传统文
化结合时代精神，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去;以传统文化
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用传统文化宽抚我们的内心，让传统
文化促进社会的和谐。只有与时代结合，运用到生活中去，
传统文化才是活的，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立于不败之地。我
相信五千年祖辈的智慧会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和富有创造力的
中华儿女的传承和发扬下，在世界文化之巅闪烁出属于中华
民族的智慧之光;让世界见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奇与博厚!

中华传统文化观后感心得2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从现代追溯五千年的
历史。传统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从古代一直流传至今的文化，
这些文化都是古人，我们的失人，从他们身上演变而来的。
比如，屈原是清明节的代表，屈原如果穿越到现在，绝对会
是一位伟大烈士，供在中国的烈士陵园。

屈原死后，他的后人们为了纪念他，虽然他一直活在人们的
心中，但是现实中还是需要表示一下的，他们在屈原_的江中
划着小船，撒着用叶子包着的米团，人们觉得这样鱼虾就会
吃这些米团，而不会吃屈原的躯体了。由此在江中划船变成
了赛龙舟，撒米团演变成了现在家家吃的粽子，而在那一天
人们把那一天定位了纪念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之士的纪念日，



每年的4月4日就是纪念屈原的日子，我们叫它“清明节”。

例如这样事例还有很多，很多人肯定都不明白，在除夕春节
为什么要放鞭炮，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相传每年有一天，有个叫“年兽”来扰乱居民的安全，出居
民粮食，毁他们的房子，弄的他们人心惶惶。可是看年兽那
么凶恶高大，他们却又不敢与之抗衡，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
年兽怕响声，于是家家户户都在年兽来的那天放起了鞭炮。
年兽听见这些鞭炮响声，吓得落荒而逃，人们终于又回到了
平静的生活。那天就成了除夕春节，就是这么来的，家家户
户都要过年，给_，这样才吉利，说这一年都会富富贵贵，平
安无事。

这些都是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我们中午的传统文化节，所
以源远流长，就说明我例举的仅仅是个皮毛，还有好多好多
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就是有了这些传统文化我们
才会多姿多彩，这传统文化代表了我国古代到今天，人民的
智慧结晶。

就是靠的这些传统文化，而就是这些传统文化是别的国家，
甚至别的星球所没有的，它们是我国独一无二的，是智慧，
是结晶，是成果，所以它们会源远流长。

中华传统文化又是博大精深的，你想模仿想复制那是远远不
可能的。如果是简简单单的，有何是堪称“传统”这两个字，
就算再给你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它只会越来越神秘，
你永远知道的不是它的皮毛，其精髓不是精深，而是很精深，
非常的精深。

所以我说中华传统文化是源远流长，是博大精深，是独一无
二的。



感悟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篇五

通过这次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是一次很大的心灵震撼。从
认识上加深了的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
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
的，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他包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内
容。

一、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在以前的学习和工作中从没有真正接触过国学方面的知识。
然而，通过这段时间对《道德经》、《弟子规》、《论语》
等的学习，认识有了新的转变。国学博大精深、历史悠久，
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安居乐业、安身立命之文化根基，也
一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
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
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
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几千年文化的积累，其概念
广泛、内涵丰富，是我们祖辈们的经历、体验、方法以及感
悟结晶。因此，我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
吸取精髓，使之代代相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
正做到学以致用。

二、对为人处世有了新的认识

人的一生是从学习开始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乎?”《论语》开篇即提出了以学习为乐事，反映了孔子一生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知
识可以增长才干，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因此，爱学习是一种
快乐，想学习是一种幸福，求知若渴是一种喜悦。学习新知
识，温习旧知识是一件愉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树立终身学
习的思想。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
余力，则学文”是《弟子规》的总纲领，只要我们认真去学
习、去思考、去感悟，就会明白其中的许多道理。在为人处
世就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就有了做人的准则，
在生活、工作中，就会有正确的判断和及时纠正自己错误的
言行。“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说话多，不如少，
惟其是，勿佞巧。”就是指凡事说出去的话，首先要讲信用，
不可以欺诈别人或者胡言乱语，话说得多，不如说得少，说
话只要恰当，切题就行，不要花言巧语。尤其是我们面对学
生，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言既出，行必果”，说的就
是这个道理。

三、对学校教育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孩子受到外来的影响，对中国传统
文化变得冷漠起来：他们爱吃的是“肯德基”、“麦当劳”;
手里的玩具大多是芭比娃娃、奥特曼;总是谈论着一些日韩卡
通人物;大多数幼儿在家以看电视、玩电脑游戏来消磨时光，
很少外出散步、与小伙伴们玩户外游戏。

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大国，孩子不仅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感
受越来越少，而且他们离真实的民族文化也越来越远，这是
不利于他们成长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会让人受到很好的
熏陶，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和四书五经等等，这些古人给
后人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特别值得我们深入的学习和
思考。在学生的教育活动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能使学生体
验到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学生一定的素质和能力，唤醒学
生对灿烂的传统文化的热爱，激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一个人若能在孩童时期就汲取人类最好的精神营养，早早培
养起自学能力，自主思考能力，走上卓越的人生之路是必然
的。开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教育就是为了让学生能够
广泛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成就，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日常道德修养大
有好处。相信通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教育，能让每个
孩子都能得到传统文化的滋养，给他们的成长注入源源不断
的动力，用传统文化的教育来点亮孩子的心灵。

人的道德必然与他的成功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校教育就
要让孩子先学会做人，然后再做事。万事德为先，一个人有
了良好的品德，才会在学习和工作中得到大家的肯定和认可。
同时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一定要以身作则，作为传道授业解
惑的育人者，承担着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光荣职责。教师
的仪容、表情、举止、服饰、谈吐、待人接物等都成为学生
和社会的楷模。

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而且也
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之能
够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好和更大的作用，是当今中国社会
发展的客观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