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中华文化的书的读后感 中华文化读后感
(优质10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
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读中华文化的书的读后感篇一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具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传统美德薪火相传，影响着我们
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更应做一个更好的传承者、践行着，实
现我们的中华梦复兴蒙。

我的家乡-山东临沂，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一片红色热
土，中华文同样在这里刻下了深深痕迹，洒落在城市的街头
巷尾，镌刻在每个人的心里。

百善孝为先，中国是极为重视孝的民族，孝是古今做人的基
础。诗经有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无父何怙，无母何
恃?”。孝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有孝的人历来为人所铭记和
尊崇。在我们临沂的大客厅-人民广场就伫立着王祥卧冰求鲤
的雕塑。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临沂。爸爸很小
的时候就给我讲过，告诉我从小就要尊重老人。我想凡是临
沂本地的同学也无不知道这个故事吧?今天的王祥怀抱冰鲤静
静的站在那里，默默注视着路过的每一个人，传递着一种力
量，感染着每一个在其面前审视的人，使人有所感念和思考。
每次去经过，都会遇见年轻的父母在向身边的孩子讲述着这
个感人的故事。除了王详卧求鲤鱼，中华最有名的二十四孝
中发生在我们临沂的还有负米养亲(孔子学生子路，鲁国人，
今平邑人)、单衣顺母(孔子学生闵子骞，鲁国人，)、啮指心痛
(孔子学生曾参，鲁国人，今平邑人)、戏彩娱亲(春秋末期隐



士老菜子，居蒙山之阳)、鹿乳奉亲(郯子，春秋时郯国人，
今郯城人)。、闻雷泣墓(王裒，三国魏东莞人，今沂水县人)。
这些故事个个耳熟能详脍炙人口.正是这些平凡人的不平凡行
为构筑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基础。

今天孝道依然是我们要身体力行的,时代不需要我们学古人那
种惊天动地的孝行，也不要要求我们抛弃独立思考，凡事为
父母命是从。只要我们实时感念和体会父母为我们的点点付
出和关爱,让我们能看得到每个冬日里，当天还是漆黑冰冷，
我们躺在温暖被窝里而不愿早起时，妈妈不知何时早已为我
们准备好了可口早餐;听得到我们已经早睡下,不知何时爸爸
为家庭打拼而晚归的敲门声;看得到爸爸再忙也会送们入学,
盯着我们的背影,而那略有沧桑脸上依然面带的微笑和欣慰;
听得到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但妈妈句句随风而来的千嘱万咛。

我们自觉已经羽翼渐丰,我们已经在大步跨入属于我们的征程,
但背后总有一双注释着我们的眼睛,相随相伴。孝对我们现在
就是体谅和感恩,我们努力健康快乐,我们努力学业有成,我们
努力做力所能及,我们大声或含蓄表达着我们的爱,回应着受
到的关怀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最好的孝。

父爱是山,母爱是水,山是我们的依靠,水是我们的滋养。中华
孝道由我传承和发扬，光芒永照。

读中华文化的书的读后感篇二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
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
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
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
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
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
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



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
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
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
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
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
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
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另一方
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
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如此类，其数何限?”把
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
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
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
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如柳诒
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
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吾书
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
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王云五在《编纂中
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
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
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
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
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顾吾国
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
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
家谱。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
始非缺憾也。”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
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
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
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
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



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
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
的注意。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
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
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
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
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
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
来。”

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
常强劲的“文化热”。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
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
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
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
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颇有意味的是，
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
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
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
字型道路。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
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
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
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
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
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
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由
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
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
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
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
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



读中华文化的书的读后感篇三

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的读后感：文化是一个国家文明的象征，
浓缩著民族的智慧。中华文化其浩瀚的典籍记录了悠久的历
史，铸就了中华民族知书达礼的品德，其传统伦理延续了几
千年，奠定了中华的凝聚力和向心性。其独特的思维方法影
响了世世代代，构成了东方思维的模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
整体性及和-谐性，从而使中国成为了一个能包容多种文化及
融合数十个民族组成的泱泱大国。

读中华文化的书的读后感篇四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身为中国人不仅应该学习优秀
文化，还要传承传统美德。

开学不久，老师就把《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发到
大家手中，我也津津有味的阅读起来。其中，我对书中“社
会关爱”单元中的“仁义胡同，六尺巷”印象特别深刻。

故事讲的是清朝时在安徽桐城有姓张和姓叶的两户邻居。张
家有个儿子张英在朝廷当大学士、礼部尚书。这年两家都要
建造房子，两家都想多占一点地而互不相让，因此发生了激
烈的争吵。张老夫人就想让当大学士的儿子张英来干预这件
事，于是就写信给儿子告之此事，张英收到信后思考良久给
家里寄回了一首诗：诗中写到，“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
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收到
信后读懂了儿子的意思，感到很羞愧同时也豁然开朗，主动
将院墙退后三尺。叶家被大学士的宽容谦让感动了，也很快
把院墙让出了三尺。这个故事之所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是
因为他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墙，更是一种美德，宽容与谦让
啊！

我相信，每位同学都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有时因为争一个
玩具，和自己的伙伴闹了别扭；有时因为意见不合，与要好



的同学吵红了脸；有时因为家人对自己的疏忽，跟长辈们耍
犟脾气……也许是我们之前还没有学会宽容，往往在产生矛
盾时互不相让，或者得理不饶人。然而这样的结果，却会使
我们变得更难过，更伤心。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
狭隘是一种负担，宽容才是一种快乐！

在我们小学课本中，有一个关于“负荆请罪”的故事：战国
时，在赵国与秦国的斗智斗勇中，赵国的上大夫蔺相如凭借
自己的能言善辨维护了赵国的利益。因此赵王就封蔺相如为
上大夫。赵国大将军廉颇很不服气，他决定要当面羞辱蔺相
如。但是蔺相如处处忍让，为防止引起争执，就避开廉颇。
身边的人都说他太胆小了，蔺相如一笑，说：“我敢在秦国
当众呵斥秦王，又怎会偏偏怕廉将军呢？只是我想到，强大
的秦国不敢入侵赵国，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我们两人要
是争斗起来，敌人就要来钻空子。我不能忘掉国家的安危
啊！”这些话传到廉颇的耳朵里，廉颇很惭愧，于是光着脊
背，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府上请罪。

从“六尺巷”和“负荆请罪”两个故事中，让我懂得作为学
生，也要学会宽容和谦让。记得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
一天下午，我和好朋友玲玲一起共同画一幅画，画的是一个
头戴蝴蝶结的小姑娘。当画到蝴蝶结时，我和玲玲在选取什
么颜色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她说要用紫色，我却非要用粉
红色。我们各不相让，越争越凶，到了谁都不理谁的地步。
异常难过的我静下心来，好象又听到了六尺巷这首歌，感到
非常羞愧。于是我便跑去向玲玲诚心地道歉，我们又开心地
在一起玩了。

是的，“宽容”历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日常生活
中，当我们不小心伤害到他人时，说一句“对不起”；在别
人不小心犯了失误时，道一句“没关系”；在他人观点和自
己不一致时，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只有懂得去谦让、去
宽容，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美丽！因为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
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



怀。

读中华文化的书的读后感篇五

中国，一个以五千年文明为积淀，以百余年磨难为基础，以
五十余年的发展为基石，多少荣辱悲欢，多少兴衰成败，成
就了中国这只浴火重生的凤凰！

中国之所以成为文明古国之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具有源
远流长的文化。说起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可真是数不胜数，
例如：中国陶瓷、四大发明、文房四宝、皮影等。今天，我
们就着重说一说文房四宝，所谓文房四宝，即：笔、墨、纸、
砚。笔：因为王羲之的缘故，名声大振；墨：具有“落纸如
漆，万载存真”的美誉；纸：明代《天工开物》中记载了铅
造纸的状况，并对四纸做了说明，给予很高的评价；砚：墨
子的金星砚和婺源的龙尾砚至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要大
力弘扬华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健
康地朝多元化发展，才能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中华的传统文化慢慢被人所淡忘，传统佳节在社会中日益冷
清，这些现象怎能不令人担忧，不引起社会的重视呢？优秀
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无形的财富，传统佳节蕴含着中华传
统文化因子，这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劳动成果和智慧的结晶。

中国文化讲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整个民族不断弃
旧图新，不断改革创新，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时代延续，变化
和发展。中华文化在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中绽放出夺目的绚
丽光彩。

在科技条件下，优秀的传统文化，经过现代科技的陶冶和兼
容，具有了新的创造活力，它蕴含着现代科技的新成果，又
指导着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民族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永葆



生机和活力。

阳光照透每一颗尘埃，耳边却传来了来自千年前的呼唤。是
谁在吟诵：床前明月光的故乡情；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壮
志；肠断白濒洲的思念之情；蝶恋花的爱慕之情。

破茅草屋前的杜甫含泪辛酸“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土俱欢颜”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汩罗江前的屈原“半世混浊
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郁郁寡欢壮志难酬的心情。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乏优秀的：鞭跶黑暗，它刀刀带血；憧
憬光明，它声声不倦；刻画人生，它句句有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人民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薪火相传。

文化是民族的，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家庭。让我们把我们民
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到世界上，为弘扬传统文化贡献一份
微薄之力，代代相传，保卫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共筑
精家园！

读中华文化的书的读后感篇六

感悟中华文化

――《寻隐者不遇》教学设计兼谈小学古诗教学改革

张笔春

我的古诗教学《寻隐者不遇》（人教版九义教材《语文》第
八册修订版）制定的教学目标，作了大胆设想：

――教学的起点延后。一般的古诗教学，无论用什么方法，
是以“理解这首古诗”为终点；我的教学设计，以“已经理



解这首古诗”为教学的起点。

――教学的终极目标，着眼于引导学生感悟、认识中华文化
的丰厚博大，发展学生的语文素质。

这一教学目标制定的理论根据是：

第一，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培养
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
（《语文课程标准》）

第二，在语文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正确
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
博大。（《语文课程标准》）

第三，母语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在每一个人降生以前，
语言就已经客观存在了。母语的习得是借助无意识、无计划
的教育来构筑其基础，通过语文学科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
母语教育。母语教育资源无处不在。（《中外母语教材比较
研究丛书》序――顾明远）（《中外母语课程标准译编》
序――钟启泉）

第四，“实事求是”这一哲学基本定律，要求从实际出发。
母语教学的起点不是“零”。再加上《寻隐者不遇》内容较浅
（现已放进低段教材），作者是被苏轼评价为“瘦”的诗人
贾岛，其诗意狭窄而不宽广。因此，没有必要花太多精力
去“弄懂”，而要让教学跳出一般格局。

据上，我将《寻隐者不遇》的教学目标放在以下方面：

第一，了解此诗大意，感受诗的意境，赏玩诗歌语言（所
谓“本诗教学”的窄目标）；

第二，拓展欣赏其他佳作，体味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所



谓“深层教学”的宽目标）；

第三，课内外结合，学习收集处理运用信息的方法（能力目
标）。

根据教学目标，我设计了相应的教学步骤，主要有四个大环
节：

第一个环节，初读古诗，交流资料。学生相互交流课前收集
的信息资料；初步浸润祖国文化博大精深的观念，通过教师
导语，点出“土陶艺术、国画、民乐、书法、古诗”等等构
成中华文化宝库。

第二个环节，鉴赏古诗，体会意境。不以弄懂古诗意思为终
极目标，而以体会中国古代诗歌的精美为目的。

第三个环节，品味赏玩，延伸拓展。这一步强调拓展，不但
在古诗上由此及彼，而且由诗而画而音乐而书法。但是一定
以课文《寻隐者不遇》为依托、为载体，不玩空手道，不架
空。

第四个环节，挑动情感，激发热情。一是学生谈学习体会。
学生体会集中于学习方法和情感体验两个方面。二是教师结
语。从《寻隐者不遇》谈到中华文化灿烂辉煌，再到激发、
鼓励学生创造更美更多的作品。这里要提的是：全课创设中
华文化背景，选择的背景音乐都是优美的'民乐民曲。结课时
使用交响乐，是为了让孩子感受到祖国发展的气势，同时让
孩子隐约感受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中华古代优秀文
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因此，下课后，交响乐曲声并不停息，
营造一种强烈的文化前景和扩写一种不断进步的深沉内涵。

归结起来，我的总体感受是：

第一，小学古诗教学应加大教学改革力度，尽力体现课标要



求。而且，小学古诗教学（和今后将出现的小学古文教学）
在整个教材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殊作用，就是让学生了解
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多彩。《寻隐者不遇》
教学设计，力求在这方面进行探索。

第二，搜集资料，选择运用资料，不啻为了帮助本课的学习，
体现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
信息的观念和能力，变为终身有用的东西。

---------------------------

第三，课堂内力求塑造中华优秀文化的氛围，引导学生在这
样的氛围中主动探究，相互影响，激情感悟，所以安排了朗
读、展示、学生板书、背诵、表演、书法与国画、民乐背景
等。以《寻隐者不遇》为载体，组织生动的学习活动。

第四，对古诗含意的理解，通过协商对话合作的方法，让学
生建构意义，而不硬灌，这是小学研讨教学尤为要注意
的。(摘自《四川教育》03－1）

---------------------------

读中华文化的书的读后感篇七

1.见者易，学者难;莫将容易得，便作等閒看。

2.用心计较般般错，退步思量事事难。

3.道路各别，养家一般。

4.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

5.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弹。



6.点石化为金，人心犹未足。

7.饱了肚，卖了屋。

8.他人睍睍，不涉你目;他人碌碌，不涉你足。

9.谁人不爱子孙贤。谁人不爱千锺粟。

10.奈五行不是这般题目。

11.莫把真心空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

12.与人不和，劝人养鹅;与人不睦，劝人架屋。

13.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4.河狭水急，人急计生。

15.明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

16.路不行不到，事不为不成。

17.人不劝不善，钟不打不鸣。

18.无钱方断酒，临老始看经。

19.点塔七层，不如暗处一灯。

20.万事劝人休瞒昧，举头三尺有神明。

21.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22.灭却心头火，剔起佛前灯。

23.昔时贤文﹐诲汝谆谆。



24.集韵增广﹐多见多闻。

25.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26.知己知彼﹐将心比心。

27.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

28.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

29.相逢好似初相识﹐到底终无怨恨心。

30.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

31.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

32.运去金成铁﹐时来铁成金。

33.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

34.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35.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

36.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37.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

38.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

39.当时若不登高望﹐谁信东流海样深。

40.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41.精益求精，艺无止境。



42.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43.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44.水不流会发臭，人不学会落后。

45.活到老，学到老，一生一世学不了。

46.不怕学不成，只怕心不诚。

47.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48.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49.钟不敲不鸣，人不学不灵。

50.早起多长一智，晚睡多增一闻。

51.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52.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53.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54.好学深思，心知其义。

55.学问学问，边学边问。

56.三人行，必有我师。

57.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58.书本不常翻，犹如一块砖。

59.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60.常说嘴里顺，常写手不笨。

61.勤劳是个宝，一生离不了。

62.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63.细水长流，吃穿不愁。

64.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

65.鸟美在羽毛，人美在勤劳。

66.一勤生百巧，一懒生百病。

67.勤人睡成懒人，懒人睡成病人。

68.不怕家里穷，只怕出懒虫。

68.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69.天上掉下馅饼来。

70.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71.明人不做暗事，真人不说假话。

72.挂羊头，卖狗肉。

73.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74.猫哭老鼠假慈悲。

75.当面是个人，转脸是个鬼。

76.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77.满招损，谦受益。

78.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79.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80.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

读中华文化的书的读后感篇八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叫中国”每当听到这首歌，
我总会热情澎湃，心中豪情油然而生。

自从读了《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这本书后，我更
加为祖国这条龙的精髓而自豪。

我们的眼睛里看着的是祖国伟大的身躯，我们嘴里吟唱着的
是儒雅的诗词歌赋，我们的骨子里流淌着文化先人的血液，
这些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更是祖国这条观闻世界上下五
千年的龙的脊骨。

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历史的见证。秦始皇的兵马俑至今仍气宇
轩昂地挺立着，隋朝大运河的波澜依然拍打着千年的岸堤，
孟姜女的哭声似乎还在长城底下凄婉悲恸，纤夫的号子似乎
仍在耳边萦绕。这其中沉淀了千年的沉浮、繁华、屈辱、悲
愤，这些文化遗产烫贴了坎坷的心灵，将肃穆呈于世人。

可是，那些被人遗忘的文化呢？

那呈长菱形的女书，是世界上唯一的妇女专用文字，可如今
熟知的人却少之又少。那曾风靡一时，奇特绚丽的皮影戏，
如今也无人再知道戏艺人的“一口叙还千古事，双手对舞百
万兵”的辉煌历史。



在我的记忆里的那些辉煌历史早已暗淡无华，甚至戏院也破
旧不堪，仿佛一位位风烛残年的老人。

难道我们这些被称作“炎黄子孙”的人就要看着那宝贵的文
化从岁月中逝去？不，我们不认可！丢了这些国粹，我们的
祖国这条龙就如没有血肉般！

庆幸的是在我们的身边，还存在着些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卫者。
还记得我们这儿的一位已到暮年的老人，他是我们这儿有名
的皮影戏戏师。每到一些重大的日子里，他总会搬出他珍藏
的皮影戏舞台，重新上演一场叱咤风云的戏曲，用自身的行
动来向世人展示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并且不遗余力的把戏
曲精华交给那些好学的年轻人。

阅读《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一书之后就启发我探
索到了很多答案。

我们可以寻访那些藏在民间伟大的文化传承人，用心去感受
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并努力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人，把先
人的智慧的结晶孜孜不倦的传承给下一代。

我们可以积极的投入保护文化遗产活动中，组织一些志愿者，
走街串巷的把文化古物、精神遗产的历史记录下来，并和政
府商议对这些文化实施怎样的保护。

我们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力量，在博客、空间上大力宣传中
华民族文化，让身边的人甚至海外华侨重新对文化的传承有
所重视，呼吁更多的人保护文化遗产。

让我们携手起来，共同努力，一起贡献出那点微薄之力保护
并传承那如今少之又少的“龙的脊骨”吧！让我们中国这条
龙更加神武飞翔吧！



读中华文化的书的读后感篇九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传承千年。中华，一个具有代表性质
的词语；中华文化，一个历史久远的风铃历史；传承中华文
化，一个人人心中的腾涌言辞；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
园，一句中国人民窝在胸中的肺腑之言。

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化、汉文化，是指以春秋战国诸子百
家为基础不断演化、发展而成的中国特有文化。其特征是以
中华文化的诸子百家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与天朝思想为骨干
发展而来。中华文化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
乐、民族戏曲、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等；而传统
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
除夕等。

上了小学的同学们都会涉及到书法的学习，开设的书法课程
让我们更好更深入的了解了中华文化。然而，书法，并不只
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同样是中华精神的传承。

书法，讲究运笔、行笔、收笔，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不容
小觑，不可忽视。书法，同样也很缜密、细心。这种精神正
如我们那个宏大中华精神一样，不轻易放纵、不怠
慢······不容小看的中华，是令人敬畏的，但文是火
热的、高涨的、兴奋的。中华精神——扶危济困，救他人于
水火。这难能可贵的精神，都云集在中华这个大家庭里，你
说，难道不令人振奋吗？芸芸众生中，我竟能成为中华的一
员，为此，我心中的激情正在涌动，希望我也能成为耀眼的
新星，照亮心中的黑暗。

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我们
应该众志成城，一起将祖先留下的文化传承；我们应该奋发
图强励精图治，一起将中华精神的灵魂保留。未来，需要我
们焊接；时代，需要我们推进；夜晚，需要我们照耀。我们
每个人心中，都需要有“传承”这个概念，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祖国的蓝天更蓝，白云更美，才能让祖国的光芒更耀
眼。

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才来
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怎么可以将它荒废。中华文化，古
老的精神，发掘了几万人得灵和魂才回归到我们中国，我们
怎么可以忘怀？中华文化，非常珍贵，激励了多少中华儿女。
“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他已经深深刻在人们心中，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在以
后的日子里会一直鞭策着我们前进。

读中华文化的书的读后感篇十

诚信，历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几千年来，人们讲
求诚信，推崇诚信，关于诚信的故事举不胜举：古有季礼挂
剑，宋濂借书，商鞅立木为信；今有李雪英打工为儿还债，
赵庆珍替战友尽孝22年，宋庆龄舍玩等友这些无不体现了人
与人之间的诚实守信。

在《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这个读本中，当我看到
安徽省繁昌县皖江中学的一名高二学生徐慧娴在回家途中捡
到现金及银行卡总计金额有31万余元时，她不为所动，主动
联系失主并全额交还，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令我感慨万分。

由此，我不禁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不诚实的一件事。记
得那是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看到同桌新买了一
盒彩笔，非常漂亮，想让妈妈给我买，可是没成功，于是我
以借用为名，并答应她用完之后归还。但我实在是喜欢了，
便想占为己有。于是，我悄悄把笔藏起来，骗同桌说，画笔
不知道被谁拿走了，怎么也找不到。同桌看着我伪装的表情，
没有多说什么。现在，每当我看到那盒画笔时，我就如鲠在
喉总不是个滋味。特别是不敢面对同桌的那双眼睛，这件大
包袱一直压得我喘不气来！对照徐慧娴，想想自己，我觉得
好后悔。老师、家长每天都在教育我们要诚实守信，不弄虚



作假，可我呢？我却没有做到。为了贪小便宜，却撒了谎，
欺骗了同桌，也失去了自己内心的那份纯真。这件事虽然已
经过去两年了，但我觉得这件事就像发生在昨天，它给我的
教训使我终生难忘，激励着我今后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孩
子。

从今以后，我决心要诚信做人，立志成材，让诚信美德作为
我人生启航的准则，陪伴我一路走下去，让诚信这朵美丽的
奇葩开在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精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