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纲要课程学后感想(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纲要课程学后感想篇一

大千世界，事项纷繁，人格有优劣之分，有高低之制。有的
人豁达大度，有的人则小肚鸡肠；有的人勤劳勇敢，有的人
则懒惰怯懦；有的人积极进取，有的人则自暴自弃；有的人
一心为公，有的人则公肥私；有的人主持正义，有的人则颠
倒是非这就是做人的资格和为人的品格的总和人格。他是评
价人们道德行为的尺度。人们往往以人格评价道德如何。我
们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应该怎样完善自己的人格呢？（即怎
样提高我们的道德品质）

首先，自我意识要强。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态度
和行为调节，包括自我感觉，自我评价，自我监督，自尊心，
自信心，自制力和独立性等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自爱，增
强自我意识要对自身的条件、素质、才能各方面情况有一个
正确的判断，正确自我评价有两种渠道：一种是自我评价，
一种是间接评价。就那我们迟到早退来说，对每天迟到早退
的人来说，他知道自己来晚了会打扰老师讲课，会影响同学
听课，但他却放纵自己没有自爱心，这方面我们不能学这些
人，我们要做一个自爱的人，一个有自尊的人，一个有自制
的人，一个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人。

其次，要有自知之明。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人为，能认识他人
是智慧的表现，能认识自己是真正的聪明，就是实事求是的，



辩证的看待自己。不知自己，则无以知人；不知道别人，也
不知道自己。一个自高自大、自满自是、自鸣得意，当然是
不好的，是缺乏自知之明的一种表现。

再次，必须自我完善。自我完善要从思想、道德品质和知识
技能等方面锻炼和培养，要长期坚持不懈下去，不能一曝十
寒，三分钟热度，过后全然不获，要有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

总之我们应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
护******和社会主义制度，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纲要》，
自觉遵守校纪校规，增强法制观念，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纲要课程学后感想篇二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物质、经
济水平飞速发展、大幅提升，公民整体道德建设也已经成为
时代所趋，时代所向的国家大事。对此，《纲要》从新时代
公民道德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深化道德教育引导、
推动道德实践养成、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发挥制度保障
作用、加强组织领导七个方面，科学、全面地分析了新时代
对于公民道德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纲要》提出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四个重要任务：筑牢
理想信念之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
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其中，坚定理想信念
是完成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石，是推动公民道德建设的前提，
是实践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重中之重。人
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只有广泛、深入地开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共产主义宣传教育，才能更
好地激励、团结广大人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共产主
义理想与个人价值的追求结合起来，将时代脉搏与个人奋斗
结合起来，让广大人民成为时代新风的引领者、实践者。在
此基础上，积极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传



承优秀传统美德，如讲仁爱、重诚信、崇正义、求大同、自
强不息、尊老爱幼等，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全体人民思想觉悟、道德
水准、文明素养不断提高，道德领域呈现积极向上的良好氛
围。

在深化道德教育引导方面，《纲要》从学校教育、家庭家风、
先进榜样、舆论报道、文艺作品、各类阵地、重点人群等方
面做出了具体要求，其中重点人群包括党员干部、青少年、
社会公众人物等。在当下的信息社会中，各种新闻、观点、
现象层出不穷，真假混杂，良莠不齐。这些信息对于广大人
民在思想观念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对于青少年更是如此，
因为青少年正值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
如果不加以引导，很容易被舆论、网络和身边的虚假信息迷
惑，产生错误的认知、偏激的是非观念。当这样的青少年进
入社会，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严重者甚至会威胁到国家和
民族安全。只有从学校、家庭、社会、舆论以及青少年比较
关注的媒体、文艺作品、公众人物等全方位引导，弘扬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积极、向上、奋斗、
进取的正能量，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才能以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帮助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大局观、是非观，帮助他们
形成勇敢、诚信、努力、友爱的美好品质。

“人而无德，行之不远”。个人是如此，社会、国家、民族
亦是如此。在道德践履的路上，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作为
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应该积极相应党和
国家的号召，提高道德水准，加强精神修养，从身边小事做
起，从点滴做起，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
高度，让文明的幼苗长成参天大树!

纲要课程学后感想篇三

再次学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又一次为这篇好文
章而感动。《纲要》从道德建设的现状、任务、原则，到内



容、方法、领导，条条在理，无懈可击，句句警厉，发人深
省。

回过头来，再看看《纲要》颁布两个多月后的今天，见利忘
义、哄骗欺诈、以权谋私并没有多大改变，老百姓办事情还
照样得求神拜佛、托人情找关系；领导干部们从学习“七
一”讲话，学习《道德纲要》，转到了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并正在着手准备学习中共十六大的重要文件。

贯彻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从何处着手？有人认
为应该先从学校抓起。社会患大病，孩子先打针，这样的医
生无疑是庸医，其结果只是能转移视线，护养病灶！

公共权力的诚信是最重要的诚信，抓官德是实施道德的突破
口！应多一些抓官德建设的实际行动，少一些社会道德宣传
的花架子。这种花架子越漂亮，老百姓的信任感就越淡薄，
逆反心理就越强劲。只有使老百姓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有规、
有范、有律、有法的大环境中，把奉守道德作为为人处事、
发展事业的第一需要，才是实施道德建设纲要迈出坚实步伐
的时候。

我作为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虽没有以权谋私的地位和权力，
但作为以纳税人的贡献为自己俸禄的公务员，每天至少得想
一想，自己一天工作的成果，能否对得起这一天的工资收入？
如果以一个月上班21.5天计，我每个工作日的收入已近百元。
以自己的工作能力，每工作一天要产生近百元的社会效益，
非夜以继日不可！有了这样的思考，在工作中就会多一分主
动，在学习中就会多一分自觉，在为人民服务中就会多一分
热忱。

纲要课程学后感想篇四

1.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2.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
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但是，我国公民道
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3.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

二、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

4.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

5.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6.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

7.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

8.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

9.坚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

10.坚持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

三、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

11.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
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

12.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

13.集体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政
治和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14.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作为公民
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



道德责任。

15.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
行为准则.

16.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
则.

17.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
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

四、大力加强基层公民道德教育

18.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教育是基础。

19.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

20.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

21.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

22.社会是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大课堂。

23.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在公民道德教育方
面各有侧重、各有特点，是相互衔接、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

五、深入开展群众性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

24.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是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25.要在各项创建活动中充分体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的内容，明确具体标准，制定落实措施，力求取得实效。

26.从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和优秀品质中受到鼓舞、汲取力量，
使先进典型的高尚情操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



27.各种重要节日、纪念日，蕴藏着宝贵的道德教育资源。

28.开展必要的礼仪、礼节、礼貌活动，对规范人们的言行举
止，有着重要的作用

29.各种道德实践活动源于基层、扎根群众，反映了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六、积极营造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氛围

30.大众传媒、文学艺术以及体育活动，对公民道德建设有着
特殊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31.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等大众媒体，加强对社会普遍关
注的道德热点问题的引导。

32.电影、散文、报告文学等各类文艺作品的创作，要积极情
讴歌人民群众的良好道德风貌，以其独特形式和艺术魅力，
给人以鼓舞、启迪和美的享受。

七、努力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和政策保障

33.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靠教育，也
要靠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

34.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公民道德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35.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对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行为有着
直接影响。

36.公民良好道德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离不
开严明的规章制度。

八、切实加强对公民道德建设的领导



37.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的方针，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艰巨性、长期性和紧迫性.

38.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十分重要。

39.推进公民道德建设，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40.各级文明委和党委宣传部，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担负着指导、
协调、组织的具体职责。

纲要课程学后感想篇五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艰巨而复杂
的任务。科学分析了新时代对公民道德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进一步明确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任务要求，对于推动全民
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一个新高度，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
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
重要意义。

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习总书记也将“严以修
身”放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首位。可见，修身作为立德
的第一准则，从古至今对个人而言都非常重要。以德修身，
就是要以道德修养为核心来修养和提升自己，常怀仁爱之心、
行忠恕之道、要克己复礼，我们一方面要从传统国学中汲取
养分，领悟古文典籍中“仁爱”“道德”等的美好品行或反
面史实，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时常勉励自己;另一方面
用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精神来约束和规范自己，



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
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自觉践行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