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区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感悟中华传统
文化心得体会(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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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区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一

一、学习目的

在课堂上何总用四个方面来阐述了学习的目的：

1.学习是解惑的最有效方法;2.学习是实现个人抱负的途
径;3.学习是造就临危善断自信心的根本;4.学习是来源于自
己的快乐。这四个方面也可以说是结合了我们青工本质思想
做出的一个总结。时至今日，学习早已超出了传统意义的读
书考证。旅游是学习，健身是学习，上网是学习，工作是学
习，一种终身学习的理念正逐渐深入人心，学习也从单纯的
求知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但最终是要学以致用，探寻从辛苦
中获得的快乐与成果。

二、学习理念内化成为一种激情

三、学习是现实适应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前提

在当今信息更新速度非常快的环境下，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
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那应该学习什么呢?人的素养有三点很
主要，包括：综合素质、生存能力、个人内涵。

1.综合素质



有很多朋友都对这个问题有所疑问，为什么有一些小学毕业
或中学毕业的人会成为大老板或富翁，而有很多人却上了大
学还要给这些大老板打工呢?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重点问题停
留在了综合素质方面上。大家都经过了小学、中学、高中、
大学的学习，可以说都掌握了一些学科的基本知识，但是进
入社会后，在综合素质方面上，我们却遥遥不及这些人。因
为这些人在进入社会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开始对综合素质方
面上有所磨练了。我们只有随着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
自己的认知水平，还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这样才能使我们更
早地适应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2.生存能力

结合当今社会现状及企业情况来讲，生存能力不仅仅是指我
们手上的基本技能了，何总总结了做为露天煤业青工应该具
备的生存技能。首先要掌握法律知识，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
可的，由国家强制力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
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只有懂得行为规范，才能
不逾矩;其次要懂财务管理知识，财是金钱和物资的总称，财
务管理教给大家的是聚财用财理财之道，做企业也罢做事业
也好，都离不开它;再其次要会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完成任何
工作离不开人，如何做到“能位匹配”?如何评价员工的绩
效?如何使员工薪酬体现均衡性?这是人力资源管理所能告诉
我们的;最后知晓相关联专业，专业是由于社会分工而产生，
但一项工作常常涉及多个专业，只有了解和掌握了一些相关
专业的知识才能提高工作效率把专业水平发挥到极致，不仅
如此知晓相关专业还能建立全局理念。

3.个人内涵

强化个人内涵，就是强化个人修养，如同武林高手要练内功
一样。国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单纯的说国学，
乃独指经、史、子、集部的语言文字经典训诂学问。它不仅
可以加强你对人生的认识，还可以提升你的个人修养。曾国



藩曾说：“读书以训诂为主。”多看经典训诂学问，可以推
究事物的原理法则，对事物遵循过程了然于胸，稳坐泰山。
正所谓“掌上握有千秋史，胸中自有百万兵。”所以实现这
高标准人生目标唯有学习、学习、再学习。

学习，我们可以解惑;学习，我们可以实现抱负;学习，我们
可以拥有临危善断的自信心;学习，我们可以拥有快乐。虽然
学习很幸苦，但是做为一种生活方式，它会实现我们高标准
的人生目标。

景区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二

在学校领导对新教师的关心和重视下，在路老师的率领下。
我有幸于20__年5月23日到5月27日参加在昆明举办的中国传
统文化的学习。这次学习受益颇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
一次深刻的了解。这也是一次文化大餐，丰富了大脑的知识。
现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如下：

学习传统文化，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更加和谐快乐，这既是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原因，又是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学习传统
文化的收获。以前，我们遇事很多时候都是根据自己当时当
地的心情、情绪来处理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学了传统文化，
有一颗宽爱地心，我们会在矛盾冲突发生以前有预见性地化
解矛盾，无论何时，都可以以一份“共情”的心，从对方的
出发点考虑问题，理解对方，从而更有效地沟通思想，解决
问题。

《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讲
的是治学求进得道理。一个人要广泛地多方面学习，详细地
问，慎重地思考，明确地分辨，踏踏实实地行。在工作中，
如果我们时时如此，积极主动地工作。那么，我们的工作该
是多么和谐惬意的一件事。因此，我们要把传统文化学深，
学透，学到我们的骨髓里，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



学习传统文化，对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传统文化中蕴涵的高尚道德
情操，提升精神境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
不断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学习传统文化应该体会到以下几点：学会
爱社会，爱祖国和遵纪守法、学会感恩、学会礼仪为先、学
会尊重别人、学会廉耻、学会替他人着想、学会与人和谐相
处等等。

希望中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深入更多人们的心灵，走向大众。
带来一个和谐的社会。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心得感悟体会（篇3）

景区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三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特质。但
是，在当今各种“变异”文化的冲击之下，人们开始亵渎传
统文化，把文明积淀看作炒作的工具。这怎能不令人担忧?坚
守传统文化的本真，守护心中那泓清泉迫在眉睫。

曾几何时，我们悄悄地淡忘了李白、杜甫，淡忘了那清新自
然、沉郁顿挫的气质和风格。微博时代的我们，早已习惯
了“蓝精灵体”，习惯了那句例行公事的套话：“元芳，你
怎么看?”殊不知，在我们戏谑调侃之时，传统文化在离我们
渐行渐远。半文半白的“甄嬛体”在社会上风靡一时，不痛
不痒、无病呻吟的“琼瑶体”居然号称能“医治心灵创伤”。
这时的我们，情何以堪!

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被修饰、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我们该作何感想?一片真切的思乡之情被无聊地调侃，这是一
种怎样的悲哀!对于中国沉淀已久的文化，我们虽然没有能力



去完全深谙，但也没有理由不保持它自然之美的本性，更没
有资格去胡编乱造，去挑战先人们高超的文学功底。因为我
们生在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度，所以我们要坚守本真，不
要丢失了对传统文化应有的崇敬和敬畏之心，在传统文化调
侃中迷失前进的方向。

坚守传统文化的本真，并不是要我们一成不变地照搬先哲的
思想，创新和突破是必要的，毕竟，那是人们前进的动力源
泉。坚守本真，意味着天空的圆月依然是圆月，它是一轮思
乡的月，而非被人们俗化了的月亮;坚守传统文化的本真，意
味着那融在酒中的是一片真情，而不是被整饰得面目全非的
一潭污水。坚守传统文化的本真，给先哲们一份尊重和敬畏，
不要矫揉造作，不要画蛇添足，更不要将经典俗化。

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坚守传统文化的本真，让自然和谐的春
风吹向每一个角落，让传统文化之树绽放鲜花朵朵，滋润万
物。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心得感悟体会精选篇2

景区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四

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时间长河的积累沉淀，已
经是非常之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民间艺术;传统节日
等，但是，我最喜欢的有两样，一是节日，二是道德。

节日，这个词语对我们华夏儿女来说非常熟悉，因为一年四
季都有许多的节日、例如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重阳
节等。春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它是可以让所有的亲人
团聚，也是拥有重要意义的节日。春节俗称过年。每年过年，
每家每户都会吃团年饭，大街上都是人山人海，每个店铺旁
边都挂满了红红的灯笼，彩旗飘扬，所有的小朋友都穿上了



漂亮的新衣服，大人们的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眼睛里包含
着浓浓的关爱之意，这时，在广场上每个人都会拿出许多的
烟花、鞭炮来放。在晚上时，一起冲上深黑的天空，迸发出
五颜六色的光彩，犹如彩虹般美丽。好看极了。

到了晚上8点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人们坐在电视前观看。

春节刚过，迎来的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在每年的正
月十五，这一天人们会、吃元宵，猜灯谜。还会到公园里观
礼。重阳节，是农历九月九日，对于这个中国的古老传统佳
节，还让我想到了一首诗，一首对他乡兄弟思念的感情诗。
那是唐朝时期王维的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每当是重阳节时，就会想起王维那种思念他乡亲人、兄弟的
情景，让我也不禁地感伤起来。中国的传统节日何其之多，
每一个都有故事，述说了节日的来源。每个节日都是我们中
华民族的瑰宝，它阐述了中华民族古人的智慧结晶。但是，
现代又有多少人能够完整的记住这些节日了。

每个人都差不多都觉得中国的节日低俗、无趣，只知道盲目
的追求外国的节日。例如圣诞节、愚人节、情人节等，但是
在他们心中是不是有想过，自己是不是中国人，是否能忘本。
或许在他们心中已经没有心里的那份坚持，对于中国五千年
文化历史的坚持，只知道一眛的效仿别人，反而舍弃了对于
自己的民族来说重要的东西—文化。当然，不是一定要抵制
外国文化，只要我们能够取其精华，弃其糟耙，为自己所用，



这是可以的，能够让我们借鉴他人的长处，来弥补己身的不
足，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变得更加完美。

道德是一个底线，提醒我们做人的道理。我们人类为什么站
在食物链顶端，就是我们心中有那份道德。

景区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篇五

上下五千年，中国一路风尘仆仆走来，脚下踏的是深厚的文
化底蕴。但在今天，一提及中国传统礼仪，大多数人并没有
什么清晰概念，甚至则一位这种传统礼仪人化是过时的东西。
因此，中国礼仪文化正在遭受着史无前例的以往与不屑。

然而，中华民族传统礼仪文化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处理人际
关系的实践结晶，是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的准则。

杨时与他的学友游酢为求的正确答案一起去老师家请教。时
值隆冬，天寒地冻，来到程家时，适逢先生坐在路旁打坐养
神，杨时二人不敢惊动老师，就恭恭敬敬立在门外，等候先
生醒来，过来良久，程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侍立在风雪中
的杨时，只见她遍身披雪。脚下雪已有一尺多后了。此
后，“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成了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

礼仪是律己，进人是一种规范，是表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古
人云“不学礼，无以立”文明礼仪不仅是个人素质、教养的
体现，也是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体现。

东汉黄香仅仅九岁，就懂得尊老爱幼，孝顺父母。在冬天严
寒之时，就用自己的身体将父母的被子温暖后，再请父母安
寝;在夏日炎热之际，则用扇子给父母扇凉驱蚊，以侍奉父母
安寝。黄香温席是在中国传统孝之礼仪，孝顺父母，从小事
做起。

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优秀的伦理道德遭到不同程



度的破坏。如今的人们已经有了较之过去更为雄厚的经济基
础来孝敬老人，心已经没了，孝敬父母不是有心无力，而是
有力无心。

唐朝贞观年间，西城回纶国是大唐的藩国，一次，回纶国为
了表示对大唐的友好，派使者带一批珍宝见唐王，其中最珍
贵的是白天鹅。途中，白天鹅不谨飞走，使者只拔下几根鹅
毛，却没能抓住白天鹅，使者在担心害怕之余吧鹅毛献给了
唐太宗，唐代宗并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他忠诚老实，不辱
使命，从此，“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故事干为流传
开来。

中国传统礼仪，应是体现精神价值的生活方式，传录它可以
使我们的礼仪化发扬光大。

传统礼仪毕竟是中国传续了几千年的血脉，若血脉堵塞，中
国只能被称为是一个现代国，而不能称其为中国了。中国传
统礼仪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国人和海外人引来容耀和自
豪，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凝聚力，没有它，国人将迷失自我;
没有它，中国便只剩下一个空壳。

纵观古今中外各国发展，世上没有一个民族失否定自身传统
礼仪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认为自己的优秀的传统礼仪是
过时的，有害的。而传来中国传统礼仪文化。是每个华夏儿
女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地大声说：“我是中国
人!”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心得感悟体会（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