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文化与教育心得体会 黄河文化的心
得体会(通用6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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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文化与教育心得体会篇一

黄河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孕育了中华民
族的优秀传统和卓越品质。在近期的一次考察中，我有幸深
入了解了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历史价值。通过参观和学习，
我深感黄河文化的伟大和深远，也对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有了
更加清晰的认识。下文将从黄河的意义、文化的独特性、人
文精神、环境保护和传承的困境五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黄河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黄河从
古至今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承载着久远的历史和文化记忆。
自古以来，黄河为华夏子孙提供了丰富的土地和水源，为中
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黄河也是中
华民族勤劳智慧的象征，中国人的独特性格和不屈精神正是
在艰苦的环境中所形成的。因此，了解黄河文化对于每个中
国人来说都是重要的。

其次，黄河文化具有独特的传统和特色。黄河文化包含了丰
富的农耕文化、铜器文化、丝绸文化和儒家文化等等，这些
传统与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密不可分。例如，黄河流域的农耕
文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石，这种劳动方式和务实精神贯穿
了整个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同时，黄河流域也是中国
古代的绣花、造纸和制陶之乡，这些手工艺的发展也体现了
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此外，儒家学说也在黄河文
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儒家的核心思想“仁爱”、“礼仪”和



“中庸”等理念影响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和行为准则。

再次，黄河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令人深思。在黄河的流
域，人们经历了无数次水患和灾难，但他们始终不屈不挠，
勇敢地与自然抗争。这种坚韧和团结的精神成为了中华民族
的宝贵财富，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黄河民歌和《黄河大合
唱》等音乐作品也反映了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成为了中国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黄河文化的传承也面临着困境。黄河的泥沙淤积、水
流断流等问题严重影响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此外，城
市化的进程和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也使得年轻一代对于黄河文
化的关注度减弱，很多传统的技艺和习俗逐渐失传。因此，
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将黄河文化传承给后代成为了一
个重要的问题。

综上所述，黄河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它是中华
民族的骄傲和自豪。研究和了解黄河文化对于每个中国人来
说都是有意义的，这不仅能够加深对中国传统的认知，更能
激发热爱家园、保护环境的责任感。我们应该积极投身到黄
河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让这片土地的精神和价值得以传承，
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传承文化与教育心得体会篇二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
化积淀。在探寻黄河文化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它的
伟大和深远影响。黄河文化之所以能够留下如此丰富的遗产，
不仅仅是因为这片土地的肥沃，更重要的是这里孕育了一代
又一代的智慧和勇气。通过了解和学习黄河文化，我得到了
许多启示和体会。

首先，黄河文化告诉我们要勇于面对困难和挑战。黄河是中
国最大的河流，也是最具威力的河流之一。然而，它的洪水



经常给人们带来灾难。然而，长期以来，黄河流域的人民一
直努力适应黄河的洪水，开展了一系列治理工程，走出了一
条航船腾飞的道路。这让我深刻地认识到，面对挑战，关键
是要勇往直前，不退缩，勇敢地迎接并克服困难。只有在逆
境中，人们才能够展现出真正的勇气和智慧。

其次，黄河文化还告诉我们要珍视自然资源。黄河流域是中
国最重要的农业基地之一，也是重要的水资源供应地。然而，
由于过度开发和污染，黄河的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破坏。正
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地对待和保护自然资源，才导致了黄河
变得如此脆弱。因此，学习黄河文化告诉我们要尊重自然、
保护环境，珍视我们手中的资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才能为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家园。

而黄河文化还告诉我们要尊重历史与传统。黄河文化悠久的
历史给了我们很多珍贵的传统和智慧。尊重历史与传统不仅
仅是尊重过去，更是尊重我们自己。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
活中，我们很容易忽略那些古老而有深度的东西。然而，在
学习黄河文化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只有回望历史，才能更
好地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源，才能找到前行的方向和动力。因
此，尊重历史与传统是我们追求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最后，黄河文化还告诉我们要保持开放与创新的精神。黄河
流域是中国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先进的
地区之一。在黄河流域，我看到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勇气，
也看到了他们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
得他们能够创造出许多奇迹。而在现代社会，我认为我们也
需要保持这种开放与创新的精神。只有不断地学习新知识，
不断地追求新的发展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保持竞争力。

综上所述，通过学习黄河文化，我深刻地认识到了困难与挑
战、珍惜自然资源、尊重历史与传统以及保持开放与创新的
重要性。同时，我也认识到，黄河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更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今后的学习和



生活中，我将会继续关注黄河文化的发展，不断丰富自己的
知识，为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传承文化与教育心得体会篇三

6月27日至6月30日，我校全体教职工在学雍多闻学堂进行了
一次别开生面的全封闭式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本次由教育专
家李英庆老师主讲，我感到收获颇丰。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象奔腾的黄河，源远流长，生生不
息。不学不知道，古圣先贤早已为子孙后代把做人的准则，
教育的理论全部总结好了，这些理论经得起时间考验，也得
到全世界仁人志士的公认，我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感到自
豪。

在重点学的《弟子规》中知道这是一本古代供入学儿童必读
的书，书中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来教育后代，在读完后我以此
书为镜，发现当代在家庭、学校的教育中有相当没能做到书
中所言，甚至以误为对，以至出现许多的问题。将思想回到
学校教育，我们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常自问
我们为学生付出了时间和精力，甚至心力交瘁，却得不到学
生的理解，还有学生反其道而为之，教学不出效果的症结所
在何处？这是不少老师的困惑，在分享了《小孩不笨》中我
注意到一句台词，“你爸爸爱你，但他不会爱你。”我不尽
自问，我爱学生吗？我会爱学生吗？这次学习我似乎找到了
一些理论依据。

我们中职学校一直以来以传授技术为重，这有悖于“育人为
本，德育为先”，中职教育应从德育入手，试想一个技术优
秀的数模加工毕业生没有用他的技术来制造生活用品的零配
件，来造福社会，而是用来做枪，那技术越精湛对社会危害
就越大，所以课堂上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
渔不如授人以道。”职业教育要站在德育的高度去做。而德
育的根又在“孝道”，儒家有“百善孝为先”说法，意思是



人对世界万事万物的爱的根源在于爱父母，父母乃人之根本，
父母对孩子有养育之恩，如果连父母都不爱那就不能指望这
个人会爱别人，如果学生不爱父母，他说他爱祖国、爱老师、
爱学习那就是没有根基的，是空中楼阁，令人觉得苍白。对
于一个老师，如果不爱父母，那他一定不会爱学生，因此他
一定不能成为一个好老师。在学校的教育中老师是实施者，
老师实施的方法应以身教为重，辅以境教、乐教、礼教，李
英庆老师说：“学生不一定记得你说过什么，但一定记得你
做过什么。”教师如果本身没有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就不可
能在平与学生接触的举手投足中展现传统美德，学生就不能
从中受到传统文化魅力的感染，教化，更不用说进而再去效
仿，那老师落口人义道德，说得再天花乱坠也是枉然，这样
的说教是不能使学生信服的，所以说到底德育教育还得先从
老师本身学习从而提升个人修养开始，才能做好学生的榜样。

在看《小孩不笨》中，老师的教育方法也让我深感共鸣，因
为我中学时本身也是一个差生，在得到老师的赏识和鼓励后
慢慢树立了信心，慢慢得到进步，所以我认为老师在言传和
身教中面对大多数学生须以尊重、赏识、重视入手，以我接
触学生的经验，问题学生一般是家庭不幸福和睦、家境贫寒、
身体有缺陷等等，这些学生或羞怯自卑，或情绪化，或容易
自暴自弃，或叛逆，这一类学生常表现出纪律散漫，有些还
容易跟同学发生冲突，不尊重老师，我想这是因为缺乏关爱，
缺乏鼓励，增广贤文中有云“大家礼仪教子弟，小家凶恶训
儿郎”，有大家风范的老师，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引导，靠自
己的谆谆语言教诲，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有礼有节，如果老
师一味采取强硬方式去压学生，倒会激起青春期学生特有的
逆反心理，结果学生越走越远，迷失自我，无法挽回。每个
问题学生心理都有症结，每个学生的心理想法都不一样，那
老师深入学生，关心学生生活学习，多鼓励，多赞扬，多赏
识这样的学生，特别要当众的进行，这无疑是使他们重拾信
心的良方，也只有这样老师和学生才能建立信任，学生自然
会喜欢这样的老师，会听这样老师的话。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德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坚苦的
工作，我们要学习《弟子规》这一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但《弟子规》并不是金庸小说里的《九阴真经》，随便落到
谁手里只要炼上七七四十九天就能功力精进，一爪把人爪死。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美德是一项长期巨大的工程，在学习《弟
子规》后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只用嘴皮子动动了事，要
付诸实践，身体力行，我们都知道知易行难，真的要做起来
真的不容易，我们要战胜人本身太多丑陋的天性，如私欲、
贪婪、惰性、浮躁、急功近利等等，可想而知德育这条路是
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本次学习我不敢说我有质的飞跃，但至少在思想上启发我有
意识的去探索德育这条路，德育这条路永远是教师永远探索
的道路，会有挫折，有会惊喜，探索德育之路的根是苦的，
结出的果是硕大的、甜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生源滚滚
来。愿我们的学校茁壮成长。

传承文化与教育心得体会篇四

我记得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
寒假期间，也就是农历腊月28日那天，我与父亲每人背一大
背篮青菜到集市上去卖，从28日凌晨3点钟就开始出发，途中
老父亲由于不小心扭伤了脚，可没办法，老父亲只得强忍剧
痛，硬着头皮一颠一簸地背着菜继续步行，到集市已是近10
多点钟了，可运气还好，到下午3点钟左右菜已全部卖完，父
亲清算一下卖了28元钱，老父亲给了我5角钱去卖了一碗面条
充饥，可他自己还强忍饥饿，没舍得花一分钱，直到晚上7点
多钟回到家才吃晚饭。在回家的路上，他跟我讲，每省下1
角2钱，就够得我在学校吃上1顿饭的钱，我们一路上谈了许
多，他说的最具有鼓励的一句话，要我好好读书，将来才会
有好日子过”。

因此，从现在起，通过对《弟子规》的学习和理解，使我认
真吸取了前人孝敬父母、感恩父母的精华事迹，更加加深了



我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孝敬之心。我希望：为人子女的我们，
再也不能因为事业忙，或没有时间，而放弃多一点孝敬父母
的机会！还是找点时间，留点空闲，带着亲人，常回家看看
吧！

《三字经》里面有这样一句：“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
识某文”。意思是要孝顺父母，尊敬师长。是因为父母教会
我们的一切，是因为老师教会我们认识数字、认识文字等等。
目前，“三读”活动激发了我学习《弟子规》的兴趣，其中5、
6岁的小孩，大到80、90来岁老人都咒他“不得好死”，果真
如此，他有一次外出做工，站在挡墙上解小便时，不小心就
摔死了，你看，老天都不容他，这就叫做“罪有应得，不得
好死”。

哎！做父母的太不容易了养父母。

传承文化与教育心得体会篇五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学习传
统文化尤为重要。以下是由小编整理关于传统文化教育心得
体会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公园20xx年6月27日至6月30日，我校全体教职工在学雍多闻
学堂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全封闭式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本
次由教育专家李英庆老师主讲，我感到收获颇丰。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象奔腾的黄河，源远流长，生生不
息。不学不知道，古圣先贤早已为子孙后代把做人的准则，
教育的理论全部总结好了，这些理论经得起时间考验，也得
到全世界仁人志士的公认，我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感到自
豪。

在重点学的《弟子规》中知道这是一本古代供入学儿童必读



的书，书中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来教育后代，在读完后我以此
书为镜，发现当代在家庭、学校的教育中有相当没能做到书
中所言，甚至以误为对，以至出现许多的问题。将思想回到
学校教育，我们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常自问
我们为学生付出了时间和精力，甚至心力交瘁，却得不到学
生的理解，还有学生反其道而为之，教学不出效果的症结所
在何处?这是不少老师的困惑，在分享了《小孩不笨》中我注
意到一句台词，“你爸爸爱你，但他不会爱你。”

我不尽自问，我爱学生吗?我会爱学生吗?这次学习我似乎找
到了一些理论依据。我们中职学校一直以来以传授技术为重，
这有悖于“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中职教育应从德育入手，
试想一个技术优秀的数模加工毕业生没有用他的技术来制造
生活用品的零配件，来造福社会，而是用来做枪，那技术越
精湛对社会危害就越大，所以课堂上讲“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道。”

职业教育要站在德育的高度去做。而德育的根又在“孝道”，
儒家有“百善孝为先”说法，意思是人对世界万事万物的爱
的根源在于爱父母，父母乃人之根本，父母对孩子有养育之
恩，如果连父母都不爱那就不能指望这个人会爱别人，如果
学生不爱父母，他说他爱祖国、爱老师、爱学习那就是没有
根基的，是空中楼阁，令人觉得苍白。对于一个老师，如果
不爱父母，那他一定不会爱学生，因此他一定不能成为一个
好老师。

在学校的教育中老师是实施者，老师实施的方法应以身教为
重，辅以境教、乐教、礼教，李英庆老师说：“学生不一定
记得你说过什么，但一定记得你做过什么。”教师如果本身
没有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就不可能在平与学生接触的举手投
足中展现传统美德，学生就不能从中受到传统文化魅力的感
染，教化，更不用说进而再去效仿，那老师落口人义道德，
说得再天花乱坠也是枉然，这样的说教是不能使学生信服的，
所以说到底德育教育还得先从老师本身学习从而提升个人修



养开始，才能做好学生的榜样。在看《小孩不笨》中，老师
的教育方法也让我深感共鸣，因为我中学时本身也是一个差
生，在得到老师的赏识和鼓励后慢慢树立了信心，慢慢得到
进步，所以我认为老师在言传和身教中面对大多数学生须以
尊重、赏识、重视入手，以我接触学生的经验，问题学生一
般是家庭不幸福和睦、家境贫寒、身体有缺陷。

等等，这些学生或羞怯自卑，或情绪化，或容易自暴自弃，
或叛逆，这一类学生常表现出纪律散漫，有些还容易跟同学
发生冲突，不尊重老师，我想这是因为缺乏关爱，缺乏鼓励，
增广贤文中有云“大家礼仪教子弟，小家凶恶训儿郎”，有
大家风范的老师，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引导，靠自己的谆谆语
言教诲，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有礼有节，如果老师一味采取
强硬方式去压学生，倒会激起青春期学生特有的逆反心理，
结果学生越走越远，迷失自我，无法挽回。每个问题学生心
理都有症结，每个学生的心理想法都不一样，那老师深入学
生，关心学生生活学习，多鼓励，多赞扬，多赏识这样的学
生，特别要当众的进行，这无疑是使他们重拾信心的良方，
也只有这样老师和学生才能建立信任，学生自然会喜欢这样
的老师，会听这样老师的话。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德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坚苦的
工作，我们要学习《弟子规》这一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但《弟子规》并不是金庸小说里的《九阴真经》，随便落到
谁手里只要炼上七七四十九天就能功力精进，一爪把人爪死。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美德是一项长期巨大的工程，在学习《弟
子规》后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只用嘴皮子动动了事，要
付诸实践，身体力行，我们都知道知易行难，真的要做起来
真的不容易，我们要战胜人本身太多丑陋的天性，如私欲、
贪婪、惰性、浮躁、急功近利等等，可想而知德育这条路是
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本次学习我不敢说我有质的飞跃，但至少在思想上启发我有
意识的去探索德育这条路，德育这条路永远是教师永远探索



的道路，会有挫折，有会惊喜，探索德育之路的根是苦的，
结出的果是硕大的、甜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生源滚滚
来。愿我们的学校茁壮成长。

时间飞逝，我从一名学生，到息县进入工作岗位已接近两年，
两年的经历让我对农村、老百姓、基层干部有了更 深刻的认
识。息县大力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更让我受益匪浅。
让我在学习中成长，成长中学习。由于自己本身对传统文化
比较感兴趣，以前经常搜集一些名言 警句来激励、警示自己。
现在才真正感知对中华文化了解、理解太少，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令我赞叹、令我折服。针对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谈一下自己的心得体 会：

(一)学以修身。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从自身来讲，
重点在于挖掘优秀文化的大富矿，以求启迪智慧、净化心灵、
激励精 神。而传统文化学习不仅是个人修养的过程，更是思
想灵魂升华的过程。“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以利为
志就不能淡泊，内心躁动就不能致远。古人倡导温、 良、谦、
恭、让、仁、义、礼、智、信，只要我们做到了，人际关系
就和谐了。弟子规中“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之”
就是要求我们平常与人交往中要平等 仁和，时常要与仁德的
人亲近，向他们学习。

(二)学以致用。弘扬传统文化起先需要从学习开始，这既是
一个认知过程，更是潜移默化 的过程。而学习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其主要经典实质内涵贯彻到生活中、
工作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乃至灵魂深处。用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邻里和睦、 家庭和谐，提升工作作风、工作精神。对照
《弟子规》《孝经》等进行反躬自省，对孝敬父母、爱岗敬
业、诚实守信、谨言慎行等方面进行深刻自剖和整改提高。

(三) 学以济世。这些年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社会问题日益
突出。传统的长幼尊卑不分，离婚率不断攀升，自杀事件不
断曝出，道德沦丧事件时有发生，社会生活变得乱 七八糟、



乌烟瘴气。长此以往，人性危矣，民族危矣。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五千年历史长河积淀下来的金子，是治疗这一社会
疾病的济世良方。儒家的“仁爱”、 道家的“无为”等等就
是要弘扬孝道、张扬仁爱、讴歌善良。用经典诠释智慧，用
智慧启迪人生，用人生挖掘人性。用我们先祖留下的经典智
慧来治疗当下人性的疾 病、灵魂的疾病，用中华传统文化的
光焰点燃我们心中的善念和良知的火炬。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你被时代所器重时，
就要担当 重任，有所作为;当你郁郁不得志时，就要甘于寂
寞，不断完善自己，修身养性，博闻强识。而我们作为公务
人员，更要有“兼济天下”之心，修其身，精其业，善 其事，
做到恪尽职守、克己奉公。我们不但要力求“言悖而出者,亦
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更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名基层公务人员，学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更加敬畏人民、敬畏人民赋予我们
的权力、敬畏党和国家授予我们的职责岗位。我们理应当好
人民公仆，不求在这个岗位上做多大官，力求在这个岗位多
做事、做好事。

6月27日至6月30日，我校全体教职工在学雍多闻学堂进行了
一次别开生面的全封闭式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本次由教育专
家李英庆老师主讲，我感到收获颇丰。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象奔腾的黄河，源远流长，生生不
息。不学不知道，古圣先贤早已为子孙后代把做人的准则，
教育的理论全部总结好了，这些理论经得起时间考验，也得
到全世界仁人志士的公认，我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感到自
豪。

在重点学的《弟子规》中知道这是一本古代供入学儿童必读
的书，书中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来教育后代，在读完后我以此



书为镜，发现当代在家庭、学校的教育中有相当没能做到书
中所言，甚至以误为对，以至出现许多的问题。将思想回到
学校教育，我们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常自问
我们为学生付出了时间和精力，甚至心力交瘁，却得不到学
生的理解，还有学生反其道而为之，教学不出效果的症结所
在何处?这是不少老师的困惑，在分享了《小孩不笨》中我注
意到一句台词，“你爸爸爱你，但他不会爱你。”我不尽自
问，我爱学生吗?我会爱学生吗?这次学习我似乎找到了一些
理论依据。

我们中职学校一直以来以传授技术为重，这有悖于“育人为
本，德育为先”，中职教育应从德育入手，试想一个技术优
秀的数模加工毕业生没有用他的技术来制造生活用品的零配
件，来造福社会，而是用来做枪，那技术越精湛对社会危害
就越大，所以课堂上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
渔不如授人以道。”职业教育要站在德育的高度去做。而德
育的根又在“孝道”，儒家有“百善孝为先”说法，意思是
人对世界万事万物的爱的根源在于爱父母，父母乃人之根本，
父母对孩子有养育之恩，如果连父母都不爱那就不能指望这
个人会爱别人，如果学生不爱父母，他说他爱祖国、爱老师、
爱学习那就是没有根基的，是空中楼阁，令人觉得苍白。对
于一个老师，如果不爱父母，那他一定不会爱学生，因此他
一定不能成为一个好老师。在学校的教育中老师是实施者，
老师实施的方法应以身教为重，辅以境教、乐教、礼教，李
英庆老师说：“学生不一定记得你说过什么，但一定记得你
做过什么。”教师如果本身没有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就不可
能在平与学生接触的举手投足中展现传统美德，学生就不能
从中受到传统文化魅力的感染，教化，更不用说进而再去效
仿，那老师落口人义道德，说得再天花乱坠也是枉然，这样
的说教是不能使学生信服的，所以说到底德育教育还得先从
老师本身学习从而提升个人修养开始，才能做好学生的榜样。

在看《小孩不笨》中，老师的教育方法也让我深感共鸣，因
为我中学时本身也是一个差生，在得到老师的赏识和鼓励后



慢慢树立了信心，慢慢得到进步，所以我认为老师在言传和
身教中面对大多数学生须以尊重、赏识、重视入手，以我接
触学生的经验，问题学生一般是家庭不幸福和睦、家境贫寒、
身体有缺陷等等，这些学生或羞怯自卑，或情绪化，或容易
自暴自弃，或叛逆，这一类学生常表现出纪律散漫，有些还
容易跟同学发生冲突，不尊重老师，我想这是因为缺乏关爱，
缺乏鼓励，增广贤文中有云“大家礼仪教子弟，小家凶恶训
儿郎”，有大家风范的老师，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引导，靠自
己的谆谆语言教诲，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有礼有节，如果老
师一味采取强硬方式去压学生，倒会激起青春期学生特有的
逆反心理，结果学生越走越远，迷失自我，无法挽回。每个
问题学生心理都有症结，每个学生的心理想法都不一样，那
老师深入学生，关心学生生活学习，多鼓励，多赞扬，多赏
识这样的学生，特别要当众的进行，这无疑是使他们重拾信
心的良方，也只有这样老师和学生才能建立信任，学生自然
会喜欢这样的老师，会听这样老师的话。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德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坚苦的
工作，我们要学习《弟子规》这一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但《弟子规》并不是金庸小说里的《九阴真经》，随便落到
谁手里只要炼上七七四十九天就能功力精进，一爪把人爪死。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美德是一项长期巨大的工程，在学习《弟
子规》后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只用嘴皮子动动了事，要
付诸实践，身体力行，我们都知道知易行难，真的要做起来
真的不容易，我们要战胜人本身太多丑陋的天性，如私欲、
贪婪、惰性、浮躁、急功近利等等，可想而知德育这条路是
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本次学习我不敢说我有质的飞跃，但至少在思想上启发我有
意识的去探索德育这条路，德育这条路永远是教师永远探索
的道路，会有挫折，有会惊喜，探索德育之路的根是苦的，
结出的果是硕大的、甜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生源滚滚
来。愿我们的学校茁壮成长。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
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
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
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围绕着“和”这个核心，我们进一
步明确了人际和谐的五伦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
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仁、义、礼、智、信”
的做人行为准则。另外就是对“孝”的理解， 引申开来说，
对家庭里的父母亲，为人子(女)一定要尽孝道，对国家的法
律法规、单位的规章制度要尽忠，对自己的工作岗位要尽责
尽能。说实话，到学习之前，虽然心中对传统文化有一定的
认同，但是自认为自身做得还不错，经过两次学习，才逐步
领会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我们每个人的教育意义有多大，
传统文化，尤其是《弟子规》的内容能够指导我们的言行举
止、衣食住行，帮我们养成良好习惯，成为一个有素质有涵
养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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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延绵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国
家，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国学文化作为支柱，这种文化一
直贯穿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在当今社会，物欲横流，
人们急功近利，道德和良心的缺失在年轻一代中尤为突出，
所以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发扬传统美德，让仁爱、孝悌重回
到我们心中，让忠诚、守信应用于工作和生活中，使我们的
社会安定和谐，国家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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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作为职场中
的我们。

做人要懂得感恩。对一个人而言，应该报答的最大恩情是父
母的养育之恩，所以《弟子规》第一章就是《入则孝》感恩
之心体现在一个“孝”字上，“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 行勿
懒”“父母教 须敬听 父母责须顺承”，想一想这些都是我
们做儿女的孝顺父母的基本要求，但我却有很多没有做到：
经常会把工作中的不良情绪带回家，面对父母的唠叨，觉得
很烦;有时对父母的牢骚，不能很好的给予劝慰，置之不
理……想想自己平日对父母的关心太少了。

从校园已经走出来一段日子了，刚开始的时候，总是怀念象
牙塔里的单纯的美好，怀念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的那种如
沐春风的感受，怀念着以前的一切，总是不想告诉自己要向
前看，总是把自己蒙蔽在过去的生活中，不去想迎接新的生
活;总是抱怨周边的环境太过复杂，抱怨这个社会是多么的世
俗，忘了继续追寻生活的美好。生活在回忆里，痛苦在现实
中。在不遇到问题的时候，充满自信的对待一切，而在遇到
真正挑战的时候，既没有小隐于野的气魄，更没有大隐于市
的心境，也只不过是俗人一个。所以非常感谢领导们在我彷
徨的时候给了我机会参加传统文化的学习，提醒自己应该如
何继续以后的人生。

自从我自己学习传统文化以后，就越来越感觉到这条路越走
越宽广，也希望有更多人受益。并介绍自己周围的朋友和一
些素不相识的有缘人来到国学班学习，学习的道路还很漫长，
希望大家都能够践行圣。



传承文化与教育心得体会篇六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为仁，而孝为仁之本。在传统的道德观
念中，孝道是责任、是义务、是品行、是良知、是感恩、是
回报，孝道始终是摆在第一位。没有孝道就没有人道，一个
缺乏孝道的社会，人间就没有友善和亲情可言。

“百善教为首，孝道大于天”，这要从小孩启蒙教育开始，
让这传统孝道在每一颗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使孝道的光芒成为人间永远的温暖。

天地有情，孝道无价，不尽孝道，何以为人？孝道：是人性
和品德的张扬，是生命和道义的舒展，是心灵和良知的感应，
是持之以恒的坚守，是无怨无悔的付出，是言传身教的表率。

没有天，那有地？没有父母，那有子女？父母：是我们生命
的根源，是我们的至亲至爱，是血脉的骨肉情缘。父母为撫
养教育子女，含辛茹苦、历尽艰辛，操劳一生，把爱和亲情
都倾注在子女身上，谓之父爱如山，母爱如海，这博大厚重
的情怀，无不在每个子女的心灵里留下刻骨记忆。现在父母
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理应得到子女的关心和照顾，让
老人享尽天伦之乐，安度幸福的晚年，这是为人子女应尽的
法律责任和道德义务，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老有所养、老有所靠、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这是社会文明
的表现，也是老年生活幸福的憧景。作为晚辈的要有一颗感
恩之心，要回报父母养育之情，为他们创造舒心的生活环境，
让孝道的光芒温暖着老年人的心灵。

生命有轮回，人生会苍老，每个人到了年老体弱，步履蹒跚
之日，就是子女回报父母之时。孝道更有行为的示范效应，
可说是一个人品格的形成，也是决定一个人价值的取向。对
父母尽孝，其实就是给子女树立榜样，为自己晚年生活铺路，
孝道的美德就是要言传身教去延续，才得以流传弘扬。



孝道不能虚情假义，利益当头，不能因为父母的偏心而耿耿
于怀，不能因为财产继承问题而寻找借口，也不能因为自己
的经济条件差就不承担义务，更不能因为父母年老多病而推
卸责任，无论何种情况都不能成为不尽孝道的理由。

赡养老人不仅是自己的父母，也包括配偶的父母，俗语
云：“女儿孝不如女婿孝，儿子孝不如媳妇孝。”至于婆媳
关系，历来是孝道的焦点难题，只要每个做儿媳的多点宽容、
多点大度、多点谅解、多点真情，心间就自然会产生出孝道。

孝道是一点一滴的汇集，是一丝一缕的关怀，是春风化雨的
滋润，是冬日阳光的照耀，是心灵深处的呼唤，是岁月留痕
的践行。

孝道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更多的是要在精神和情感上的关
怀。老年人需要心灵的关爱，老人的一生阅历，有丰富的生
活和社会经验，多是忆旧寄怀，故此，为人儿女的应该尽量
多抽点时间去陪同老人聊天，以慰藉其心灵上的孤独和寂寞。

为人子女要尽孝。须知生命是有极限的，正所谓孝心有期，
子欲养而亲不在时，则是一种抱恨终生的遗憾，尽孝要趁早，
人生永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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