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式现代化心得体会(模板7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中国式现代化心得体会篇一

“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开诚布公的‘逐利’行为,也没有具有尊
严的‘逐利’方式”,因此一个人考虑的总是自己,那么他的
利己行为是不合理的,为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不得不躲
躲闪闪、格外小心。但是也有那么一些特例存在,比如东方犹
太人--温州人。网上曾出现过这样一段话--一温州人对一北
京人说:“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可依赖的人,我相信我们会成
为朋友。”接着就是具体的帮助内容。北京人说:“你听见了
吗?这就是温州人,跟你做朋友是看上你有用。”温州人如果
跟人吵架闹翻了,又觉得这人够朋友,会很“务实”地化干戈
为玉帛。做事情从功利出发,而且毫不掩饰,这便是温州人。
然,这样的直白的“私”也已经被大多数“含蓄”的中国人
所“不耻”了。

在中国社会中,一个人若是“有私”,那么他便有所畏。然畏
何,又为何畏?

不可否认的是,人并非生来就是社会人,他首先是一个人类有
机体,在与社会接触的过程中,被社会文化拼塑其个性与通性。
可是,中国深厚文化历练而成的“良知系统”在较大程度上影
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及行为体系。基督教认为,个人的生命
是有上帝创造的。因此,人人生而平等。而儒家认为,个人的
生命是父母所生,是历代祖先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便是个
人生命的延续,整个家族的生命应当构成一个延绵不绝的整体。
这也难怪华人总将亲子关系称为“骨肉”,兄弟关系称为“手



足”。在这种整体化的大家庭中,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大家,个
人的面子会影响大家的面子。一旦你有“私心”,便很难在这
样的一个信奉“一体”的集团中存活。

子女幼小时,父母不仅有抚养他们的义务,而且有教导他们的
责任。他们通常会训练儿童压抑任何形式的攻击行为,并且要
相互帮忙以增进家庭中的团结与和谐。当父母年老不能工作
时,子女已有赡养的责任。这样的感情关系是一种长久而稳定
的社会关系。

然而在中国青少年过十八岁,仍会依赖父母而活,“啃老”现
象普遍存在。父母养育儿女,企图获得晚年的安度。这样的供
求模式本身就包含的利己目的的驱动。青少年则以日后“回
报”为名享受当前的“寄宿”,仅是一种预支的平等交换。暂
且不提其血缘关系所引发的情感因素,双方具有精神性
之“身”,在社会伦常的规定的“义务”与“责任”的粉饰下
才取得的了正统的认可。中国人“二人心”之“心”方是大
公无私的,这样一来也难怪“中庸之道”千百年盛行不止了。
一人之道不可行,居中者方可“名正言顺”。近期,中国交通
法对行人的要求愈加严格。杭州地区首先实行了“闯红灯者
罚款五元”的规定。虽有细微成效但也引来诸多民怨。然北
京交通部似乎更为“聪明”,仅“率先闯红灯者罚款五元”。
当人们对这条不公平规定感到无奈时也不得不承认,后者是更加
“合理的”。中国人历来的处世之道是“不要好出头”,“若
万不得已出头也不要先出头。”

笔者仍记2011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拾荒者陈贤
妹的出手相救反遭他人怀疑其初衷是否有“私心”。被社会
批判着,痛心地称呼为“冷漠的中国人”的是一整个明确而又
模糊的社会“集团”。它是如此的庞大,以致于社会正面力量
所抛出的抨击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成了蚍蜉撼树之举。但陈
贤妹不同,首先她是作为个体的形象在这件悲剧中闪耀出现的,
并且她的这种“善举”是背离大多数路人麻木意识的举动,也
许这就是所谓的“首当其冲”。不管她是出于何种意图走向



了被多次碾压的小悦悦,明显区别于其他“冷漠的中国人”行
为造成的结果给她带来了过多的与其职业、社会身份所不符
的社会关注度与荣誉,而这些又是个体不能够担负的,以致于
个别人质疑她的初衷。也许造成中国人愈加冷漠的一个重要
原因便是“中国人”自己。

这种“退一位”的'行为似乎早已化成一种血形融进中国人的
骨血之中。他们是“胆小的”、“怯懦的”,因此他们无法表现
“个体”。在传统的儒家之道中的最高境界也只是二人
之“仁”。长久以来,强调社会和谐及人际关系的合理安排一
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最显着的特性之一,其典型例子便是中国
无言中有些本土性的概念“人情”--中国社会中人与人应该
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

“有来有往,亲眷不冷场”,说的便是“人情”所维系的社会
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蕴含“己之所欲施之于人”之
意。当关系网中的某个人遭遇疾病困厄或者生活上遇到重大
难题时,其他人应当有“不忍之心”,同情他体谅他并且帮助
他,变相的“做人情”给他。笔者并非否定在这样情况下援助
者的善意,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今日“人情”送出,希冀他日相
还的“私心”是存在的。“受点滴之恩,须涌泉相报”。这样
的社会规范的运行构成了所谓的“人情法则”。

纵观人情运行过程,我们不得不感叹中国人的“周到考虑”。
不同事件、不同地点、别样身份、别样对手,“中国人”始终
在摸索最恰当的角色扮演。人情资源的的支配者在面临人情
困境时,常会考虑自身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各种预期的得失,
权衡之后,方能决定是否要送出人情。同时,在多数情况下,有
求者基于维护人际关系和谐价值的考虑,不管结果如何,在人
情支配者面前仍表现的泰然。双方都想带着面具的演员,相
互“利用”的同时又要顾全大局。“人情留一线,日后好想
见”。对于中国人而言,“撕破脸”是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因此,个人和其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交往时,往往特别重视“面



子”和“表面功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功夫”是演技
的体现,每一次的演绎,都是“中国人”在“私心”与人情观
的综合考虑后的角色扮演。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扮演一系列各异的
角色,尤其是在中国。我们在惊叹中国人情世界中角色扮演
的“神奇”之时,也必须承认它的延续性必将支撑其顽强的生
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故意在那里装腔作势,随意产生
某种行为,任何一种角色的不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他
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决定的。一个人想要成为合格的
社会成员,就必须学会角色扮演。

中国式现代化心得体会篇二

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党团结带
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对党忠诚、理论联系实际、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斗争、艰苦奋斗等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激励我们
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就是要认真学习领悟这些精神财富，增强守初心、
担使命的行动自觉，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
红色基因，鼓起迈向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要教育
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经历思想上
的“大彻大悟”，持续推进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
以党史为媒介，凝聚信仰的力量，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
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中国式现代化心得体会篇三

能够在组织的关心下，扎根基层一线服务一方群众，这是我
们的荣幸。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做一个政治上明自、工
作上清醒、服务上贴心、发展上保驾的选调生。



守纪律，将规矩，做工作中的清醒人。人生要条好第一颗扣
子，因为它是起点也决定着终点。如果一名选调生从一开始
就我行我素，自以为是，在工作上不遵守工作纪律，组织纪
律，群众纪律，那是极其危险的。纪律是完成各项工作的必
要前提和制度性约束，如果有规矩没有人去执行，去拥护制
度的权威性，那纪律会变成一张废纸，一个团队就无形之中
成为了一盘散沙，连规矩都不讲了，更别说在急难险重的环
境下取得胜利了。有些人就是因为纪律意识不强，在你来我
往之中无形的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作风习惯。当蓦然回头的时
候，才发现自己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善服务，解难题，做群众的贴心人。做好一名基层选调生，
是一项极其不容易的事情。作为基层最前行的工作队，一定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归根结底就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
的问题。只有想清楚这个问题，才能使工作对得起组织检验，
经得起群众考验。选调生其实和千千万万个普通公务员是一
样的，我们都是服务群众的，只有不断为群众解决身边难题，
我们自身才能够得到成长和人生意义的升华。文章写得再好，
天花乱坠也抵不上真真切切为群众解决一件难事，多做一点
为民服务的事实，少做一些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虚事，我
想心安了自己，也舒服了别人。

讲担当，敢作为，做地方发展的保驾人。一方水十养一方人，
在哪里工作就要为那一方百姓谋发展。对于一名选调生未来
的路而言，有多大担当就有多大舞台，有多大作为就能成就
多大事业。基层的事情很杂，想从方方面面出发，作出一番
超越前人的事业是存在不少困难的。但不能说存在困难就停
步不前，这是不对的，我们要正确树立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姿
态，不管经历什么，都要着眼于地方的长远发展，哪怕就是
每天或者每月每年取得一点点进步，至少我们的事业是向前
的，这样在一代又一代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事业注
定会像潮水一样奔腾向前。

“呼吸相顾，痛痒相关。”新时代的选调生，其路远，其情



近，其志远，其梦近。

中国式现代化心得体会篇四

历经百年磨难与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踏上
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航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新中
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

与时代同行。发展起来的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

由相对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
东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增
长第一引擎。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
现代化的途径，给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
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凌云志不改。中国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

从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到步入新时代，中国始终在宏
阔的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命题。面
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顺应历史
潮流，肩负大国责任，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成为大变局中不变的稳定力
量。

中国式现代化心得体会篇五

在各个发展阶段披荆斩棘，在不同历史时期迎难而上，跨越
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在既定的奋斗征程中马不
停蹄“接力”赛跑，呈现出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现代化宏壮
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心得体会走自己的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共有特征，
即“走中国自己的路”。其涵义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要依
据中国国情，我们走的是中国自己的路，不是他国的路，尤
其不是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在道路问题上，要把“中国自
己”确立起来；在中国道路问题上，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
了才知道；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并总结经验教训得出的
历史结论，旨在破除中国道路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与独断主义、拿来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自己的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具体体现，是党和人民在走自己的路
问题上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源于
走自己的路，又发展了走自己的路。内涵是：走中国自己的
路；赋予走自己的路以新的具体实践和理论内涵，即中国特
色之路，中国特色本身具有丰富内涵；在走自己的路的历程
中，我们摸索出了一条基本经验，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
则，也要适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这条道路来
之不易，要倍加珍惜。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实现形式，是从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继承与发展、提升与概括角度讲
的，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
代化新道路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内生出来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源，是基础；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说把“中国特色”转换为“中国式”，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提升为现代化道路，同时又突出了“新”。

中国式现代化心得体会篇六

历经百年磨难与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踏上
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航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新中
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

与时代同行。发展起来的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

由相对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
东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增
长第一引擎。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
现代化的途径，给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
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凌云志不改。中国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

从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到步入新时代，中国始终在宏
阔的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命题。面
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顺应历史
潮流，肩负大国责任，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成为大变局中不变的稳定力
量。

中国式现代化心得体会篇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
方案(2018—2022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再穷不能穷教育”，中国对教育的重视如时光不曾间断，
而且越发厚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
行列。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基础工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教育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要
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现代化教育的强大基础;科技创
新和产业革命，人力才资源是第一位的;教育强国是立足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局的重要战略，加快现代化教育建设，
我们正在路上。

多角度丰富现代化教育内容，实现内容上的更高水平。教育
现代化是教育高水平的发展状态，是对传统教育发展理念、
发展方式、体系制度等全方位的转变进化。发展教育事业，
党的全面领导地位是根本的，要牢牢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引领，更要切实抓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把握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根本遵循。推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系好青少年思想
上的“第一颗扣子”。注重以德为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弘扬
健康向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树立典型、宣传
榜样，传递正能量，实现教育全面发展。

多领域健全现代化教育体系，实现体系上的更高层次。教育
工作覆盖面广，是关系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民生大
业。无论是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增
加的总体目标;还是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
育强国行列，都是教育整体的提升，是各条教育战线和广泛
受教育群体共同进步。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
系，让学习强国理念深入人心;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努力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公平的教育落到实处;普及有质量的学
前教育，让孩子们腾飞的羽翼更丰满;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
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凸显育人本质;发展高质量高等
教育和高职教育;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多举措优化现代化教育队伍，实现队伍上的更高质量。优秀
的教师队伍建设是现代化教育的基础。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
创新能力。提高优质增量，分类建设一批世界一流高等学校，
抓好青少年教育，打造更多优质中小学(幼儿园)，抓好适
宜“娃娃”健康成长的优质教育;提档升级存量，持续推动高
等学校转型发展，以更大的资金投入和政策鼓励，调整学科
专业结构，努力培养更多高精尖创新型人才。建设高素质专



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将立德为先贯彻到教师培养与准入中，
选拔真正热爱教育事业、奉献教育事业的“人类灵魂工程
师”。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让教师更有
获得感，教育事业更有幸福感，激发教育工作者更强使命感。

多方位深化现代化教育开放，实现开放上的更高程度。改革
开放实现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从“没学上”
到“有学上”再到“上好学”;从凤毛麟角到高等教育进入大
众化、迈向普及化，改革红利坚定了我们在开放中发展教育
的.决心和信心。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升国际交
流合作水平，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扩大中外教育
“朋友圈”“合作圈”，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找准中外
文化的契合点，汲取各国教育精华，培育更多顺应时代大势、
世界需要的全能型人才。优化出国留学服务，拓展人文交流
领域，构建更加紧密的教育共同体，让中国教育更世界化，
让世界教育更添中国色彩。

新时代，兴教育。教育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推动全体中国人民奔向美
好未来的中坚事业。现在，现代化教育的蓝图正徐徐铺开，
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发扬“春蚕到死
丝方尽”的责任与担当，“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与坚持，
让花朵更鲜艳、让更兴旺、中国更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