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诵读心得体会 小学生端午节经典诵
读活动心得体会(精选6篇)

培训心得是反映个人对培训课程的理解与领悟的重要文献材
料。以下是一些实习心得分享，从同学们的角度出发，分享
了实习过程中的成果和遗憾，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
和思考。

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一

5月26日下午，银河社区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契机，组
织辖区小学生开展了“端午节--经典诵读”活动。将中华经
典诵读融入节日氛围中。

在社区副主任王桂荣的领读下，来自辖区的小学生集体朗诵
了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激发了小朋友们的诵
读热情，赋予了经典诵读活动更广泛的内涵和影响力。

诵读结束后，小朋友们意犹未尽，社区副主任继续给他们讲
述了端午节的来历、端午习俗等知识，在欢乐的氛围中，小
朋友们不仅饱读了中华经典，也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中华经典诵读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力抓手，更
是传播中华经典的有力方式，将中华经典诵读活动融入传统
节日，既培养了未成年人的传统观念和意识，又达到了引导
他们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的目的。

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二

全班合：学生爱读中华诗。

全班合：必读爱国诗！（手势）



男：今天，就让我们齐颂中华古诗文，共扬爱国真情怀，让
我们的校园充满朝气

2人合：让我们的心灵沐浴书香。

2人合：何为爱国？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
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2人合：何为爱国？

男：爱国就是铁血男儿出塞时，那份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决心。

女：爱国就是中华子孙征战沙场时，那份不破楼兰终不还的
决绝。

全班齐：出塞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
胡马度阴山。

从军行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
楼兰终不还。

2人合：何为爱国？

全班齐：示儿陆游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
无忘告乃翁。

2人合：何为爱国？



男：爱国就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女：爱国就是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的喜极而泣，把酒而
歌

全班齐：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
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
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男：战争是残酷的，为了革命的胜利，人民的新生，红军战
士跋山涉水、两万五千里长征，才有了今天的国泰民安。

全班齐：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
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
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女：爱国英雄万人敬仰，古有岳飞精忠报国，苏武持节南望

男：今有江姐坚贞不屈，黄继光舍身取义2人合：请听英雄的
礼赞

全班齐：满江红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男：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

女：中华少年就要爱国爱家爱人民，中华少年就要学文学史
学礼仪

2人合：中华少年读诗

全班齐：必读爱国诗！（手势）

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三

我很荣幸参加了区政府组织的国学经典培训，时间虽短，但
我受益匪浅。国学文化可谓博大精深，简短精悍的文字，蕴
含着无尽的智慧，深深震撼着我的心灵。学校作为传承与发
展文化的载体，在引导和弘扬先进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学校文化建设是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
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经典能修正品行、
健全人格，使每一个人成长为德行高尚、知识广博、行为优
雅的现代中国人。为此，我在这几天里认真学习，有了一些
自己的心得：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一切的根本，欲修
其身，先要获得完善的知识，只有用知识武装自己，完善自
己，提升自己的德行，才能再谈家、国、天下。正所谓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打算，在没有实现
之前一定要先把眼前的做好。知识能够让你更懂得怎么了解
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从而去完善。比如；在工作中，
我们要做的不是发怒不是指责，要从自身找不足，或是制定
一个短期和长期目标，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能够时时的
看到，这样你就能比较容易的实现目标。教师真切感悟经典
之美，品味与书为友的乐趣，激发热爱祖国文字和中华优秀
文化的思想感情，通过学习经典让教师体会以德明志、博学



多才的内涵，使教师们多一些文化积淀，写起文章来如行云
流水，说起话来字字珠玑。国学，是最质朴的人生指南，是
对世界的精辟认识，对为人处事的精准总结，日常行事的准
则；学习国学，可以陶冶教师的情操，提升教师文化底蕴，
实现教师的升华。

货币，在学生时期将最好的货币存在他们心中，长大后定会
受益终身。学生通过背诵和练字潜移默化地将历史地理，道
德礼仪，生活知识和识字阅读能力结合在一起学习语文，使
学生在读诵的过程中语言能力、想象能力、思维能力从根基
上自然生长获得语感语境。经典美文诵读可以破解当今学
生“读书苦，苦读书”的现状，走出一条快乐阅读之路。为
他们今后的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学经典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五千多年
的文化内涵。今后，我们要多加学习，让“国学经典”中的
智慧之光，引悟自己走出迷茫，使自己的人生轻松而洒脱。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以此为傲，也希望我们能继承并发扬
中国传统国学文化，使其在历史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永不衰
竭！

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四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___幼儿园为
了迎接端午节，开展了“浓情端午粽叶飘香”主题活动，让
孩子们更真实地感受到这个中国特有的节日的气氛，感受端
午节传统文化。

教师们通过课件展示，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两千年前的爱国诗
人屈原这个历史人物与“端午节”的渊源，引导孩子们了解
了有关“端午节”的知识，加深了他们对传统节日和中国古
代历史人物的印象。

同时，各班还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的“端午美食



分享”活动，大家一边品尝粽子、一边朗诵着端午的儿歌，
分外香甜可口。老师们组织了孩子们开展了“赛龙
舟”、“包粽子”等游戏……，并将自己设计的香包送给了
小班的弟弟妹妹，大家共享传统节日带来的乐趣。端午节活
动总结。

为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的引导学生了解传统文化
节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今天
上午，在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校三年一班
开展了端午到粽香飘主题班会活动。

活动中，同学们纷纷拿出课前搜集的资料，有的通过诵读端
午节的相关古诗，来了解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的通过故
事的形式了解了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的来历风俗。还有的通
过图片的展示来解说端午的趣闻……真可谓“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

通过这样的活动，将了解民俗文化与欢度传统节日融为一体，
丰富了同学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为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园各个班级展开引导学生了
解传统文化节日的活动，并且针对端午节3天假期各个班级进
行了假期安全教育。

活动中，有的通过图片的展示来解说端午节的习俗，有的通
过故事的形式了解了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的由来以及传说，
有的通过诵读端午节的相关古诗，来了解屈原的爱国主义精
神。端午节活动总结。

针对交通安全问题、防溺水、防骗、防中暑等问题对幼儿进
行了安全教育

通过这一活动，让孩子更加了解我国端午节传统文化，丰富
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希望同学们能过一个健康、安全、



快乐的.端午节。

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五

通过这次电子工艺实习，我掌握了常用元器件及材料的类别、
型号、规格、符号、性能及一般选用知识，熟悉了常用仪器
仪表的作用及其测量方法;掌握了电子产品安装焊接的基本工
艺知识，掌握了手工焊接技术，能够独立的焊接电子产品，
掌握了电子产品的一般调试原理，了解了电子产品工业制造
的工艺流程和新技术、新工艺。

通过实习将书本上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工作中，自己的
动手能力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培养了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勇
气，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团队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
也得到了提高。最终在老师的指导下成功地完成了。

本次电装实习课让我学到很多焊板知识，如排阻的固定，贴
片器件的焊接等等，各种元器件在焊接过程中也遇到许多问
题，像焊锡过多，焊歪了……这些问题在老师的指导下都顺
利解决，同时我也能熟练使用平口烙铁，发现平口烙铁很多
优势。

通过实习将书本上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工作中，自己的
动手能力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培养了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勇
气，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团队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
也得到了提高。

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六

《礼记·学记》记载：“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
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由此我们得来“教学相长”一词。这句话也概述了学生的
学与教师的教之间的辩证关系，反映出古代人对教育教学中



教学相长理念的深刻见解。实际上，从古至今对于教学相长
的教学理念是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从3500年前的商朝宰
辅傅说的“学学半”，唐朝韩愈的《师说》，到近代教育家
陶行知的“教学合一”，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教育方
法上提出的“双边型”等等，都是对教与学关系的多角度分
析。原来我也只是明白它所表达的字面意思，但是经过了顶
岗实习之后，才确确实实的体会到了其中的内涵。

相比教，我更有体会的是学，因此我在这里想说一说教师的
学习。

老师常说自己“忙得不学习”，我们不学习真的是因为没有
时间吗?许多老师总是忙于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等事务性工
作，有空还要批评学生，往往忽视了教师个人的学习与反思。
教师的学习应该是渗透在各个方面的，可以说是“上知天文，
下晓地理”，我们在平时的备课、上课、听课或者一些学科
教研活动中都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所教的英语课程，
虽然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也学了十几年的英语，但是有一些
最基础的东西，由于长时间的不使用，就慢慢忽视了，造成
了自己在写作或者学习过程中的疏漏。初中阶段的知识点虽
然简单，但是却把我的许多漏洞给补上了。在教学生的同时，
也激活了自己的部分知识记忆板块。再比如说，当我开始准
备一节课的时候，除了明确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还会根
据这一单元的语言背景，为学生拓展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
八年级下册第五单元讲到了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和美国
的911事件，有的学生不知道这两件事件的背景和事实经过，
如果不解释清楚，文章就无法透彻的学习和理解，于是老师
就要仔细的搜查资料，把前因后果给学生介绍出来，这个时
候老师是不是也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更加清楚了呢?第六单
元讲到了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老师是不是在授课的同
时对其中的道理捂得更透彻了呢?还有第七单元的世界著名山
脉和河流，第八单元的名著等等。我想在教学过程中这样做
除了能够扩大教师的知识面，还能获得学生的敬佩，学生不
单单会被老师丰富的知识所折服，也会被老师的学习态度所



感染和带动。

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的。“照亮学生，也照亮自己”，当今世
界知识日新月异，竞争日趋激烈，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不能
经常地更新知识结构，不能对新知识保持长久的好奇与敏锐，
就有可能影响学生学习的质量。因此，我认为教师应该
有“教了学，学了教”的态度。让学生成长，也让自己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