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我的父辈有感及心得感悟 我和我的
父辈有感心得(大全8篇)

读书心得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分享书籍的价值，激发他人对
书籍的兴趣，并促进交流和学习。以下是一些读者针对某本
书的思考和思维方式的读书心得分享。

我和我的父辈有感及心得感悟篇一

自清末以来，中国是一个到处被欺侮的国家，中国人更是苦
不堪言，被称为“东亚病夫”，受尽了多少屈辱啊!1937年的
南京大屠杀中国人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有苦说不出，有屈报
不成，看着那一俱俱冤躯，一条条血河，痛恨、眼泪、气愤
油然而生。

心中只有两个字：报仇!南京的和平居民倒下了，但党和人民
并没有倒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们的祖国终于强大起来
了，它就像一头雄狮，怒吼般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国家一天
天在富裕，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天天在提高。因此，我们更应
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今天!

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不仅
为谋求和维护祖国统一进行艰苦的斗争，而且以其富有创新
的国家统一的思想，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政治思想遗产，
也给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精神注入新血液。郑和，人人皆知，
无人不晓。他曾经七次下西洋，既加深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
友好关系，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又使中国人民开阔了眼界，
增加了亚非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在小学，我们学过狼牙山五
壮士那种为了祖国的解放，为了消灭敌人，英勇无畏献身的
精神。

曾了解过邱少云为了战争的胜利，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在烈
火中纹丝不动的英勇事迹!也懂得刘胡兰为百姓，为祖国“生



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深刻含义……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到
战场上为国争光，但我们可以奋发图强，努力学习，在心里
去爱国，长大后为祖国做贡献!想想我们国家所走过的艰难历
程，那是怎样的不堪回首啊!如今的和平年代，我们不能忘记
历史，“振兴中华，匹夫有责”，依然回旋在历史的天空我
们只有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赶超先进国家，壮大国威，
国富民强，受尽委屈的历史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重演。

同学们，增强我们的责任心吧，爱小家，爱大家，爱国家吧!

我和我的父辈有感及心得感悟篇二

先贤曾子曾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就要明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德，这就从根本上把“爱国”之情注
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融进了炎黄子孙的心灵，爱国之情，
就成了绵延千年而不息的民族情，成了世代传承的民族精神。

爱国，首先要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当爱国作为一种基本的民
族情怀深深地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时候，爱国就会变成一
种自觉的行动。波兰伟大的音乐家肖邦，后半生正值波兰沦
陷，他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华沙被攻破，他的精神受
到强烈震撼，浓浓的爱国感情在他心里激荡，他用音乐点燃
了人民对侵略者仇恨的火焰，用音乐守护着人们对祖国满腔
的热爱之情，“把我的心脏送回祖国”曾鼓舞了千万人奋起
反抗，强烈的爱国情怀曾感动了无数的人。在我们民族的历
史上，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文天祥的富贵不淫，从吉鸿昌的
誓死抗日到杨靖宇的以身报国，一代代民族英雄们用他
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豪情教育感染着后世
的人们，让爱国情怀世代绵延，成为中华民族最朴素的民族
情怀。

爱国更要承担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在百年屈辱的中国近代历史上，当我们的民族遭受



苦难，备受欺辱时，总有一些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的英雄
人物挺身而出，舍生忘死，抵御外侮，救亡图存。“苟利国
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的名言就是他们的精神
写照。新中国成立后，以钱学森、邓稼先为代表的老一代科
学家，他们放弃了国外丰厚的物质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
冲破重重阻挠回归祖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国防军
工建设，把中华民族的国防自卫能力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
为民族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热爱祖国，担当责任，是我中
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一种伟大精神。

先辈们的精神激励鼓舞着我们，任重道远，时不我待，让我
们积极行动起来，勇敢承担起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我和我的父辈有感及心得感悟篇三

华夏民族，这个古老的国度，五千年的文化灿若星河，绵延
不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
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成为祖国迎难而上、战胜强敌与困
难的不竭力量之源。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民族精神是
我们国家的魂，二者皆是强国健民的重要内涵和必要保证。
作为华夏子孙，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有义务将其发扬光大。

五千年，多么漫长的一个历程，宛若一颗孤零的陨石漂浮于
浩渺的宇宙之间，几个轮回?多少沧桑?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
程中，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能经久不衰、愈挫愈勇?就是因为
灿烂的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逆
境而上、自强不息。以至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人生志趣;才有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国善道。回眸历史，野
蛮已被抛弃于历史的隧道里，而精神和文化却随着滚动的历
史车轮来到了现在，我们的国家因此得以延续至今。



诚然，在历史的进程中，也有些文化是丑陋的，我们要将其
改正或舍弃，但也必须明白的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是贯
穿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永远的不竭动力，不管任何时代，都
必须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因而我们要弃其糟粕，
取其精华。因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不仅仅是注重经济实
力的强弱和国际地位的高低，民族文化繁荣与否，亦是衡量
一个国家的强大和发展潜力大小的重要因素。

孔子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华民族，在这
个大家园里，五十六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融合中以其绚丽多
彩的文化共同组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现今，
我们国家各民族的团结是史无前例的，各民族的文化因此得
以很好的交流与融合，这也是我们国家日趋强大的一个内在
因素。我确信，只要一直坚持民族团结、平等，共同传承中
华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华夏民族定会屡创辉煌，连篇佳话，
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综上所述，概言之：若欲国强、国富，须以文化、精神建设
为先，然后而强国、富国也。

我和我的父辈有感及心得感悟篇四

如果春天没有七彩的阳光，就不会有蝶儿的温山翻飞;如果人
间没有诚信，那将是个苍凉荒芜的世界。诚信待人，付出的
是真诚和信任，赢得的是友谊和尊重。有了它，生活就有了
芳香，有了它，人生就有了追求!

树高千丈，靠的是土里的根，河流万里，凭是的源头的水。
国运昌盛，唯诚信也。这才是中华魂!缺失诚信，失我国魂!
缺失诚信，国将不国!中国呼唤诚信，中国必须诚信!它是中
国的魂!

正因为有了梁山伯、祝英台的山盟海誓，才谱写出化蝶共舞



的缠绵绝唱。正因为有刘、关、张的桃园结义，才铭记得出
生死与共的兄弟情深。正因为有了中国剑侠的一诺千金，才
铸造就出豪壮阔的千古不朽。汉王充报着一颗诚信的心，道
出千古名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道出了多少仁人志士
的心声，唤醒了后世后代多少莘莘学子的意志。唐有李白叹
到：“海岳尚可倾，口诺顿终不移”，元有关卿主张“去食
去兵，不可去信”，昔有尾生抱柱而亡的执着，今有钱学森
毅然归国的坚定，蔡振华重振国球的誓言。自古有商鞅立木
树信的佳话，也有失信而自食其果的峰火戏诸候。唐代魏征
把诚说为“过之大纲”。孔子曾说：“人无信不立”。在足
食，足兵，民信这三项中，他选择了民信，他解释到，没有
粮食，没有兵力，不过就是死亡，自古以来人难免一死，而
人民对政府失去了信任，政府就无法立足。可见“信”关系
过国家的兴亡，是从正政之宝，社会之基，治国之本!

诚信，中国悠悠五千年永恒的旋律;诚信，中国漫漫路永恒的
话题;诚信，中国泱泱大国文化史永恒的内涵;诚信，永恒的
中华魂!

我和我的父辈有感及心得感悟篇五

作为“国庆三部曲”最后一部，《我和我的父辈》值得期待。
“国庆三部曲”的成功，可能会点燃观众们的爱国热情，催
生出更多优秀的献礼影片。中国几代人的奋斗，被几代电影
人浓缩到银幕中，国家、民族、父辈等情怀，将会在一代代
电影人中传承。

《我和我的父辈》更着重于表现家庭、长辈等涓涓细流的个
体生命体验。影片中的“父辈”正是经历改革开放的那一代，
他们敢为天下先，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和我的父辈》之间发生的故事，有喜怒哀乐。当中有非
常多不同的情绪。有热血的、有舒缓的、有喜剧的、有怀旧



的等等。电影当中你需要兼顾不同的情绪，以及兼顾不同的
类型。那每一个类型说实话是一个工业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
一种指标。”

《我和我的父辈》是集锦片的形式，四位导演分别负责不同
的篇章。影片选的四位导演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都
是以演员身份著名，他们在国内的票房号召力都相当强。其
中章子怡和沈腾还是初执导筒。对于观众来说，让这四位熟
悉的银幕面孔掌管导筒，也是十分有新鲜感的。四位导演都
是70后，他们的成长记忆和影片传达的时代记忆重合，使得
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体验放到影片创作当中。

《我和我的父辈》再现了历史上骁勇善战的“冀中骑兵团”
团长马仁兴与儿子马乘风的抗日故事——前面纵有日本侵略
者的机枪厉炮，“父辈”军人仍旧视死如归，戎马冲锋，上
阵杀敌，“冀中骑兵团”旗帜永远鲜艳!导演吴京不仅用恢弘
的战场场面还原了这对骑兵父子的故事，也在英雄们投身战
场的血性背后，流露父子之间的铁骨柔情。

文档为doc格式

我和我的父辈有感及心得感悟篇六

人们常说“责任”，却很少有人能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在这
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责任似乎也变得有点虚无缥缈了，许
多人甚至已缺失了责任意识，履行更是无从谈起，但我们应
该谨记：越是责任缺失的时候，我们越要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因为它是我们立于世上的根本。

很多人谈责任，却不知道责任到底为何物。责任是你对朋友
的一句承诺，责任是你对家人的一声问候，责任是路见不平
时的挺身而出，责任是民族危亡时的大义凛然。我们每个人
生来都带着责任，每个人的责任各不相同。责任有小有大，
小到为家庭买盐打油，添砖加瓦;大到为国家争光，为民族尽



忠。顾炎武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今我们应说：
“民族复兴，我们有责!”虽然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我们
不能忘记我们肩负的责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
我们每个青年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责任，说起来好像有点虚空，有些人似乎觉得担当责任离自
己还有点遥远，但即便这样，我们也不能没有责任意识，不
能没有责任感。美国著名谈判专家乔纳森原本只是公司里的
一名小职员，在一次谈判失利之后，老板询问原因，可在场
的人无一人应答。这件事本来与乔纳森并无直接关系，他只
是一名普通的谈判参与者，可几分钟之后，乔纳森站起来主
动承担了责任，这让老板十分欣赏，当即称赞了他的勇气与
担当。乔纳森的这种责任意识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正是一名
谈判员所需要的最宝贵的品质，这件事让人们看到了他强烈
的责任感，也赢得了大家对他的肯定。从此，乔纳森更加努
力上进，最终成了著名的谈判专家。

有责任感是每个公民都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有担当，勇于承
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是我们做人的基本准则，它是不能因场合
和利益而改变的，就像林则徐所说的那样：“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因此，当我们面对自己应该承担的
那一份责任时，无论前方是康庄大道还是暗礁险滩，不管未
来是柳暗花明还是风雪载途，我们都不能放弃那份属于我们
的责任。只有在应该担当责任的时候勇于承担，敢于承担，
我们才能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许多勇于担当责任的历史人物，
鲁迅曾把他们称作中国的脊梁。越王勾践因为心中有责任，
曾经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鲁迅因
为心中有责任，他义无反顾，弃医从文，唤醒国民，最终成
为中华文化的旗手;钱学森赴美留学，但他意识到中国的贫弱，
便毅然决然的放弃了美国的优越条件，回国发展科学事业。
每逢国家有难、民族危亡之时，总会有一些有担当者挺身而
出，当他们肩负起责任的时候，便不畏条件艰苦，不怕路途



遥远，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成了我们民族的
精神支柱。

当前，国民责任意识日益淡漠，不少人渐渐缺失了责任感，
于是才有了各种表现国民素质低下的新闻出现。强化责任意
识，增强国民的责任感，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如
果我们人人都有责任意识，人人都敢于担当自己的责任，
让“责任”二字永驻心中，那么，我们的国家将会变得更加
美好。

我和我的父辈有感及心得感悟篇七

我们中华的根莫过于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它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
力之中。

为了这根变得更加的枝繁叶茂，我们就要继承其中有价值，
有内涵的优秀部份。优秀的文化能催人奋进，激发人们的爱
国热情。如詹天佑所说：“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
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他的话就深深的激励
中国人要自强不息，努力增强国家实力，使我们的国家更加
的繁荣富强。

不仅如此我国的民间雕刻，编织，漆具，年画等各具特色，
成为了中华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进入寻常百姓家的琴棋
书画、茶、酒、烹饪、花、鸟，也显现了中国人热爱生活，
享受艺术的情意;春节的对联，元宵的花灯，端午的龙舟，飞
舞的龙凤，欢乐的锣鼓……相同的习俗爱好，甚至是使远在
异国他乡的同胞永远跳动着一颗赤诚的“中国心”，而这些
都说明中华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凝聚力当中。

探访人类文明的发祥地，那些曾经与中华文明相伴而行的古
老文明，有的衰落了，有的消亡了，有的融入了其它文明。



而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虽历经沧桑，却犹浩浩荡
荡的黄河、长江奔流不息，始终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和和无穷
的魅力，而这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一脉相承，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总的来说，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注重实际远运用，具有实用性和综合性的'
特点。如：成都的都江堰不利工程。它集防洪、抗旱灌溉等
一系列功能，综合发挥了分水，导水，壅水，引水和泄洪排
沙的作用，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调控自如的工程。这项伟
大的水利工程一直沿用到今，而这都是中华民族在认识、改
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的一切科技成果，都是中国人民勤劳、
智慧和艰苦奋斗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生命力和创
造力的生动体现。

今天，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力的增强，随着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开展，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中国，他们
惊叹于中国奇迹的同时，也觊觎着中国这块肥肉。如：美国
的单边主义与霸权，他们重用贸易战想要打压中国的经济，
可我们中国有那么容易被欺负吗?不!我们可不怕，我国早在
美国对我国实行贸易战时，就以同等的体量的关税进行回击;
在此期间，我们还成功举办了“世界进口贸易博览会”，大
力发展国内经济。而这些隐性的“恶战”，若没有强大的文
化底蕴作为基奠，又有多大的胜算呢?所以，我们要更加大力
的发展教育，建设更加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使我们的
中华文化变得更加的强壮，坚实。

在如今，弘扬中华文化，就是在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耕
耘，我们要相信，若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和我的父辈有感及心得感悟篇八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
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而一种民族精神的先进与落后，要看它能不能适应时代潮流，
能不能跟进历史潮流。古代世界曾经产生过20多个不同的文
明，但大部分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究其原因，就是这
些文明或者说民族精神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得不最终退出
历史舞台。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
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我们的民族精神。现阶段面对世界范
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
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
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爱国主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
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列宁说过：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
厚的感情”。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
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进历史发展密切联
系在一起的，是同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的根木利益密切
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主要表现
为致力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斗
争，把黑暗的旧中国改造成为光明的新中国。在现阶段，爱
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
献身于促进视同统一的事业。“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
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为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耻辱。”
这是对我国现阶段爱国主义特征的精辟概括。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爱国主义，



是民族精神的一种集中体现。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
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一个人没有精神不
行，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更不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
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
生命力。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开始一次次地面临着世界列强
的欺辱，但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抗争，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回顾近现代中国
的历史就会发现，我们之所以能最终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能
自信地挺起我们的脊梁，就是因为我们有伟大民族精神的坚
强支撑。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过许多大风
大浪，遇到过无数艰难险阻。正是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
感情，依靠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熔铸而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得以经受住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
风险的考验，一直保持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生机。

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是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
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而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我国历，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
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
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俞强不息，具
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从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
私”，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
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孙中山第一个喊出“振兴中
华”，到邓小平的肺腑之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
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不竭动力，是每一个中国人成就伟大人格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