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经典国学读后感(优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经典国学读后感篇一

三句半。初次登台经验少，欢迎大家来指导，不管说得好不
好，

别跑。

自编自演不在行，不管听得好不好，还要请您多捧场，

鼓掌。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再亲仁，

勿错起。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

是规矩。

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亲所好力为具，

蛮太平。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

讲友谊。

言语忍忿自泯，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



做得对。

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见能，路遇长疾趋揖，

有礼貌。

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晨必盥兼漱口，

保健康。

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有定位，

有讲究。

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年方少勿饮酒，

身体好。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

要记牢。

弟子规伴我行，品格高尚做栋梁，我们大家齐努力，

都能行。

说到这里停一停，叔叔阿姨可听清？你学我学大家学，

来，欢迎！齐：我们大家齐欢迎

经典国学读后感篇二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寒假的那一天，我和好朋友廖在沛一起去了了丽景学校参加
语文老师让我们去的冬令营。

我们如期地来到了丽景学校。

这的老师素质非常高，有的还是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与大学生呢。他们都是北京大学儒行社的，所以他们教我们
的也都是与儒家有关联的东西了。他们可个个才华横溢，学
富五车呀!

在这里的课程大多都是有关《弟子规》的。也有与历史有关
的东西。

最让我感到深刻的便是《弟子规》中的兄道友，弟道恭。因
为我在没有学习《弟子规》之前我对弟弟十分不友好，经常
对他凶巴巴的，这也因为他太讨厌了，但是我学了《弟子规》
之后，明白了对待兄弟就要恭敬，这样他也会对你好，就因
为学了《弟子规》所以我和弟弟已经三个月都没有发生争吵
了。

在丽景学校的这7天中，让我明白了许许多多的道理，尤其是
《弟子规》给我的指引最大。是它让我懂得了如此多的知识。
我以后一定要多多看看古代的文学经典!他还让我懂得了古人
的智慧一点都不小，而是非常地高!

经典国学读后感篇三

尽管爸爸妈妈屡次指着鼻子警告我“不要乱藏东西”，我也
狠下决心要痛改前非，可一次又一次，我的意志在喜欢的东
西面前败下阵来。没想到，《弟子规》上竟说“物虽小勿私
藏，苟私藏，亲心伤。”啊，亲心伤?我这猪脑袋咋就没想到
自己的行为多让父母伤心呢!当我再见到好东西要伸手时，那
些规劝便在耳边响起。



我幡然醒悟，感谢《弟子规》和妈妈，是她们拉我迷途知返。

我爱玩游戏，一玩起来就没完没了，这时，《弟子规》就成
了妈妈的尚方宝剑：“庞驰，父母呼……”“应勿缓，父母
命，行勿懒……”赶快关机，否则，我就违背了先哲圣贤的
训诫!

《弟子规》真是让我受益匪浅!“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
可驯致”，我将背诵着《弟子规》，在人生路上勇往直前。
相信，她会给我更丰富的营养。

经典国学读后感篇四

《弟子规》是人们的生活规范，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诲编
写而成，教导学生为人处世的规范，做到与经典同行为友。
《弟子规》是儒家的基础，人性的基础。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年
至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学而篇”弟
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
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
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
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祖宗
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废经废伦，
治安败坏根由。贪瞋痴慢，人心堕落原因，欲致天下太平，
须从根本着手。图挽犯罪狂澜，唯有明伦教孝。误根本为枝
末，认枝末为根本。为求解决问题，反倒制造问题。君子唯
有务本，本务邦国自宁。

俗云：「教儿初孩，教妇初来」，儿童天性未染污前，善言
易入;先入为主，及其长而不易变;故人之善心、信心，须在
幼小时培养;凡为人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时，即当教以读诵
经典，以培养其根本智慧及定力;更晓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



尽分之道;若幼小时不教，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无能为力
矣!三字经曰：「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教
之道，贵以专。」，而非博与杂;故一部经典，宜读诵百至千
遍，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现
在教学，坏在博与杂，且不重因果道德及学生读经、定力之
培养，至有今日之苦果。企盼贤明父母师长，深体斯旨;此乃
中华文化之命脉所系，中华子孙能否长享太平之关键，有慧
眼者，当见于此。几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一直坚
信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小孩子在他年少时(0～13岁)，记忆
力非常好，应该把前辈的人生经验、生活智慧记忆下来，牢
牢地背记，并烂熟于心中。尽管此时他还不理解其深刻含义，
但是先记住，好比牛先把草吃下去，有时机再反刍一样，孩
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能力也在成长，到了一定年龄自然
酝酿发酵，必然有更深的理解和领悟。

如果在孩子在记忆、记忆力强的时候，不给他一些经典的东
西储存到脑子里，没有“厚积”，怎么能“薄发”呢?怎么能
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呢?《弟子规》这本书，影响之大，读诵
之广，仅次于《三字经》。“弟子”是指一切圣贤人的弟子，
“规”“夫见”意思是大丈夫的见解。所以是每个人，每一
个学习圣贤经典，效仿圣贤的人都应该学的。《弟子规》没
做到，学习别的经典就很难得到真智慧。《弟子规》共360
句(1080字)，概述简介，以精练的语言对儿童进行早期启蒙
教育，灌输儒家文化的精髓。解释总叙概述：弟子规原名
《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其内容采用
《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
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以三字一
句，两句一韵编纂而成，分为五个部份加以演述;具体列举出
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学应有的礼仪与规范，
特别讲求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后经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
并改名为〈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
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易解：



弟子规这本书，是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诲而编成的生活规
范。首先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姊妹。
其次在一切日常生活言语行为中要小心谨慎，要讲信用。和
大众相处时要平等博爱，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向他人学习，
这些都是很重要非做不可的事，如果做了之后，还有多余的
时间精力，就应该好好的学习六艺等其他有益的学问。入则
孝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易
解：父母呼唤，应及时回答，不要慢吞吞的很久才应答，父
母有事交代，要立刻动身去做，不可拖延或推辞偷懒。父母
教导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是为了我们好，应该恭敬的聆听。
做错了事，父母责备教诫时，应当虚心接受，不可强词夺理，
使父母亲生气、伤心。(君子闻过则喜，小人闻过则怒。)冬
则温夏则凊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易解：
侍奉父母要用心体贴，二十四孝的黄香(香九龄)，为了让父
亲安心睡眠，夏天睡前会帮父亲把床铺扇凉，冬天寒冷时会
为父亲温暖被窝，实在值得我们学习。早晨起床之后，应该
先探望父母，并向父母请安问好。

下午回家之后，要将今天在外的情形告诉父母，向父母报平
安，使老人家放心。外出离家时，须告诉父母要到那里去，
回家后还要当面禀报父母回来了，让父母安心。平时起居作
息，要保持正常有规律，做事有常规，不要任意改变，以免
父母忧虑。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
亲心伤易解：纵然是小事，也不要任性，擅自作主，而不向
父母禀告。如果任性而为，容易出错，就有损为人子女的本
分，因此让父母担心，是不孝的行为。公物虽小，也不可以
私自收藏占为己有。如果私藏，品德就有缺失，父母亲知道
了一定很伤心。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
有伤贻亲羞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
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易解：父母亲所喜好的东
西，应该尽力去准备，父母所厌恶的事物，要小心谨慎的去除
(包含自己的坏习惯)。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要使身体轻易
受到伤害，让父母亲忧虑。(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要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不可以做出伤风败德的事，使父母
亲蒙受耻辱。当父母亲喜爱我们的时候，孝顺是很容易的事;
当父母亲不喜欢我们，或者管教过于严厉的时候，我们一样
孝顺，而且还能够自己反省检点，体会父母的心意，努力改
过并且做得更好，这种孝顺的行为最是难能可贵。父母亲有
过错的时候，应小心劝导改过向善，劝导时态度要诚恳，声
音必须柔和，并且和颜悦色，(子夏问孝。子曰：“色
难。”)如果父母不听规劝，要耐心等待，一有适当时机，例
如父母情绪好转或是高兴的时候，再继续劝导;如果父母仍然
不接受，甚至生气，此时我们虽难过得痛哭流涕，也要恳求
父母改过，纵然遭遇到责打，也无怨无悔，以免陷父母于不
义，使父母一错再错，铸成大错。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
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易
解：父母亲生病时，子女应当尽心尽力的照顾，一旦病情沉
重时，更要昼夜服侍，不可以随便离开。父母去世之后，守
孝期间(古礼三年)，要常常追思、感怀父母教养的恩德。自
己的生活起居必须调整改变，不能贪图享受，应该戒绝酒
肉(请参考地藏经，孝子应如何给往生者修福)。

办理父母亲的丧事要哀戚合乎礼节，不可草率马虎，也不可
以为了面子铺张浪费，才是真孝顺。(论语：生，事之以礼，
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祭拜时应诚心诚意，对待已经去
世的父母，要如同生前一样恭敬。(论语：祭如在，祭神如神
在。)(出则悌)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言语
忍忿自泯易解：当哥哥姊姊的要友爱弟妹，作弟妹的要懂得
恭敬兄姊，兄弟姊妹能和睦相处，一家人和乐融融，父母自
然欢喜，孝道就在其中了。与人相处不斤斤计较财物，怨恨
就无从生起。言语能够包容忍让，多说好话，不说坏话，忍
住气话，不必要的冲突、怨恨的事情自然消失不生。(言语为
福祸之门。孔门四科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可见言
语之重要。)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即代叫人不在
己即到易解：良好的生活教育，要从小培养;不论用餐就座或
行走，都应该谦虚礼让，长幼有序，让年长者优先，年幼者
在后。长辈有事呼唤人，应代为传唤，如果那个人不在，自



己应该主动去询问是什么事,可以帮忙就帮忙，不能帮忙时则
代为转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青少
年守则明言：助人为快乐之本。)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现能
路遇长疾趋揖长无言退恭立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易解：
称呼长辈，不可以直呼姓名，在长辈面前，要谦虚有礼，不
可以炫耀自己的才能;路上遇见长辈，应向前问好，长辈没有
事时，即恭敬退后站立一旁，等待长辈离去。

古礼：不论骑马或乘车，路上遇见长辈均应下马或下车问候，
并等到长者离去稍远，约百步之后，才可以离开。(敬老尊
贤)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进
必趋退必迟问起对视勿移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易解：
与长辈同处，长辈站立时，晚辈应该陪著站立，不可以自行
就坐，长辈坐定以后，吩咐坐下才可以坐。与尊长交谈，声
音要柔和适中，回答的音量太小让人听不清楚，也是不恰当
的。有事要到尊长面前，应快步向前，退回去时，必须稍慢
一些才合乎礼节。当长辈问话时，应当专注聆听，眼睛不可
以东张西望，左顾右盼。对待叔叔、伯伯等尊长，要如同对
待自己的父亲一般孝顺恭敬，对待同族的兄长(堂兄姊、表兄
姊)，要如同对待自己的兄长一样友爱尊敬。谨朝起早夜眠迟
老易至惜此时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易解：早上要早点
起床，晚上也别很早就睡觉。因为时光宝贵，转瞬即逝，应
当好好珍惜和努力。(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早晨起床
后，务必洗脸、刷牙、漱口使精神清爽，有一个好的开始。
大小便后，一定要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才能确保健
康。(防止肠病毒，要学会洗手，手心、手背、指缝间均要仔
细搓洗)(陶渊明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
岁月不待人。)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有定位勿乱
顿致污秽衣贵洁不贵华上循份下称家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
过则易解：要注重服装仪容的整齐清洁，戴帽子要戴端正，
衣服扣子要扣好，袜子穿平整，鞋带应系紧，否则容易被绊
倒，一切穿著以稳重端庄为宜。

回家后衣、帽、鞋袜都要放置定位，避免造成脏乱，要用的



时候又要找半天。(大处著眼，小处著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是成功的一半。)穿衣服需注重整洁，不必讲究昂贵、名
牌、华丽。穿著应考量自己的身份及场合，更要衡量家中的
经济状况，才是持家之道。(不要为了面子，更不要让虚荣心
作主，无谓的开销就是浪费。)日常饮食要注意营养均衡，多
吃蔬菜水果，少吃肉，不要挑食，不可以偏食，三餐常吃八
分饱，避免过量，以免增加身体的负担，危害健康。年方少
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勿践阈勿跛
倚勿箕踞勿摇髀易解：饮酒有害健康，要守法，青少年未成
年不可以饮酒。成年人饮酒也不要过量，试看醉汉疯言疯语，
丑态毕露，惹出多少是非?(论语：“食不厌精，脍不厌
细。”夫子劝勉我们：食物不要过分讲求精美，烹调不要过
分要求细致。)(老子说：圣人为腹不为目。饮食是为了吃饱
肚子，不是为了满足口目。)走路时步伐应当从容稳重，不慌
不忙，不急不缓;站立时要端正有站相，须抬头挺胸，精神饱
满，不可以弯腰驼背，垂头丧气。(立如松，行如风，坐如钟，
卧如弓。)问候他人时，不论鞠躬或拱手都要真诚恭敬，不能
敷衍了事。

进门时脚不要踩在门槛上，站立时身体也不要站得歪歪斜斜
的，坐的时候不可以伸出两腿，腿更不可以抖动，这些都是
很轻浮、傲慢的举动，有失君子风范。缓揭帘勿有声宽转弯
勿触棱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
略易解：进入房间时，不论揭帘子、开门的动作都要轻一点、
慢一些，避免发出声响。在室内行走或转弯时，应小心不要
撞到物品的棱角，以免受伤。拿东西时要注意，即使是拿着
空的器具，也要像里面装满东西一样，小心谨慎以防跌倒或
打破。进入无人的房间，也要像有人在一样，不可以随便。
做事不要急急忙忙慌慌张张，因为忙中容易出错，不要畏苦
怕难而犹豫退缩，也不可以草率，随便应付了事。斗闹场绝
勿近邪僻事绝勿问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人问谁对以名
吾与我不分明易解：凡是容易发生争吵打斗的不良场所，如
赌博、色情等是非之地，要勇于拒绝，不要接近，以免受到
不良的影响。一些邪恶下流，荒诞不经的事也要谢绝，不听、



不看，不要好奇的去追问，以免污染了善良的心性。将要入
门之前，应先问：“有人在吗?”不要冒冒失失就跑进去。

进入客厅之前，应先提高声音，让屋里的人，知道有人来了。
如果屋里的人问：“是谁呀?”应该回答名字，而不是：“我,
我!”让人无法分辨我是谁?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
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

经典国学读后感篇五

就像《论语》中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国
学小名士》的目标也是同样经典“诵读经典，传承美德，知
行合一，学以致用”。下面一起来看看小编为大家分享的国
学小名士观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参考作用!

一个个发人深省的成语故事，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古诗词，推
进了我国文化发展的进程。四言诗经，五言古风，唐诗宋词，
构成了诗歌国度中无比壮丽的景象;饱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审美意蕴，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文化最灿烂的瑰
宝之一。清词丽句，恢弘奇伟;遨游诗海，美不胜收。

古诗是什么?要让儿时的我来说，那就是一些稀奇古怪，难以
理解的句子。而这些难以理解的句子，在考卷上是再熟悉不
过的了。在低年级时，背古诗对我来说是最复杂不过的了，
背个诗简直比登天还难呐!可当我今天看了《国学小名士》后，
我看到各位哥哥姐姐们那脱口而出的背诗速度，实在让我惊
呆了!他们口中那一句句优美的古诗，都是祖先留下的财产，
这一份份财产，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中华灿烂文化的启明
灯，照亮了我们对古诗热爱的激情。

古诗句的意境也很多，读着读着，眼前就出现了一幅幅动人
的画面。"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伊人独立花下，落英缤
纷，一双春燕在细雨中飞翔。晏几道把相思都描绘得如此浪



漫，在下真是佩服。"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晴天的西湖，水上波光荡漾，闪烁耀眼，正好展示着那美丽
的风貌;雨天的西湖，山中云雾朦胧，缥缥渺渺，又显出别一
番奇妙景致。妙哉!妙哉!

可是自从有了电脑、手机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后，人们有什么
问题就会使用它们查询，可以搜到很多的满意答复。正是因
为如此，人们才变得很少去通过书籍查找资料。那就更没有
多少人会去在意故事词了。

我通过看《国学小名士》对古诗词加深了理解。古诗词已不
再是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了，古诗词是每个中国人必须了解
的文化，古诗词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也包含了我们祖先的
智慧。

中国，随着时间的流逝，语言也发生了多次的变化，从古人
说的文言文到现在说的白话文，文言文现在也成了学习的一
种，它们都被挖掘了新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无价的。

我对《国学小名士》里的哥哥姐姐们都赞不绝口，我要向他
们学习，多积累古诗词，多了解祖国文化，多看些好书，多
储存有用的知识。

同学们，让我们向祖国的璀璨文化走去吧!让我们向古诗词的
方向前进吧!

诵读诗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华夏民族的精华。诗歌
可以医治人们心灵的创伤、净化人们的心灵、使人们保持圣
洁的思想、使人们的精神得到升华。诗歌孕育着人类文明最
深刻的秘密，教育这一代又一代人。国学小名士是对中华经
典的又一次弘扬。

看国学小名士我明白了诗要朗读更要品。品诗能陶冶情操、
净化心灵、有助养成良好的习惯，对个人的成长起到一定的



推动作用。

我小时候从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一点点背来，长大后学
习了《游子吟》《史记》《陈情表》《满江红》……诗让我
懂得了孝顺、友爱、热血豪情。诗歌伴我们成长，我们理应
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我们不光要学，更要做到“诵读经典、
传承美德、知行合一、学以致有”

首先要学才能用，国学小名士诵读大赛首先进行的是我爱记
诗词，它激发了人们对古诗的背诵。名家对对碰则增加了人
们对古代知识的理解能力。

古人云：“真诚所至，金石为开”现在人也说：“民无信不
立，诚信是人的`第二身份证。”诵读大赛用考试来证明，来
考验人们的诚信。国学小名士中用无人的考场和同一考场的
考生问你答案来检验人们的诚实。答案虽然多姿多彩，但是
人们都坚守着不抄袭的本质原则做到以诚为本，赢得了观众
和评委的认可。我通过这件事明白了我们要坚守诚信这一基
本原则，坚信以诚做事则无是不成，以诚立业则无业不兴。

导演组美德的大考验还有借钱，在选手拿着导演钱，自己没
钱时，面对陌生人借钱会怎么办。通过了选手们的表现我明
白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之初，性本善”“滴水之恩
当涌泉之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道理。孔子说的以直
报怨我认为很有道理。

现在社会的人们只顾眼前的利益、个人的利益。碰瓷现象不
稀罕、老人倒在路上、孩子倒在路上无人扶、随地吐痰随地
扔垃圾现象处处见，可怜、可悲、可叹?虽然每个中国人的生
命中都蛰伏着诗意，人人你都知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更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可又有谁真正实现哪。我们应该学以致用，让这些陋习
在我们消失，让“中国式”不在。



我们骨子里流淌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血液，诗词正是五千年
文明的沉淀。在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学一门外语固然重要，
但诗词古韵乃是中华文明之根，若舍本逐末，实为不智之举。

诵读诗词经典，传承中华美德。诗词在今天，妙用无穷，等
待您来发现。

聆听经典的声音，感受国学的魅力，体会传统的文化，感悟
诗词的含义，提高自身的素养，致用知行合一，发现自身的
潜能，挖掘自身的潜质，成就不同的未来。

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我们是生活的主宰者。在生活中优哉
游哉的我们为了使生活更加缤彩纷呈，我们总是在不断的发
现自身的潜质、挖掘自身的潜能。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杯冰冷
的水，那我们就是能使冰冷的水加热升温的火炉,而我们的潜
质就是让热水更加有滋有味，来挖掘我们的潜能制造不同滋
味的调剂品。我认为我们有潜能去挖掘一切潜能!

观看了各位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激烈才华竞争后，我顿时豁
然开朗有所感悟。我坚信我们有独一无二的潜能!

在初赛开始时，五位学生都十分有胆量介绍自己，在他们身
上我明确的找到了自己从未有过的发光点，这也许是我步入
高中以来一直缺乏的“宝藏”之一。

在第一轮五位同学根据提示词一一答出诗句，他们的潜能令
我大吃一惊，说出了许多我不知道的诗词，让我觉得那些诗
词好像牢牢地印在他们复杂的脑袋里，他们说出的诗句让我
应接不暇，就在一瞬间我发觉出自己的微不足道，有一
种“渺沧海之一粟”的感觉。然而，在激烈的竞争之下，他
们的能量好像耗尽了一样，出现了重复，答不出题的种种迹
象，我不禁的为他们抓一把汗，毕竟他们不是真正的天才。
但吸引我眼球的是一个号称“荣与人”的初中学生，她很有
底气而且不畏惧失败的来临，在答错问题之后，能够冷静思



考，在五秒的倒计时过程中重新作答。她的沉着冷静让我钦
佩。最后她也理所当然的等到了第一轮的最高分。

第一轮的结束也就意味着第二轮的开始。第二轮是对五位参
赛者的谦让的精神考验。五位学生被安排和导演一起吃饭，
但考验绝非这么简单。在餐桌上有各种美味佳肴，但盘中最
美味的大虾和野鸡蛋只有五个，并且他们还要注重尊重长者
的礼仪。

刚刚进入房间，各位学生都很谦让，纷纷相互让座、倒茶、
盛汤，而且有“更衣”一次的出现，可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些
坚持到最后。导演故意吃得不亦乐乎，让他们很快放弃了谦
让的原则，还好他们吃完饭后都把座位重新摆放整齐，但各
自盘中的食物都有浪费。

通过第二轮的比拼，我又明白了要尊重长辈，把以礼相待他
人作为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在此基础上还要了解礼仪
的知识。再者我们还要节约粮食牢记并做到“谁知盘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的举止，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展示文化，弥补不足。相信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诵读经典、
传承美德、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虽然人人都有独特的潜质，
做不到完美无瑕，但可以做的更加趋于完美，“逝者如斯，
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未来就在前方，
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铸造心中的彩虹桥，御风奔驰。

比赛的激烈竞争，精神的弥补，一次次的给予我帮助，让我
充满了新的能量缔造自己，我期盼着能成为卓尔不群的自己。

初赛的参赛者渐入佳境，决赛的紧张赶来，使我有了新的领
悟。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在最后的决赛中，参赛
者节节失利，蕴藏在他们复杂的脑袋里的知识似乎只有他们



自己知道，但就是说不出来。来来回回的惊心动魄，让我想
起了次次考试后盼知道成绩的紧张和胆怯。我似乎又在自己
黑暗的空间中看到了一道微弱的光亮——良好的心态。

他们的知识竞争就像我们的考试一样，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保持好良好的心态对待。如果我们的心里稍微一慌就很有可
能影响知识运用的发挥，甚至面对运算过程麻烦的问题会失
去信心、束手无策，导致可以得分的题目反而丢分更多，因
此我们需要学习他们不畏惧的精神。即使面对困难，也要灵
活的转动自己的头脑，随机应变的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陷
在困难的沼泽之下，惊慌失措的越陷越深。我们应该学会借
助其他的知识，来扩充知识的宽度、掌握多方面知识结构、
平复心态、保持冷静、从容地接受挑战。

在最后的比赛中，他们又有了新的考验。这一是我们所有学
生都必须做到的。

一开始，考核的老师们就补下了“天罗地网”，老师把同学
们带到考场，并有一个“干扰人”企图得到他们的答案。有
的同学坚守自己的原则，心无旁骛的做着自己的试卷，而大
多数同学则是习惯性帮助同学解决疑难问题，也许是不经意
间疏忽了考试的规则，后来才果断地坚守自己的原则。

一个小小的考试，隐藏着我们说不尽道不尽的原则问题。我
们应以他们为鉴，杜绝不良的考试行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才维持考场的氛围，与自己最真诚的成绩结伴。与其和欺骗
自己换来的浮夸虚荣相比，为何不用真实的成绩来面对自己
呢!

观看了“国学小名士”之后，我愈来愈相信我有潜质使冰冷
的水加热升温的火炉，也有潜能使乏味的热水变得有滋有味
的调味剂，我也在自己黑暗的密闭空间中找到了能发光
的“宝藏”。勇气，将会是我未来的基础;以礼相待，将会是
我交友的根本;尊重长者爱护幼孩，将会是我为人的前提;处



事诚信，将会是我经营自己生活准则。人生的意义，“何可
胜道也哉”!以后的我不仅会诵读经典，还会传承美德、知行
合一，更会学以致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