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字经读书心得(汇总8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三字经读书心得篇一

这个暑假，我读了三字经这本书。

三字经把我国从古到今的许多故事、知识，以三字经文的方
式展示给我们，其中有教我们做人的'，有教我们做事的，还
有教我们学习的等等。

这些故事有着深刻的哲学道理，生动而有教育意义。比
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讲得就是孟母三
迁和孟子逃学后孟母剪布教子的故事，告诉我们学习不仅要
有好的方法，而且要有好的环境，特别是要持之以恒，不能
半途而废。又比如“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
这段话讲得是黄香九岁时就懂得孝敬父亲，冬天把被窝捂热
后再请父亲睡。读了这个故事，我很受启发，我觉得我要向
黄香学习，多为父母做些家务，做一个孝敬父母的好孩子。

三字经里还有很多哲学故事，给我们树立了许多榜样，告诉
我们很多深刻道理，让我们受益无穷。

三字经读书心得篇二

最近看了一本名叫《新三字经》的书，令我感触很深。

仔细看过后，其中我最喜欢的`句子是：“学与思，琢与磨，
知与行，相交错。成于勤，毁于惰，荒于嬉，败于奢。省吾
身，思己过，言必行，行必果。败与胜，非天命，得与失，



乃互生。”“学与思，琢与磨，知与行，相交错。”意思是
说只有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收到真实的效果。
我们既要重视行动，也要重视认知，两相促进，才能塑造健
全人格。牛顿就是经过反复的思考，发现了“万有引力”，
居里夫人也是经过观察，然后反复思考，再试验，才发现
了“镭”，所以我们要学会思考。

“成于勤，毁于惰，荒于嬉，败于奢。”是说学业和事业的
成功要靠刻苦勤奋。人不能过度的追求享受，否则就会败在
自己的手中。韩愈的《进学解》里说：“业精于勤荒于嬉，
行成于思毁于随”，强调了勤奋思考的重要性。许多人的失
败是因为懒，一个人过于贪玩、贪图安逸，就会自己荒废自
己。只有勤奋才能获得成功。

三字经读书心得篇三

朗朗乾坤，得万古之气，孕千年文化之精髓，成千古旷世之
奇书，《三字经》横空出世！《三字经》传承下来已有七百
多年了，历史十分悠久。这本书承载着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如今《三字经》的内容已被我们椒江人民印画在了文化墙上，
大大增强了我们椒江的文化气息。

来，现在就让我和大家一起走读椒江文化墙上的《三字经》。

来到文化墙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乌黑发亮的《三字
经》里的文字和生动的配图。看得出来，这么多文字和画都
是聪明勤劳的人们精心书画写上去的。颜色艳丽，字迹工整，
栩栩如生，美丽动人！我从左往右读，“教之道，贵以
专……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看着这些图
文并茂的文字，我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香
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等句子中体会到黄香小
小年纪都懂得孝顺父亲，值得学习、发扬！“融四岁，能让
梨。”作为弟弟的孔融对自己同辈都能懂得谦让与宽容。我
比起孔融，可真是相差太远了！生活中，哥哥不管吃的玩的



总让着我这个做妹妹，而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得寸进尺，
不懂得半点谦让。现在看到这里，让我感到十分愧疚。我回
家后，马上真诚地对哥哥说声“对不起！”表示我的歉
意。“养不教，父之惰。教不严，师之惰。”它告诉我们做
父母都有教育孩子的义务，父母要及时指正孩子的错误。老
师教育学生不严格，那是老师的过错，会误人子弟。我庆幸
自己有负责、严格教育我们的好老师！“子不学，非所宜。
幼不学，老何为。”我们作为小孩子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
努力学习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做一个品学兼优的人。“昔孟
母，择邻处。子不学，段机杼。”孟子的母亲曾经三次搬家，
都是为了孟子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孟子后来能成为著
名的'大家，是和他母亲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是呀，良好
的学习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是多么重要啊！我庆幸自己在百年
名校——人民小学，在区优秀班级——四（5）班，热情高昂
地学习。我相信同学们都会珍惜这美好的一切，让我们快乐
学习、健康成长！

《三字经》凝结着古人的智慧，是文学的宝藏，是永不褪色
的经典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它更多地告诉我们许多做人的道
理。小故事，大道理！

走读《三字经》文化墙后，你们有什么感想呢？愿与我一起
分享吗？

三字经读书心得篇四

在诵读课上，老师给我们读了《三字经》，我就喜欢上了这
本书，我觉得它太有趣了，每句话都只有三个字，读起来朗
朗上口。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请妈妈陪着我，再一次津津有味地读
完了这本书，并且懂得了其中的含义。原来《三字经》里面
包含了我国从古到今的许多经典故事，它通过简单易懂的方
式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做事和学习的方法等等。



《三字经》中“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讲的是
黄香九岁就知道孝顺父母，冬天把被窝捂热后再请父母睡;而
孔融年仅四岁，就懂得尊敬兄长，把大梨让给哥哥，自己吃
最小的梨。读到这里，我就想起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家里做小
皇帝、小霸王，爸爸妈妈把什么的都给我，我却觉得理所当
然，还一不顺心就哇哇大哭威胁他们。想到这，我的脸又红
又烫，心里真惭愧啊!

有一次，我自己定了计划，每天自觉地练两页字，刚开始几
天都是工工整整地写，慢慢地就没有耐心了，写出来的字好
像在跳舞，正自欺欺人地想着：“两页太多了吧，要不还是
改练一页好了!”这时，我读到了《三字经》中的“玉不琢，
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通过写一块没有雕琢的玉石，如
果没有长年累月的细琢，是不能成为一块美玉的，教育我们
人也是这样，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学习，坚持不懈，最终才
能成功。我也应该学习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啊!

《三字经》教

三字经读书心得篇五

最近，妈妈和我一起诵读了《三字经》，她还给我解释了其
中的含义。《三字经》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有趣的故事和深
刻的道理，它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兄弟、
礼貌待人。

“人之初，性本善。”，让我知道了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好的，
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在生活中就要有一颗感恩的心，以
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

“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让我明白了连动
物都知道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换取劳动果实，人如果
不学习，还不如动物呢。



“融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
四岁时，邻居家送来一筐梨，孔融毫不犹豫拿了一个最小的
梨，大人问他：“为什么挑小的？”他说：“哥哥大应该吃
大的，我年纪小应该吃小的，以小居大是不好的行为。”这
个经典的故事，让我知道孔融是个明白事理的好孩子，从小
就懂得尊敬和谦让，我要向他学习，在生活中做到长幼有序，
做一个孝顺长辈、懂事的好孩子。

“昔孟母，择邻处”讲的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的母
亲为了让儿子有一个优越的学习环境，先后搬了三次家，最
后把家迁到了学堂边，使孟子学到了不少礼仪和文化知识，
成了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这个故事让我更加体会到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含义，我的父母为了我的成长和成才，
不知操了多少心，可有时候我不理解，还会埋怨他们，现在
想想，真是惭愧。从今天起，我要更加体贴和关爱我的父母。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和未来。

我喜欢《三字经》这本经典读物，因为它通俗易懂，读起来
琅琅上口，更重要的是它向人们传诵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三字经读书心得篇六

《三字经》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的精华，是国学经典之一。它
易读、易记、易解。《三字经》内容丰富多彩，有自然常识、
有历史故事、有道德常规、也有人生哲理。它教会我们知识，
也教会我们做人做事，还教会我们要认真读书以及如何读书。

《三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
知义。”意思很清楚，一块玉石不经雕琢是不能成为一件玉
器只是一块玉石。人不学习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
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而“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
仪。”意思是说：孩子小时候应特别注重三个方面的.学习：
亲近良师、亲近益友，要学习礼貌懂规矩。



三字经读书心得篇七

《三字经》是一本国学经典，它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
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富有丰富
的哲学道理。

当我读了部分内容后被深深吸引了，它具有韵律之美，浅显
简洁，对照比较，我为以前做的有些事感到惭愧。

“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不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让我懂得了小时候就应该好好学习，长大了才能有所作为;对
上要尽力辅佐，对下要竭力帮助;当我们功成名就才能让父母
感到荣光。

有件事情就是最好的例子：一次，我期末考试数学考了一百
分，语文也考了九十五分，当成绩公布下来后，全年级的同
学相互转告。消息一传开，很多家长在爸爸妈妈面前都夸奖
我，为此爸爸妈妈是多么的高兴啊!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
现在努力学习，将来有个好工作，让爸爸妈妈享享福，让他
们的幸福延续!

当我读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
不知义”再次让我警醒，年少时不好好学习，到了老的时候，
只留下了一头白发，又能得到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好比一个
玉，如果能好好雕琢，能忍受被雕琢时的痛苦，我想必成大
器，相反，那只是成为一个普通的石头。所以，我们一定要
把握现在的学习机会，好好学习。

这只是我读了《三字经》的一小部分所明白的道理，我想，
这本好书将陪我左右，伴我成长，因为冰心奶奶说过：读书
好，多读书，读好书。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三字经》
吧。



三字经读书心得篇八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蒙学著作。它三字一句，两字
一韵，读起来琅琅上口。已流传千年之久，几乎家喻户晓。
它短小的篇幅，蕴含着许多深刻的道理，深深地吸引着许多
人，这不止是它生动有趣的人物历史故事，还有它本身富有
的内涵。不论是在道德、历史、地理……文化上内外都会受
益匪浅。

《三字经》列举了大量典故、故事，向我们阐述了丰富深刻
的人生哲理，有倡导尊敬师长，宽厚待人的，有颂扬勤劳节
俭，清正廉洁白，有劝诫谨慎持身，悔过改错的，有爱国爱
民，弘扬正气的，有激励立志勤学，发愤图强的，这些内容
包含了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

“头悬梁，锥刺骨。”这是《三字经》中激励人勤奋学习，
发愤图强的典故呀。作为教师的我们，在教学中，充分利用
经典诗文中的故事来教育学生，还应该在经典诗文典故的基
础上予以拓展，结合学生的实际，结合现代生活的实际，去
教育学生，去塑造他们的灵魂，为孩子的终身打下做人成才
的良好基础。

《三字经》里有一句："能温席，小黄香，爱父母，意深
长。”其中提到的小黄香是汉代一位孝敬长辈而名留千古的
好儿童,小黄香不仅以孝心闻名，而且刻苦勤奋，博学多才.
我们现在的许多同学家境优越，整天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生活，却不知知恩图报，孝敬父母，有的还对父母大吵大闹，
整天这个不满意，那个不顺心，不是把心思用在学习，而是
好逸恶劳，学习不努力，喜欢赶时髦，比吃穿。我们要对学
生进行爱的教育。可以说，父母为养育自己的儿女付出了毕
生的心血。这种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是人世间最伟大的力
量。教育学生学会爱自己的父母，只有爱自己的父母才能爱
他人，爱集体，将来长大才会爱社会，爱祖国。教育学生现
在力所能及的帮助父母做些家务活，听父母的话，长大后不



仅要很好地承担对父母应尽的赡养义务，满足父母的物质生
活，而且要尽心尽力满足父母的精神生活，抽时间多陪父母
聊聊天、说说心里话，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列宁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三字经中的榜样比比皆是，
从“温席的黄香”到“让梨的孔融”，从“八旬梁灏大廷夺
魁”到“天才少年祖莹、李泌”，这些榜样都十分明确地告
戒我们：向他们学习，就能有所作为。我们要教育学生把榜
样作为模仿的对象，以榜样的行为规范自己的举手投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