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国学心得体会(模板5篇)
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心得体会
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那
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经典国学心得体会篇一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精髓，是华夏沃土灿
若晨星的瑰宝。亘古历今，经典名句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人
的心灵，炎黄子孙在“经典”的摇篮里孕育，华夏儿女
在“名句”的吟诵中成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国学作为
中华礼貌的主要载体，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形形色色的中
华礼貌之珠串连在一齐，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其优秀的
思想文化已超越时空界限，融入到世界文化和现代礼貌之中，
成为了传之千古、放之四海的人类共有的礼貌与智慧的结晶。

“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
见，昧理真。”

这一句就是教导我们学习文化知识要用心，要努力，要刻苦，
要实践，要理论联系实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学习到真正
的学问，我们才能够真正起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作
用。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如果只重力行，对学问不
肯研究，就容易执著自己的看法，而无法契合真理。

“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方读此，勿慕彼，此未
终，彼勿起，”

这一句告诉我们读书的方法要注重三到，就是心到、眼到、



口到。即：用心记，眼要看，口中读，三者同步，缺一不可，
只有这样，才能学习到真正的学问。读书时要有规范，读这
一段，就不要想到另段，这段还未读完，就跳到另一段。学
习某一科目知识，就不能羡慕别的科目知识，这一科目的知
识还没有学习完，还没有完全掌握，就不能学习其它科目。

“宽为限，紧用功，工夫到，滞塞通，心有疑，随札记，就
人问，求确义”

这一句告诉我们学习文化知识和技能，务必要有，务必要刻
苦用功，绝对不能投机取巧。遇到难通的地方，要专心研究，
只要功夫到了，自然就能通达了，这正是所谓书读千遍，其
义自见的道理。如果反复思考，还不能了解的话，就用笔把
问题记下来，向有关的师长请教，务必要得到正确的答案才
可放过。

“房室清，墙壁净，几案洁，笔砚正，墨磨偏，心不端，字
不敬，心先病”

书房要整理得简单清洁，四面墙壁要持续干净，书桌清洁，
所用的笔、砚、台要摆放端正。磨墨磨偏了，就证明这个人
读书的目的心术不正，乱写字的学生，就表示这个学生的学
习心态有问题。我们务必要爱护好自己的学习环境，把学习
的环境维护得井井有序，才有益于我们的学习。懂得从人的
微小动作去观察每个人是否有用，有才，这确实是很有道理
的。

“列典籍，有定处，读看毕，还原处，虽有急，卷束齐，有
缺坏，就补之。”

“非圣书屏勿视敝聪明坏心志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为一个学子，从小就要立志读
圣贤之书、学圣贤之教、行圣贤之道，不是圣贤之书，则千



万不能看，若在学习圣贤之教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时，
绝不能自暴自弃，而是应以圣贤为老师，为楷模，长期熏习
圣贤之崇高品德，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榜
样。这一句教导我们务必要理解圣贤之教，学以致用，做人
决不能自暴自弃，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改变命
运靠自己的力量。

经典国学心得体会篇二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小时，总是觉得国
学就是没用的，古人写的话，我们还需要背，每次老师教给
我们时，我总是会让思想开一会小差，现在呢，长大了，我
现在体会到了，国学那种独特的美，它就如茶，只要细细地
品味，就会品尝出它的奇妙之处。而这种奇妙之处也正是其
他没有的。

国学是我国古人博大精深的见证，古人把自己的智慧全部利
用书，传授了下来。来到中国，不得不看看长城，体会它的
雄伟壮丽，我认为，也不得不读一读国学，国学，是我国所
固有的学术，里面包含着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
术，这不是如长城一样吗，正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见证。

当然，国学的文章有时是几句话，有时是一片文章记得读课
外老师讲《孔雀东南飞》一文，文章并不算太长，我们学了
一个星期，却一点不感到累。在这一周里我们被故事的内容
深深吸引着，古人的文笔是那样的流畅、优美，用词是那样
的精辟，凄美的情节让我们为之而动容。

国学的道理清晰，透彻，充满哲理，真令人十分佩服，当然，
国学的道理不仅实用于古代，也实用于现代，我相信，国学
的道理一定会永远的都实用的。

国学，适用的范围十分大，比如在写作文上，在结尾上写上



几句国学，一下子就令文章充满诗意，令整篇文章充满生机，
说话时说上几句国学，既可以清晰的表达意思，还可以体现
出一个人的修养。

经典国学心得体会篇三

一年一度暑期师德培训学习。昨天本人聆听我校校长组织全
体老师学习国学经典的讲座，从我个人来说，有不少的收获
和体会，现在外国人都学习我们的国学经典，创办了不少孔
子学校。我们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学国学经典。学习国学经典：
一：提高自身素养，为教育教学工作打好良好基础。我从国
学与经典中学习到不少教育理念，可以学以致用。二：从国
学经典中学到做人的道理，处世的哲学。

经典的力量能震撼人心，它能启迪思想，开阔文化视
野。“修身、养性齐家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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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能够让自己知道自身的不足之处从
而去完善。作为教师，我们除了在能力、知识方面外，还应
注重自己的表率作用。说到底就是"业务+人格"。尽管教师不
是官，是教育人家，是学者，但是教师要想管理好学生，就
要真正地为学校。家长学生办实事，善于听取来自各方面的'
不同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

“入则孝，出则弟”。孝敬父母，尊重兄长对的孩子来说是
首先应该具备的品质。为此，我学校老师应该经常组织了对
学生进行爱心、孝心教育的活动。包括听父母的话，尊敬父
母和其他长辈，关心体贴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劳动，珍惜父
母的劳动成果，热爱学习，与家人共同创造和谐快乐的生活。

学习了国学经典后，我认为还可以在我们的今后各项活动及
班队课中，加入经典诵读，如《弟子规》《唐宋诗词》《三



字经》等适合孩子诵读的经典；其次让我们的环境与经典对
话，收集有关宣传资料、图片、布置校园的环境、氛围；利
用传统节日对学生进行渗透教育。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
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每个节日的由来、庆祝方式、
利用海安古城风俗习惯等内容，让学生在接受传统文化知识
的同时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及个性品质。

古为今用，是我们学习古代文学的唯一目的。学习国学，让
我们了解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丰富了知识，懂得了做人的
道理，陶冶了情操，提高了文化素养。

经典国学心得体会篇四

近段时间我们学习了国学经典，经过学习渐渐的了解了书中
的意思。

国学经典不仅仅是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明证，也是每一个中
国人的立身处世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传统
经典文化是中华礼貌传承数千年的重要载体，资料博大精深，
流传的经典浩如烟海。

国学经典中不仅仅有名家名言，还有贴近生活的人、事，以
及一些脍炙人口的著作选读。其中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还有的如“一粥一饭，当思来
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艰辛”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些
使国学之精华更接近人们平时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更容易理
解，方便记忆，能把圣人之训用在实处。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著作中，《论语》一向闪耀着异常的
光芒。两千多年来，《论语》中“仁爱”的核心思想，始终
浸润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光芒，它为不一
样时期、不一样年代的人们所推崇，所向往。原先总以为孔
子是离自我很遥远的古代圣贤，《论语》是学术家们才研究
的历史文化遗产，从没有想到它会如此亲近地来到我们身边。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
所需要的那种欢乐的生活。作为教师，假如我们能感受到这
些，那我们的心中肯定会少许多怨言，肯定会是一名欢乐而
幸福的教师。真正好的教师应像孔夫子这样，平和地跟学生
商量把这种天地人三才共荣共生的关系讲透。应对不一样的
学生，我们教师就需要坚持一个健康的心态。

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要“爱人”、“知识”。关爱别人，就
是仁，了解别人，就是智。对学生多些了解因材施教发展学
生的个性特长，对成绩差的学生应以一种进取的心态，正确
地引导，相信他们必须会在自我的教育下有所转变，只是迟
早而已。

国学经典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告诉了我们许多人生的哲理和处
事做人的道理，在扩大我们的阅读量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
地塑造着我们的思想、行为。让优秀的国学经典始终伴随着
我们，让我们一齐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

经典国学心得体会篇五

国学，你是沙漠中的绿洲，给了我希望;国学，你是黑夜中的
明灯，给了我光明;国学，你是阳光雨露，沐浴我茁壮成长。
国学，是我的最爱。

现在，我已经跨入了国学的大门，准备去这浩瀚的知识海洋
畅游。国学，能让我读圣贤书，立君子品，做有德人，与经
典通行，与贤为友;国学能让我了解更多的课外知识，让我学
习做人的道理。让我们做国学的好伙伴，国学的读者吧!

说实在的，我觉得古人挺幸福的：小时候就有这么一套叫你
怎没做人的书，使自己不断改善。“德”是《弟子规》主要
讲的内容，他教会你如何尊重长辈，爱护小辈，孝敬父母老
师，关心兄弟姐妹。时时刻刻都要以“德”为先，分分秒秒
都要以“孝”为重，真正的做到尊师重道、尊老爱幼。



学习《弟子规》之后，我感触特别深刻，因为自己平日里的
一些举动，使自己对《弟子规》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当我读到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的时候，我想到自己，脑子里浮现出了一幅画面：现在学习
的太少太少了!时间抓得不紧;在处事做人上还有很大差距。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聚精会神、津津有味的看着电视，忽然
听到奶奶叫我：“吃饭了!”而我对着电视机跟奶奶说：“知
道了，一会就来。”接着又埋头看电视，奶奶一而再再而三
的催促才来吃饭，这是多么不应该啊!

国学是我们中华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瑰宝，传承国家有利
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使人们共享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提
升境界，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这经典的国学，去品味其
中的真情实感，学会出事，学会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