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弟子规写心得体会(大全8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我
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我帮
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吧。

弟子规写心得体会篇一

弟子规是圣人的教导，这本书教育我们要尊敬长辈，团结同
学，认真学习等等。

学习《弟子规》之前，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但学习《弟
子规》之后，我认真反省了自己。

在各方面我都存在缺点，例如“孝”“余力学文”“出则
弟”等我都有很深的感触。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意思是说父母叫你
时，应快速回答，父母交代的事情也不要偷懒。一读到这儿，
我就深感愧疚，平日里，父母喊我，我也要拖个老半天。父
母交代我做事，有时也会偷点小懒，甚至不做，读弟子规后，
我一定尊敬长辈，认真完成长辈交代的事情。

“团结就是力量”既然我们有缘分分到同一个班，就更应该
团结一心。《弟子规》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事诸父，如
事父，事诸兄，如事兄”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要和同学团结，
把同学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对待，可是我们有谁做到了
这一点呢？我想很少吧！不过现在改正并不迟，如果我们想
在一个优秀，团结的班集体中，就请你做到了这样一点吧！

时间流逝飞快，一眨眼就过去了，我们很容易从年轻到老了，
珍惜此时吧，“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啊！



也许你觉得时间过得并不快，但他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从你
手中溜走了，让我们一起珍惜时间，用宝贵的.时间来学习知
识。

《弟子规》值得我们学习的还有许许多多，其中的人生道理
更值得我们去领悟，去学习，感悟它所蕴含的深刻哲理。

弟子规写心得体会篇二

随着自己对《弟子规》等圣贤文化的熏修，我感觉从个人到
家庭都受益匪浅。孩子越来越懂事，家庭气氛也越来越好，
特别是夫妻关系得到很大改善。

我丈夫是刑警，工作很忙，所有的家务活、带孩子基本是我
自己做。而我在高中教学，工作也不轻松。丈夫回来，往往
就是一堆脏衣服、臭袜子一扔，大丈夫相一摆，坐吃等喝。
尽管我为家庭为丈夫以前所做不少，而丈夫似乎并不领情，
而且甭说你对他发脾气了，态度言辞稍有不好他就跟你斤斤
计较。所以，我心中时常感到不平衡，总有种「忍辱负重」
之感，两人之间也时常疙疙瘩瘩的。

随着圣贤文化的熏修，我慢慢醒悟了，原来问题的根本就在
自己身上，是我自己的心态不对，虽然为家庭为对方付出的
不少，但并不是念念为对方好，而是时常在用得失心衡量：
我为他做了多少，他又为我做了多少，总觉付出多回报少，
故心含委屈。对方感受到这种不正的思想，必然反馈回来的
也是不好的态度。

丈夫出差时，我会打电话问候，在生活上也尽量体贴丈夫。
若自己在家吃就简单对付，他回来时我就用心做一道菜；看
到丈夫劳累，我自己再疲劳也要给他捶捶背，做做按摩，甚
至打好洗脚水帮他洗脚。而且现在做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
的.。平时我还常用手机给他发条短信，对他的优点或善行进
行赞扬，因为《弟子规》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



思勉」。对他的缺点，尽量委婉地提出，一切事情都尽量考
虑到他的感受。

前些天，我遇到一次学习圣贤文化的好机会，开始丈夫答应
了，结果临走前一天晚上，他又变卦了，尽管我非常渴望并
珍惜这次机会，但为他我忍痛放弃了。我对他说：「我们学
习圣贤文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家庭、社会更加美好和谐，不能
反而引发矛盾。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好，我也为了你，不去
了！」他说：「这样的话，以后我支持你学！」随即，他出
差去南方，回来时头一次给我捎回了衣服，而且还是两套；
平时非常节俭的他，花60元钱为我买了一把精致的梳子，还
让人在上面刻上我的名字。

丈夫对我确实变了，大热天他会满头大汗地抢着炒菜；衣服、
碗筷有时也帮助洗；看到我很累时他还会为我捶捶背；甚至
有时还帮我剪脚趾甲。当然偶而丈夫脸上也会阴云密布，我
就赶紧反省自己，一静下心肯定会发现自己心态或言行上有
不好之处，只要纠正了，他也很快会「多云转晴」。

我越来越感到，家庭的幸福需要我们用爱心、感恩心来好好
经营。同时我体会出遵循圣贤教诲的两个原则，肯定你的家
庭会非常美满。第一句话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
是要学会换位思考，自己想得到什么就要先付出什么,不想得
到什么当然也不能让对方承受；第二句话是「行有不得，反
求诸己」，也就是当出现矛盾或不顺时，我们应首先好好反
省自己，往往问题的症结就在自己身上。其实只要念念为对
方着想，一切就会无所求而自得，总之一句话：只要念念为
对方，家庭就可变天堂！

文档为doc格式

弟子规写心得体会篇三

最近公司每周一课的时间在播放《弟子规》。说是近期很流



行的培训课。

不过，听了2次课以后，这种想法慢慢改变了

其实具体的内容我也不见得都能背下来，但是那位教授讲的
几个小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第一次的触动是在那个警察局长给小朋友讲完课后，告诉他
们：“你们知道吗？哪怕是死去很久的人，只要我们看到他
的骨头，就能知道他是男是女。“小学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纷纷询问是如何知道的。警察局长说，“男生和女生的骨骼
颜色是有区别的，特别是生过孩子的女性，骨骼略呈灰色，
因为妈妈为了孕育孩子，把自己身体的养分都传给了孩
子……”当时一听，顿时觉得头脑一阵胀痛，眼眶顿时红了，
突然就想到妈妈头上花白的头发，就算染色，不时的还会褪
去……心情异常沉重。

今天的课我记住了那几句：父母叫，应勿缓；父母命，行勿
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乍一看，都是小事，或许很多人都觉得不值一提，甚至有逆
反情绪，我刚开始也觉得……父母的训话、要求也不见得都
是对的，难道还都要接受啊。不过再想想这些无非说的就是
一个“孝”，“孝”——“老”在上，“子”在下，强调的
就是长辈和晚辈间血脉相承的联系。而“教”——孝之文也，
乃是中国文化中一贯要求的做人的根本——孝为先，然后习
文。父母养育我们的恩情重如山，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这视为
做人的根本吗？所以，至少不要太过忤逆，即便父母的想法、
做法不对，至少也别正面冲突。

说到“父母叫，应勿缓”，讲师还提到一个典故，说的是春
秋时期一位非常有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曾子。他是个著
名的大孝子。有一天在山上砍柴，刚好有个朋友到他家找他，
曾子的母亲没有什么文化，怕言语上有什么不妥之处，既不



敢与之交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妇人不能随便出门，
曾子父亲早亡），于是用牙齿咬着手指，直至出血。这时候，
在山上的曾子顿觉得心口一紧，怕母亲有事，立刻下山来，
跪问母亲是否有事。母亲如实相告。

讲师说完，很霸气地说：“不要跟我讨论这个典故的真实性，
我就坚信这是真的！父母对儿女的呼唤，尤其是母亲对儿子
的，有时候就是不需要言语。”挺有魄力的一讲师。

还有一个小故事，在网上看到的。发生在一小公园，一
个3、4岁的小男孩在草地上玩耍，他年轻的妈妈唤他回家，
叫了他很久，他也不理会。直到母亲拿出一条巧克力，在手
中晃了晃，小孩立刻被吸引住了，妈妈问他想不想吃，他说
想，妈妈说那要跟我回家吃。小孩立刻就乖乖地跟妈妈回家
了。

教授说，这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父母对孩子的物质奖励式教
育。仔细一想，这不是对孩子进行人的教育，而是动物的条
件反射教育！长此以往，就不是“父母呼，应勿缓”，而
是“物欲呼，应勿缓”了！而人的欲望是会膨胀的，直到有
一天，父母无法满足孩子的欲望，那么孩子很有可能就会将
父母弃之不顾，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了。

想想，这些都说的很有道理，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反省，对父
母，我们做的真的够了吗？

弟子规写心得体会篇四

学习力行《弟-子规》，感受传统文化经典

弟-子规总序开篇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弟-子规，圣人训，首
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它从人



之根本出发，教育我们要从这几个方面对自身进行德行的塑
造。首孝悌，就是说做人首先要心中有爱，要孝敬父母。一
个人如果连对他有养育之恩的父母都不能尊敬的话，那么他
就丧失了做人的根本，对长辈、对领导、对同事、对兄长、
对朋友就更谈不上发自内心的尊重，他所做的事情也就很难
得到认同。次谨信，告诉我们做人要谨慎，要讲信用，也就
是要诚信为本。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企业，如果不能诚实
待人，那么他依靠什么立足社会呢？泛爱众，而亲仁。有余
力，则学文。意思是和大众交往时要平等仁和，要时常亲近
有仁德的人，向他们学习，以上这些事是学习的根本，非做
不可。如果做了还有余遐，还要学习一些其它方面的知识充
实自己。这是教育我们如何待人处事、如何学习，要经常学
习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缺点，从各个方面来约束自己，
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

学习了《弟-子规》，就是要把圣人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
到一言一行中。学习《弟-子规》，我想不仅是一个提高个人
修养的过程，更是一个思想升华的过程。爱周围的人，爱这
个世界。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会变成和谐的社会。

学了《弟-子规》之后我明白了不少道理，面对它我有一种相
见恨晚的感觉，其中的 “入则孝” 、“出则悌” 、“谨” 、
“信” 、“泛爱众” 、“亲仁” 、“余力学文”组成了一
个完整的道德系统，其核心是做人的“道” 和“德” ，就
是通常说的“道德” 。在学习《弟-子规》的同时我也反复
拜读了蔡礼旭老师的《幸福美满的人生》这一宝书，越读越
感到它的确是人生智慧处世宝典。蔡老师的“道”是超越时
空的大自然运行法则。“德”是教导人类如何顺从大自然的
法则，不违背做人的原则。其精髓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关系。它教我们如何
修身，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第，不修身就不可
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知恩图报，尊老爱



幼，待人诚恳……这些优良的传统从古至今都为人所熟知，
翻开《弟-子规》一读，就仿佛置身于文明当中，置身于做人
的伦理大道当中。

百善孝为先。行孝是为人子的本分，但我往往注重以大行而
实孝，却不曾注重细小。而《弟-子规》恰恰就告诉我们行孝
必须从细小入手，要做到孝心常在，而非一时之念想。

“恩欲报，怨欲忘，抱怨短，报恩长。”这些足以让我心悦
诚服，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弟-
子规》让我们知道感恩。感恩给我们生命的人、感恩给我们
知识的人、感恩给我们衣食的人、感恩给我们住所的人、感
恩曾经批评过我们的人。将别人的爱永记于心，把别人的美
德汲取。完善自己，感动别人。

读了《弟-子规》之后，我才发现，以前自己习以为常或自己
认为对的言行，原来都这样或那样地存在着不足。

在古代《弟-子规》是做人的准则，在当代仍然影响着更多的
人，教育我们如何做人。人生中重要的不是生命的表象，而
是生命的本质。人生百态，最重要的就是品行，欲做事，先
做人。文明健康的品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才是真正的自我归
宿，是照耀心灵永恒的阳光！我在细细品读《弟-子规》的同
时，也带走了我心灵上的尘埃。

我想起了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若你：

播下思想的种子，便收获文字；

播下文字的种子，便收获行为；

播下行为的种子，便收获习惯；



播下习惯的种子，便收获人格；

播下人格的种子，便收获命运。

学习了《弟-子规》，被它所蕴藏的深厚内涵而打动，由于自
己的无知，错误地理解了很多圣贤的教诲，我甚至叛逆地将
一些传统文化看成封建糟粕。 以前，我从来没有真正感到
过“我们是骄傲的中华儿女”。觉得那是一句空口号。而此
时我才明白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真正原因；中华民族让世
界人民喜爱的真正原因：因为我们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有
着优良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一代代贤良的中华儿女！我们
是“礼仪之邦”。讲究礼仪、广结朋友、谦虚仁慈......千
年的文化造就了中华儿女那么多优秀的品德。可是为什么有
报道：在巴黎圣母院有用汉语写的“请勿大声喧哗”；在泰
国皇宫厕所中也要写上“请便后冲厕”；在美国的珍珠港，
垃圾筒上赫然写着“请把垃圾丢在此”......我们中华民族
的道德水平已经下降到了最低点！这也让我想起了“马加爵
事件”，为什么一位头脑聪明，曾经在全国竞赛中获奖的大
学生会对曾经讥笑他的室友下此毒手？其中有一位室友因为
曾经主动帮助马加爵盛过一回饭而幸免遇难。这引起了社会
上对于青少年道德问题的广泛讨论与关注。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既然认识到在现代的家庭教育中缺少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这一方面，就应该从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
做起，弥补上。以便让我们培养的学生在走上社会后，不会
因为道德的欠缺而遭受挫折和失败。

有谦虚恭敬仁慈博爱的心的人，才会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
立于不败之地。就像画画，让没有绘画基础的孩子发挥想象
创作是不会创作出一幅优秀的作品的。不懂得做人的基本道
理，凭着自己的意愿任意胡为，那他不会被别人接受，他的
人生不会快乐。我也没有接受过正规传统文化教育，在学习
了弟-子规后，我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在正确理解古老地
中华文化的基础这块文化瑰宝传承下去。真心希望我们每位



教育工作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从我们班级教育的一点一滴
做起，帮助每一位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算起来，真正意义上接触传统文化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其
实，这么算也不见得正确，因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
人都随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毕竟，文化是一个连续的传
递过程。就好比我的一位语文老师讲的“无论世家子弟还是
山野村夫，无论略识文字还是一字不识，他的一言一行一举
一动无不显现儒家文化的教养”。这句话，我是感受越来越
深。一种思想理念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这里的人民
哪里还可能不会受到影响呢？虽然传统文化在近代屡遭浩劫，
她还是在中国大地上有很强的生命力。

在我看来，《弟-子规》包含了《孝经》《礼》等传统思想，
特别是在行动方面做了规范。所谓弟-子规的规，也就是规范
的意思。本来这本书是作为儿童启蒙读物的，大约和《三字
经》的效用差不多。可是，我们现在的人，普遍缺乏这种教
育，所以现在学习这本经典也是恰当的。特别是当今，社会
伦理失纲，人心不古，有志之士呼吁重新定位我们的教育，
突出人本思想，突出人文关怀，创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学习经典也就显得尤其必要。

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认同的过程，而对自身产生影响则是一
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例如，我们学习《弟-子规》，背诵下来
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真正对一个人产生有益的影响，
那就需要时间了。一个人处世必定有一些原则，在他们潜意
识中受到这些原则的制约。学习了《弟-子规》，就是要把圣
人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

学习《弟-子规》，我想不仅是一个提高个人修养的过程，更
是一个思想升华的过程。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是十分必要
的。爱周围的人，爱这个世界。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变成
和谐的社会，这个世界才变成和谐的世界。



在学习《弟-子规》的过程中，使我受益非浅。其中有些道理
很简单，但就是没有真正去体会其中的道理。因为在学习
《弟-子规》之后才真正的懂得。《弟-子规》增长了我的智
慧，震撼了我的心灵。通过对《弟-子规》的学习我有几点体
会：

第一，做人要懂得感恩。佛法里说人有四种恩德必须报答：
父母、师长、国家和众生。对一个人而言，应报答的最大恩
情是父母的养育之恩。感恩父母对很多人来说，感触最深切。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行孝需越早越好。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抚育我们成长，供我们读书，教我们做
人的道理；长大后，离开了他们，他们在家乡仍然是无尽的
惦念。父母已逐渐老去，有一天一定会离我们而去，尽孝的
时日无多，作为子女，应该做得越多越好，让他们尽享天伦
之乐。因为在这个世上，父母是最无私爱我们的，他们的爱
让我们的人生阳光普照。

鲜花感恩雨露，因为雨露滋润它成长；苍鹰感恩长空，因为
长空让它飞翔；高山感恩大地，因为大地让它高耸；我们应
感恩老师，因为老师打开我们智慧的大门，让我们在知识的
海洋里遨游。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浓浓的师爱一直伴随左
右。

对国家、社会有责任心的人，才会用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一
切，他的人生也因此而精彩。听过《满江红》的人都能感受
到抗金名将岳飞撕杀沙场、气壮山河的英勇气概和精忠报国
的崇高责任。所有我们的心灵深处都应充溢着对国家沉甸甸
的责任感。

情，也不知道会面临何种风险。我们多年来积累的团结协作、
互相补位、人人负责的团队精神可以弥补我们经验的不足，
可以减轻我们面对不可知风险的担忧。感恩同事，全体的力
量帮助我们可以从容面对任何困难；感恩同事，可以让我们
共同的事业更加辉煌。“感恩心做人，责任心做事”。怀感



恩的心我们常有慈悲，怀感恩的心我们常有善举，怀感恩的
心我们常有内省，怀感恩的心我们会更早地“知天命”，我
们能更理解人生。

第二 加强自身修养，追求理想完善的人格。

医德是医之根本，在传统思维方式中，医生的职责是
看“病”，医生只需关注患者生的什么病、用什么药、如何
治疗，至于治疗态度是否生硬、治疗动作是否粗暴、是否有
不尊重病人或是漠视伤者伤痛之嫌，是其次于“病”的问题。
如病人在医生面前必恭必敬，医生语气粗暴地命令患者“站
着、躺下去、衣服掀起来”等现象早就见怪不怪。在临床医
疗中，医者淡漠人性的表现还有诸如只注重躯体症状，忽视
患者心理需求；注重生物学手段的治疗，放弃诸如心理治疗
等其他手段；拒绝对患者作必要的沟通等。这暴露出医界人
文精神非常缺乏!

“医非仁爱不可托，非廉洁不可信也”。医学需要医德，有
如人需要空气和鱼需要水一样。

医德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医疗质量的优劣。首先医德是提高医
疗质量的必备条件，医务人员要实现自己的神圣责任，必须
深知自己对患者、对社会担负的责任；必须在工作中对病人
亲切、同情、耐心、和蔼，不论职务高低、贫富、美丑、男
女老幼一律同等对待。其次，医德是提高医疗质量的动力。
医生在工作中如主动与病人接触，服务及时，亲切温暖都会
增加病人的信心和力量，使病人减少顾虑，减轻烦恼，这对
病人的治疗和康复会起到医疗技术和药物所起不到的作用。
由此可见，医生的医德是与医疗技术，与医疗质量密切相关
的，是医之根本。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医德行为
所尊奉的爱人和利他精神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强调要以病家之苦为己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为患者设想，对患者要
有浓厚的同情及亲情，要挚爱职业，要有敬业精神，以医为



荣。

第三加强医患沟，通促进医患和谐

弟-子规中说“凡道字，重且舒，勿急疾，勿模糊”，这也是
对医生和患者沟通的基本要求。加强医患沟通是顺应现代医
学模式的需要。现代医学模式已从以医疗为中心转变为以病
人为中心，即新型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医患
关系的形式绝大多数是以“相互参与型”的形式出现，这种
新型的医患关系形式把医者与患者置于平等的地位，要求医
方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必须尊重患者，平等相待。

量都比自己高时，心里又感觉不平衡，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
么样的生活，觉得很茫然。现在通过学习才知道“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自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
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
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以不用羡慕别人取得什么
样的成就，获得多少财富，过多么奢侈的生活，而自己要
把“努力学习，积蓄力量，努力工作，贡献社会”做为自己
的人生目标。

这个学期，我们去二中听取了老师给我们讲解的讲座，获益
匪浅。通过诵读和学习，方知道《弟-子规》是一本做人之道
的宝典，浅显易懂的文字却蕴含着做人的真理，不仅对于教
育少年儿童，对于我们成年人如何经营我们的幸福人生、创
造和谐的家庭有着重要的意义。

所谓“弟-子”就是学生，活到老，学到老，做圣人的学
生。“规”是什么意思？就是大丈夫的见解、圣人的见解，
是做人的标准。“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行有
余力，则以学文”是《弟-子规》的总纲领。只要我们认真地
去学习、去感悟，就会明白许多的道理，为人处世哪些可以
做，哪些不可以做，有了做人的准绳，在生活工作中就会有
正确的判断，及时纠正自己错误的言行。



“父母呼、 应勿缓， 父母命、 行勿懒， 父母教、 须敬听 ，
父母责、须顺承”在过去孩童都懂得的道理，我们现代人又
有几人能知晓呢？我记得我的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严而宽，
用餐时长辈不上桌，晚辈绝不可以动筷子，“长者先，幼者
后”有好吃的长辈先尝。在我们做子女的心中就扎下
了“孝”的根。“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我
们姐弟之间也非常友爱，所以，家庭非常和睦。

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感性趣，也先后读过有关传统文化的
一些书籍，觉得里面的东西很好，但现在看来当时了解得只
不过是其中的皮毛而已。直至我们学校推行《弟-子规》的学
习以来，我才有幸听到老师讲《弟-子规》，明白《弟-子规》
是十分的细化，是孔孟之学和大乘佛法的契合点。儒家讲
的“仁”与佛家讲的“慈”是息息相通的。

驯致”，万事开头难，有了开始，能够步步精进，就可以接
近或达到圣与贤的德行和智慧了。

我很感恩师-父和老师，感恩古代先贤的慈悲和智慧。要报佛
恩、报师恩，唯有认真学习《弟-子规》并学以致用，用
《弟-子规》来规范言行，指导生活和学习，培养自己孝亲尊
师、温和谦逊的品德，以恭敬的心、谦卑的态度、彬彬有礼
的行为，来对待一切人、事、物，不断提升自己的品行修养，
服务于一切，贡献自己有限的力量。如果有机会一定将圣贤
书介绍给每一个人，并将这些圣贤先人的智慧传给小孩。

弟子规写心得体会篇五

今天，很荣幸能学习国学《弟子规》，在这之前，我对《弟
子规》是一点都不了解的，更不懂类似三字经的知识要怎么
教会孩子，学习后才知道，原来这里面大有学问。

在观看了两节有关《三字经》的活动，看到那些孩子把三字



经从头背到尾，朗朗上口的样子，感觉真的很不可思议，本
来还以为孩子们坐久了一定会很不耐烦，但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一点都不觉得无趣，而老师的教学方式方法也很多，
有游戏、分组读、两组比赛读、视频教学等，孩子们的常规
也很好，每个人的表现都彬彬有礼，充分表现出了中国古代
的礼仪，真的让我受益匪浅。

之后，负责教学的廖老师告诉我们，《弟子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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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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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做到这么棒。

弟子规写心得体会篇六

我校近期开展了学习了《弟子规》的系列活动，初次接触
《弟子规》，我认为和女儿幼儿园背的《三字经》一样，不
过是儿童的启蒙教育而已，因此很是不以为然。认真学习研
读后，。使我对所学习的《弟子规》有了新的认识。才知道
这是一本做人之道的好书，浅显易懂的文字蕴却含着做人的
真理，对于指导教育少年儿童生活和学习，培养学生孝亲尊
师、温和谦逊的品德，养成良好的习惯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对于我们成年人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弟子规》主要是讲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良好的品德和生
活习惯、博爱的精神、正确的读书方法。时过境迁，岁月流
逝，书中所讲的内容也许同我们现在的时代形势不太一样，
但书中提倡的家庭和睦、做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如何使自己的学业有所成的精神却是永远值得我
们学习的。



《弟子规》的总纲领是“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弟子规》其核心思想是孝弟仁爱。
它是一本教我们如何做人的基础规范。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
要懂得如何为人处事。不会做人，这一生也休想有很好的成
就；而一个人如能懂得做人之道，不但个人的修身会得到进
步，在家庭方面也能得到幸福美满，子孙也都可以兴旺。只
要我们认真地去学习、去感悟，就会明白许多的道理，为人
处世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有了做人的准绳，在生活
工作中就会有正确的判断，及时纠正自己错误的言行。

我们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很重视礼仪的教育，可现在的社会，
礼仪已经被人们所遗忘，特别是现在的孩子根本不知道怎样
孝顺父母，体谅父母。怎样尊重长辈，怎样尊师重道。有的`
只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只知道自己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有
的学生，在班级里以自我为中心，不能容忍别的同学，行为
极端，极富攻击性。作为一名小学老师，我们除了教学生学
习知识之外，还应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孝敬父母。
如：“父母敬，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告诉我们，父
母教导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是为了我们好，应该恭敬地聆
听，做错了事，父母责备教诫时，应当虚心接受，不可强词
夺理，使父母让气、伤心等等。

让我们认真学习好《弟子规》，深刻领会《弟子规》精髓，
做一位品德高尚、学业有成的人。并学以致用，用《弟子规》
来规范自身的言行，指导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培养学生孝亲
尊师、温和谦逊的品德，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时不断提
升自己的品行修养。

弟子规写心得体会篇七

通过学习《弟子规》一书，使我认识提高了。每天应该做哪
些事，不应该做哪些事，什么时候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
哪些事，怎么做好，人人都清楚。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儿
童读物，是教育小孩子的和成年人没有多大关系，其实做为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理由去抛弃的。
虽然时代在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更新，但中国国学博
大精深，虽然历时久远，可仍具有极强的阅读价值和深刻的
教育意义。我们通过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我们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增强自已的审美底蕴和人文
意识都是非常有益的。

通过此次学习，我感到对自已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一次
心灵的洗涤，克服平时自己的一些惰性，要求学生做到的，
必须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处处走在学生的前面，为学
生做好表率。

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认同的过程，而对自身产生影响则是一
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例如，我们学习《弟子规》，背诵下来
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真正对一个人产生有益的影响，
那就需要时间了。一个人处世必定有一些原则，在他们潜意
识中受到这些原则的制约。学习了《弟子规》，就是要把圣
人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

学习《弟子规》，我想不仅是一个提高个人修养的过程，更
是一个思想升华的过程。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是十分必要
的。爱周围的人，爱这个世界。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变成
和谐的社会，这个世界才变成和谐的世界。

在学习《弟子规》的过程中，使我受益非浅。其中有些道理
很简单，但就是没有真正去体会其中的道理。因为在学习
《弟子规》之后才真正的懂得。《弟子规》增长了我的智慧，
震撼了我的心灵。

弟子规写心得体会篇八

星期天我们来到可园，由魏队长带领我们入园。这是第二次
走进可园，不管大家是冲着免门票参观可园，还是学习，魏
队长都希望大家有所收获，最好学习为主游玩为辅这样相辅



相成就太好了。

园内集合好魏队长给我们讲解了一下映山红国学组的发展，
以后会走进学校、工厂、社区、博物馆、图书馆推广国学传
统文化，大家努力学习后帮助别人也成长自己。可园这地方
前几期不限人数，但带朋友来的希望报上人数，咨询一下组
织者，还有穿志愿服，最好穿长裤(虫子爱新人血，喜嘻)。

我们在园中走着，找到处湖边休闲场合。魏队长让我们一起
朗读完《弟子规》，后给我们一同分解“入则孝”篇的大义。
孝排在弟子规首位，从父母“呼、命、教、责”中学习了孝
的第一步要培训的是敬，这是一切人伦之道的基础。“至于
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父母没有恭敬心，那
养父母跟养狗、养马有什么区别?;“冬则温、出必告、事勿
擅为，、物勿私藏、力为亲好、柔谏亲的过、亲疾昼夜侍”
里讲了对父母身体的关心，杜绝自己生活中给父母带来的担
心，永远温和对待父母错，全力服侍病中父母。

最后大家讨论了自己出门在家怎样对父母的关爱?一个问候的
电话一句温暖祝福的话语。也反省了我们对父母的不奈烦，
和父母吵架对骂，孔子说：“色难。”对待父母，难在永远
保持和颜悦色。麦当劳听到这里脸有点红(大家都红吧，不红
都是脸皮厚表演不到位，呵!)，嗯，愧疚。父母有病，我们
有过小时候父母所对待自己的痛爱、照顾吗?感恩，父母!

《弟子规》我们以为是小孩子的读物，“我们错了”总结时
大家都同感地说：“《弟子规》是全天下人的第一读书经典
范本!”

下周日，在可园学习《弟子规》“出者剃”文化。出门在外，
平安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