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弟子规读后感(精选8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
优秀的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弟子规读后感篇一

昨天在综合楼六楼会议室观看了胡斌老师的演讲视频，他为
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课，他今年22岁，在没有学《弟子规》
之前，是一个很不听话，让家人头疼的孩子，整天不好好学
习，上网玩游戏，和他那些在社会上的混混一起玩，整天打
架、到了家里甚至打骂父母的危险份子，由于从小家庭不和
谐，父母经常吵架，打骂、让他从小不听话，上小学的时候，
曾经在学校要跳楼，折腾整个学校不得安宁，他打架、抽烟、
喝酒、逃课旷课欺负老师，哪的学校都不再要他了。

的他一直认为“命运如此、无法改变”《弟子规》则恰恰告
诉他“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弟子规》它可以教导你做人的
原则，提升你的品德。

胡斌老师曾经是那样的不受人欢迎，被十三所学校开除，可
是，他那位有智慧、有毅力的妈妈最终让儿子改邪归正，重
新做人，改变了她儿子胡斌的命运。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转
变，但这的确是真实的，光明的。如果没有妈妈那执着而伟
大的爱，如果没有妈妈绞尽脑汁寻来的那张光盘，如果没有
《弟子规》这本传统文化，胡斌老师也许会蹲入大牢，也许
会死于非命。胡斌老师说的一句话使我感慨万千：一个人不
是为自己活着，而是要将快乐带给别人。我也要做一个乐于
助人的人。他说他不是在台上做报告，他是在忏悔，向他母
亲忏悔，向他曾经祸害过的人忏悔。他的虔诚震撼了所有的
人，也灼烧着我的心，从今以后，我也要善待我的父母，做



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弟子规读后感篇二

一是因为《弟子规》本身内容好。它是继《三字经》之后对
弟子进行儒家思想启蒙教育的一个读本，虽说是中国传统的
启蒙教材，但它对现代青少年从小明白为人处事的基本道理，
懂得如何修身养性，同样有重要作用。它要求弟子所遵循的
规范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如何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到
早起洗漱、便后洗手，从怎样穿衣戴帽、吃饭夹菜，到如何
坐立行走、言语应答等等，非常细致。它语言简练，通俗易
懂，易记易诵，是对青少年进行品德品性教育的一本极好的
读本。如果众“弟子”能按照《弟子规》中的要求去做，一
定能成为一名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

二是钱文忠教授解读得好。他不是简单地讲解意思，而是几
乎每讲一句都有一个小故事，通过故事阐明道理，生动形象，
特别适合年龄小的“弟子”们听。如他在解读《弟子
规》“泛爱众”之一时通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来说明“人所能
勿轻訾”的道理。说古时候有一个叫公孙龙的'人，很有学问。
他有很多弟子，都各有特殊才能。有一天，一个相貌平平的
人过来也想做公孙龙的弟子。公孙龙就问他有什么才能。他说
“我嗓门大，很多人都比不过我。”公孙龙就问众弟子谁有
大嗓门，弟子们都说有，公孙龙就让众弟子和那个人比一比。
于是他们跑到500米开外的一座小山后，朝着公孙龙大声喊。
可是弟子们的叫声一句也听不见，那个人却声音洪亮，听得
清清楚楚，公孙龙就收他为弟子。其他弟子见比不赢，就经
常欺负他、嘲笑他，说嗓门大算什么才能呢，我们老师可是
个斯文人，他要你这个嗓门大的人有什么用呢？有一天，公
孙龙去拜见燕王，要过一条河，河面很宽，可是河边一条船
也没有，对岸倒是有一条小渔船，怎么办呢？如果不能及时
过河可是要耽误拜见燕王啊。公孙龙就叫那个嗓门大的人叫，
对岸的船夫听见了，就过来载他们过了河。通过这个故事，
钱文忠教授指出那种“笑人无，恨人有”的心态是不对的，



告诫弟子们要尊重别人的才能，哪怕这个才能表面看起来是
多么微不足道，它有时也能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基本上都是一些是历史故事，
听着这些故事，让人强烈地感到我国是一个文明之邦、礼仪
之国。每天听他解读《弟子规》，不但可以增长历史知识，
也可以感受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当然更可以通过这些故事明
白生活中应遵循的规范，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

弟子规读后感篇三

俗话说的好，国有国规，家有家规，而今天我要讲的则是
《弟子规》。

下面，我来说说《弟子规》中几个典型的守则。

事虽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这句话的意思是：事情虽
小，但也不能善意妄为;物品虽小，但也不能私拿私藏。这句
话让我联想到另一句话——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
之。这两句话都告诉我一个同样的道理：千万不能以为事情
很小，而可以随意妄为，积少成多，事情越做越大，终有一
天，会变成无恶不作的坏人。

亲爱我，孝方难;亲恶我，孝方贤。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亲
人疼爱自己，那么敬孝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亲人厌恶、讨厌自
己，自己仍能尽孝道，那才是真正的孝。事实的确如此，如
果要你去接触一个对你好的人，那是很容易的;但如果要你去
接触一个对你很不好的人，那是很难的。父母养育了我们这
么多年，恩情无以为报，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就应该尽子女
应尽的孝道，就算父母再怎么难伺候，我们也要加倍孝顺他
们。

《弟子规》虽然是一部古人用来要求自己言行的守则规范，



但在现代社会，我们仍应遵守这些古训，古人的守则规范，
不要以为事小而可以擅为，也不要应为父母的脾气而不忠孝
道，比起古人，我们更应该以《弟子规》来规范自己的一言
一行。

《弟子规》是我国古代幼儿传统礼教经典，在以前《弟子规》
就相当于现在《中小学生行为规范》但其的价值要远远超过
后者。

现在的'人在阅读之后不难发现《弟子规》从里到外都渗透着
儒家的气息，在通读之后净是德行两字贯穿了全文。儒家就
是在强调通过对先贤的学习提升个人的德行。且可发现《弟
子规》中的大多数句子就是有《论语》中直接简化过来的。
在儒家哲学体系中强调了社会等级与身份象征，正所谓其云;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有序尊卑各异。在森严的等级框架
下通过仁爱等德治思想使社会和谐发展。而《弟子规》则是
儒家治国中治民的初级教程。通过日常的行为规范，初步的
构建等级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正常的发展后会形成一个较和
谐较礼貌的社会风气，正如邻国日、韩。

有些历史常识的人会发现中国的历史发展一直处于儒法并举
的兼容式发展下几度出现民富国强的大盛事。在倡导法治社
会与国门大开的今天，在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中，国人的素
质在逐渐的下降不仅80、90年代的人饱受骂名倚老卖老者不
胜数。一系列社会为题不断的暴漏出来昔日的礼遇之邦无颜
再谈礼法。反而效法我们的岛国却搜获名誉。正是因为我们
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忽略的文化的传承，渐渐地我们的价值体
制开始发生变化拜金，趋权附势等不良风气渐长。儒家思想
左右华人2000余年，当我们重新捡起他时会重骨子里透出一
股子亲和力。不够让大学生来背诵《弟子规》实属多余，对
经典的背诵给该是自发的背诵能引起自己共鸣的。

这次的《弟子规》品读活动最大的意义应是同学们在拜读之



后会自发的去阅读其他传统作品。通过对古代先贤的品读与
自身环境的辨别形成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而对于《弟子规。
》中的一些观点，因为我们和作者处于不同的时代故我们只
要领会其中的精神就好，不必一步一手的尊崇，正如鲁迅言：
取其精华，去其糟糠。

弟子规读后感篇四

《弟子规》是清朝康熙时山西绛州人李毓秀所作。全书以
《论语·学而》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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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以三字韵语的文
字形式，教人应该怎样待人处世。

在读大学的时候，对儒家思想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在并不深
入的学习过程中，发自内心的感慨古人的智慧，之乎者也中
深藏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伦理道德。
但是，近代一百多年的社会动荡和西方文明的交融，使得原
本清晰的文化脉络渐渐模糊，尤其是肃清全社会价值取向的
若干次运动，更是雪上加霜。或许，对共产主义和建国领袖
的崇拜支撑了上一代人的精神体系，到了我们这一代，原有
的价值体系彻底崩溃，物资的充沛更加彰显精神的苍白，我
们是文化缺失和精神贫乏的时代的产物，从何而开为何而去，
我们没有信仰，却渴望信仰，我们对新的旧的道德标准都报
以怀疑的态度，不屑于权威，却又迷失在追求的过程中。

或许会有人笑我矫情，自己的事情都管不好，还去管这些似
是而非的东西。但是，这样的迷茫会影响我们的价值取向。
偏激的、散漫的或者是愤世嫉俗的内心反映出来的正是我们
自由主义。

弟子规读后感篇五

初识弟子规这三个字，顾名思义：教育弟子有规矩。现在明白



《弟子规》和《三字经》与《论语》一样，用儒家思想影响
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在我看来，《弟子规》比起《三字经》和《论语》，少了很
多之乎者也的大道理，成为最通俗务实的启蒙经典。

从幼儿园到中学，单是在记忆中，老师就让我们背了几十次
《弟子规》。从一开始的纯应付，到明白其中的精华，直至
这次观看《弟子规》解读视频，更是感受颇深。

在每一次朗诵《首孝悌》时，脑中都会浮现出我平日对待父、
母亲的一言一行。而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也是感受很深的。

目前社会中，有一些啃老族。父母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了，
反过来，不让父母享些清福，而是继续花父母的钱，给父母
增添负担。这些人，别说是做到《弟子规》中所说的父母呼，
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债，须顺
承了，而是连起码的道德也沦丧了。

而使啃老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的是什么。究其原因，是因为
小时候，糟蹋父母的血汗钱，不用功读书。这更是一种不孝
之为！

在《弟子规》作者，清人李毓秀看来，不读书恐怕是不可理
喻的，也就没有列入其中罢。我们不仅要用功读书，更要如
《弟子规》中所说的冬则温，夏则清，好好的孝敬父母。

还有年方少，勿饮酒和斗闹场，绝勿近以及借人物，须时求；
倘不问，即为偷，也是对我触动很大的句子。

前两句，是我思考良久的句子。它是约束正值叛逆期的我们。
要我们不做那些粘染世俗之气的事，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而
那些吸烟喝酒的问题学生，更是这十二个字的反面教材。



而借人物这三个字，启发我们从小讲信用。这是一个老生常
谈的话题，可它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每年都会有千万个产品质量问题，从奶制品到肉制品，
甚至于餐餐必用的油。人以信为本，我们显然没有能力制止
他人，只能鞭策自我，按照《弟子规》，由浅入深，从道德
到信用，从信用到守己，从守己到勤奋，最后归结于百善孝
为先。

抓住观看《弟子规》视频的契机，约束自己，让我们创造的
未来，没有不法商家，没有啃老族，没有借债不还的吴英，
更没有惨死街头的小悦悦。也不让任何人，如鲁迅先生那样
呼吁：救救孩子！

弟子规读后感篇六

最近，拜读了我们祖先的杰作《弟子规》，这本书全文不
过360句，计1080字，其基本内容，是融合古代圣贤对青少年
学生的训诫，教诲青少年如何走好人生的第一步。《弟子规》
即据此编写，先后有序地讲解了学童们孝敬父母、关爱兄弟、
修身养性、为人处世、读书求学的生活基础规范。这本书分
为入则孝、处则弟、谨篇、信篇、泛爱众、亲仁和余力学文。

细细品味后茅塞顿开，平时里对人生的点滴感悟都在圣贤的
教诲中有明确的答案，字里行间充满着人性的真正体现。

在弟子规第四课“信”，我知道了能实践诺言，便是守信;不
能实践诺言，无论是出自不得已，还是故意食言，都违反了
做人的基本要求和处世的基本原则。母亲履行的责任像奏多
情的细雨，润物细无声;父亲实践的责任像冬天狂舞的雪，寒
面净心田。父母永远的付出，不曾为回报等待，一心守候，
只为子女成材。我学了“入则孝”以后，心里面要念念不忘
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念念都要照顾到父母。如果我们能
以这样的心去做，就是善事父母，这就是做人的根本。百善



孝为先，一个对父母都不孝顺的人，如果说他能够干成大事
业，那也许是一种巧合;一个不懂得礼节的人，在人生的道路
上跌跌撞撞行走，最后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

《弟子规》里面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需自己去细细品味。

生活似酒，人生像画，岁月如歌。或许正是由于人生中有许
多酸甜苦辣，才会使快乐的滋味更加甜蜜。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
余力，则学文。”

弟子规读后感篇七

《弟子规》这本书是人们的生活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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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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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儒家的基础，人性的基础。
仔细阅读《弟子规》就会发现从中得到的东西会使我们受益
一生。

首先是"入则孝"，这里主要是教育我们要孝顺父母、亲人。
他们所说的，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好，所以无论如何，我们
都应当听从他们的教诲。还有就是，不管他们爱不爱我们，
我们都要用自己的真心去爱他们。因为，毕竟是他们生下了
我们，养大了我们，我们总不能忘记养育之恩吧?更何况弟子
规里面也有写到"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它的
意思是：不管父母、亲人爱不爱你，你都要尽你做人的孝道，
尊敬父母、亲人。

其次是"出则悌"，它是教我们怎么和别人相处的。比如"兄道
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意思是：兄弟朋友要互相尊



敬，要和睦，如果不和睦，父母就要为你们操心，和睦，就
少了父母亲的一份担忧，就等于是孝敬父母了。所以，我们
一定要和兄弟姐妹们和谐相处，这样我们的父母看了才会从
心里面为我们感到高兴，我们也会因此更快乐的。

"谨"，我们生活中做什么事，时时刻刻都要谨慎。俗话说：
无规矩，不成方圆。穿衣服要系钮扣，要整洁，还要符合自
己的身份;喝酒要适量，不要喝醉了，否则容易被别人"说闲
话"。尤其是不应该在背后谈论人家的长短，这样是不好的，
也是不道德的。人不要自私，要大方，不计较小事，这样人
也会变得很快乐。

"信"即诚信待人，答应他人的事情，一定要遵守承诺，没有
能力做到的事不能随便答应，至于欺骗或花言巧语，更不能
使用。另外任何事情在没有看到真相之前，不要轻易发表意
见。看见他人的优点或善行义举，要立刻想到学习看齐，纵
然目前能力相差很多，也要下定决心，逐渐赶上。看见别人
的缺点或不良的行为，要反躬自省，检讨自己是否也有这些
缺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每一个人都应当重视自己的品
德、学问、和才能技艺的培养，如果感觉到有不如人的地方，
应当自我惕励奋发图强。至于外表穿著，或者饮食不如他人，
则不必放在心上，更没有必要忧虑自卑。

"泛爱众"即众人平等，不分族群、人种、宗教信仰，皆须相
亲相爱。当他人有困难时，应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他，不要
自私自利。另外要尊重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设身
处地为别人著想。

"亲仁"，代表仁慈、亲仁。对外人仁慈，对亲人仁慈，对朋
友仁慈，对同事仁慈…现在什么人都有，但有几个是做到"
仁"的?俗话说的`好，人无完人吗!只要我们尽量做好自己应
做的，至于别人怎么说，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

最后是"余力学文"，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它值得我们全心全力去研读，读书的时候要注
重三到，眼到、口到、心到。还要不耻下问，要心平气和，
要温故知新，如此才能读好书并从中取得最大收益。

读完《弟子规》后，再衡量一下自己的品行，确实有一定的
差距。单在孝方面就觉得做的远远不够，虽然没有做过对父
母不住的大事，但对他们也没有尽过多少孝心，反而他们对
我千衣百顺，照顾到家，我想得到的东西，想方设法地满足
我。父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觉得应该的，有时，父母过于
关心自己，哆嗦了几句，反而责骂他们，讨厌他们，那多不
应该啊! 作为子女，应按《弟子规》所讲的"父母呼，应勿
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最
起码做到这些，才能对得住苦养自己成人的父母。

我想，一个人活着就要讲点道德，有点品位，这才赢得别人
的赏识。而《弟子规》中所讲的道理，正是教人伦理纲常的
最基本的常识。《弟子规》的实质是孝在先，友爱兄弟姐妹，
对己谨信，对人仁爱，有能力在学习知识。至于其中的实际
做法，我们能做的，去做，不适应现在社会的方式，我们不
求表面，但求心安。因此，《弟子规》的精髓不是多么的让
我们一般人望尘莫及，而是时时刻刻在我们周围，时时刻刻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不按照这个方式做事做人，一定寸
步难行。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文化，是我们传统道德
观。

我想，一个人活着就要讲点道德有点品位，这才赢得别人的
赏识。而《弟子规》中所讲的道理，正是教人伦理纲常的最
基本的常识。

我想，一个人活着就要讲点道德有点品位，这才赢得别人的
赏识。而《弟子规》中所讲的道理，正是教人伦理纲常的最
基本的常识。



算起来，真正意义上接触传统文化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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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比我高中的一个历史老师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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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见拙作《传统
文化的没落之路》)我的父母曾经在这方面教育了我很多，为
人处世，以及一些礼仪都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这么
算来，我已经有起码二十一年接触传统文化了。

弟子规读后感篇八

一直感觉传统文化似一座巨大的宝库，丰富且深邃。而今看了
《弟子规》的光盘后使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
果能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下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话，那就是
道德。成为一个有德人的必须外在上，能够获得众人的支持
与帮助；内在看，可以收到得到心灵的安宁。即：外德于人，
内德于己。这一幕持久的执着，让我止不住地品味生命，同
时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坦荡。

学习传统文化，学会快乐地生活，做胸怀坦荡的人，以平常
心对待人生，对待功利，对待追求，淡泊致远，心底无私，
构造幸福人生。看了弟子规的盘后，对我感处挺深的有两个
地方，一是人与自然方面。今天，我们拥有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要好的生活，但也面临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生态
和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生物多
样性、减少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水污染等。

大量的森林被砍伐，大量的水被污染`浪费，大量的野生动物
被猎杀……水龙头里那清澈的水再流多久就会干呢？多少濒



临灭绝的动物朋友还正在挣扎？人类究竟是聪明还是愚蠢呢？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当人的行为违
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
境容量时，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
不和谐。如果人类不及时改变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长此下去，地球也有可能成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
星球。说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打个比方，我们砍一棵树就
要栽一棵树。要尽我们一切力量来补偿以前的过失。善待身
边的一草一木，更不伤害我们的好朋友—动物……与此同时，
人与自然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的。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总是要不断地否定自然界的自然状态，并改变它；而自然界
又竭力地否定人，力求恢复到自然状态。人与自然之间这种
否定与反否定，改变与反改变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作用与反
作用的关系，如果对这两种″作用″的关系处理得不好，极
易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失衡。所以，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
还要对自然进行涵养保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是共生、共
赢、共荣的伙伴关系，必须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前提，
克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思想，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并进的科
学发展观。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高度关注的
议题之一。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不
和谐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和严峻，但是人类绝不
可能退回到被动适应自然的道路上去，只有依靠科学发展，
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资源的合理可持续利用和生
态环境的有效保护。要想长久地生存在这美丽的地球请记住
世界地球日的主题：“善待地球——科学发展，构建和
谐。”还有一方面对我感处挺深的就是孝顺。

不要等到“子欲孝而亲不在”时感到后悔莫及，等有些事你
懂了，但已没有去做的意义了。因此，我们现在能做的，就
尽力去做。做一个孝顺的孩子，让自己无愧于心。要知道：
我们过得幸福，父母才会快乐。

入则孝，出则悌，兄弟朋友要互相尊敬，要和睦，如果不和
睦，父母就要为你们操心，和睦，就少了父母亲的一份担忧，



就等于是孝敬父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和兄弟姐妹们和谐
相处，这样我们的父母看了才会从心里面为我们感到高兴，
我们也会因此更快乐的。

父母子女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与之同喜同乐，
无私奉献，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身体力行去实践。按照
日常对自己的反思以及改正计划，要毫不迟疑地付诸于行动，
把自己对做人的点滴领悟，迅速运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
在运用中学习，在实践中体会，相信一定会有明显的收获。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人生最大
的无知是欺骗；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嫉妒；人生最大的错误是
自弃；人生最大的法宝是精进；人生最大的礼物是宽恕；人
生最大的罪过是自欺欺人。希望我们都能成为高尚的人、纯
粹的人、有道德的人、对人民有益的人，团结携手建设我们
的美好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