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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
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弟子归读后感篇一

《弟子规》是一本告诉我们怎么做一个好学生的好书。它从
思想上、从品德上、从学习上、以及各个方面来告诉我们应
该如何做一个出色的好学生。

在思想上，我感触最深的是：“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
子道亏。”每当我和朋友们在一起玩耍产生矛盾时，我就会
想起这句话，使我的心胸变得博大，从而原谅了对方。这使
我有了更多的.朋友在学习上，我感触最深的是：“读书法，
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每当我学习不专心的时候，我
就会想起这句话，专心致志的学下去。

在品德上，我感触最深的是：“凡是人，皆需爱。”每当我
和小朋友打交道时，就会想起这句话，以友好的语气和同学
打交道。现在，我读了《弟子规》以后，从一个调皮不懂礼
貌的男孩，变成了一个尊老爱幼的男孩。

《弟子规》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它是我童年时的一个不说
话的“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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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归读后感篇二

从小时候起，我就一直在《弟子规》的.世界里遨游。那时，
我只知道坐在小板凳上拿着它摇头晃脑的读，不明白它到底
讲的是什么，不明白它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启发，不明白它的
世界如何丰富多彩。

随着时间的流逝，把《弟子规》烂熟于心的我已经把它的意
思和含义弄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稀”这几句。它告诉我们同样
是人，但是“真善丑美恶”各个都不同。喜欢追随潮流的俗
人多，仁慈博爱的人少，如果有一位仁慈博爱的学者出现，
大家一定会敬畏并学习他的，因为他公正不阿，因为他关心
社会底层老百姓。《弟子规》全篇体现了两个字是“孝”
与“信”，这也是我们的做人道理。作者为后人留下为人处
世的金玉良言！教人以孝为先，以信立身，在这个以金钱为
主的物质社会，这样的道理就像是一阵清新质朴的微风，吹
散了弥漫在我们身边的铜臭味，吹走了自私自利，吹来了令
人耳目一新的崭新气象。

《弟子规》的真正用意并不是让每个人仅仅背诵和搞懂它的
意思，而是让每个人在生活中实践它。如果大家只是背会
《弟子规》，那它的作者李毓秀的良苦用心就白费了。《弟
子规》不但荟萃了古典文化的精髓，还将中国风的特色发挥
得淋漓尽致。它在最纯粹的东方，成了我们“黄皮肤、黑头
发”的代表。它的一字一句，在大地蔓延，从东方到南方，
从南方到西方，再从西方到北方，处处是它的身影。传统美
德随书香流淌在四方，经典图书随我们发扬到全球。

我做到了《弟子规》中所倡导的。比如：以前，爸爸妈妈叫
我干事情，我总是一拖再拖，想尽各种方法拒绝，《弟子规》
就教导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现在爸爸妈妈有
什么我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叫我干，这样既提高我做事的能力，
又成为了父母眼中的“乖宝宝”；以前我见到长辈从不打招



呼，总觉得说不出口，但是《弟子规》中说“路遇长疾趋揖
长无言退恭立”我就知道了如果你遇见长辈，就一定要打招
呼。而且，必须要向叔叔阿姨说再见，你才能走，否则，会
显得很不礼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弟子规》中的警句，
已越来越成为我的行为准则。

在遨游《弟子规》的世界中我进步了许多，从幼稚的小女孩
变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在这过程中《弟子规》教会我许多许
多，在以后的人生路上我会继续铭记《弟子规》对我的教导。

弟子归读后感篇三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李毓秀所
做，后经清朝贾存仁修订，改名为《弟子规》。总叙的内容
是：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是根据圣贤先师孔夫子的教诲而编成的生活规范。它教导我
们：首先要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其
次在日常言语行为中要有礼数、讲礼貌、讲信用;要博爱，向
有德行的人学习;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更应该好好学习。学习
《弟子规》，不仅是一个提高个人修养的过程，更是一个思
想品德升华的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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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归读后感篇四

近日有幸拜读了《弟子规》，感触良多。《弟子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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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了古人先贤对于人
在社会中为人处事的标准：孝顺、友悌、严谨、诚信、爱心、
仁义和好学。我从身边的实际出发，写下了这篇读后感。

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是



对弟子规的总述。

入则孝，这是弟子规对我们的第一个要求。百善孝为先，行
孝是为人子的本分。圣贤教导我们，要从内心深爱、恭敬、
感恩我们的父母，因为对我们恩德最大的，莫过于自己的父
母，怀胎的辛劳，生育、教育的付出。父母的恩德，我们一
生都无法报的了。我们今天能够有幸认识到这些圣贤人的教
诲，就应该首先尽心尽力做好我们为人子之道，好好的孝顺
我们的父母。对于我们这种长期出门在外的打工仔，虽然不
能呆在父母身边以尽孝道，但我们可以进自己的努力，多打
电话回家和爸爸妈妈聊聊天，每到过年时能按时回到家中与
他们团圆就是对他们最基本的孝道。

出则悌是圣贤教导我们，首先要友爱兄弟姐妹，兄弟团结，
多照顾帮助兄弟姐妹，对长辈要尊敬，其次出外要友爱朋友
以及一切和我们身边相处的人。出门在外，朋友是必不可少
的。我们要多团结朋友，多关心身边的人。就像现在我们酒
店一样，大家聚在一起上班，这是一种缘分，大家都是出门
在外，都不容易，我们要互相帮助，相互团结。大家应该团
结一致，共同把工作做好。同时作为下属，我们对我们的上
司、领导要尊敬，见面要主动让行、打招呼，处处要谦虚礼
让，要恭敬礼貌，见到长辈要恭敬问候。这是我们能否在一
个公司、集体站稳脚跟，有所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必须要
做到，而且要做到最好。

谨，我们要时时刻刻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会
帮助我们免掉许多坏的习惯，并逐步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圣
人们告诉我们这个“谨”，就是让我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
要时刻保持严谨的态度。在酒店的工作上要做到对待工作认
真严谨，要小心行事，在做工作时先想想该怎么做，怎样做
才不会犯错误。俗话说的好：先思而后行。要做到以严谨的
态度对待每一位顾客，做到让每一位顾客满意。在生活上也
一样，同样要保持严谨的态度。自己的起居饮食要有规律，
对自己的日常行为多进行检点，逐渐改掉自己的不良习惯，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争取做个优秀员工。

信。俗话说的：人无信不立。一个没有信用的人很难在社会
立足。在现在这个普遍没有信用的社会，我们要立志做圣贤，
做他人的榜样，去掉以往的虚伪、不诚实，以诚实守信，仁
义道德来处世，来感化周围的人。在生活中要做一个诚实守
信的人，要言而有信，言而必行。不骗别人，与他人坦诚相
处。

泛爱众，其实就是前面说到了的要与他人和睦相处，团结一
致。在现实生活中处处以恭敬、谦卑为原则，做到不自私自
利。不去巴结富人，不看不起穷人，以平等心待人接物。同
时在工作生活过程中，不说人是非，不揭人短处，要尊重同
事朋友。我要努力学会去从真心里爱别人。我要不断历事炼
心、不断努力。仁慈、悲悯一切众生，是圣人、菩萨的境界，
我要从弟子规的基础开始，从做一个标准的好人开始，立志
向、学圣贤，做菩萨。尽可能的去帮助别人，关心别人，让
我们这个集体更加团结、和谐。打造优秀集体，从我做起。

最后《弟子规》中还写到“余力学文”。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要多学习。尽管我们不是学生，但并不代表我们就不用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古人告诉我们的。余力学文告诫我们要
利用好自己的多余时间精力，尽可能的多去学习，增长自己
的知识。就比如我现在在咱们酒店一样，刚开始我对餐饮业
一概不知，但随着我的不断学习，我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酒
店管理、酒的种类的相关知识。这对我的帮助很大。所以我
现在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学习。在下班后或者休息时去上
网查查资料，或者看看书，尽可能的学习。我觉得这不仅为
了我自己，而且也为了能更好地工作。

通过这段时间学习《弟子规》，使我感触很深，树立了自己
正确的人生知见，才知道自己具体的差距在那里，明确了做
人的本份。知道了自己应该从认真学习力行《弟子规》的教
诲以及种种准则去扎稳根基，在生活中孝敬友爱、慎言慎行、



诚信仁爱，并身体力行，加强自己的道德素质修养。我也下
决心坚决祛除自己以前的不良习气。我要以弟子规中的准则
来严格要求自己，争取做到最好。我要做一个优秀的员工，
更好的为我们酒店的发展做贡献;同时我也要号召身边的同事
来共同学习弟子规，提高我们酒店员工的综合素质，共同努
力打造拥有最好工作团队的酒店。我相信我和我的同事们是
最棒的，我们一定行的。

弟子归读后感篇五

上学期，我们学校开始读背《弟子规》，暑假里，老师让我
们再读《弟子规》并写出读书心得。《弟子规》是我们生活
的一面镜子，是我们养成良好个人行为的指南，是检验我们
道德品质的一个标准，是提高国民素质重要的启蒙教育，也
是我们终身受益的良师益友。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清代李毓秀根据宋朝朱熹的
《童蒙须知》改编，后经清代儒生贾存仁修订，改名为《弟
子规》，是一本教导儿童怎样待人接物的书籍。从内容上看，
《弟子规》虽然仅有1080个字，360句，但却把一个人如何孝
敬父母、友爱兄弟、立身处事、待人接物、修身治学等等的
态度和礼仪概括的淋漓尽致。浅显易懂的文字里却蕴含着许
多做人的道理，不仅对于教育少年儿童，对于成年人在生活、
工作、家庭等方面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有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而《弟子规》就是教导我们要
重视生活行为的各个细节，用简明通俗的语言，教导大家如
何修养品德、孝亲友爱以及生活起居中待人接物所应有的礼
节。我们都是普通人，大量的日子，都是在做一些普通的小
事，如果每个人都认真对待自己所在岗位的每一件小事，都
注重细节，把小事做细、做透、做好、做到位，那就会出
现“细中见精”、“小中见大”的不平凡。



《弟子规》通俗易懂、朴实无华，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根。能
够有幸得见，当是人生一件快事。如果能认真读过，用心去
做，并且养成良好的个人习惯，便可终身受益无穷。英国戏
剧家莎士比亚说过：“习惯若不是最好的仆人，它便是最坏
的主人”。

《弟子规》规范了人的行为，一句话一个道理，一句话一种
思想。它给了我们很多生活中的启示。例如“事勿忙，忙多
错，勿畏难，勿轻略。”是指我们在生活工作中做事情不要
慌张，忙乱就容易出错；不要害怕困难，应知难而进，也不
要马虎草率，要认真对待。“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
渐跻。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意思是指看见
别人有好的品德，就要向他看齐，哪怕同他相差很远，只要
坚持下去，慢慢地总会赶上，看见别人坏的行为，就要自我
反省，有就马上改正，没有也要引起警惕。“或饮食，或坐
走，长者先，幼者後”，是教人不断形成恭敬心。“置冠服，
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是讲一个人负责的态度，让有
条不紊的做事方法扎根。“房室清，墙壁净，几案洁，笔砚
正。列典籍，有定处，读看毕，还原处。虽有急，卷束齐，
有缺坏，就补之。”讲的就是我们的要养成良好的六常工作
习惯。

在当今物欲横流，一切以追求享受、追求刺激的社会里，一
些难尽人意的不良现象，确实让人感到无奈。道德的约束，
原本脆弱不堪，甚至有些弱不禁风。法律制度虽已日臻完善，
但还是有些自作聪明的人挖空心思钻法律的空子，而且得寸
进尺、屡试不爽。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人变得自私自利、愚
昧无知呢？这正需要我们去研读《弟子规》，以《弟子规》
的要求来要求自我，努力提升自我约束的能力。

读《弟子规》，如镜取物，媸妍毕露。哪些做得好，哪些做
得不好，一览无余。《弟子规》又像是一位饱经世故的淳厚
长者，时时提醒你，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它更
像是一件传家宝，让你终身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