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学中庸的读后感(汇总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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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学中庸的读后感篇一

《大学中庸》是一本文言文的经典书籍，他能让我们领悟了
许多人生的道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中庸》读
后感800字，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几千
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

它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修，修道之谓教”的性、道、
教三者为根本，深入阐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和。

“中庸乃人生成败的智慧根本”、“诚于中，信于
外”、“君子当慎独中立”、“仁者爱人，仁者无
敌”、“诚则明，明则诚”、“和为贵，不自弃”六个方面
展示《中庸》的思想和理论。

读《中庸》，感觉很迷茫，不知其所云，不是因为字难认，
相反字很容易，就是意思很难理解。

而以前读《大学》，有很多生僻的古汉字，可是文章意思很
容易理解。

但是，我还是坚持晨读，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辅助理解。



现在，回过头来，感觉收获还是不小的。

关于“中庸”，程颐说:“不偏不倚叫做‘中'，不变不更叫做
‘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

”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

中庸以“诚”和“中”为基本概念，叙述“天人合一”的形
而上学。

故其第一章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烛
照通篇。

那是一种瞬间绽现的文采。

是一个自天之命、由微之显、从天命之性到修道之教的过程。

忠恕宽容是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之一。

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
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

对于现代社会的人们陶冶情操、提升境界、确立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书中
说“性”“道”不可须臾离开自身，要从“戒慎”“恐
惧”“隐显”“慎独”等方面培养自身的品德，掌握中庸之
道，促成中和。

达到中和，则天地万物安处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生生不
息。

“道”源于本身，与自我相分离，而君子要学会反求诸己才
能得之。

真正的君子要做到格物致知，去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这种自我修养与反省的品质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所必须有的。

无论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不论今后会遭遇怎样的挫折，
我们都要学会“反求诸己”，凡事都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
应当学习孟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品质。

全书体例清晰，点评得当，寓意深刻，除了摘录原文之外，
还附有白话注解，

并在“细读慢品”这一板块中撷取大量与现代社会人们生活
息息相关、联系紧密的故事、寓言、实例等内容，结合本节
所阐述的思想，带领我们细细品味《中庸》中所蕴含的人生
智慧、处世之道。

可是，要达到“至诚”的境界又谈何容易呀!特别是我们今天
的经济化市场化的社会，达到“至诚”就更加不易。

人性是有很多弱点的，归根结底一个“贪”字。

自古贪者都是活得很痛苦的。

而中庸就可以克服人性的贪，从而使人们做到知足常乐。

总之，读过中庸之后，于为人于处世都受益匪浅，受用终身。

《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几千
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

它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修，修道之谓教”的性、道、
教三者为根本，深入阐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和。

“中庸乃人生成败的智慧根本”、“诚于中，信于
外”、“君子当慎独中立”、“仁者爱人，仁者无



敌”、“诚则明，明则诚”、“和为贵，不自弃”六个方面
展示《中庸》的思想和理论。

读《中庸》，感觉很迷茫，不知其所云，不是因为字难认，
相反字很容易，就是意思很难理解。

而以前读《大学》，有很多生僻的古汉字，可是文章意思很
容易理解。

但是，我还是坚持晨读，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辅助理解。

现在，回过头来，感觉收获还是不小的。

关于“中庸”，程颐说:“不偏不倚叫做‘中'，不变不更叫做
‘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

”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

中庸以“诚”和“中”为基本概念，叙述“天人合一”的形
而上学。

故其第一章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烛
照通篇。

那是一种瞬间绽现的文采。

是一个自天之命、由微之显、从天命之性到修道之教的过程。

忠恕宽容是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之一。

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
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

书中说“性”“道”不可须臾离开自身，要从“戒慎”“恐
惧”“隐显”“慎独”等方面培养自身的品德，掌握中庸之



道，促成中和。

达到中和，则天地万物安处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生生不
息。

“道”源于本身，与自我相分离，而君子要学会反求诸己才
能得之。

真正的'君子要做到格物致知，去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这种自我修养与反省的品质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所必须有的。

无论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不论今后会遭遇怎样的挫折，
我们都要学会“反求诸己”，凡事都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
应当学习孟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品质。

全书体例清晰，点评得当，寓意深刻。

除了摘录原文之外，还附有白话注解，并在“细读慢品”这
一板块中撷取大量与现代社会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联系紧密
的故事、寓言、实例等内容，结合本节所阐述的思想，带领
我们细细品味《中庸》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处世之道。

可是，要达到“至诚”的境界又谈何容易呀!特别是我们今天
的经济化市场化的社会，达到“至诚”就更加不易。

人性是有很多弱点的，归根结底一个“贪”字。

自古贪者都是活得很痛苦的。

而中庸就可以克服人性的贪，从而使人们做到知足常乐。

总之，读过中庸之后，于为人于处世都受益匪浅，受用终身。

从开始接触《论语》起，“中庸”便在我的生活中频繁出现，



于是渐渐浅尝了这个易懂却又高深的词汇。

“中”意为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庸”意为平常，平庸。

《论语》和《中庸》中都讲“中庸之道”。

在拜读后，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中”是圆，“庸”是方，“中庸”就是把“中”的道理用
一种最恰当、合理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方与
圆的完美结合与运用。

记得不久前，我曾对于“锋芒毕露还是韬光养晦”有过一番
思考，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中国古往今来，似乎都在提
倡着“韬光养晦”，这样正迎合了那句“满招损、谦受益”，
人们觉得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一个人本身的素质与修养。

但当人们站在如今这个社会的视角上时，却又突然发现，这
样的思维方式似乎已不再适用。

如今，在我看来，这两种人生态度都是不能完全采纳的，取
而代之的，当然是“中庸”。

记得一段很经典的话:“岳飞锋芒太露，无法躲过风波亭之
劫;李太白锋芒太露，难以见容于官场，苏东坡盛名之人，屡
遭磨难，大象因牙而被擒，蚌以有珠而见剖，龟因壳而致死，
鹦以饶舌而被困，犀牛因角贵而招杀，金铎以声自毁”。

其实，锋芒太露的结果，容易招忌及受害。

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也是如此，而这，正是一
种“中庸之道”。



“半开”、“半醉”，需要度的把握，而这是没有确切的衡
量标准的。

行事之时，靠的只是每个人心中对中庸的理解与坚守，在那
些复杂中，我想，“简单”的持守才是最难的。

于是，我“引入”了“圆通”，便是做到既方又圆，这是一
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高度的智慧和修养，能始终做到这一
点的人，就绝非等闲之辈。

正如中庸所提到的“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

上面所提到的只是生活中的小片段--对于才华的显露，当然，
在这之外，还有更多的“中庸圈”，我想，孔子之所以为圣
人，便是在于他一生始终处于这中庸圈内吧!他所拥有几乎全
部优良品质，虽不夺目，但始终不乏光耀。

他面对弟子的过人或不及之处，能正确的对待，并不一味发
扬长处，而正是忠于“不偏不倚”。

面对才华横溢，不放弃收敛锋芒;面对勇敢，不放弃畏惧;面
对矜庄，不放弃随和……我想，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
于此。

中庸带给我更多的，就是“和”了。

不偏不倚，不过也无不及，达到最好的状态，这就是“和”。

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平常心。

生活中，面对过失，不过分埋怨别人，也不过分自责;面对荣
誉，不过分张扬，也不过分低调;面对困难，不过分踌躇，也



不过分淡定。

万事适中，达到“和谐”的境界，这样天地万物会各安其位，
正常运行。

这是一种大智慧。

《中庸》的深奥让我无法完全置身于内。

我想，如果此生无法精通《中庸》将是我最大的遗憾。

万物持中，这是做人的原则与处世的艺术。

无论碰到什么事，拿出“中庸”，以不变应万变，这将是一
生的财富。

大学中庸的读后感篇二

上周日犯错被老师抓进008，其中有不少冤情不再一一解释，
因为在这里跟生活老师就没什么道理可讲，什么是理？他们
一直把嗓门大，我是老师当成理，如此玷污了老师这俩字，
禽兽到什么地步可想而知，无耻到这种程度也太不容易了~~~
话归正传，在008我利用多余时间，看完从小学到高中左耳进
右耳出的三本书《论语》《大学》《中庸》，首先最大的感
觉是中华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根，
数千年来从未改变，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为什么孔孟的
儒家仁爱思想能够流传千年呢？普天之下老百姓占大多数，
老百姓最大的愿望就是那些政治家不要打扰他们，安安心心
的种地，赚点小钱，一家人平平安安，享受晚年，苦点累点
没关系。可现实是残酷的，历史上总有那么几个喜欢闹事的，
今天打打他明天敲敲你，一场战争下来最大的受害者还是老
百姓，这个时候孔子就出现了，他认为统治者们应该以仁以
仁志国，这样才能受到百姓的拥护，而百姓也是这样想的，



孔子的思想正是为大众所想，所以会受到老百姓喜爱和推荐，
正好西汉时期穷人出身的董仲舒也是其中之一，他的独尊儒
术建议得到汉武帝支持，于是儒家的经典流传于世，经久不
衰。

从历史上的规律来看，好人几乎没一个好下场，刘备以仁义
待天下，虽有众多民拥护，但最后仍是未统天下留终生遗憾。
明皇帝朱允桑不折不扣的好人，但最后被其兄弟逼下皇位。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

大学中庸的读后感篇三

读了《中庸》，感觉收获还是很大的，《中庸》读后感。

《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是几千
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

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写的经典文本，或者是秦汉时儒家的作
品，被收录在《小戴礼记》中，后来独立成一书，南宋朱熹
又将其分成三十三章。

初读《中庸》，感觉很迷茫，不知其所云，不是因为字难认，
相反字很容易，就是意思很难理解。

而以前读《大学》，有很多生僻的古汉字，可是文章意思很
容易理解。

但是，我还是坚持晨读，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辅助理解。

现在，回过头来，感觉收获还是不小的。

关于“中庸”，程颐说:“不偏不倚叫做‘中，不变不更叫
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儒家的



最高道德标准。

中庸以“诚”和“中”为基本概念，叙述“天人合一”的形
而上学。

故其第一章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烛
照通篇。

这句话是一个垂示，犹如凤鸟衔至黄帝窗前的“五始之
文”(《春秋保乾图》称:黄帝坐于扈阁，凤凰衔书至帝前，
其中得五始之文焉)，乃是一种瞬间绽现的文采。

是一个自天之命、由微之显、从天命之性到修道之教的过程。

书中说“性”“道”不可须臾离开自身，要从“戒慎”“恐
惧”“隐显”“慎独”等方面培养自身的品德，掌握中庸之
道，促成中和。

达到中和，则天地万物安处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生生不
息。

“道”源于本身，与自我相分离，而君子要学会反求诸己才
能得之。

真正的君子要做到格物致知，去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这种自我修养与反省的品质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所必须有的。

无论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不论今后会遭遇怎样的挫折，
我们都要学会“反求诸己”，凡事都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
应当学习孟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品质。

可是，要达到“至诚”的境界又谈何容易呀!特别是我们今天
的经济化市场化的社会，达到“至诚”就更加不易。



人性是有很多弱点的，归根结底一“贪”字。

自古贪者都是活得很痛苦的。

而中庸就可以克服人性的贪，从而使人们做到知足常乐。

总之，读过中庸之后，于为人于处世都受益匪浅，受用终身。

和谐是现代社会的主题，我们中国要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的优良传统，北京奥运会上，一
个“和”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向世人传递了中国
的处事态度。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每个人要理性对待问题，以中庸的态度
处理问题。

在《大学中庸》中，我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性，知识真的能
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学习可以
改变人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层次。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是学习的五个层次，正所谓量变才能达到质变，在我们积
累量的时候，一定要以中庸的态度来面对事情，以平和的心
态处理事情。

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修身的过程，通过书本获得知识，通过知
识传递思想，，进而达到书中要求的道德水平。

通过阅读，我学会了: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强加给别人。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要学会以君子看事
物的角度去观察事物，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近几年来，爆炸性新闻比较多，比如说“我爸叫李刚”等，
这些新闻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其中，
肯定有很多人在抱怨为什么自己没有那么富有，觉得生活不
公平。

其实，我觉得，生活是最公平的，只要你付出了努力，生活
就会给你一份回报，别人用一份努力就能做到的，我们可以
用一百分的.努力去做;别人用十分的努力做到的，我们可以
用一千分的努力做到。

如果这样子的话，即使我们再贫穷，再愚笨，也一定会靠自
己的能力将生活水平提高，一定会变的刚强起来!

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压力充满了人们的生活，人们
开始抱怨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反思自己。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能力强的人就会生存下来，没有能力
的人就会被社会淘汰，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因此，我们要平和的看待这个问题，不要将其极端化，在认
识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充实自己，是自己变的强大，同时要
保持一颗谦虚谨慎的心，不要骄傲自大，任何事情，事先有
预备就会成功，没有预备就会失败，不要盲目自信，要做到
胸有成竹。

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唯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
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
而亲仁”。

我们要逐步的进行学习的五个层次，最终使自己适应社会，
实现自己的梦想。

冲动是魔鬼，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一定保持一种平和的态度，
不要心急，慢慢的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最终到达
胜利的彼岸。

一切率性而为，不要强求，只要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永远跑
不了。

从开始接触《论语》起，“中庸”便在我的生活中频繁出现，
于是渐渐浅尝了这个易懂却又高深的词汇。

“中”意为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庸”意为平常，平庸。

《论语》和《中庸》中都讲“中庸之道”。

在拜读后，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中”是圆，“庸”是方，“中庸”就是把“中”的道理用
一种最恰当、合理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方与
圆的完美结合与运用。

记得不久前，我曾对于“锋芒毕露还是韬光养晦”有过一番
思考，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中国古往今来，似乎
都在提倡着“韬光养晦”，这样正迎合了那句“满招损、谦
受益”，人们觉得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一个人本身的素质与修
养。

但当人们站在如今这个社会的视角上时，却又突然发现，这



样的思维方式似乎已不再适用。

如今，在我看来，这两种人生态度都是不能完全采纳的，取
而代之的，当然是“中庸”。

记得一段很经典的话:“岳飞锋芒太露，无法躲过风波亭之
劫;李太白锋芒太露，难以见容于官场，苏东坡盛名之人，屡
遭磨难，大象因牙而被擒，蚌以有珠而见剖，龟因壳而致死，
鹦以饶舌而被困，犀牛因角贵而招杀，金铎以声自毁”。

其实，锋芒太露的结果，容易招忌及受害。

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也是如此，而这，正是一
种“中庸之道”。

“半开”、“半醉”，需要度的把握，而这是没有确切的衡
量标准的。

行事之时，靠的只是每个人心中对中庸的理解与坚守，在那
些复杂中，我想，“简单”的持守才是最难的。

于是，我“引入”了“圆通”，便是做到既方又圆，这是一
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高度的智慧和修养，能始终做到这一
点的人，就绝非等闲之辈。

正如中庸所提到的“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

上面所提到的只是生活中的小片段--对于才华的显露，当然，
在这之外，还有更多的“中庸圈”，我想，孔子之所以为圣
人，便是在于他一生始终处于这中庸圈内吧!他所拥有几乎全
部优良品质，虽不夺目，但始终不乏光耀。



他面对弟子的过人或不及之处，能正确的对待，并不一味发
扬长处，而正是忠于“不偏不倚”。

面对才华横溢，不放弃收敛锋芒;面对勇敢，不放弃畏惧;面
对矜庄，不放弃随和……我想，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
于此。

中庸带给我更多的，就是“和”了。

不偏不倚，不过也无不及，达到最好的状态，这就是“和”。

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平常心。

生活中，面对过失，不过分埋怨别人，也不过分自责;面对荣
誉，不过分张扬，也不过分低调;面对困难，不过分踌躇，也
不过分淡定。

万事适中，达到“和谐”的境界，这样天地万物会各安其位，
正常运行。

这是一种大智慧。

《中庸》的深奥让我无法完全置身于内。

我想，如果此生无法精通《中庸》将是我最大的遗憾。

万物持中，这是做人的原则与处世的艺术。

无论碰到什么事，拿出“中庸”，以不变应万变，这将是一
生的财富。

大学中庸的读后感篇四

(一)立德树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是光
明的德行，表现为善的行为。文中指出“大学”一词在古代
原指高等教育机构，负责按照成为政治领袖所应具备的条件
教导王公贵族的子弟。德为人之本，不管是上级的统治者还
是下级的臣民都应该有德有能。“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
君子贤明是国家的希望，老百姓的福分。

我们作为教师，一学期期末会评出“三好学生”，而“三好
学生”的三好指的是“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不管学生的智力有多高，“德”永远排在第一位。因为有德
的学生，即使才华稍逊一点，也不会给家庭和国家带来什么
灾难。反之，一位智力水平极高的学生，他无德，无底线，
无做人的根本，那么他会不会做危害国家安危的事情，是不
敢确定的。

“人无德不立”不是一句空话，教师是传道、授业之人，特
殊的职业对职业道德要求更高，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和一
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
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师德是青
少年学生道德修养的楷模之一。爱国守法、爱岗经验、关爱
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为师德的行为规范。

(二)修身养性

今天读《大学》，焦点在于“修身”。“古之欲明明德于天
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
修其身。”修身即是修养言行。言行是表现于外者，其基础
则在于内心的修炼。修身的具体行为表现日常生活中就是择
善而从，博学于文，并约之以礼。

读到“修身”这一章节，我想到自己的老师曾经给我们讲的
一个故事：“在餐桌上，有一个人一不小心把自己碗里的汤
洒到了餐桌上，你装作没看到，而不是哈哈大笑。”这种表
现就是有修养的表现。是啊!也许面对别人的出糗，我们能表



现自然，而给对方留足面子，真是有修养的表现啊!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面对生活中的诸多事务，我们应该做一个在大事
面前是非分明、态度明确，在小事情上遵法守则，没有丝毫
怠慢。教师亦是如此，我们身上的责任更重大，我们肩负起
培养下一代人才的责任。所以“身正为范，学高为师”，想
让学生有修养，为师的就应该从自身出发，不断地与时俱进，
修养自身。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情做起，从文明礼仪教起。坚
持下去，和学生们一同进步。用自己的言行举止教育学生做
一个德才兼备的好青年。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君子所做的中庸，是说君子
在任何时机都合乎中的标准。我觉得中庸之道和现在提倡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和谐”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庸的核
心思想是自我教育，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
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
理之道，中正之道”。

这个中庸之道，不是空谈，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一刻也
离不开，只要我们离开了中庸之道，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麻
烦和烦恼。比如现在人喜欢熬夜，那就违反了中庸之道，日
久必会生病，熬坏身体;对森林乱砍乱伐，就会破坏自然环境，
导致沙尘暴、泥石流，也是违反中庸之道;我们现在人的欲望
无穷大，有了这个还想要那个，吃着碗里还要看着锅里，永
远没有知足的时候，因此给自己的生活徒增了很多痛苦和烦
恼，这都是因为违反了中庸之道。

读《大学》感受到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养性。规范自己的
家庭，修养自己的言行。读《中庸》希望通过我们修学，摆
脱迷惑，返本归元，真正明了人生的真相，做一个觉悟的、
有智慧的人，做一个能够遵循天道规律的人，那样才能获得
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大学中庸的读后感篇五

读完《大学》《中庸》，作为一名从事教育事业的我，受益
匪浅。《大学》一书主要探讨了两件事情，一是如何做人，
二是如何做学问。《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
思想核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

第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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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社会到处都充满着诱惑，如何才能意志有定向，心不
妄动，所处而安，处事精详，然后达到至善之境。作为一名
教师，如何才能做到有梦想、有追求，踏踏实实从事自己的
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奋斗终生？集团学校规定每一位老师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十五三一年发展规
划，我认为这一点做的非常好。当我们制定了自己的发展规
划，我的目标就是清晰的，奋斗就有了方向，然后通过自己
的不断付出，逐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这样，自己的人生
才充满着意义。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做到类似的“君子日三
省乎己”了吗？《大学》启示我们应该持续不断地污垢涤净，
保持身心的洁净和清新，古人对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视到了无
以复加的地步。听古人的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最
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革旧图新，达到最好的境界。

第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字的顺序就强调了我们应
该先做到修身，正如一叶知秋，以小见大，自身品德修养不
好何以谈治国平天下。虽说“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天
下鲜矣”，但我们仍需更好地修身然后也可以更好地齐
家，“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齐家才能
治国，而治国才能平天下。看看各国的高层政府官员，为什
么他们的一举一动会那么受关注，为什么媒体会想方设法地



寻找绯闻或是优点，正因为他们的地位，他们若能齐家，那
治国也有利，这也是处世之道，推己及人，以身作则的道理，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以身作则，上至国家元首，下
至平民百姓。总之，最初的源头就是修身，学会修身，做到
进取和完善，虽然我们做不到完美，做不到圣人一样可以考
虑到天下，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修身，修身更多的不是为了
国家，而是为了自我能活的更高尚。倘若一个个自我都能正
其心，诚其意，国何能不治。作为一名教师，我们要不断读
书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承担起立德树人的责任。

《大学》教我们做事应专心致志，深入思考。当我们深入思
考后，找到了方向，做到了“止”那就能把目标以外的事暂
时放下，寻得自身的安定，内心就平静，这之后又可以重新
开始思绪，看事物认为平常，也就得到了“安”，思想客观、
朴素便是“虑”，最后的收获便是“得”。这一系列的犹如
蝴蝶效应般，若我们能从开始一步步的实践，那结果肯定是
更好的。都说成功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的，因为他们确定了方
向，内心平静，有了安，虑，便可得……现在的自己和自己
所期许的那个差距很大，既然现在有了内心中的方向，我就
应寻求内心的平静，重新理清思绪，然后一步一步向着目标
努力，收获最后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