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庸的读后感(通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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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的
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中庸的读后感篇一

中庸，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既是一种思想传
统，也是一种处世之道。《中庸》是一部集中庸思想于一篇
文章中的经典著作，由古代哲学家至圣孔子所撰写。这部著
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于今天的
人们有着重要的启示。在阅读《中庸》后，我深深体会到其
中蕴含的智慧和价值观念。

首先，我被《中庸》中强调的“中道”所吸引。中庸思想主
张寻求事物的平衡点，主张避免极端，主张处事从容。在现
代社会，人们往往容易好高骛远，可以说，世界上的许多问
题都源于人们过分追求极端，以及对于自己的过高期望。中
庸则提醒我们，要保持内心的平衡，适度追求事物的完美，
同时也要尊重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当我遇到困惑时，常常反
思自己是不是过分执着于某种极端，是不是忽略了中庸的智
慧。

其次，我被《中庸》中关于人际关系的思考所感动。中庸强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将人的修养与家庭、国家、天
下联系起来，强调个人的行为和决策会直接影响到周围的人
和社会。在当今社会里，团队合作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越发重
要。而《中庸》提供了一种宝贵的理念，即平衡个人和群体
利益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这种平衡中，个人才能达到最大的
发展，而社会不会因此陷入混乱。



第三，我被《中庸》中的“道心”思想所启发。中庸认为，
人应该保持一个宽广的视野，以及开放、包容的思维方式。
只有在扩展自己的认知范围的基础上，人才能不断成长和进
步。这种思想告诉我们，要学会欣赏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要
保持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并且勇敢地接受新的挑战。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个人的价值，并且在不同的领域
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第四，我被《中庸》中强调的“诚信”所感动。中庸认为，
诚信是人的基本美德，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基石。在当
今社会，道德沦丧、诚信缺失成为了一些人的通病。而《中
庸》则教导我们要始终保持真实和坦诚的态度，要言行一致，
不说谎、不欺骗，以诚信为根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建
立起健康的人际关系，也能够为自己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最后，我被《中庸》所强调的“人之善恶，人之在世也”所
感悟到。中庸认为，人的善恶取决于人自己的选择和努力。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我们面临着诸多诱惑和困难，但
是只有坚定地追求善良和真理，只有坚持正确的道路，才能
够逐渐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中庸》以此提醒我们，人的
存在没有终点，人的进步没有止境，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
脑和积极的行动，就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综上所述，《中庸》是一部充满智慧和价值观念的经典之作。
它引导人们追求平衡、注重人际关系、保持开放的态度、倡
导诚信和追求善良。读完《中庸》，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些
思想的力量，它们影响着我对自己、对他人和对这个世界的
认识。我相信，《中庸》的智慧会继续指引和激励着人们，
成为我们追求人生真谛的不竭源泉。

中庸的读后感篇二

中庸是我在大学期间学习的一本重要儒家经典，读完《中庸》
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其中所倡导的中庸之道的深刻含义。



这本书不仅给我带来了对人生的思考，也让我对人际关系、
道德准则等方面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理
论、实践、教育、社会等方面，分享自己的体会和心得。

首先，在理论方面，中庸强调的是“由中得和”，也就是坚
持中立和谐之道。这种中庸之道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
与他人沟通和处理事务时，我时刻保持着冷静和客观的态度，
尽量不偏向任何一方。我意识到，在许多情况下，两个人或
两个群体之间存在分歧，有可能由于双方的偏激立场而引发
冲突和矛盾。而中庸的态度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推动
双方相互理解、合作，创造和谐与发展的局面。

其次，在实践方面，中庸教导我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这个理念让我深感自己的责任所在。作为一个大学生，
我理应努力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修养和素质。只有通过自
己的努力，才能够为家庭、国家和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明白只有通过每天的实际行动，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和缺
点，我才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人，为社会作出积极的奉献。

第三，在教育方面，中庸思想引导我去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中庸认为“一本可以发”，意味着人人都有自己的潜力和才
能，只需经过正确的引导和培养，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
来。这启示我要注重培养自己和他人的综合素质，不仅仅是
知识层面的提升，还包括道德品质、社交能力、情商等方面。
作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我将秉持中庸的原则，尊重每一个
学生的个性，关注他们的特长和潜能，为他们提供全面的教
育。

最后，在社会方面，中庸思想让我对社会价值观有了更深入
的思考。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信仰和价值观。中庸告诉我们，我们要尊重他人的信仰和
价值观，不要轻易对他人进行评判和批评。我深信，只有在
尊重他人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一个和谐、稳定、包容的社
会。我将努力以身作则，践行中庸的理念，推动社会的和谐



与进步。

总的来说，读完《中庸》给我带来了很多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中庸所倡导的中立和谐之道，引导我在与人相处、处理事务
时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中庸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理念，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中庸关注人的
全面发展，引导我注重培养自己和他人的综合素质；中庸思
想让我对社会价值观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我将在今后的学习
和工作中，不断秉持中庸之道，努力成为一个更全面、更有
价值的人。

中庸的读后感篇三

中庸，是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一，其中包含了孔子和他的学生
们的智慧和思考。这本书不仅仅是儒家文化的宝库，更是一
种智慧的引导，一种做人和处事的准则。读完《中庸》，让
我深感受益匪浅，不仅对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更对自己的改变有了具体的思路和方法。以下是我对
《中庸》的几点体会和读后感。

第一，中庸之道，一切亦庸。《中庸》中有一句名言：“中
正而应，故君子事上也，不可废也”。这句话包含了很多深
意。它告诉我们，在处理事物时，应当遵循中庸之道，即坚
持中正之道，同时要果断地应对。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进取，
不仅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也能在为人处世中保持原则
和底线。

第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强调了个人修身的重
要性。只有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这一点对于我们每
个人都有着深刻的启示。作为一个个体，我们首先要修身，
保持良好的品德和道德准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能力
去照顾家庭，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最后，我们才能够发
展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参与社会建设，推动社会
进步。



第三，与时偕行但又不失原则。《中庸》中有一句名
言：“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这句话告诉我们，在不同
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灵活地适应周围的环境，但又不能
违背自己的原则。只有这样，我们的思维和价值观才能够与
时俱进，同时又不失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在如今快
速发展的社会中，这一点尤为重要。我们不能对新事物和新
形势盲目崇拜，也不能因为怀旧而落伍。只有恰当地把握这
一度，我们才能够在时代的潮流中游刃有余。

第四，性情能违而道不易。《中庸》中强调了人的性情本性
难改，但却提出了不易之道。这一点给我很大的启示。我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有自己的特点和习惯。我们
不能期望人人都变得完美，但我们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来进
行自我提升和修正。这需要我们有坚定的决心和毅力，同时
也需要我们能够接受自己的不足并积极改变。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够不断进取，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第五，和而不同，多元共融。《中庸》提倡了和而不同的理
念。这一点对我来说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身处一个多元化
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我们不能因为
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而互相排斥和冲突，而是应该进行
对话和交流，找到共同点，并尊重和包容差异。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和稳定的环境，为人类的发展和
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庸》是一本充满智慧和人性的经典之作，读后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它教会了我如何在复杂的现实中保持中正之
道，修身齐家，与时偕行但又不失原则，改变自我，以及和
而不同，多元共融。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用心体会其中的
智慧，我们就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找到正确的方向，取得更
大的成长和进步。



中庸的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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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小编整理了几篇《中庸》
的读后感供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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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中所提倡的思想，如“不偏不倚”、“至诚无息”、
“内省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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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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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是古代社会的主题，我们中国要建设成为强盛、民主、
文化、协调的社会主义国度。

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的精良传统，北京奥运会上，一
个“和”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精华，向众人传递了中国
的处事立场。

对我们个人而言，每个人要感性看待问题，以中庸的态度处
置问题。

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修身的进程，通过书本获得悉识，通过常
识传递思维，，进而到达书中请求的道德水平。

通过浏览，我学会了: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自己不乐意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强加给别人。

“正人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幸运”，要学会以君子看事
物的角度去察看事物，不要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

在当今这个竞争剧烈的社会，压力充斥了人们的生活，人们
开端抱怨社会的不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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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畸形的景象。



因而，我们要温和的对待这个问题，不要将其极其化，在意
识问题的基本上，

一直空虚自己，是自己变的强盛，同时要坚持一颗谦逊谨严
的心，不要戒骄戒躁，任何事件，当时有准备就会胜利，没
有预备就会失败，不要盲目自负，要做到胸有成竹。

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唯有博大和宽容，才干兼容并包，使为学存在世界目光跟开
放胸怀，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
而亲仁”。

咱们要逐渐的进行学习的五个档次，终极使本人适应社会，
实现自己的幻想。

激动是魔鬼，在面对难题的时候，一定保持一种平和的态度，
不要心急，缓缓的处理，只有这样能力战胜艰苦，最终达到
成功的此岸。

所有任性而为，不要强求，只要属于自己的货色，就永远跑
不了!

在《中庸》中，我领会到了知识的主要性，知识真的能改变
一个人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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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学之，审讯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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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多少年来，爆炸性新闻比拟多，比方说“我爸叫李刚”等，
这些消息从侧面反应出中国的国民生活程度差距很大，其中，
确定有良多人在埋怨为什么自己不那么富有，认为生涯不公
正。

实在，我感到，生活是最公平的，只有你付出了努力，生活
就会给你一份回报，别人用一份尽力就能做到的，我们可以
用一百分的努力去做;别人用非常的努力做到的，我们能够用
一千分的努力做到。

假如这样子的话，即便我们再贫困，再笨拙，也一定会靠自
己的才能将生活水平进步，必定会变的坚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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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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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的读后感篇五

问世间之事，无止，中庸读后感。

唯一‘利’字当头，悲哀。

变中自有不变，是所谓道。

天下何止一道

道亦无止

然道亦不改

当知

守道之谓正

然道道正，可悲了。

道不相勃

怨则停

知‘ 道’，不可以止，



要干嘛呢......

子喷：通。

知‘道’而使其通，是所谓中。

‘中庸’之道几可与天比肩。

事事守中乃天赋人心

人人皆临，几人肯施

天与弗取，自取其咎。

‘中庸’乃天之道

成之为圣者

偏离为小人

守之为君子

为君则无为而为

子喷：至诚，明善。诚则明，明则诚。

诚既大道之源。至诚，明善，笃行。

大道求源，做人立本。“诚”乃人之本。

涓涓之流可以致远，有其源泉。

枝繁叶茂而无有根，则虚有其表。

国无本，则国亡。



人无本，则魂丧。

人人守本，就是传说中的‘共产主义“。

怀抱本分，去永不停息的看世上的千姿百态，恪守中庸之道，
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