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曾国藩读后感(汇总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这时候
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曾国藩读后感篇一

寒假里，我读了《曾国藩家训》虽然没读完，但其中的故事
让我感触很深。曾国藩，他被称为“晚清中兴名臣之首”，
又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理学大师和一代大儒。大家想，
这样一位名人，肯定是聪明绝顶吧！那让我们来看一个小故
事吧。在公元1825年一个冬天的晚上，天气很冷，一般人都
早早上床睡觉去了，只有小偷在这时“工作”。有一个小偷
早早地趴在一户人家的房梁上等待最佳时机。这户人家里的
一个孩子正在背书，小偷想，等他背完了我再下去“工作”
吧。这孩子背的文章并不长，按理说一会儿就背完了，可这
孩子背了一晚上还没有背过。小偷在房顶上又冷又饿，眼看
着再不走天就亮了，冻了一晚上什么也没偷着，他气得不得
了，“蹭”的一下就从房顶上蹦了下来。小偷一把抢过小孩
手里的书，“啪”的一下摔在地上，说：“不就是一篇文章
嘛！有什么难的。”小偷一下就背了出来，原来，小偷趴在
房顶上一晚上，听都听会了！这个笨孩子是谁呢？原来他就
是曾国藩。那么，曾经小时候那么笨的孩子后来怎么就成为
那么有才能的人了呢？我看过书后才知道，原来，曾国藩虽
然笨一点，却是一个特别勤奋好学的人，他每天都坚持学习，
坚持写日记，每天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检查过错，加以
改正，不是坚持一天两天，而是一辈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奋斗后，他才成为了一代大儒。今后，我也要向他学习：学
习他勤奋刻苦学习，坚持不懈的精神，坚持每天写日记，时
刻提醒自己的言行，努力做一个“自立、自省、自信、自
强”的'人！



成语聪明绝顶：聪明：聪敏有智慧；绝：冠绝。形容极其聪
明，无人能比如：清·无垢道人《八仙全传》第五回：“他
本是夙根极好、聪明绝顶的人，当时都已领会。”

曾国藩读后感篇二

旷世难逢天下才之曾国藩，应该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有
才、但从不刚愎自用且从不持才自傲；有德，但坚持原则，
心思玲珑。

文学家萧佰纳说过：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
人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书中所说：“一个人应该和周围
的环境相适应，适者生存。曲高者，和必寡；木秀于林，风
必摧之；人浮于众，众必毁之。以退为进才能有一颗平凡的
心，才不至于被外界左右，才能够冷静，才能够务实，这是
一个人成就大事的最起码的前提”，为此，曾国潘懂得变通，
也懂得如何低调做人，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是
位权衡形势的高人。

“一个人仅仅有才智也不行，必须要不断地修炼提升自己的
修养，但其间最重要的是去掉自己的锋芒，少言实干”，否
则，命运就如三国时的.杨修。

曾国藩的才智、德行太值得生活在这个浮躁的世界的我们去
学习，要适时变通，兼顾灵活和原则......

曾国藩读后感篇三

深秋的夜晚，微凉的风从小院穿过，涤生平静地回到书房，
拿出纸笔，微微捻了捻胡须，看着被自己打了一地的水烟壶，
写下了“日课十二条”这个题目。

又是一个漫长的隆冬，八本堂内的国藩在纸上这样写
道：“吾棋瘾太大，虽然棋瘾比抽烟要好，但也太耗时间心



血，故决心戒棋。”

也许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能抵得上通过自省使内心纯净的
高尚了，曾国藩作为一代理学宗师，继承其老祖曾子的“五
日三省吾身”从29岁起每日在日记中反省自己今日的不足，
检点自己的过错，终于从笨小孩儿成长为满清第一重臣！在
我看来也许自省方是曾国藩成功的关键，只有自省方可清洗
内心的污垢，也只有自省方可不忘初心，永得始终。

这也让我想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他以魏征为镜时刻自省自己
是否勤政，是否有愧于人民，是否有益于国家，终于他开创
了兼并包容而开放的大唐盛世。

是啊，表面的光辉与浮华太过刺眼，因为他挡住了真实，夸
张的色彩与线条太过喧闹，因为他只折射出炫目的光彩，隐
藏了致命的暗伤。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自负一生，
致使连他的亚父也被他气走。直到四面楚歌，生命的最后一
刻，还在说：“天亡我，非战之罪。”毫无自省之意，其执
迷不悟，可见一斑。如果他能自省，那历史可能会少一
个“汉高祖”多一个“西楚霸王”，天下也未必会姓刘。

时间转到了清代，在屈辱的百年近代史中那晚清统治者沉醉于
“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认为自己的国家战无不胜不知自省，
殊不知世界风云变化，他国已是坚船利炮，而清朝竟还在冷
兵器时代，如果他们能从一次次战争的失败中自省，可能历
史将会得以改变。

如果我们用自省及时改正自己的缺点，也许我们会使内心宁
静，然后“致远”、淡泊而又“明志”，从一颗谦卑的心出
发，历炼出与众不同的自己，成就属于自己的精彩生活。

成功，从自省开始。



曾国藩读后感篇四

最近读张宏杰著《曾国藩传》颇有感触，此书描绘了士大夫
代表人物曾国藩由科举入仕到出将入相的宦海沉浮，祖祖辈
辈平民出身到完成立功、立德、立言的成圣之路，展现了传
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曾国藩耀眼的个人魅力，笔者将摘录
书中最获益的几句话谈下观点。

1、曾国藩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曾国藩认为办事笨拙的人反而靠得住，更值得信任。他本人
智力水平很平庸，秀才考了七次才考上，第六次的答卷甚至
作为文理不通的典型被通报批评。但任何时代都不缺聪明人，
更不缺自以为聪明的人，这些人往往都很讨厌，却又喜欢苦
口婆心的劝别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要坚定自己的内心，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不要因干扰而自乱阵脚。

2、曾国藩为什么把日记给朋友看呢？因为外力远远大于内力。
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

曾国藩在三十岁这年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为“圣人”，方
法论就是写日记，几无间断的一直写到去世前，而且要把日
记装订成书请好友传阅并监督自己。这里有三点，其一是超
强的自省、自律，二是要求监督并能改过的执行力，三是说
话可对一人言就可对万人言的坦荡。而今网络工具很丰富，
但是一件事不说坚持一辈子，能坚持一年的我都没见过。不
过平心而论，我在公众号写文章，如果没有催更的声音，估
计我早都放弃了。

3、晚年，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
同一个果子的成熟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

不着急是因为人生很长、不懈怠是因为每天很短。曾国藩的



人生无疑是成功的，是很多中国人心中的精神丰碑。他以自
己的实践证明，如果真的实心实意自我完善，胸襟、见识、
气质将会完全不一样。

像这样的语录以及对于具体问题的方法论还有很多，虽然已
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读起来仍然会带来很多思考，难怪毛主
席会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曾国藩读后感篇五

昨天才拿到《曾国藩传》就迫不及待地读了第一章，第一章
主要介绍了曾国藩及其家族如何通过科举之路一步步踏上从
政道路并实现阶级跨越的。

从本章节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原生家庭虽然小有富庶但并非
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甚至前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民。可见他并非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富二代或官二代，凭
借自身的努力一步步脱颖而出，进了翰林院，相当于现在知
识分子的精英中的精英阶层。总结来看，我认为曾国藩能够
成功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原生家庭重视教育。从第一章可以看出，从曾国藩的爷
爷辈就非常重视教育，不惜花重金培养曾国藩的父亲和曾国
藩本人。本来祖父是想培养父亲的，可惜父亲多年不能中取，
祖父就是不信邪，把希望放在孙子上，从小非常重视曾国藩
的教育，所以曾国藩在这种教育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自
然文化基础和素养也不差。

二、继承了家庭的优良传统精神—锲而不舍。我们读第一章
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父亲多次科考，多次不中。考了好多年，
终于在40多岁才榜上提名。而曾国藩本人也考了好多次才考
上秀才。父子俩的这种成绩成了当地乡亲的笑话，但这些都
没有阻止曾氏家族追求金榜题名的梦想。他们带着这样的梦
想，一步步锲而不舍地向梦想迈进。终于父子俩都在不同的



时间实现了自己或大或小的金榜题名之梦。而能带着他们坚
持下来的就是他们家的家族精神——锲而不舍。曾国藩回忆，
他的祖父有“三不信”，不信风水，不信医生，不信和尚，
只信人定胜天。我想翻译过来，就是对梦想的锲而不舍的这
种精神。

三是善于从失败教训中分析原因和总结。通读曾国藩的科举
之路，发现他的科举之路走得并不顺利，他失败的次数其实
还是得挺多的，但是有一次的失败开启了曾国藩的人生拐点。
那就是他的父亲中秀才，而他却名落孙山，还被当成反面典
型进行通报，批评他的文章写得文理不通，相当于现在说的
语句不通，结构混乱之类的，还是批评得相当厉害了。这件
事使得曾国藩深受打击，他痛定思痛，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
并将自己的文章和其他优秀的文章进行对比，准确找到了自
己的不足，找到了自己的一套写文章的方法。第二年，他再
次进行科考，终于如愿以偿金榜题名。从此以后，曾国藩找
到了自己的学习方法，成绩开始突飞猛进。可见善于从失败
中找寻原因，找差距，总结经验是多么重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