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国学孝道心得体会(大全9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好
的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
得体会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

国学孝道心得体会篇一

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听故事。后来上了小学识字了，妈妈
给我买了许多故事书，其中就有《 365 夜国学启蒙故事》。

这些故事中，我最喜欢“木兰从军”。一次，朝廷要与邻国
打仗，需要大量人马，地方官让木兰家派人参军。花木兰想：
父亲年老体衰，弟弟还未到参军的年龄，怎么办呢？看着父
亲愁眉不展，花木兰人偷偷将自己化装成一个小伙子，代父
参军去了。战场上，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机智勇敢，骁勇
善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还被提升为大将军，直至带领大军
胜利归来。花木兰衣锦还乡，却拒绝了受封。

我认为，花木兰不仅有着一颗孝心，同时，她还有着一颗爱
国心，忠君报国，舍生忘死，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花木兰的
原因，她的精神太令人钦佩与学习！

书中其他的故事也非常精彩，常使我爱不释手。我知道这些
故事都是几千年代代相传下来的，是民间智慧的结晶，是人
类历史的文明，颂扬了古人们的传统美德与思想，蕴含着丰
富的内涵和人生哲理。

我从《 365 夜国学启蒙故事》中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获
得了许多学习与做人的启发，它指引我做一个优秀的人，一
个德才兼备的人。我在阅读中学会了成长！



国学孝道心得体会篇二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
将自定。

总有人说道家无为的思想消极，曾几何时，我也有此观点。
然而随着年岁日长，却迷上了这种“道法自然”之感。虽
说“人法地”却没有谁可以凭借自身欲念得到一切美好。

人生在世不过一场虚空大梦，韶华白首不过转瞬，唯有天道
循环，周而复返。当初老子羽化，有人仅在他的灵堂干嚎三
声，却道出：“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时间
不因我们的执念或走或行，我们在成长，身边的人也在老去，
每个人都有终结之刻，伤心固然，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
我们且行，且负着逝者的心愿走向更远处，此是无为，却又
为人而生。

生命之火不熄，生命却依存在自然中。壹其性，养其气含其
德，以通手物之所造。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隙，故物
莫之能伤也。

日复一日，我能看见的总是迷雾重重，少时的蓝天早已不见，
从一千零一个明星黯淡的夜晚醒来，我能感到“道”的低吟。
那是一种苦难，道常无名，朴虽小，我却当它是天地自
然。“人定胜天”一语不假，胜了“道”却也失了美好。人
对物质的欲念笼罩在每一寸土地上，我亦有欲，我却愿无为。

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尝随人。

学习中，我也始信“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今时许还是无
所为，然“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尽吾
力，行是无为而目的在全有，无为而无不为，或许漫漫人生
路，我的“道”也可有成。



论道，我浅悟无为。

追寻“道法自然”，“无为”是途径，其表现从积极有为的
逆向入手，遵循柔弱顺从，处后谦下的“因循”原则，即
是“弱者道之用”。但这决非真正的退却，而是以屈求伸，
以柔克刚。我欲无求，尔后则可“死生惊惧不入手其胸”，
如此，终有一天，无论攀顶，抑或坠落，我终将“清静无
为”，与未来美好一同存在。

国学孝道心得体会篇三

《国学经典》让我学会感恩、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
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
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说：“学生，在家里孝顺父母，在外要
敬爱兄长，做事谨慎而诚实，博爱众人，而亲近仁德的人，
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的力量，再去学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
承载着中华五千多年的文化内涵。今后，我要多加学中国人，
我们应该以此为傲，也希望大家能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国学
文化，使其在历史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永不衰竭！

国学孝道心得体会篇四

国学的天空是一部国人都应该看并且能看懂的书。

提到国学就不得不提到儒家和道家，他们的思想可以说影响
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历史。

对于入世者，孔孟之道可谓必修；出世者则与老庄相伴。

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性的价值必须由内而
发，人道确立则万物亦得以安顿。孟子认为“思诚者，人之
道”，只要真诚，就可以体验自我要求的力量，走上人生正
途，由此活出人格的尊严与伟大。



老子的修养方法是虚与静，以道为本源，由此孕生智慧，则
人生的困境与虚无之感化解于无形。庄子相信人的最高智慧
在于明白“未始有物”，既然哪些，在现实生活中，人生何
必执着？何不逍遥自得，与道同游。

儒道两家亦颇有渊源，孔子多次问礼于老聃。而在百家争鸣
后，唯有儒道两家存在至今。究其因缘，大有说头。

两者既有对立，也有互补。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对
中国历史起过很大的作用。在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之实施
正是对道家之学的借鉴。而武帝时期，重用儒生也是国家要
强盛的一种思想需要，正所谓不立不破。

当然了，一般都是先想平天下的嘛，人最初的理想总是很宏
伟的。在现实的打击下，理想破灭了，心灵需要慰藉。这就
找到道家之学。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后，道家仍可存在发展。当然也和起清静无为，与世无争
有关。

读《国学常识》，学经典知识，对我个人来说，有不少收获
和体会。一方面，从国学经典中获得了许多新知识，提高了
自身素养，特别是书中的管理理念，可以学以致用，对于我
做好车间管理、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确实有用；另一方面，
从国学经典中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处世的哲学。

现代社会知识更新快，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太有限，根
本赶不上时代的变化，必须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观念。而
学习，应该海纳百川，博而精。新时代的知识技能固然要学，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更应该要学。《论语》中说“学而
不厌，诲人不倦。”“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国学经
典里的知识也一样，就像陈年佳酿，越品越有味道。而且也
只有国学经典才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品味。《论语述而》中
还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
读书时我是个自信得有些自负的人，莫名其妙的盲目自傲。



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粗略地看了《论语》，现在，在工作的
环境中才知道那句话说得太对了。“人外有人，山外有
山。”同事中人才济济，通过不断交流、学习可以取长补短，
可以使自己的知识、技能得到长足提高。

在为人处世上，我也从国学经典中学到不少。曾学到过孟子
的这样一句话：“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在当今这个
物欲横流的社会，更应该以此作为行事标准。人可以穷，但
是要有骨气，要有奋斗的决心，只要勤劳，就能创造财富。
现代社会机遇很多，造就了很多暴富的人，但是由于来得太
容易，所以一切都显得那么不踏实。处在这个太平盛世的我
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以“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来要求自
己。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博大精深的中
国文化引起了众多外国学者的关注。他们来中国旅游，来中
国留学，特别想感受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像晚清
时期的满洲贵族那样妄自尊大、闭关锁国。但是当京剧、武
术、中医、古汉语文学等国粹渐渐远离我们视线的时候，作
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经典拿出来细细品品，再去
学其他的好东西。我一直认为学习掌握一些我国的传统文化，
才不愧为一个中国人。

《国学常识》一书并没有看完，里面的东西太多，包含的知
识太杂，可以说是中国的一本百科全书，也可以说是一本十
万个为什么。书中讲到了很多典故，习俗的来源，每个里面
都包含这中国上下五千年中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它包含了职
官典制、法律文化、民生礼俗、衣食住行、体育娱乐、哲学
宗教、语言文学、书画艺术、戏曲曲艺、建筑园林、中华医
药等方面，可以说涵盖了生活中得方方面面，好多问题可以
毫不费力的在其中找到答案。

但是，我想说的却是，这些文化，现在知道的人又有几个呢，
有几个人会关注呢，社会是进步了，我们的知识面再不断扩



展，不断的在接受新的知识，可是对于我们的传统，我们却
一直在忽视，茶道起源于中国，而现在却流行于日本，韩国
也在申请中秋节，而中国人在干什么，在过圣诞，过2。14，
我并不反对洋节，但是在过洋节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传统节
日难道就要丢掉吗，你问问现在的80，90后，100%知道2月14
情人节，但对于七夕知道的就估计不多了吧。

国学孝道心得体会篇五

人之初性本善，善乃做人质根本。

善乃做人根本，正如儒家所信仰，人一出生就是善良的，在
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上他的人生方向是他自己决定的，而他选
择的人生方向则是由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的不同的人或事
物所决定的，人善与恶决定于他由小到大所经历的事情。

有多少人在帮了别人之后反被诬陷，有多少人在帮了别人之
后得到的不是帮助别人的喜悦而是被冤枉的痛苦与悔恨之
情……正是有太多的这样的例子，所以使得人们的善心在不
断的消退甚至消失。

请让自己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想想如今的社会状况，我们是
不是该站起来来挽救社会的善心，来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如果想好了那就请站起来吧!

国学孝道心得体会篇六

记得二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沈静老师向大家推荐了一套课外
阅读题材书《中国学生最好奇的世界之谜》学习拼音彩图版
丛书，内容丰富：有介绍恐龙《恐龙帝国》，有介绍军事的
《军事帝国》，有介绍宇宙的《宇宙秘境》，有介绍地球的
《狂野地球》，有介绍植物的'《植物王国》，还有有介绍人
体的《人体谜宫》等等。



通过这些课外教材的阅读，使我了解了地球和宇宙的神秘，
了解了大自然的神奇，也了解了人体的秘密，丰富了课外生
活，拓宽了知识面。其中最感兴趣的是《恐龙帝国》，妈妈
带我去南京市古生物博物馆看恐龙化石，真大啊！那么多庞
然大物曾经统治地球，后来居然神秘失踪，真有点不可思议。

你想了解更多有趣的世界之谜吗？让我们去阅读去探索吧！

国学孝道心得体会篇七

《国学小子丛书》是我看过最好看，最有用的书，这是我在
看完《国学小子丛书》后的第一感想。

据传说，五千多年前，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无论传
说是否属实，它都表明：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的文
字。几千年来，汉字担负着记载历史、传播文化、创造文明
的重要使命。可以说，没有文字，就没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文明史。

国学小子丛书里的汉子故事这本书，讲述与汉字有关的`故事
和与故事有关的汉字，让小读者在趣味盎然的故事中加深对
汉字文化的了解，并感受中华文明的恢弘壮阔。

《国学小子丛书》通过各种故事，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学习了
很多的国学，这是非常难得的。我喜欢国学小子丛书。

国学孝道心得体会篇八

《论语》你们想不想知道是它写什么的?是谁写的呢?我猜你
们都想知道吧!其实它是一本语录。二千五百多年前，有一位
老师孔子，他对学生非常有耐性，对人非常的谦逊，所以很
受人尊重。这本语录主要是他的学生把孔子上课说的话和生
活中做的事记录下来。



《论语》记录了很多孔子说的话，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有
很大帮助。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公冶长第五》子
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句话是孔子通
过称赞伯夷叔齐俩兄弟不记仇，因此别人就就不记得他们的
旧怨这样一个故事讲述了为人处世应有的态度。

国学孝道心得体会篇九

“国学”，顾名思义，中国之学，中华之学。有幸学过《国
学经典》之后令人博雅情趣，开阔视野。读的是中华文化精
品，领略的是人类文化精华，重温的是文化精髓，坚定的是
中华复兴的信念。虽然里面节选的一些经典名著各篇的经典
段落语句，但读过之后有一种想读原文原篇的欲望。

其中，《大学》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也是我国封建社会
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之一。书中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
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到善”阐释了“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冶国、平天下”等修身养性的八项途径。

而《中庸》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着，对古代教
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主要阐述“中庸之道”，教育人们
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
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
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君子，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是儒家经
典着作之一。它较为真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着名弟子的言行，
体现了孔子关于“仁”、“礼”的核心内容。内容涉及如何
做人、君子人格的塑造、学习、教育、务政、治国与安邦等
多方面的内容。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它发展了孔子
关于“仁”的思想，提出仁政主张和“民贵君轻”的民本主



义思想，发挥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性善论的伦理观，记载
了孟子游说诸侯及推行仁政的事迹，对后世有非常深远的影
响。

从品读、学习《四书》中知道了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
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感谢《国学经典》，因为有了它，让我
的`生活不再单调乏味，让我受到一次心灵上的洗礼，它真是
一碗心灵鸡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