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学修身体会(优秀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大学修身体会篇一

要知道本人是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同样怀有绝望心情的人，此
看见这个文章有着同样的触动和震撼，于是，今天我很认真
的在我的博客上写下我的感觉。

当时看它，我就觉得给我很大的暗示，震撼着我的心。：

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论天赋，每年中国出生的人口中，至
至少少有10个左右是可以影响世界的人，也许这个数字还只
是零头。还有一种说法是，世界出生每个人都可以影响世界，
那么中国教育的罪恶就更大了。

橘生南谓之橘，生北谓之枳。

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大老爷们还在上面指定一些网络实名化
的愚蠢条例，还在高校找mm陪舞。

你知道富人为什么看不见穷人么？因为富人眼里没有穷人，
他们生活的圈子也没有穷人。所以富人看不见穷人，时间长
了富人就不知道有穷人了，富人以为天下丰苍、国泰民安，
富人以为人人丰衣足食、温饱小康。

因为指定教育规则的人，周围没有生活在底层的学子，没有
真正体会到教育制度的人，所以制定规则的人也就想当然。

在这里，谁是上帝？指定规则主宰一片土地的人就是上帝，



我的上帝呀，你在做什么？我的生命，我的将来，都在你的
手上，而我是你的子民，你却如此这般儿戏。

我的母亲呀，我不想戳痛你的心，现在的研究生喝酒打牌逛
窑子，为教授写文章翻译书籍挂教授名字以换取一个学位的
还少么？导师抛弃结发多年的妻子与他的妙龄少女学生逛内
衣店，真真切切就在我身边发生。我不想说100% 因为我想给
我自己一个追求理想的一丝微光，好让我“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的念头不至于夭折和绝望。

我就是被淘汰了几伦的残次品，我的大学给我的，我的母亲
给我的……到死我也无法瞑目！

大学修身体会篇二

我幼小的心被《贫穷是最好的“大学”》这篇文章深深打动
了。

文章叙说的是天津市一个家景贫寒的学生金鹏，与贫穷、苦
难和厄运抗争，登上了令人瞩目的“奥数”领奖台，并以优
异成绩考进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真实故事。

因为穷，小金鹏只能捡小伙伴们用短扔掉了的铅笔头来写作
业，把用过的作业本上的字擦掉继续用；因为穷，连上小学
的学费都是借的，靠卖掉家里的小毛驴得来的600元钱交中学
学费；因为穷，成为学校里唯一不吃菜也没有用过肥皂的学
生，连出国参加“奥数”竞赛也带着黄豆辣酱。

但金鹏志不穷，贫穷化作了他学习的动力。小学就自学了初
中的课程，初中就学了高中的课程，为了学好英语，用小石
子放在嘴里练发音，舌头磨出了血。不满足于“奥数”的二
等奖，最后争得了第一。

金鹏的故事让我感动，让我深思，让我想起了立根破岩中的



松柏，面对贫脊的土地，面对寒风冰做霜，吸收着有限的营
养，最终长成参天大树，昂首傲立。也让我想起了温室里鲜
艳的花朵，它从小在花农的呵护下成长，吸收着充足的养分，
但一移到室外，就经不起风吹雨打.

这些都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成功，要取得辉煌的成就，就必
须经过艰苦的磨练。艰苦的磨练能去除人们的缺点和不足，
提高斗志。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是啊，成功在艰苦的磨练中孕育，
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成功，就像雨后的彩虹一样灿烂，就象
春天里历尽了寒冬风霜的松柏一样青翠。我们是祖国的未来，
我们不要做温室里的娇嫩的花朵，我们要象松柏能经霜，要
象金鹏敢于吃苦，学会吃苦，鼓起勇气战胜困难与挫折。让
我们记住金鹏妈妈的话：“一吃苦，什么都不难了”。

大学修身体会篇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啊！
《大学》的宗旨就是让人们显示自己天赋的美德，革新人们
的思想观念。每次读到《大学》时，这种体会都让我感触良
多，受益匪浅。

你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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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我最喜欢的，它的意思是
说一个人弄懂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后就能安定自己的心，不会
为外界所迷感，就能做到心静如平静的海面，在人生的道路
上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一个心静的人心态也会安稳，远离浮
躁，思虑周全，从而收获最伟大的学问之道。

记得四年级时，我雄心勃勃地报了许多数学竞赛，可获奖的
次数却寥寥无己，我一下子惊呆了！平日里在奥数班里
的“鸡头”走出去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我变得烦躁不安起
来，对奥数也起了排斥之心……在这关健时刻，全校要求背诵



《大学》，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正是这段话让我顿时豁然
开朗，它让我明白了人最重要的是自身的意志，如果你的决
心动摇了，思绪混乱了，那你以前所作的努力都将会付诸东
流，因为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成功，更加不能克服任何的困难。
我忍不住对着墙大喊：“王子陌，从容镇定地面对所有的一
切吧！”

你看！《大学》就像是我的一个益友，将数不清的道理塞满
了我每一根血管，让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让我终身受用！

大学修身体会篇四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四书五经这个东西，千百年来，已经被无数人阐释了无数遍，
本无需再狗尾续貂，然而，时代有不同，读者的阅历亦有不
同，视角自然有变化，故，依然有东西可写。不妨就写写我
这些年读四书的感想吧。

先从《大学》开始。

《大学》，非大学。古时学分小学、大学，无中学，一般十
五岁入大学。小学学的是识字断句、声律启蒙、遣词作文；
大学则教“大人之学”，也就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不可谓
不重要。《大学》一书，本出自《礼记》中的一篇，被北宋
的二程（程颐、程颢）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重新梳理。到
了南宋，又被朱熹做了一番梳理和补写，与《中庸》一起被
摘出来单独成书，二者与《论语》、《孟子》并列，是为四
书。

五经是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四书的地位，有点像五经的导
论，或入门书。《大学》是四书之首，篇幅很短，主旨也不
是很复杂。正文就更短了，都在第一章，基本上只有数百字，
叙述了《大学》的核心思想，后面的文字都是在从不同的侧



面阐述和论证核心思想。《大学》相传是孔子的后人子思所作
（不确切），其中的文字有不少引用自《尚书》、《诗经》
等书，看着朱熹的注释，意思也不难理解，不看注释，自己
也能猜出七八分，所以，对于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没有阅
读障碍的。

我是20xx或20xx年开始翻看此书，当时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
买了一本朱熹的《四书集注》，就看了看。记得很清楚，看
到第一篇《大学》，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本书读晚了。目前
看来，大二大三看应该比较合适。中国目前的教育方式，对
大部分人来说，中学阶段基本都是忙于升学，决定了学生的
时间不大可能去思考一些“治国平天下”的“大学”。真正
上了大学之后，又是忙于各种考试，为了就业，考各种证，
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一生只为稻粱谋”，已成为了大多
数人难以改变的“命运”。《大学》这类书，看早了，没有
相应的经历，没有切身感受，很难明白；看晚了，有些事情
自己经历过了，也能总结出类似的道理，再看就是复习了；
或者看看别人怎么看，看看古人怎么阐发其中的“微言大
义”的，玩味一下，也未尝不可。

所以，当前中国的大学生“治国平天下”的水平，与一千年
前的“大学生”相比，未必有什么长进，尽管他们读
的“书”很多。

进入正题。

《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
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大学》一文，主要讲的就是“修齐志平”之道，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也许大部分人都用不着治国平天下，即使如此，
读之若能修身齐家也是很不错的。其中的一些话，即便当做



名言警句，也是发人深省的，比如，“知其所止”，“物有
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自天子以至于
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摘几句出来，谈谈我的看法吧。

“知其所止”。这是一个关于目标选择的问题。此处
的“止”，应是终极目标，不是阶段目标。说白了，一个人
要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活的，如果这个问题弄明白了，相信
一定会少很多烦恼，人的烦恼大部分都是被周围的环境惹出
来的，看到身边的人怎么怎么样了，心里往往会有波澜，可
是，如果你如果知道自己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再去看那些事
情，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烦心事儿，一时的得失、高低、
成败、荣辱，不过转瞬，对于“所止”之目标，几乎无任何
影响，根本不值一提。而人又如何找到自己的“所止”呢？是
“立长志”呢？还是“常立志”呢？一个人想要找到值得自
己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不容易，很不容易。如果一个人只是
求温饱而已，那么，只要不在乱世，无大病大灾，自己踏实
工作，这个目标应该很快就能实现，实现了之后，又该干点
什么呢？把这个“温饱”生活重复一万遍？还是再定一
个“小目标”？比如挣一个亿什么的？游遍世界？吃尽美食？
这种物质上消费型快乐，很可能持续不了多长时间，而且当
一个人老了之后，回忆一生，如果能记起的只是吃了什么好
吃的，玩了什么好玩的，岂不有点遗憾？不过，话又说回来，
人各有志，也许对于一些人来说，吃喝玩乐过一生，就是最
大的终极目标，其他都要靠边站。这种活法对于gdp确实有重
大贡献，既然如此，也不错吧。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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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修身体会篇五

克西姆.高尔基的《童年》举世闻名。在一个很平凡的星期天
下午，我翻开了它。情绪也随着书上一行行黑色的宋体字忽
起忽落…… 主人公阿廖沙痛苦的童年生活打动着我：四岁丧
父，跟随悲痛欲绝的母亲和慈祥的外祖母到专横的、濒临破
产的小染坊主外祖父家， 却经常挨暴戾的外祖父的毒打。但
善良的外祖母处处护着他。在外祖父家，他认识了很多“安
安静静”的亲戚，其中包括两个自私、贪得无厌的、为了分
家不顾一切的米哈伊洛舅舅和雅科夫,还有两个都叫萨拉的表
哥。朴实、深爱着阿廖沙的“小茨冈”（伊凡）每次都用胳
膊挡外祖父打在阿廖沙身上的鞭子，尽管会被抽得红肿。

但强壮的他，后来却在帮二舅雅科夫抬十字架时给活活的压
死了……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
里度过的：贪婪、残忍、愚昧；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
斗角；为争夺财产常常为一些小事争吵、斗殴……但在这个
黑暗的家庭里，有一个勤劳、坚强、善良的外祖母。她常常
给阿廖沙讲好听的神话故事，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想
丑恶现象屈膝的人。

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就像他的家庭一样。周围残酷的事
情太多了，有时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
情。但好在有外祖母——全家人的精神支柱。阿廖沙也还认
识很多其他的人：搬进新房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三少爷，
等等。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奇怪”的举动中懵懂的明白了
一些道理。



凶狠的事情。更不会发生残忍的把某个无辜的人无端地折磨
致死这类想都没想过的“恐怖事件”。 天哪，如此比较，我
们的童年和阿廖沙的有着天壤之别。我们每天生活在蜜罐儿
里，被甜水泡着，被金灿灿的钱堆着……我们是多么幸福呀！
我们从来不用考虑衣食住行，这让大人们操心就足够了，还
轮不到我们呢。 但拥有着这些，我们并不知足。我们总是奢
求更多。

因为，在我们眼里，大人们挣钱是那样的容易，似乎都不费
吹灰之力。我们多天真啊。 的确，我们不用像阿廖沙那样只
十一岁就到“人间”独自闯荡。但读过《童年》之后，我们
应该悔过自己曾经的奢侈，我们应该不再浪费，我们应该学
会珍惜。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吧。我们不再奢侈，不再浪费；
我们开始为长辈着想，体谅他们；我们更应该开始满足自己
的幸福生活。为了以后，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到“人间”的
那一天。

大学修身体会篇六

什么样的人是有修养的人？谦虚的？低调的？善良的？温柔
的？是的，这都是个人修养的表现。古人云：“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出自《礼记·大学》，原句
是：“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
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意思就是，如果你想要管
理好家庭，有益于国家，美德彰显于天下，那你首先要提高
自己的个人修养。

怎样才能提高个人修养呢？

其实还有后半句是“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即“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欲修身，首先要格物。格的意思是穷尽，物其实就是事物的



道理。宋代的程朱理学对格物的解释就是——追溯万物的本
源，也是磨练自己心理意志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学
习研究万事万物的规律，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
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
修养品性。试想一个对世间万物一无所知的人，又何谈修养。
脱离万物脱离知识谈修养，就好似无根之水无本之木，再如
何精彩也都是空中楼阁，也只能是泛泛而谈。我们有时看到
一个人，你会感觉她有气质，一看就是很有修养，是的，有
修养的人总是很有气质，这气质从何而来，必然是多年的学
习、通身的学识积淀而成的。这便是修身的第一要义，儒家
坚持了几千年的“格物致知”。

其次，便是要“慎独”。何为“慎独”？基本句意可以
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向平时一样”，但这是第一层级，
往上，指任何时候自己的内心都要像有个天理在审视自己的
样子，也就是不管有没有人，更深入强调是内心的“诚”。
诚就是“无自欺”，时时刻刻面对真实的自己，这个点其实
非常难，我们日常潜意识的规避是很严重的。所以到了宋明
理学时期，很多理学家，为了达到“诚”的境界，就有
了“敬”和“静”的功夫。敬不再是指尊敬其他人，而是自
己尊敬自己内心的天理良知，保持让天理良知时刻审视和审
判自己；而静则是认为只有在心静的情况下，才能最好地审
视自己，这个心静，不简单是停下来，而是指内心冥灵，一种
“诚明”的境界。

格物致知+慎独，再提高个人修养之路上缺一不可。子曰：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便是这个道理。只知格物致知，
而不“诚”，做不到“敬”与“静”，很容易走进死胡同，
钻进牛角尖，甚至走上弯路，可以说“慎独”是“格物致
知”掌舵人。而一味崇尚“慎独”，忽略“格物致知”，便
会像前面说的，思而不学则殆，殆即有害，更别说提高个人
修养了。

让我们铭记格物致知与慎独，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成为一个



自己满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