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经典国学读后感(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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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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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
助!

经典国学读后感篇一

国学是我们中华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瑰宝,传承国学有利于提
高民族的文化素质,使人们共享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接受教
育,提升境界.现在就请你跟着我们一起进入这诗歌的世界吧！

通过诵读国学经典文章,让我在这很美好的春天里感受别一样
的情怀.古代的诗人们也写了不少赞美春天的诗呢！我知道不
少呢！比如说《咏柳》、《早春》等等.《咏柳》这首诗抒发
了作者对于春天的赞美之情,借柳树来抒发春天的美.其
中“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句是把二月的春风
比作了剪刀,多恰当的比喻啊！

我不仅了解了春天的诗歌,而且也学到了不少夏天的诗歌呢！
就说《小荷》吧,诗人把初夏到来的时候写的惟妙惟肖.荷花
刚开始的时候在诗人笔下变得更美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就
是荷花刚刚开的时候样子.

夜晚来临,月亮也随之出来.让我们来看看诗人中的月亮是怎
样的吧.《中秋月》、《关山月》这些都是描写月亮的诗歌.
让人感觉到空中皎皎明月的美丽.

总之,诗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识绚丽的奇葩,他的无穷魅
力值得我们长久而深入的探究.



经典国学读后感篇二

《三字经》是大家都熟悉的一本书，这本书，虽然字数不多，
但它教给了我们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战国时，孟子的母亲为了能使孟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曾三次搬家。一次，孟子逃学，孟母为了教育孟子，做什么
事情都不能半途而废，否则之前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全部都是
徒劳，便剪断了正在织着的一匹布，要知道，在那个时代，
织出一匹布要用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啊。

这句话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一定要有
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就是不断地努力，向着自己心中的
目标不断前行。“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小
孩子贪玩，不好好学习，是非常错误的，一个人小的时候，
是应该学习吸纳各种知识的时候，这样才能为以后打下更坚
实的基础，如果我们小时候不好好学习，等到年龄大的时候，
还是对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那就真的是白白浪费了大好时
光，变成一个一事无成的人了。

正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年青的时候不付出努力，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只有年幼时的汗水，才能换来以后丰收
的果实。“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

东汉人黄香，九岁的时候就知道孝敬父亲，他怕父亲晚上睡
觉的时候冷，于是，每天都在父亲上床睡觉之前先钻进父亲
的被窝，用自己的身体把父亲的被子暖热，然后再让父亲睡
觉。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孝为先的民族，古语说得
好，百善孝为先，如果一个人小时候就能做到孝敬父母，尊
重长辈，那长大以后，他必定也是一个善良的，有所作为的
人。



“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东汉人孔融在四岁
的时候，就知道把最大的梨子让给年长的哥哥吃，这种尊敬
兄长的道理，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三字经》中告
诉我们全部都是做人的道理，我们不仅要看懂，琢磨会，还
要在实际生活中运用书中的道理体会人生。

经典国学读后感篇三

诵读经典，是中华民族对青少年进行启蒙教育特别是道德教
育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引导青少年锻造人格，塑造品德。近
期，我们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思想道德建设，在全县中小
学校开展了敬老、孝老活动，即，要求学生回家帮助父母做
一件力所能及的事，为老爷爷、老奶奶端一碗饭，倒一口水。
为使活动扎实有效的开展，我们通过诵读经典，使中小学生
思想受到教育，心灵得到感化。

在中小学校、幼儿园，推广经典上墙，以经典名言为主题的
宣传字画赫然醒目，利用阅报栏、黑板报登载古典内容，在
教室走廊、宿舍、餐厅、橱窗张贴通诵易懂的`古诗句及名言
警句，使学生的心灵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

我们要求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学生主要诵读《弟子规》、
《三字经》、《百家姓》，只求背诵，可作一般理解，小学
高年级学生和中学生要求背诵《论语》，引导他们在诵读的
基础上理解经典内涵，用先贤训诫昭示做人、做事的道理，
规范自己的言行。

如，北关示范小学自编的《习惯伴我成长》，注重国学经典
教育与师生落实日常行为规范结合起来，倡导学生每周做一
件对自己、对同学、对班级、对学校、对家庭、对社会有益
的事情，任元汉小学自编的《孝道》一书，成为我县各学校
校本教材，学校被县政府命名为孝文化教育基地，该校就是
通过晨读让学生熟记理解，使学生内化为遵守校规校纪，诚
心做事，诚实为人，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自觉行动。他们



还把古典诗词编成易学易唱的儿童歌谣、情景剧，让学生身
临其境中学习和践行经典。

充分利用家长学校，宣讲走进经典古诗文的重要性，取得家
长支持，家长和孩子一起诵读古诗文，让家庭、社会都成为
学生诵读经典的场所，使古诗文的诵读由校内向校外延伸，
营造家庭小课堂，社会大课堂，让孩子尽情倘佯在诗词的海
洋里，对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经典国学读后感篇四

读了《大学》这本书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大学》原属
《礼记》中的一篇，在唐宋时期开始受到重视。朱熹将《大
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
书》，并把《大学》排在了“四书”的首位。

我最喜欢《大学》中“止于至善”的一段话：“为人君，止
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
国人交，止于信”。这就是说，作为君主，应当广施仁政;作
为臣民，应当敬事君王;作为子女，应当孝敬父母;作为父母，
应当慈爱子女;与人交往，应当坚守诚信。

读了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南宋时期爱国将领岳飞精忠报国的
故事。在1126年，金兵攻打中原，岳飞要抗击金兵，精忠报
国。岳飞的母亲十分高兴，就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刺在
岳飞的背上，教导儿子要精忠报国。岳飞投军后，打了很多
胜仗，无数金兵闻风而逃……。但后来昏庸的皇帝却听信小
人的话把岳飞杀害了，但岳飞的美名却流传于世。我特别敬
佩岳飞，不只是他的勇敢和武功，而是他有一颗赤诚的爱国
之心！岳飞为什么能做到精忠报国呢？就是因为岳飞孝敬母
亲，听从母亲的话。岳飞在国难当头之际，不仅做到了“为
人臣，止于敬”，也做到了“为人子，止于孝”。

读了《大学》让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我们从小就要认真听



父母的教诲，不能跟父母顶嘴。对兄长要敬重，看到长辈和
老师要敬礼。对人要有仁有义，不能骗别人，也不能把我所
知道的别人的秘密告诉他人。在学校要认真听讲，上课不说
悄悄话。认真上好每一堂课，认真完成作业，学习上遇到困
难不退缩！一定要把学习成绩搞上去。

《大学》这本书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只要我们从孝敬父母
开始，努力尽到做儿子的责任，尽到做学生的责任，从一点
一滴做起，长大后，就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一个有
所作为的人。

经典国学读后感篇五

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中国是诗的国度，是诗的故乡。
唐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唐诗，是我们民族的传
家宝！在我还没上学时，妈妈就教我读唐诗。

在唐诗中，我明白了许多道理，知道了不少历史，也找到了
无数的乐趣，认识了许多扬名中外的诗人。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的诗脍炙人口，百读不厌。可我更迷恋
宋代诗人陆游。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他十二岁能诗赋文，生前有“小李
白”之称，是南宋一代诗坛领袖，在中国文学史上崇高的地
位。他的诗今尚存九千三百余首。只因为他的诗雄奇奔放，
沉郁悲壮，洋溢着他的爱国激情，因此，在众多的诗人当中，
我尤为敬佩他！他不畏强权，主张整顿朝纲的精神，我自愧
不如。一首充满悲愤的《关山月》，深切地体现了陆游的忧
国忧民，那博大的胸襟让我不禁涕然泪下。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
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
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



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金人入侵，强
占国土，可这些富家子弟却紧闭大门，在家里享福享乐，弃
黎民百姓于不顾，让他们背井离乡！那些打仗用的弓也都生
锈得短了弦，这怎能不叫人气愤，怎能不叫人心酸？我读着
读着，两行热泪不禁从眼眶中滚了下来。

我为这些胆小鬼，卖国贼感到气愤，为老百姓感到不平，为
自己感到后悔。作为新世纪的少年，我却不像陆游那般忧国
忧民，关心国家大事。平时什么新闻呀，报纸呀，我从不光
顾。受我青睐的只是那些动画片、童话剧，我是常挂嘴边。
爸爸常劝我说：“孩子，你长大了，该看看新闻了。你可不能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呀！”我呢，总是左
耳进右耳出，根本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有时，老师布置收
集新闻，我也是被动地随意摘抄一些……这是多么不应该呀！
读了陆游的诗，我懂得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从今天开始，我
要做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
下事，事事关心。”

古诗，你让我知道了我自己自身的不足，也让我知道了该怎
样去纠正，怎样去学习。古诗，你是中华民族的传家宝，你
是一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的传家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