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劝学读后感(优秀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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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劝学读后感篇一

这几天，我和妈妈一起读。是古代荀子写的一篇文章，他
是xx古代有名的思想家之一，爸爸说荀子是韩非子和李斯的.
老师。

我读了之后，受益匪浅，比如:?学不可以已?:说明学习永远
没有止境，劝告人们不要停止学习。我还比较喜欢:?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xx水为之而寒于水?，它的意思是让我们不断的
努力，不断地超越前人的成就。?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
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是让我们不断学习，增长见识，
懂得更多人生的道理，这让我想到了杜甫的一句话:?会当凌
绝顶，一览众山小?。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xx河。?这句话
对我启发很大，劝告我们，做事情要一点一滴积累，不怕困
难和麻烦，才能取得更大的收获。

让我们用中的一句话共勉:?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劝学读后感篇二

今天早晨，妈妈在黑板上写了一首《劝学诗》，让我和妹妹
背诵，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我和妹妹在看电视，都不愿意



背诵理解，后来妈妈生气把电视关了，我和妹妹才开始不情
不愿的读这首诗：

劝学诗

宋·朱熹

少年易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

阶前梧叶已秋声。

妈妈告诉我们，这首诗的意思是，少年很容易就变老了，而
想学业有成却很难，所以一点时间都不能浪费，时间飞逝，
我们还在梦见春天里池塘的小草绿油油，可是过了春天像没
过夏天似的，秋天就来到了。

读了这首诗，理解了其中的意思后，我对自己早晨起来就看
电视的行为非常后悔。时间过得真快，我从小时候上幼儿园，
一眨眼到现在快四年级了，但是我都没有好好学习。这让我
想起了另外一首诗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小
时候不好好学习，到老了只能后悔了，但是后悔也没用了。
少年正是读书发愤图强的好时机，从今以后我一定要珍惜时
间，努力学习，长大了以后报效祖国，把祖国建设的.更加美
好，做社会主义的合格的接班人。

妹妹也红着脸说：“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我要和姐姐比赛，
看谁能更珍惜时间!”外婆笑了，说：“这才是好孩子!”



劝学读后感篇三

读完《劝学》,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学习。学习要“用心一
也”!知识是由一点一点积累而成的。

荀子在本文中提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
镂”。学习的态度需要达到坚持不懈的精神，可并不是所有
的学子都意识到这一点，即使心知肚明，也未必能落到实处。
学习就得脚踏实地的学，学习其之中的真谛。有的人还未领
略到真谛，就半途而废，岂不可惜。在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是
时间和机会，有些学生在小学间一但错过了学习的时间和机
会那么也就没什么后话啦。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
流，无以成江海”。也就是说在生活中，在学习中稍有用心，
稍有留心的话，你就会发现每时每刻都会有或大或小，或多
或少的收获，积少成多、积土成焉，天长日久，你就会发现，
你已成为一位知识的富有者，告诉我们要想达到胜利的彼岸，
重在持之以恒。毛泽东的博学多才难道是在脑子上做个手术，
把一个知识晶片移植进去而得来的'吗?闻名世界的爱因斯坦
或居里夫人他们所创造辉煌成就，难道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呆在房间里什么书籍都不阅读自己创造出来的?不可能!他们
是经过长年累月一点一滴地积累了渊博的知识，然后在这渊
博的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啊!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是一
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古人就曾说过“书山
有路勤为径”读书的唯一捷径就是勤。只有心无旁骛，耐得
住寂寞，顶得住诱惑，抗得住干扰，静下心来学，循序渐进
学，联系实际学，锲而不舍学，方能有所收获，有所提
高。“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
心一也!”人比蚯蚓优越得多的条件，再加上学生的恒心，加
上我学生的一心一意，加上我学生的锲而不舍。我相信有的
学生还是能做到的。

《劝学》让我读懂了“要让学生认准了目标，总结了方法，



锲而不舍啊!不断努力。

劝学读后感篇四

《荀子》全书三十二篇，而以《劝学》为首，非常符合修道
的次第。《劝学》又以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开篇。学习是贯
穿修道始终的。没有正确的见地只能是盲修瞎炼。然而学习
又得先有目标。应该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这也是教育的
根本方向。这种圣贤教育与功利教育的区别就是为之，人也;
舍之，禽兽也。

《劝学》这篇最重要的就是讲到了明心见性的方法。这个方
法就是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有德才能明道。
但德是一切众生所共有的，谓之性德。然而仅有性德是不行
的。因为众生的性德被无明给蒙蔽了，无法显示其光明清净
的妙用，反而显示出污浊的身心世界，令众生枉受轮转六道
的痛苦。

只有依靠修德才能使性德的清净光明显示出来。修德就是积
善，积善即是明道的资粮。善法有世出世间的不同。这种不
同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行者自己的心志之强弱。所以
即使儒家的.道，也并不是局限世间的，这种理解是非常肤浅
的。儒家之道行之极处也是可以出世的。当然，在一切出世
法中，佛教是最为高超圆满的。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这绝非凡夫之境界。众生本来是神而
明之的，之所以会变成愚昧，实在是性德被障碍的缘故。因
为修德而显出性德，神明不过是性德之用而已，荀子知晓其
是自得，非从外来。圣心备焉，圣心即是真心，备者恢复也，
去妄显真。荀子所在的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但绝不可
说中国即无悟道者，佛经亦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劝学读后感篇五

《劝学》是荀子流传最广的著作之一，现在更是选段被编入
教材之中让广大中学生阅读体会。其中饱含着荀子对于学习
这件事的重视和希望后人不要忘记学习的谆谆教诲。这篇文
章开门见山，直接就是提出了主题，劝告后人学习不可以停
止，必须要“活到老学到老”，之后又用了大量的例子从学
习的意义、用处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大量的比喻、举
例是本文的主要特点，更好的突出了主旨，阐明了要义。文
章的第一句就是“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君子是儒家文化
中一种极高的思想境界，荀子借君子之口说出这个看法，表
示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

荀子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首先从思想上荀子认为人性本
来就是恶的，所以要依靠后天的学习来改变这个本性，来解
决这一问题，再来接下去荀子又举了不少的例子来说明学习
对于改变人的素质、文化水平有着巨大的作用，还提出了学
习的方法认为学习不能埋头苦学需要借助外物、向现实学习，
所以荀子会说“善假于物也”。这些都是荀子基于实际、基
于自身的经验提出来的。

接下来荀子又讲到学习中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就是坚持，
针对很多人学习都是三分钟热度的状况提出了必须要锲而不
舍才能有所成就，也切合了学习不可以停止的主题。还提到
了学习时的心态，切忌心浮气躁，必须脚踏实地，专心致志。

全文从学习的态度、学习能带来的帮助、学习的重要程度等
多个角度论证了“学不可以已”这个论点，全篇少有直接说
理，多用比喻等方式来阐述论点，使得全文更加形象生动。

劝学读后感篇六

“锲而不舍，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句话来自于
《劝学》，《劝学》是战国时期的荀子所著。这篇文章写了



荀子对学习的不同看法。

是呀，这句话说明，刻木头刻几下就放弃，连烂木头也刻不
断;如果不停地刻下去，连金石也能雕刻。所以，学习也要坚
持不懈，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

人不可不学，学不可不坚持。“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
驾，功在不舍。”即便你不是骏马，而是劣马，但只要坚持
也能成功。

唐朝大诗人李白，小时候不喜欢读书。一天，他趁老师不在，
悄悄溜出门去玩。他来到东山下小河边，见到一位老奶奶在
石头上磨一根铁棒。李白很纳闷，上前问：“老奶奶，您磨
铁棒做什么?”老婆婆说：“我在磨针。”李白吃惊地
问：“哎呀!铁棒这么粗大，怎么能磨成针呢?”老奶奶笑呵
呵地说：“只要天天磨，铁棒就能越磨越细，还怕磨不成针
吗?”李白听后，想到自己，心中惭愧，转身跑回了书屋。从
此，他牢记着“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的道理，发愤读
书，终于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并被称为“诗仙”。

是啊!这一切难道不需要坚持和耐性吗?正如练字一样，一天
练好一个字，一个星期后，只有一半的人坚持着，三个星期
后，坚持练的人没有几个。每天练一字是多么简单，可这还
是需要坚持。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锲而舍之，朽木不折;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劝学读后感篇七

读了这篇古文，让我深有感触。

开头就说: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就是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
让我们明白了:学习一定要坚持不懈，永不放弃。



第二段又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xx，水为之而寒于水。是
说靛青是从蓝草里提取的，可是比蓝草的颜xx更深；xx是水凝
结而成的，却比水还要寒冷。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超过我们的老师。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是说我曾经整天思索，
却不如片刻学到的知识多。让我们要有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学
习观念，不要只是盲目的思考。

第四段又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是
说骏马一跨跃，也不足十步远；劣马拉车走十天，也能走得
很远，它的成功就在于不停地走。是让我们学习要锲而不舍，
努力，永远不放弃。

读了，我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报效祖国!

劝学读后感篇八

《劝学》是战国时期杰出思想家的上乘之作。顾名思义，劝
学即鼓励学习。

读了这篇文章后，我懂得了：学习，最重要的是端正学习态
度。可并不是所有的学子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实在是可惜了！
像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结果连光阴都搭进去了，知识
却未获得。这真是太冤了。

倘若你有了这坚持不懈的毅力，再加上用专心的态度就如虎
添翼了。你若是今天立志做画家，明天奋发当诗人，后天又
苦练钢琴，但即使你再接尽全力做到样样持之以恒，恐怕由
于精力有限也只会有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感觉吧！

当今社会，瞬息万变，不仅要求人们精通数、理、化，上知
天文下晓地理，而且要求人们对于事态乃至琴棋书画，足球、
电脑也不可忽视。这就要我们在有一技之长的基础上，全方



位的学习，全方位的获取能量。

人的一生是在不断地学习和积累中度过的。同样是忙碌的一
世，有的人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事无成，而有的人却硕果累
累，成了有口碑接的人物，这都是和学习态度密不可分。究
其原因，就是这样。

劝学读后感篇九

在今天，我在古诗积累本上学了一首文言文《劝学》，在这
首诗中我真正体会到了学习的真谛，体会到了从前没有过的
学习乐趣和收获。

在《劝学》中我知道了学习不可以停止，人广泛的学习而且
每天对照检查自己，就智慧明达，行动不会犯错误了。整日
思索，不如学习片刻收获更大。一些人的本性同一般人没有
差别，只是善于借助于外物罢了。积累善行，形成良好的品
德，就会得到更高的智慧，具备圣人的思想境界。所以不积
累每一小步，就不能远达千里；不汇积细流，就不可能形成
江海。人的成功在于永不停止，永不放弃。有些人很专一，
看定了一件事一定要完成。有些人总是不务正业，没有任何
东西，这就是因为他（她）浮躁的缘故。

《劝学》让我体会到要不断的学习，一个题不会，要永不放
弃，直到把这个题弄会为止。

有很多同学读完《劝学》后都不断感叹这首文言文。我觉得
同学们在学完这首文言文之后那种“大懒虫”要抓紧赶上那
些好同学去，而好同学呢，则要更加努力的学习。俗话
说“学无止境”嘛。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