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礼记读后感(优秀7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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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记读后感篇一

《礼记》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状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
想的重要著作，在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论语》，比肩于
《孟子》，又远超于《荀子》。这部书可谓是包罗万象，它
以礼乐为核心，所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
学、宗教等各个方面。《礼记》在唐代就被列为“九经”之
一，到宋代则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者必读之书，由
此可见《礼记》这部书的重要价值。《礼记》与《仪礼》
《周礼》合称为“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
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我反复吟读着这段文字，
深深地被文字中所蕴含的那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所感染。“大
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
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人们之间讲究信用，和睦相处。所以
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儿女当做儿女，
这样使老年人能够安享天年，使壮年人有贡献才力的地方，
使年幼的人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使年老无偶、年幼无父、年
老无子和残废的人都能得到供养，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大同世
界。”孙中山先生就曾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为了
老百姓，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共和社会。这段
文字，并不会因年长日久而失去光泽，至今读来，它仍发出
道道金光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表达了我们每个人对对



美满、公正的大同社会的强烈向往。

翻开我的笔记本，本子上摘录的第一句话便是《礼记》这部
书中的一段文字：“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
行之。”这句话的原意是：“要广博地学习，对学问要详细
地询问，彻底搞懂，要慎重地思考，要明白地辨别，要切实
地力行。”我经常将《礼记》中的这句话作为我的座右铭。
“博学之”即讲学习首先要广泛的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
好奇心。好奇心丧失了，为学的欲望也将随之而消亡，博学
遂为不可能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惟有博大和
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
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而亲仁”。
因此博学乃能成为为学的第一阶段。越过这一阶段，为学就
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
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问过以后还要透过自己的
思想活动来仔细考察、分析，否则所学不能为自己所用，是为
“慎思”。“明辩”为第四阶段。学是越辩越明的，不辩，
则所谓“博学”就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良莠不分。“笃
行”

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
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笃”有忠贞不
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只有有明确的目
标、坚定的意志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这句话时常
提醒我在工作中注重学习，不仅仅要精通业务知识，还要广
泛学习其它方面的优秀书籍，不断提升个人的综合素养，做
一个“一专多能”的人，此外在平时还要多与身边的同事朋
友沟通交流，学习他们先进的工作方法，对于工作生活中的
难题要多向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教。此外，光学习理论和书本
知识还不够，还得多实践、多锻炼，做到活学活用、学以致
用。

在这部书中，我也了解到了古代的儒学家们对古代礼仪制度
的一些认识，诸如礼的起源和礼的作用，古代人对冠礼、聘



礼、祭礼等礼仪规范的解释。能够说，《礼记》的出现，标
志着中国礼教文化的成熟。这部书对于现代中国社会中的礼
仪礼节仍有很好的启示和教育研究好处。当然《礼记》中的
部分文字也内含全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及顽固宣扬男尊女卑
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不可取的，需要我们以“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的态度进行对待。

总之，《礼记》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国学经典，就像一壶好茶，
需要慢慢细品，才能感受到那沁人的芳香。

礼记读后感篇二

《诗经与礼记》这篇文章主要讲了: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
集，共收入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约五百年间的诗歌，共三
百零五篇。

《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但
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

读了《诗经和礼记》我感受到了诗经很经典，所以流传到了
现在。孔子就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意思就是不学
习?诗经?就不懂得怎么说话，不学习知识就不懂得为人处事。
啊！原来诗歌这么有魅力而又高尚。我仿佛被带到了遥远的
国度，听到了来自远古的声音，感受到了古人的'浪漫......
我一直不太喜欢背古诗，因为根本就体会不到诗意和优美，
所以我要先体会诗意再感受它的优美，抱着欣赏的态度去背
古诗，这样我才能叩开诗歌之门，感受诗歌的美好，继承中
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礼记读后感篇三

《诗经》这篇文章主要写了《诗经》是古代的歌词，一是作
为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于社会政治的看法。
后来，这本书成为了贵族人士的.文化素养。它易于记诵、士



人熟悉，很多人都喜爱此书。

古人有古人的诗，我们有我们的教材。古人之所以用诗歌教
学，是因为它们真实也不失优美，描绘出了当时的情景。而
《诗经》一书从千万本古文中被精挑细选后成为了贵族教材，
想必有多么优美。

古代的诗文真是精彩。如《诗经·秦风·蒹葭》中“蒹葭苍
苍”写出了水草上结满了白霜；《满江红》中“壮怀激烈”
写出了作者当时的悲壮情怀。孔子曰：“不学诗，无以
言。”我们如果多读古文，自然会出口成章。

礼记读后感篇四

在还没有学过《学记》之前，就曾听闻“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道，”“教学相长”，而在仔细学完《学记》
后才真正领略到先人的智慧以及这篇文章的伟大。

《学记》主要讲述了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等，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段话：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
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
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格而不胜；时过然
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
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
教之所由废也。

教育教学的第一原则就是禁于未发，意思是在事情还没有发
生之前就加以防止，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未雨绸缪，防患于未
然意思相近，这就需要我们老师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积极
的心态，将学生不好的萌芽不好的欲望在还没有发出来的时
候就铲除掉，并把好的一面引导给他们。结合我们自身而言，
作为未来的小学老师，就一定要具有这样的能力，孩子在小
学的时候是学习能力最强最需要老师引导的时候，在这个阶
段，他们的人格就将定型，我们小学老师就应该教会他们摆



脱可能会形成的恶习，学会真善美。如果发然后禁则为时已
晚矣，因为不好的习惯一旦根深蒂固就很难再被改变了。

第三原则是不陵节而施，意思是在教学生的时候不超越学生
的接受能力，要循序渐进，每个班上学生的接受能力是不同
的，作为一个老师不能只看到那些学习能力强的小孩，也要
顾及到一些学习知识比较慢的学生，当然最好的就是知识难
度能够适应所有的学生，如果教学太过急功近利，比如有的
老师为了赶进度，自顾自的讲，毫不顾及学生，那么这样子
的教学，实际上是毫无成效的。

第四原则相观而善，指的是学生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共同学
习，在学校里如果只知道一味的学习，而不会与人交往，没
有一个朋友，只会让自己孤陋寡闻，但是择友的时候也不能
选择品行不好的朋友，当然朋友也不是用来闲聊的，不过在
当今社会互相切磋学术的朋友实在是不多了。

虽然《学记》是三千多年前先人的智慧，但在今日也值得我
们学习效仿，作为未来的小学老师，《学记》是值得我们一
生都学习的楷模。

礼记读后感篇五

读完《礼记大学》后，最深刻的感悟就是原来文学是可以这
么具有逻辑性的，他的推理证明头头是道，仿佛我置身于一
道数学证明题中，跟随其中的步伐，觉得原因结果清晰明了。
读这种有逻辑的文章，觉得一种这种一步一步渐渐由浅入深，
再由深入浅的方式让我受益良多。

文章认为只有先端正自己的内心之后才能修养好自己的自身
的品德，只有学会修身后才能管理好家庭，齐家之后才能治
理好国家，国治好了，最后才能平治天下。这样层层递进的
写法让人觉得条理清晰。这与我最近学习的写作知识正好相
互呼应，写作必须安排好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和段落与段



落之间的关系。

文章认为，只有先端正自己的内心之后才能修养好自身的品
德，修身之后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齐家之后才能治理好
国家，最后才能平治天下。这样层层递进的写法，让人觉得
条理清晰。

其实《礼记大学》中的逻辑性表现的还比较浅显，让人一眼
就能看出句子和段落的安排本该如此，而不能随意去更改顺
序。比这篇文章更深层次的表现，文章逻辑性的应该就是古
代的诗词歌赋了，就拿我很喜欢的张先的《天仙子》举
例，“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
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这段词是按照严格的
时间逻辑顺序写的，黄昏的时候，家禽趴在沙洲上休息了，
天色渐晚，月亮出来照出花的影子，人也要休息了，将帘子
放下，人静了，起风了，明天花儿应该被风吹落在地，铺满
了小路。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文章都应按照时间顺序写，否
则也不会出现倒叙插叙的写法了，只是说什么样的写法都是
需要有逻辑的，否则写出来读者没办法跟随你的思维去走的
文章，作者就只能孤芳自赏了。

另外，说明文和议论文对于逻辑的要求就更严格了，比如
《看云识天气》这篇课文，先总写了云各种各样的形态，并
告诉人们不同的云暗示着不同的天气。接下来分别，阐述了
不同的云会出现哪些不同的天气，但他的叙述也是非常有逻
辑性的，从高处的云写到低处的芸，从晴天的云写到雨天的
云。这样的文章结构就是我们说的总分结构，使文章层次分
明，论证清晰，有说服力。

礼记读后感篇六

《诗经》这个文章主要写了：《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
集，共收入从西周到春秋中期约五百年间的诗歌，共三百零
五篇。最初被称为《诗》，被汉代的读书人奉为经典，才改为



《诗经》，也叫《诗三百》。孔子就曾经说过：“不学
《诗》，无以言。”因此，古人们对该书非常的熟悉，秦始
皇时期曾经焚毁过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
《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
得到流传。

我的感悟是：中国的传统礼仪道德，其中很大一部分到今天
仍是有益的，我们要从这些有益的成分学习，吸取精华部分。
在古代，学习《诗经》也成为小学生的必备课题，吕老师现
在要求我们背诵诗词也是想通过背诵让我们了解古代文化，
从中吸取做人做事的道理运用到现实的学习生活中。

礼记读后感篇七

《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但
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

读了《诗经和礼记》我感受到了诗经很经典，所以流传到了
现在。孔子就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意思就是不学
习？诗经？就不懂得怎么说话，不学习知识就不懂得为人处
事。啊！原来诗歌这么有魅力而又高尚。我仿佛被带到了遥
远的国度，听到了来自远古的声音，感受到了古人的浪
漫……我一直不太喜欢背古诗，因为根本就体会不到诗意和
优美，所以我要先体会诗意再感受它的优美，抱着欣赏的态
度去背古诗，这样我才能叩开诗歌之门，感受诗歌的美好，
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