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礼记的心得体会(精选8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
会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
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礼记的心得体会篇一

《礼记·学记》道：“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
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
有志于学矣。”意思是说，老师要学会根据一个孩子的家庭
职业背景，找到这个孩子感兴趣的东西来启发他的智慧。

于是我想，也许可以从他的家庭关系里面父母的职业找到突
破口。我了解到他的父母都是生意人，平时工作比较忙，家
里还有一个小弟弟，家人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弟弟身上，妈
妈性格比较急躁，平时对待孩子的批评和指责多于鼓励和赞
赏，于是，他做出种种出格的行为，这些多是为了获得别人
更多的关注。

根据这个孩子的个性，我想先从他的纪律方面入手，只要他
在这个方面改进，获得认可和成就感，那么其他方面的进步
就不是问题了。

9月下旬，我在班会课上郑重任命他为纪律委员，强调职责同
时提醒他，作为纪律委员首先自己一定要遵守纪律，文明用
语，上课认真，按质按量完成作业等等，他当着全班同学的
面表态，保证一定管好自己并做好纪律委员。

任命之后没过几天就是国庆假期，假期之后学堂孩子们去黄
山游学，我特别与陪伴游学的老师们交流，留意并适当引导



这个孩子的言行举止。

游学回来，我和所有的老师都发现，这个孩子已经明显没有
以前那么爱说脏话了，偶尔会有一两次，但只要老师稍微提
醒，他马上就会主动认错。一天天过去了，我发现，他已经
不说不合适的语言了，上课坐姿也特别端正，各科作业和课
堂反馈都有很大进步和提升。

在一次班会课上，我当众赞赏了这个孩子，并奖励给一本课
外书。他特别开心，也许很少真正获得过正面的鼓励，并且
被作为榜样效仿，他的自信度和个人成就感一下就建立起来
了，心结打开了，他变得越来越自信，并愿意学习和积极帮
助他人，在接下来的全校一日礼仪学习评比中被评为优秀。

除此之外，班级卫生每次轮到他打扫的时候已经不需要我操
心了，他一个人在规定的时间内不仅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
黑板擦得一尘不染，窗户干净明亮，而且主动细心地将桌椅
下面、教室的门以及黑板最上面的位置都打扫得特别干净整
洁。

我又利用班会课赞赏他，并且激励他：“老师觉得你不仅可
以在清洁卫生方面做榜样，还可以在学业方面做得更好。比
如，你的英文单词听写和阅读，只要你花精力，你也一定会
做得更好的，老师相信你，加油！”

我在单词听写测试的前一天特别提醒他：“明天听写好好准
备，老师相信你一定会有进步的！”第二天测试中，10个单
词听写他居然对了6个，在自然拼读课上，如果学了20个词，
我不引导，他居然也能自己试着拼出10个以上，如果我给一
些帮助，他能够全部拼读出来，我真的特别感动。

现在这个孩子每天都有进步和变化，这让我找到了作为老师
的成就感。我特别感谢学堂带给我们的《礼记·学记》的研
修，让我对教育有了更多的思考和领悟。



我深深体会到，每一个孩子都是有着无限潜能的，作为老师
需要发现每个孩子的特质并适时引导和鼓励；一个孩子只有
在获得成就感的同时才能保持对大千世界浓厚的探索兴趣，
作为老师我们需要好好善护孩子们最本真的东西。

读礼记的心得体会篇二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古典诗文
《大学》里的句子。所谓"大学"，实质为大学问，人世间最
重要的学问。

原为《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曾子作，近代许多学者认为
是秦汉之际儒家作品。全面总结了先秦儒家关于道德修养、
道德作用及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南宋朱熹把它与《论
语》、《孟子》、《中庸》合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
为儒家经典。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
"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
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大学》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经朱熹编排整理，划
分为经、传的《大学章句》本；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
即《礼记》中的《大学》原文。以朱熹《大学章句》本，流
传最广、影响最大，本篇就是采用的《大学章句》本。"大
学"是对"小学"而言，是说它不是讲"详训诂，明句读"的"小
学"，而是讲治国安邦的"大学"。"大学"是大人之学。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也"。经一章提出了明明德、亲民、
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
领的途径。在八个条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条，"自天子以至
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十章分别解释明明德、新民、
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明明德是指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新民是指
让人们革旧图新。止于至善是指要达到最好的境界。本末是



指做事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格物、致知是指穷究事物的
原理来获得知识。诚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
善"。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
高自身素质。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治国、平
天下是谈治理国家的事。怎样治理国家呢？首先要作表率；
自己讨厌的，不加给别人；要得众、慎得、生财、举贤。"得
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
此有财"；见贤能举，举而能先。

《大学》的的宗旨，在于彰明人类天赋的光明纯莹的心灵，
光明正大的德行；在于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再通过礼乐教化，
以启迪人们的自觉，去除物欲，不断更新自己的德行，而达
到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对大学的纲领有所体会，自然便会
立定人生志向，以此为生命的理想方向。确定了心中志向，
便不会轻易为外物所干扰，就会至死不渝的去追求。不论面
对何事何物，都能认真思考，由此得到至善之理，明白明明
德和亲民的关系如同根本和末梢的关系。"知止"是开端，"能
得"是结果，对大学纲领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自然距离大学
之道的实现不远。

人们常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又常说："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两者一样，都被人用来表达自己所理解的君
子之道。这种君子之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从小事做起，
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

《大学》中"修齐治平"的'顺序与此并不相同。文章说：古之
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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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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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序不一样，境界也就迥异："修齐治平"是"四有"新人们的
个人修行之道，"平治齐修"则是"古之圣王"的基本国策了。
这种国策，用一句歌词说，就是："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
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



读礼记的心得体会篇三

那天，我读了《礼记·学记》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有这样
的两句话：“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
能自反，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意思是：通过学习才能知道
自己的不足，通过教人才能感到困惑。知道自己学业不足，
才能反过来严格要求自己；感到困惑，然后才能不倦地钻研。

这是关于教与学关系的精辟论述！确实如此，只有不断地学
习，才能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学识是如何的浅薄。
从而激发自己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下去……而在教授学生知
识时，自己也能从教中感到一些新的困惑，认识到自己还存
在哪些不足之处……从而反过来，严格要求自己。所以说，
教与学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有的教师确实是能做到细心钻研教材，
深入了解学生。也能积极主动地研习教育教学理论，探索教
育教学规律。真正坐到了“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知困然后能
自强也”。

当然，像这样的教师，他们的教学效果是明显的，教学成绩
是优秀的。他们更能为学生做出学习的榜样，给学生好的影
响。他们自身不断地成长，也能引领其他教师的成长，更是
一个学校成长的中坚力量！他们会受到家长和学生的敬重，
也会受到社会的赞誉。像这样的老师，真的是无愧为“人民
教师”的神圣而光荣的称号！

但是，也有一些人却做得远远不够……作为一名知识的传播
者，我们对自己现有的知识真的不应该满足。要知道，时代
是迅速发展的，知识也是不断地更新的。如果把我们的大脑
比作一个储存知识的容器，那么不去补充新的知识，就会造
成知识枯竭，思维凝滞。渐渐地，更会逝去工作的激情与职
业的幸福感。那也只能是混天熬晌、百无聊赖地等待着退休，
这其实是很悲哀的事情。因为，工作期间才是人一生中最有



意义、最有价值的阶段。如果连工作期间，都是那样消极怠
慢，那也只能说，这样的人生真的是毫无意义的、失败的。

作为教师，在如今的信息时代，需要学习的方面真是太多啦！
教学理论、教学方法、信息技术……并且，这些还会随着时
代不断地更新换代、充盈完善。如果我们不去学习新的'教学
技能，又如何去教成长在网络时代的孩子们。作为他们的老
师，不能积极主动的学习，还固守着原来的老传统、老观念，
那真是要被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无情地淘汰掉……对于新生
的事物，我们真的不能再持不屑的态度，再怀有观望、消极
的心理。这样做的后果，那只能是误人子弟！要知道，作为
教师，误人子弟是一件多么后怕的事情！因为教书不像种庄
稼，一季没有用心管理，没有好的收成，那也只是误了一季。
而对于一届学生来说，如果恰好遇到了不负责任、知识贫瘠
的老师，那真的是很不幸的事情！因为，在知识的衔接上，
如果出现了断裂，就不容易去弥补……可见，一个不学无术
的老师，给学生造成了多么大的严重后果！

任何一位教师，都需要后天的成长学习。在实际的教学中，
都要不断地总结教学经验，反思自己的课堂还存在的不足之
处，从而去不断地提高自己，完善自己……也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成为称职的教师。

我们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要对学生负责，对祖国的
明天负责！

读礼记的心得体会篇四

一提到四书五经之类，条件发射地想到愚昧、封建、老古董。
近来，看得多了，发觉孔家店被我们莫名地打到，因为提到
国学，人人都可以说三道四，但是真正耐心读下去，试图去
认真了解流传千古的文章背后的人就少得多啦，姑且算是无
知者无畏。



当下流行的西式学习和教育，和我国古代大相径庭，东西教
育差异之大只能慢慢体味啦。西方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学习
分门别类，循序渐进，所有的学科在一套完善的理论世界内
蓬勃发展，并且通过对数学工具的使用，让知识的学习一切
都井井有条。我国古代的教育体系，更多地强调个人修行，
强调对悟的理解，对于如何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似乎没有
一条明确的道路遵循，没有一个可以重复训练、可操作的育
人大-法。给我的感觉，古人的学习方式，有些灵童似可瞬间
得道升-天，而愚钝之辈则无醍醐灌顶的机会。

一提到《礼记》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些了解，不过一般的同学
都是对它皱眉头，鄙夷之。因为一想到礼，就会联系到三纲
五常，君君臣臣之类的腐朽思想啦。观后才知，我冤枉古人
啦，古之“礼”包罗万象，即不是送礼的礼也不是非礼的礼，
而是和“道”一样，有着丰富的内涵。

一般同学都知道，四书五经的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
《大学》和《中庸》，可能不知道《大学》和《中庸》是
《礼记》中的两篇，这里要说的《学记》也是《礼记》的一
篇，非常有名，但今人不太熟悉罢了。

《学记》讲述了古人对学习的理解，是高度概括的，没有实
际操作的教条，可以看作是古人对“教育”“学习”的纲领，
如《共产党宣言》对共-产主义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告诉无产
阶级怎样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权力。前途是美好的，道路嘛，
自己去摸索吧。

文章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解释为什么去“学”，去接受“教
育”：化民成俗，可以理解为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风俗习惯，
这应该是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不同时代自有不同解释，我
想一般应该是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吧。

虽有至道（道这个东西，内涵丰富，太玄，非三言两语说清
楚），不去学习，也不能“知其善”。古人对学无止境认识



很透彻，知道“学然后知不足”，发奋地学习才知道自己有
那么多不知道的东西，有人越学越感无知也是这个原因，这
也解释无知者无畏；巅峰对决，只有功力深厚的人才知其中
的深浅，莽夫是看不出门道的。古人对“教”和“学”的认
识，不像现在这样割裂，现在老师高高在上，一切都对，学
生的质疑总被当做不听话。古人知道“教学相长”，将教和
学统一起来，学生和老师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学生之间也可
以互为师学，所以有同学一时无法理解某些知识点，如果你
知道的话，不妨将你的理解分享出来，在教别人的时候，你
的认识也会更上一层楼。现在的学生不仅缺乏不耻下问的勇
气，连虚心请教的一并抛弃啦。

或许古人愚昧，对一切未知的东西心存敬畏，对于学习也当
做神圣的事情，所以才有至圣先师的孔夫子，被当做祖师爷
祭拜。

学习是有一定规律性的，不可揠苗助长，所以“未卜禘，不
视学，游其志也”，意思是说时候未到（还没祭天）的时候，
天子（领导）不能去视察学校，这样学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去
“游其志”，发展个人的志向。

我觉得对老师的作用，古人认识的更加深刻，老师要“时观
而弗语，存其心也”。无论老师还是父母，对学生的志向之
类，别整天批评，要多多观察的学生，少发言，在适当的时
候才加以指导。像现在的父母也不要孩子上两天学就问去逼
他考清华北大，烦死啦。

求学的人有四个经常犯的错误：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
则易，或失则止，是指学习的时候，或贪多不求甚解，或学
习一点点就容易满足，或将学习看做太容易不下苦功夫（伤
仲永之类的神通），或自我设限不求进步。这四点学习的人
和教学的人都要明白，产生四种错误的心理不同，要对症下
药。



古人对老师的评价高，所以即使皇帝，对自己的老师要“无
北面”（和老师，别用君临天下那套礼仪，尊师）。现在教
师的神坛已经走下神坛，成为谋生的一种职业，一日为师终
生为父也out，一去不返啦。

更多的内容，这里不再一一展开，不过《学记》这篇文章还
是值得复读。古时的一些文章，酣畅淋漓，一气呵成，隐喻
恰当，道理明了，不似现在一些无病呻吟的文字，毫无深意，
只能凑字数，凑页数换rmb。虽然读这些书不能令你身价倍增，
也不算一种找工作的技能，但是陶冶情操方面比一个数学公
式强多了。在十几年的西式教育下，穿梭在古人的文字间，
完全不同的感受，别有一番惬意。

读礼记的心得体会篇五

在生活中，在父母面前更是要养成端庄恭敬的习惯。我们这
样年龄的青年已经应该要尽心尽意的去孝敬我们的长辈了。
尊老敬贤，顾名思义，我们要尊敬老人，敬重有贤能的人。
孟子说过：“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可以看出古
代的这种传统礼仪，对于形成和谐的社会起着重要作用。老
人们阅历深，见文广，劳动时间长，对社会贡献大，理应受
到人们的尊重，再加上他们在体力和精神上较差，需要年轻
人的照顾。在平日的生活中我们应该主动为老人让座，并且
多帮助老人，为老人创造各种方便条件。我们要承担起自己
肩上的责任，促进家庭的和谐温暖。家庭是社会的小单位，
每个家庭的温暖能促进我们的社会团结，怀着这样的习惯，
到了社会上我们自然就会懂得端正姿态，尊重长官，尊重长
者。

像这样需要我们自己注意的细节实在太多太多了，说不尽也
道不完。但是只要我们保持着这样一颗恭敬好学的态度，自
然能使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处变不惊。看了这本书后至
少对于我来说提醒了我要多加一份思考，避免失礼。虽然这
些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然而却足以督促我凡事多加一颗



有“礼”的心，养成良好的生活工作习惯。这些礼节，小则
足以个人事业成就的必备条件，大则是我们中华民族礼仪之
邦的表现。

《礼记》这本书是前人智慧的结晶，生活体验的累，需要我
们去慢慢体会。

读礼记的心得体会篇六

偶读《礼记》遇到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很值得慢慢体会。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
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
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
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
之，此大学之道也。

古代的教育，没有德智体美劳，却有仁义礼智信。没有说让
学生毕业后成才，做一番大事业，只是要求学生能够人格健
全，学识通达，能够成为榜样。成为榜样后，他人自然能够
信服，也即是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

如今的高校，老师给学生打分打的试卷的分，学生给老师绩
效分。对于这一点我十分反感，并不是因为学生给我的分数
低，而是对于这种事情很不能理解。某些人为了讨好学生，
甚至放下了师者的尊严，对学生容忍放纵，奴颜婢膝。还有，
有些学生因为考不好，甚至在网上骂老师，呜呼哀哉，今日之
‘博习亲师’也。

论学取友，我们能够理解为有论学的潜力和择友的原则。但
我更愿意把这四个字曲解为以文会友。一曲肝肠断，天涯何
处觅知音。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没有知音。而最易成为知
音的，则是同学和同行。期望难忘同学情，同行非冤家。把
酒言欢、坐而论道比刀光剑影要幸福的多。能做到上面三点，



就可达小成，其实并不难。

大成叫做知类通达，强力而不反。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原因
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要拥有独立的思想和诚实的决
定。这样说可能太大众化了，很多人不会觉得这一点有多么
重要。举个我经常给人下套的例子吧。

我经常这样问别人：你认为八股文好不好

上面的例中的答者就是没有独立思想的人。对一个事物做价
值决定时，务必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否则一切都是人云亦
云，毫无主见。大成无上限，独立思想，诚实做人，而已。

读礼记的心得体会篇七

《诗经》是贵族教育中普遍的文化教材，孔子云：“不学诗，
无以言。”秦始皇时期被焚毁，但由于它易于背诵，古人普
遍熟悉，又得以流传。

读了这篇文章我感受到了：读诗有很多好处，可以传承中国
古代文化，可以开阔视野，可以学到丰富的知识，读诗还可
以励志。就像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

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我已经学了很多首古诗，吕老师非常
重视古诗词积累，现在我们已经进阶到第三阶段。

诗是最精简美丽的语言。“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它把我带到了风景如画的春天，我欣赏并沉醉在美丽
的春光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我感受到
了：战争带给人们的灾难;每当我玩得停不下来时，我就会想到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我们的老师就像辛苦劳作的园丁，栽种希望，收获芬
芳，“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对老师无私



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

学习古诗能使我们变得灵秀、开阔视野，好的诗能使我们终
生受用，我要好好学习古诗词，月底完成三阶段古诗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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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礼记的心得体会篇八

礼”本来是先圣明王采用自然地法则，来规范人类生活行为
的成果。我们人是自然地产物，只有适合了这些法则，才能
继续生存下去。“礼”具体到现实中来，就是日常生活工作
中所必须知道的规矩，一般做人做事的原则，以及立身行事
的人格修养。在读了这本《礼记》之后，我所理解到
的“礼”就是时常怀着谦恭的精神，这样的精神能指导我们
外在的行为，让我们一天一天的趋向善良，远离罪
恶。“礼”所包含的仁义道德和常怀感恩之心，怀抱这样的
精神，能让我们处事的事理行为顺畅起来，我们和他人之间
的感情也会得到增进，我们会觉得温暖，也会给公司和社会
带来人情的温暖。

越是细小的动作，越能看得出我们是否受到了“礼”的教育



感化和指导。在这本书中有一句让我感受颇深“儒有席上之
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
自立有如此者。”让我懂得了在工作中要时刻处于备战状态，
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仪容姿态，在自己的岗位上要兢兢业
业，对待顾客要时刻面带微笑，不能松散的面无表情，更加
不能把生活中的不良情绪带到工作中来。我会在以后的工作
中，保持精神抖擞的工作状态，神采奕奕，作为员工要从干
好本职工作开始，身体力行的营造企业“知耻”文化。所
谓“人无耻则无敌”，在工作上坚决杜绝“死猪不怕开水
烫”的思想作风，带头干好本职工作。保持良好优雅的态度
去工作去学习，态度恭和的去做人做事。

而在生活中，在父母面前更是要养成端庄恭敬的习惯。我们
这样年龄的青年已经应该要尽心尽意的去孝敬我们的长辈了。
尊老敬贤，顾名思义，我们要尊敬老人，敬重有贤能的人。
孟子说过：“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可以看出古
代的这种传统礼仪，对于形成和谐的社会起着重要作用。老
人们阅历深，见文广，劳动时间长，对社会贡献大，理应受
到人们的尊重，再加上他们在体力和精神上较差，需要年轻
人的照顾。在平日的生活中我们应该主动为老人让座，并且
多帮助老人，为老人创造各种方便条件。我们要承担起自己
肩上的责任，促进家庭的和谐温暖。家庭是社会的小单位，
每个家庭的温暖能促进我们的社会团结，怀着这样的习惯，
到了社会上我们自然就会懂得端正姿态，尊重长官，尊重长
者。

像这样需要我们自己注意的细节实在太多太多了，说不尽也
道不完。但是只要我们保持着这样一颗恭敬好学的态度，自
然能使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处变不惊。看了这本书后至
少对于我来说提醒了我要多加一份思考，避免失礼。虽然这
些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然而却足以督促我凡事多加一颗
有“礼”的心，养成良好的生活工作习惯。这些礼节，小则
足以个人事业成就的必备条件，大则是我们中华民族礼仪之
邦的表现。



我一定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把这些良好的传统，带入到
我的生活之中，争取做到“礼义以为干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