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读后感(汇总10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
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学读后感篇一

《弟子规》这本书是学童们的生活规范，他是依据至圣先师
孔子的教诲编成的，《弟子规》主要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
其中包含了亲情，友情，孝俤，学习，等内容。

作为我们青少年，能做到这点是非常值得赞赏和学习的。不
过大多数人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
里怕摔了，都从来没有为父母付出过，从来都只有索取。连
古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何况我们呢？父母生我们，养育我
们，为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辛勤和劳动。区区这点小事我们都
做不到吗？父母和子女有了代沟。子女不愿意跟父母多多沟
通。父母批评了我们，我们就怒气冲天，顶撞父母，把父母
当仇人一样。家庭没有了融洽的`气氛。其实父母这样做都是
为了我们好，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我们无法理解，但是我们
应该多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只有这样父母和我们之间没有
了任何代沟，就像朋友一样，可以互相说心里话。小家庭和
睦温暖，那社会这个大家庭就更加安定了。希望古人能做到
的事情，我们也能做到。人生在世父母与我们最亲，给我们
恩情也最重，努力学习侍奉父母的礼节，把孝道当成一项伟
大的事业，用心经营，才能立足于天地之间。父慈子孝，不
一定让我们的家庭富裕有钱，不一定有花园别墅可以住。但
是孝行却可以建立天然和谐的秩序，让我们活在安和勒逸的
环境中。家，如果是一个人的堡垒，孝。就是堡垒下的基石。
多一份孝心，家就多一份保障，让我们用孝行把家固成金石



堡垒。

读了《弟子规》让我受益匪浅，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让我
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我要时时畅读，把它当成自我反省的
镜子和行为的指针，不断完善自我！

国学读后感篇二

我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世世代代我们都诵读着千古
流传经典的文化遗产。其中《三字经》、《百家姓》、《千
字文》是古代每个儿童必不可少读的经典著作。

《三字经》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的精华，是国学经典之一。它
易读、易记、易解。《三字经》内容丰富多彩，有自然常识、
有历史故事、有道德常规、也有人生哲理。它教会我们知识，
也教会我们做人做事，还教会我们要认真读书以及如何读书。

从小爸妈就教育我们，要多读书。五岁时，爸妈就特地给我
买了一本《三字经》和《唐诗三百首》。我一打开，天啊！
全是字，我的头都大了！上小学的时候，我才知道要用阅读
来充实自己，当我打开书柜，拿出《三字经》时，上面有一
层厚厚的灰尘。打开第一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
相远。”还挺有趣的：三字一句，两字一韵，使人读起来琅
琅上口。

我开始背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再
看意思：“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
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饱含
人生哲理，我心想：这么好的文章，我一定要看完！

《三字经》的经典语句，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它就像在
人们心中种下一粒思想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



国学读后感篇三

《弟子规》也许在我们大家还牙牙学语的时候就接触过了吧，
《弟子规》中的每一个字都蕴藏着极其深刻的道理，是我们
如今不得不去把它理解的更透彻。

孔子用简简单单的1080个字描绘出了人生中的131件事，每件
事都意味着一个人生哲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
勿懒。”是啊，父母生我们养我们，整天为我们早出晚归，
不分日夜的奔波着，父母到了家里必须是累了，我们为父母
干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家务活，是就应的。我们就应尽心尽力
的去为父母“服务”，因为爸爸妈妈给予我们不求回报的爱，
我们这辈子必定还不完！

提起生活中，我想我做的还不够，每一天放学回到家，爸爸
劳累了一天，也回到了家，浑身酸痛，疲倦的不得了，而我
却因为作业儿发着牢骚。“来，好闺女，给爸爸按按摩
吧！”爸爸疲惫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萦绕，“没时光，没看
见我这正写作业呢吗？”我不耐烦的应对着。我错了，爸爸
累还不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我就算是毫不犹豫的去给爸
爸按摩，也不足以爸爸对我的付出啊！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敬承。”在人的一生中难免
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而我也不例外，每次做错事的时候，总
是要被妈妈说一通。当然，我那不争气的泪珠，也随之在眼
角流落下来，看在我表面上不敢反抗，可心里早已生出了许
多不满于埋怨。但是在读完《弟子规》后，我明白了妈妈都
是为我好，为了我能有一个完美的未来。正如大人们整天总
唠叨的，我们就像一个小树，不为它修枝剪叶，总也长不成
一棵正直的参天大树。

今后，我必须要管好自我，自我心里所想，就要用心去做，
弟子规所讲述的每一个道理，都给我带来了启示。“孝、悌、
谨、信、爱、仁”就是一个人最就应拥有的，我必须要努力



去爱做学习孔圣人对我们的教育与引导！

国学读后感篇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学习。《国学经典》
这本书正是中国小学生启蒙的一本好书。

这本书分行节俭、强自信、讲智慧这三个单元，每个单元都
由经典要义、故事、生活、实践和经典诵读四个部分组成。
不仅有名家名言，还有贴近生活的人、事，以及一些脍炙人
口的着作选读。其中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大家
早已耳熟能详，还有的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艰辛”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这本书使国学之精
华更接近人们平时的日常生活，让中小学生更容易理解，方
便记忆，能把圣人之训用在实处。

读了这本书，不但让我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行为的规范，
更让我明白了要把这些道理应用在生活中。比如“由俭入奢
易，由奢入俭难”，就是警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勤俭节约，
不要奢侈浪费。又如“恃人不如自恃也”，就是教育我们要
从小努力学习，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才能，增强自己的独立
性;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不可能总是依靠父母和他人，而
是应该自立自强。

《国学经典》这本书在扩大我们的阅读量的同时，也在潜移
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思想、行为。，让优秀的国学经典始终
伴随着我们健康成长，让我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博大精
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

[国学经典诵读的读后感]

国学读后感篇五

《增广贤文》是一本好书，它不但读起朗朗上口、通俗易懂，



而且故事生动有趣，以格言的形式讲述了很多为人处世的道
理，同时也是教我“做人的准则”。

《增广贤文》中的许多精辟的格言警句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
广为传诵，这些格言警句都蕴藏着前人丰富的智慧。

读了《增广贤文》使我懂得了很多道理，我百读不厌。特别
是：“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这则《贤文》让我
听后肃然起敬。它的意思是小羊为了报达父母的养育之恩，
当父母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时，小羊跪下来用乳汁喂养父母。
小乌鸦为了报达父母的养育之恩，当父母年老不能外出捕食
时，就将食物口对口地喂养年老的父母。

《增广贤文》这本书能丰富我的内心世界，使我在做人做事
感触良多，毕竟这本书也是人们经历了千百年才感悟出来的。

《增广贤文》这本书容易启发我的思考，培养我的独立意识；
学而时习，一以贯之，经典的魅力让我的心灵学会了感恩，
也找到了学习自信，学习成绩稳步提升。

国学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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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读后感篇七

国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精神的精髓。诵读
国学经典能让我们品悟中华文化；能传承民族精神；能涵养
自己的修为。可以让我们承继民族智慧，使自己成为一个德
才皆备的人。



在众多诵读的国学经典中《弟子规》犹为让我才下眉头，却
上心头。《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清朝康熙年间秀才
李毓秀所作。他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列举了为人子弟在家、
出外，待人接物，求学等方面应有的礼仪与规范，特别注重
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让我懂得了孝顺、博爱、谨慎、讲信
用。有父母、爱亲人，继而才能关爱每一个人，当别人有困
难时，我们才会伸出援助之手。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就不
会变成一个危害社会，让人唾弃的人。让我明白了友善、礼
让，生活上不要挑三拣四。不要把长辈对自己的疼爱当成是
理所当然，养成骄横的坏习惯。衣服不再于华丽，而应注重
整洁；要看轻财物，少计较个人得失。学会礼让，宽以待人，
严与律己；多用赞美的眼光去看待别人。这样我们的心胸会
变得宽广，生活会变得快乐甘甜。

国学经典让我在言简意赅的文字里，休味到它丰富的内涵和
深遂的哲理；里面的不少至理名言深深印在我心里。它让我
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我在诵听圣人的教诲中提
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让我们一起用行动来诵读这些宝典吧！

国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精神的精髓。诵读
国学经典能让我们品悟中华文化；能传承民族精神；能涵养
自己的修为。可以让我们承继民族智慧，使自己成为一个德
才皆备的人。

它让我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我在诵听圣人的教
诲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让我们一起用行动来诵读这些
宝典吧！

[诵读国学经典读后感教师随笔]

国学读后感篇八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里有几样不可缺少的东西――仁、义、
礼、智、信。这五个字是孔子到孟子以及董仲舒一一完善的。



读了这一套书以后我真是感慨万千，它让我明白了许多感人
肺腑的故事，它似一个知识库，点亮了我的心灵。“仁”里
面的《美金的价值》、“义”里面的《大义桥》、“智”里
面的《无心的鹿》……其中我最喜欢“信”这本书，我能从
中体会到“信”让人受益匪浅，那一句句简练的语言却蕴含
着深刻的'哲理，例如有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言心信，
行必果，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古今中外诚信使人们走向
礼貌。

季布大家必须都熟悉，他只要答应别人的事无论多困难他都
想办法办到。楚汉相争时，季布是项羽的大将，曾几次打败
汉军。刘邦当皇帝后下令通缉季布，季布只好化装到山东一
朱姓家当佣人，朱家明白他是季布后收留了他，并且帮他向
刘邦说情。刘邦之后封季布为中朗。季布有个朋友叫曹丘生，
专爱拍马屁，听说季布当了官便来巴结。季布见曹丘生来就
虎起了脸，骂了他几句。谁知无论季布态度多严厉，曹丘生
照旧陪着笑还说：“我听说楚地有‘得黄金百两不如得季布
一诺’。”季布听后很高兴就待他为上宾，曹丘生走后到处
宣扬，季布的名生就越来越大。这就是一诺千金。

诚信是不分国界的，在美国一个庄园主的家里有一把新斧子，
庄园主的儿子看见了十分喜爱，他想试试斧子快不快，就对
准一棵樱桃树砍去，只听“咔嚓”一下树被砍断了。男孩一
看不好，就把斧子放在原位躲进了小屋，但之后因为‘诚
信’还是承认了自我的所作所为。这就是美国总统华盛顿小
时候的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

不管是季布还是华盛顿，在他们身上都有个共同点“信”，
我们必须要以诚待人，正如李嘉诚的所说“我们要以诚代人，
别人才会以诚相报！”国学，是你使我的知识一天天充实，
是你让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我要大声对你说：“多谢
你”！



国学读后感篇九

为一步弘扬民族传统，传承国学经典引领我校学生，通过诵
读国学经典诗词，感受祖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培养学生热
爱祖国，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勤奋学习，自强不息的优良
品质，学校定于这个星期五举行国学经典诵读比赛。

这天清晨，同学们早早来到教室，个个精神抖擞，背起了弟
子规，老师还让我们演练几遍，并叮嘱我们比赛时不要紧张。
叮铃铃，上课铃响了，这也意味着诵读比赛开始了。我们排
好队，慢慢走出去。

来到阶梯教室门口，我们紧张的等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终于，我听到报号老师叫：“现在是五年级一号班级出
场。”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了场。

等所有人入场后，只听见沈鹏拿起话筒说完了总序，接着，
全班一起背完了“入则孝”，沈鹏又背起“泛爱众”中的第
一排，全班同学有起伏的背完了“泛爱众”，这一章。诵读
完后班长用口令整整队，并向评委敬礼，接着，我班便出场。
紧接着，其他班级也进行了诵读比赛。

这次比赛，让我知道了一些重要道理。总序入则孝，出则弟，
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这八章的内容，我基本能
按要求做到，但少数部分仍欠缺，如，父母讲道理时，嫌啰
嗦，这样就没做到父母教，须敬听。感谢学校给了我这好的
机会，让我明白，发现了自己的缺点和优点。我一定会发扬
优点，改正缺点，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国学读后感篇十

我跟着国学经典小组一起学了《江雪》这首诗：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前两句在“山”前面加了一个修辞词“千”，又在“径（小
路）”前面加了一个“万”，一个是表示“山”很多，另一
个是“径”很多。后面的“鸟飞绝”“人踪灭”让人出乎意
料，这么多的山、这么多的路、怎么连一只鸟都没有、一个
人都没有？原来是天气太冷了，人都不敢出家门，鸟都不敢
展翅而飞。

后两句中，“孤舟蓑笠翁”写出了作者孤独的心情。作者是
在钓鱼吗？他是在钓鱼。但是，钓的不是鱼，而是“雪”。

这一首诗我们估计学前班时就已经背会了，但是程老师教的
更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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