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经典书籍的心得体会(优秀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
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经典书籍的心得体会篇一

央视《典籍里的中国》成为我的“追捧对象”。“补课追
剧”，身临其境，仿佛自己就是“撒兄”的角色。几千年来，
祖先一直在记录我们的历史，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每一部
典籍，都凝聚着前人的心血和智慧，人们世代守护、薪火相
传，让精神的血脉延绵至今。

当代读书人，应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知道我们的生命源起
何处，知道我们的脚步迈向何方。今天我们品读典籍是在探
寻古人精神和当下需求的一个连接点，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
强党性、学__、悟思想，亦与读典籍“异曲同工”。百年__，
恢弘磅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史为鉴，新时
代的党员干部应该传承好、守护好、开创好我们党创立的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

读《尚书》，应有“知先贤治政之本，知个人修身之要”
之“传承精神”。

打开《尚书》我们可以追溯到华夏文明的源头，“中国”一
词，在文献中最早出现在《尚书》里，“民本”概念，最早
就源于《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历史
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广大党员干部要传承共产党人的
忠诚基因，深刻领悟我们党以忠诚经受考验、以忠诚战胜困
难、以忠诚发展壮大的道理，坚定信仰、坚守信念，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广大党员干部要传承共产党人的奉献基因，用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诠释党员干部的“成就感”，牢
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使命担当，要始终把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意识扎根于心、生发于情，真正解决群众的急难愁
盼;广大党员干部要传承共产党人的奋斗基因，要时刻保持奋
力向前的朝气，做到实干担当、奋发有为，主动扛起时代重
任，叫响“我先上”“跟我上”“一起上”，在“有可为”
的时代大有作为，不辜负当初入党入职时的铮铮誓言。

读《本草纲目》，应有“寿国以寿万民，寿万民以寿国”
之“守业精神”。

时珍曰：“医者贵在格物”，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天下医书，利益天下，当天下共修，世代永新”，无论是
古代医者李时珍，还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干部，都应继承和发
扬中国传统精神中以人为本、求真务实、关心民生的守业精
神。“守业”即是“守住初心”，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
发展，查处了许多党员干部，他们没有守住初心，倒在了利
益诱惑的“橄榄枝”面前。广大党员要深知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的需要，既然走上了为民服务的岗位，就要切实群众办好
事、办实事。“守业”即是“守好事业”，在自己的“一亩
三分地”上耕种出丰硕“果实”，有的党员“当一天和尚撞
一天钟”，这是万万不可的。“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不
管是再小再繁琐的工作，都要认认真真地做完做好，不管遇
到什么困难，都要迎难而上，只有真干事、干成事，才能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守业是最好的传承，
进入新时代，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笃
实力行，厚植人民情怀，诠释担当本色。

读《楚辞》，应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之“创新精神”。



两千年前屈原仰望求索，问天、问地、问人，而如今中国航
天探星揽月，中国“天眼”就是求索的眼睛，“天问一号”
就是求索脚步。而我们，向那些仍不停奔跑在创新前沿
的“赶路人”致敬的同时，要做好新时代的“赶考
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
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广大党员
干部要增强本领恐慌，在任何时候都要养成善于学习的习惯，
当工作业务方面缺乏经验时，要留心观察、善于思考，向领
导、同事、群众虚心请教，找准薄弱环节不断改进，结合自
身的优势创新谋划工作。“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新
时代的党员干部不能没有“拼劲”“闯劲”，更不能搞新形
式主义，在关键时刻要有“站得出来、豁得出去”的担当魄
力，抵住压力，才能促进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做到在工
作中不仅有思路更有“套路”、有想法更有方法、有态度更
有高度，不断增强创新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才能在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中积累经验，推动创新发展。
新时代的我们，应建立“求索观”，用民本思想指引实践，
让创新精神创造价值。

经典书籍的心得体会篇二

古代典籍是我们了解和体验古代智慧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
阅读古代典籍，我们可以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思考方式。
这些典籍蕴含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对我们现代人仍然具
有深远的影响。在阅读古代典籍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
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下面将从对待困境的态度、人生的价值
观、道德伦理、教育方法和治理方式等方面，谈一谈我对古
代典籍的一些心得体会。

古代典籍所传递的对待困境的态度给了我很多启示。在古代
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先贤们对待困境时的坚韧和乐观。无
论是《庄子》中的蝴蝶梦，还是《论语》中的孔子对困境的
理性思考，都展现了古代智者们面对困难时的睿智和心态的
调整。他们通过深入思考和舒缓的心态来面对问题，这给我



很大的启示。在我遇到困境时，我会尝试保持冷静思考，从
多个角度看待问题，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以期找到更
好的解决方案。

古代典籍对于人生的价值观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从《孟子》
中的“性善论”到《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古代典籍
给予我们对人生价值的深入思考。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迷
失在功利主义和名利观念之中，很难看清人生的真正价值。
但通过阅读古代典籍，我明白了人生价值追求的本质，并意
识到了追求内心真实的欢乐和精神的满足才是人生真正该有
的追求。因此，我在生活中更加注重培养自己的品德和人格，
为了实现自我完善而不断努力。

道德伦理是古代典籍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论语》中，孔
子强调了内心的正直和修行的重要性。古代典籍不仅告诉我
们做一个善良的人是多么重要，还告诉我们要守正道，遵守
道德规范。在现代社会，道德问题时有发生，而阅读古代典
籍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导向。通过读书，我们能够学到道德
的底线和道德的规范，这些道德准则将指引我们正确地行为。

古代典籍对教育方法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在《论语》中，我
们可以看到孔子以自身的言行教化弟子，用言传身教的方法
培养学生。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德行和人格，而非单纯的知识
技能。这告诉我，在教育孩子时，我们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
授，更要注重培养他们的品德和道德素养。只有全面培养孩
子的能力和意识，才能让他们真正成为有用的人才。

古代典籍还给我们提供了治理方式的思考。在《礼记》中，
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治理方式的深入探讨。他们思考如何有
效地统治一个国家或社会，并提出了许多具有普遍适用性的
原则。对于我来说，这些古代智慧在现代社会同样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因此，我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会结合古代典籍
中的智慧来解决问题，以期取得更好的效果。



总之，古代典籍是我们了解智慧、思考问题的重要途径。通
过阅读古代典籍，我感受到了先贤们的睿智和智慧，也从中
汲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它们帮助我调整了对待困境
的心态，深入思考了人生的价值观，理清了道德伦理的原则，
启发了教育方式的思考，并提供了治理社会的智慧。因此，
我会继续阅读古代典籍，以期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能够运
用这些智慧取得更加优秀的成绩。

经典书籍的心得体会篇三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第九期——说文解字》终于是播出了。
而这一期很巧妙的将许慎的人物经历与《说文解字》密切相
连，不仅讲述了《说文解字》魅力之处，更是把许慎的才思
敏捷，谨小慎微演绎得恰到好处。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
以识古。”这是《说文解字》部分序言，也充分地表明了作
者写这部书的目的“匡正大道，治国安邦”。而许慎一生的
经历也一直致力于此。

许慎少年时即有文名，号称“五经无双许叔重”。他步入仕
途，担任郡功曹，后来举为孝廉。之后，他又成为洨地的长
官。后因功绩卓越为太尉南阁祭酒，这时他遇到了，他的老
师贾逵，此后他的一生都在校书东观，编写《说文解字》。

他编写《说文解字》，坚持从实际材料出发，以历代传承下
来的文献和通人之说来证明文字的形、音、义，以此来解释
经义，而他首创 部首录字，排序“始一终亥”的故事更是令
人叫绝。

说文解字，头绪万千。当从何时始，从何而终一直困扰着许
慎，因此他不断思考，不断的对比各个字之间形、音、义、
表的异同，以及天干地支之间的关系。而突发奇想的悟出了以
“一”为始，以“亥”为终，540个部首排列组合。



这样的一个排列组合，比较系统地建立了分析文字的理论，
同时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代的文字训诂，反映了上古
汉语词汇的面貌。

《说文解字》是许慎一生心血之作，包含了他与老师贾逵两
代人的光阴，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文化瑰宝。

经典书籍的心得体会篇四

《齐民要术·序》言“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这一思想最
早出自《论语》和《管子》。

《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认为“富民”是“教民”的前提，衣食丰足、经济富裕
是德教的基础;教化是在物质生活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有
成效的，正如《管子》所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
荣辱。”

《管子·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
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
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
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
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大意为：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
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
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不愿意离开，安乡爱家就恭敬君王而
畏惧刑罪，敬上畏罪也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
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王而违犯禁
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
富裕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国政的君王，一定要



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管子·治国》“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
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

大意为：国家富裕，人民就安居家乡爱惜家园;人民安乡爱家，
对于移风易俗，驱使调遣，甚至有所杀戮，也不会有所反感、
憎恶。

《管子》认为“富民”才能“安民”，“民安”则“国安”;
正如现今俗语“穷山恶水出刁民”反映的未尝不是《管子》
的这一思想。

《管子》认为“富民”在于“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经济交
换”，这也是《史记·货值列转》中所反映的经济思想和物
质观;这也是为何《齐民要术·序》中言“起自耕农，终于醯
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书中“农、林、牧、渔、副”无
所不包的原因。

《齐民要术》的“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反映的便是《论
语》、《管子》中的“富民、教民、安民”思想;体现的是
《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史记》“王者以民为
天，民以食为天”思想。(《齐民要术·卷一·种谷第
三》“食者，民之本;民者，国之本。”)

由此推及现今，去年年底的优化防控，及之后一系列的“稳
经济、保增长、促就业”措施，何尝不是现今的“富民”之
举。“富民”才能“安民”，“民安”才能“国安”，“国
安”才能“强国”;古今概莫如此。

经典书籍的心得体会篇五

古代典籍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它们承载着千年智
慧与文明，对我们的学习和人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有



幸接触了一些古代典籍，通过阅读和研究，深感其中的深刻
智慧和内涵。下面我将从《论语》、《道德经》、《红楼
梦》、《水浒传》和《聊斋志异》这五本典籍中，分享一些
个人的心得体会。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
中包含了丰富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我最深刻地记住了孔子
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话
语。这些话语告诉我，一个人要有高尚的品德和行为，不仅
要做到自己不做坏事，更要以身作则，悉心引导他人，并从
别人身上学习。这激励着我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良好的行为
习惯，并且以身作则，对他人起到榜样的作用。

《道德经》是道家的经典之作，其中所提倡的“无为而治”
哲学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和
追逐的现代社会中，很容易沉迷于功利主义和结果取向。然
而，《道德经》告诉我们，只有放下私欲和功利心，追求内
心的平静和自然的状态，才能达到真正的幸福和心灵的宁静。
这启示我在繁忙的生活中要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宁静，时刻提
醒自己珍惜当下、悠然自得。

《红楼梦》是我最喜欢的古代小说之一，它以贾宝玉和林黛
玉为代表的众多人物形象，展现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人性世
界。通过这部巨著，我深刻地认识到，人性是多面的，我们
不能简单地用黑白对错来衡量一个人或事物。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独特性格和处世方式，我们要学会理解和包容他人的不
同，以和谐的态度处理人际关系。同时，《红楼梦》中对于
爱情的描写也让我深思，我明白了爱情是需要经营和培养的，
需要付出真心和耐心。

《水浒传》则是一本英雄壮举的古代小说，它描绘了北宋末
年的农民起义和反抗贵族的故事。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了正义
和勇气的力量，同时也告诉我，一个人要有坚定的信仰和目
标，才能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



会面对各种压力和挑战，只有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坚定的信念，
才能战胜困难和取得成功。

最后，《聊斋志异》则带给我一种神秘和奇妙的体验。这是
一本记录了各种神怪和灵异之事的古代小说集，其中的故事
引发了我对于人与灵魂之间关系的思考。它教会了我要相信
自己和世界中的奇迹，要敢于追求真理和探索未知的领域。
同时，也提醒我要保持理性和警惕，不被一些虚幻和迷信的
事物所迷惑。

通过阅读和研究这些古代典籍，我深刻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
重要性和价值。它们不仅是智慧的源泉，也是我们宝贵的文
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要学会尊重和传承这些古代典
籍，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用于指导和改善我们的学习和人
生。同时，在传承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重创新和发展，使
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社会中，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