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国学经典的心得(大全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读国学经典的心得篇一

20--年暑假，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国学经典与教育》的在
线学习，这次学习分为四个教学视频，我用半个月的时间看
了好几遍教学视屏，总计用时20多个小时。另看完教材《国
学经典与教育读本》(一、二)。原来我对国学仅仅是知道而
已，平时教学中虽有涉及，但受小学生的接受能力的限制，
也是粗约的给小学生讲解，并未更深地从中国文化的历史传
承，从《国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上，对中国人的影响上过
多考虑。经过此次的学习，让我对国学有了深刻的认识，感
受到《国学》中的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经典理论，细细的反
省一下，我感觉确实受益匪浅。

国学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的文化内涵。学习国学，让我更进一步的了解孔子及其他教
育家、思想家的学说。

(一)修身养性，德行人生。

细读《论语》，颇有感触。《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
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生活，找到个人坐标。因
此，《论语》可以作为我们个人尤其是作为教师的我们的生
活和工作指南。《论语》中关于修德的言论，概括性且易于
遵循的有：“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
得”。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益者三友，



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

孔子认为：血气未定的年少之时,不要沉浸于女色;血气方刚
的成年时期,不要与人争斗：而到血气既衰的老年,不要贪得
无厌。一个人遇事不要主观臆测，不要盲目武断，不要固执
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孔子还认为，和正直，诚实守信，博
学多才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和谄媚的人，虚伪阴险的人，
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同时他还认为，如果以适度
的礼乐来节制自己，以称道别人的好处，以拥有很多贤德的
朋友为快乐，对人是有益的，而以骄奢淫逸，游荡忘返，宴
饮荒淫为快乐，对人则是有害的。这些言论，简洁明了，教
人自我警醒，让人持守美德或教人弃去偏执。如果我们每个
人都能把这几句话牢记在心，时时警醒自己，应该说在修身
行事方面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作为教师，为人师表，更是
要牢记不忘，并依此行事，真正做到身正为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过分地强调物质利益的追求，因
为种.种原因而使得人们的利益主体多元化，于是，人们的价
值观也呈现多元化，而作为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责任，肩
上的担子千斤重，一头挑着学生的现在，一头挑着国家的未
来，必须给予学生的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引导，
教育学生为民族的复兴而不懈努力并成为国家的栋梁。而要
达到此目的，教师自己首先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人生观。因此，教师必须修身养性，经得起各种不良现象的
引诱。

(二)学习《国学》，让我懂得如何学习和如何教育学生。

《明儒学案》曰：“古人之於学者，其不轻授如此，盖欲其
自得之也。即释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古代
的老师不轻易的传授知识就是想让学生自己去领悟，即便佛
教传经也最忌讳完全说破，因为那样学生就会轻松获得而把
学习当成玩乐。现在的教学，再也不能用以前填鸭式的方法
了，寓教于乐才是教师的首选。“师者，善于传道，授业解



惑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也矣。”
老师要善于传授道理教授学业和解答疑惑，不懂道理，学业
不精湛，学生有疑惑却不能解答，这算不上老师。所以，老
师要与时俱进，不断接受新知识，新技能，新的教学方法;不
断参加学习和培训。要想给学生一滴水，自己就要满斛水。

(三)学习《国学》让我学会感恩，懂得待人接物，懂得一切
为了国家。

子曰：“弟,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
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说：“学生，
在家里孝顺父母，在外要敬爱兄长，做事谨慎而诚实，博爱
众人，而亲近仁德的人，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的力量，再去
学习《诗》《书》等经典。”通过学习国学，我明白了许多
人生道理，如对自己的父母应该以感恩的心去对待;对有困难
的人应该从乐于助人的心去对待;对犯错的人应该以宽容的心
去对待……在一切日常生活言语行为中要小心谨慎，要讲信
用。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讲礼貌,尊敬长辈等。它在教我们如
何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做一个有礼貌的
人。可以说，国学知识里面对人生道理仿佛是指明人生方向
的一个指南针，在你看不清前方时，为你拨开眼前的迷雾，
为你指出正确的方向。同时，也为学生做好榜样，教育学生
尊老，爱老，爱护弱小，让中华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扬。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是《国学》，只有接续《国学》薪
火，才能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所以，弘扬和培育民族
精神，发扬和光大革命精神，一定要从国学开始。

《国学》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五千多年
的文化内涵。今后,我要多加学习，让“国学经典”中的智慧
之光，引悟自己走出迷茫，使自己的人生轻松而洒脱，也为
我的教育事业添光加彩。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以此为傲，
也希望大家能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国学文化，使其在历史的
舞台上熠熠生辉、永不衰竭!



学习《国学》，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事，也不是这几代的事，
而是我们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伟业，《国学》是我们中华民
族得以传承的基石。让我们在《国学经典》的丛林中漫步，
在经典国学的长河里凌波，在国学经典的宝库里采撷如花的
词语，构筑我们心中最美好的诗篇，用最美的画笔描绘一幅
幅山青水绿欢声笑语的画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

读国学经典的心得篇二

国学经典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和独特的思想智慧，通过讲读国学经典，我们能够领
悟到其中的哲理真谛，塑造品格修养，提升自身素质。在课
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国学经典的博大精深和深远影响。下
面将以“严谨学问、修身养性、启迪智慧、治国安邦和促进
国家复兴”五个方面，详细阐述我对讲读国学经典的心得体
会。

严谨学问，是讲读国学经典的首要任务。国学经典蕴含着丰
富的学术理论和学问体系，这些理论和体系通过阅读和讲述，
能够加深对国学经典中思想内容的理解。即便是相似的内容，
通过不同的讲解方式，也能够领悟到不同的内涵和思想。通
过讲读国学经典，我们能够系统地学习古代哲学、历史、文
学等知识，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和综合能力。这种严谨的学
问态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学经典，发现其中的思想
逻辑和学问之美。

修身养性，是讲读国学经典的重要目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学经典中蕴含了丰富的道德智慧和修身
养性的方法。在课程中，老师们不仅通过阅读原著，还通过
生动的讲解，向我们传授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教育。通过讲
读国学经典，我们能够了解到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培养
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例如，《论语》中的"为人以礼，
守礼仪而不可僭越者也"、"君子修道以求其心"等经典语句引



导我们以礼修身，做到礼容、言谈有度，提醒我们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

启迪智慧，是讲读国学经典的重要意义。国学经典中蕴含了
深奥的思想和智慧，通过讲读国学经典，我们能够开拓视野，
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国学经典中的思想是深邃
而多层次的，需要通过对古人的思考和自身的体悟，在实践
中加以领悟和应用。通过讲读国学经典，我们能够培养独立
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出创新思维的火花。例如，
《大学》中提到"笃志好学，守正出奇"，激励我们要不断学
习，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追求卓越和创造。

治国安邦，是讲读国学经典的重要目标。国学经典中蕴含了
丰富的治国安邦思想，通过借鉴和学习这些思想，我们能够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治国安邦提供思路和参考。
国学经典中的思想与现代社会问题紧密相连，通过讲读国学
经典，我们能够了解到古人对于国家治理的智慧和经验，提
高自己的国情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例如，《资治通鉴》中的
历史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历代君王治理国家的得失，启示我
们要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国家繁荣稳定贡献自己的
力量。

促进国家复兴，是讲读国学经典的时代使命。国学经典作为
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根基。通过
讲读国学经典，我们能够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培养爱国
之情，激发爱国热情，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国学经
典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通过讲读国学
经典，我们能够加深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提高对中华
文化的自信心，汇聚起推动国家复兴的力量。

总之，通过讲读国学经典，我们能够深入理解其中的丰富思
想和智慧，提升自身的学问素养和道德水平。同时，讲读国
学经典也能够贯彻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启迪智慧、
治国安邦以及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复兴。作为一名学生，我深



感讲读国学经典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将继续努力学习，为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推动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读国学经典的心得篇三

第一段（引言）: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最
近，在参加一场国学讲座后，我深深感受到了讲读国学经典
的重要性。通过深入研读、反复阅读这些经典，我不仅更好
地了解了中华文化的根基，也深化了自己的思想修养，为我
人生的道路指引了方向。下面，我将分享一下我对讲读国学
经典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研读经典的重要性）：

研读国学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华
文化的深厚底蕴。经典中蕴含的道理和智慧，是广大先贤们
多年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它们不仅告诉我们如何待人处世、
如何修身养性，还引导我们明辨是非，判断是非的标准。读
经典不仅要靠眼睛看，更要用心去思考，通过自己的理解和
体悟，将先贤们的智慧转化为自己的智慧。

第三段（学习经典的方法）：

为了更好地学习国学经典，我建议采取以下方法。首先，要
选择适合自己的经典进行学习，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素质来决
定。其次，要有耐心和毅力，经典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
反复品味和琢磨。同时，要学会汲取他人的意见和观点，与
人交流，多角度地思考问题。最后，要将经典的教义融入自
己的生活中，只有真正实践于自身，才能获得心灵的升华和
成长。

第四段（讲读经典的益处）：



讲读国学经典不仅能够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更能够加深我
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经典中蕴含的中国古代文化
的精髓，代表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和人文精神。通过讲读
国学经典，我们深入了解和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
从而更加自信和自豪。同时，讲读国学经典也能够提高我们
的人际交往能力和修养，使我们更懂得如何与他人相处，如
何尊重他人的观点和权利。

第五段（结尾）：

通过讲读国学经典，我收获了很多。我不仅更深刻地理解了
中华文化的精髓，还提高了自己的修养和思考能力。我相信，
只要我们继续讲读国学经典，传承国学经典，中华文化将在
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因此，讲读国学经典，不
仅是个人修养的需要，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的责任。
让我们一起走进国学经典的世界，感受其中的智慧和力量，
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

读国学经典的心得篇四

国学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根，更是
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讲读国学经典，既是学习古人智
慧的途径，也是培养良好品德的方法。在讲读国学经典的过
程中，我深切体会到了其对我们的影响和启示。下面，我将
从品德修养、智慧启迪、文化传承、民族复兴以及身心健康
五个方面来谈谈我对讲读国学经典的心得体会。

在讲读国学经典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其对品德修养的影
响。国学经典以道德修养为核心，强调做人的道理和原则，
培养我们自身良好的品德。比如《论语》中有“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教导，告诫我们在与人交往中要宽容待人，关
心他人的感受；《大学》中有“诚于心，正其身，修其家，
齐其国，治其天下”之言，教导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通过阅读和学习这些经典，我深刻体会到做



人处世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了自己的道德水平。

同时，讲读国学经典也能够启迪我们的智慧。古人留下的经
典中蕴含了丰富的智慧和人生哲理，可以引导我们思考，开
拓智慧的边界。例如，读《论语》可以使我了解孔子的思想，
学习到他的智慧；读《庄子》可以帮助我提升对生活和人生
的领悟；读《诗经》可以感受到古人对美的追求和描绘。通
过阅读这些经典，我不仅能够开阔眼界，培养更多的思考能
力，还能够理解古人的智慧，将其运用在现实生活中。

讲读国学经典还具有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中华民族有着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讲读国学经典可以增进对中华传统
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加深对祖国文化的传承和传统的理
解。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深感责任重大，我应该通过学
习经典，将其传承下去，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代代相传。
只有讲读国学经典，我们才能更好地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传播到全球，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讲读国学经典也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相连。近代以来，
中国曾经历了许多屈辱和挫折，但我们现在正站在了复兴的
起点上。讲读国学经典可以激发爱国之情，激励我们努力奋
斗。经典中的崇尚和追求正是我们民族复兴需要的力量和精
神。通过深入学习国学经典，我相信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
解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
己的力量。

最后，讲读国学经典对于身心健康也有着重要的帮助。正如
经典中所强调的，心身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础。讲读国学经
典能够使我们得到内心的满足和平静，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
情绪，增强心理素质。而通过读书的过程，不仅提升了思考
能力和逻辑思维，还有助于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在繁忙的
生活中，讲读国学经典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放松心灵的途径，
让我们获得内心的宁静与舒适。



综上所述，讲读国学经典对于我们的品德修养、智慧启迪、
文化传承、民族复兴以及身心健康都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
引导我们正确做人、提升智慧，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为我们的身心健康
带来滋养。因此，我们要时刻保持对国学经典的学习和关注，
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中，让其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南。只有不断
提升自己，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为社会发展做出更
大的贡献。

读国学经典的心得篇五

最近，我们都在学习国学。我也读了一本书名叫《国学经
典》。读完了这本书，我不由得发出一些感叹。

这本书分为三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两个部分。第一单元主
要讲的是节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
句话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在总结唐朝由盛世走向衰败的历史教
训时写下的警世名言。意思是：历观前代王朝和古老的家风，
往往勤俭节约意味着成功，奢侈浮夸意味着失败。是呀，这
句话用于我们现在是再适合不过了。

节约是一种良好的习惯，它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用
心，我们就会想出节约的好办法。你瞧，这是我和姐姐想出
来的：

1、将用剩的小块肥皂收集起来，做成了大块肥皂。

2、把雨水收集起来，用来浇花。

3、把没有用完的作业本合订在一起，做成了一个新本子。

怎么样?这些节约的办法你用过吗?如果没有，那就从现在开
始行动吧!



第二单元主要讲的是强自信。“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句
话选自于，《孝经。圣治章》。意思是：天地之间的万物生
灵，都一样的得到天地之气成形，禀天地之道成性。但只有
人最为尊贵。这句话说得多么好呀!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
点，都有自己的特长，只是有很多人自己没有发挥出来罢了。
我就把自己的优点和特长发挥出来了：

1、我把字写得很好。

2、我的作文常被老师称赞。

3、我的舞蹈跳得很不错哦，还获得了证书。

瞧!我的优点和特长很多吧!相信你也一定有很多优点和特长，
赶紧发挥出来吧!

第三单元主要讲的是智慧。“知者创物”。这是《周礼。冬
官。考工记》中的一句话，意思是：由有智慧的人设计发明。
用智慧来解决问题的人也很多，下面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贺龙同志在紧要关头让战士们扔掉草帽，使敌军自相残杀。
包公运用智慧，使用了计谋，从毛驴身上找到突破口，巧妙
地破了案。还有许多的例子……就不一一说明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
之柱和心灵家园。国学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精神
的重要载体，诵读国学，品悟中华文化，传承民族精神，涵
养民族修为，承继民族智慧，造就具有中华气韵和民族气质
的现代中国人，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读国学经典的心得篇六

国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
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国学经典导论课程作为大学
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



自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将结合自身的学习和体验，
分享一些关于国学经典导论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深入学习经典是提升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

通过学习国学经典，我们可以深度感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包含了丰富的人文思想和精深的文化
内涵，如论语、孟子、诗经等，它们是我们文化的瑰宝。通
过学习和研读这些经典，我们可以获得思维的升华和智慧的
启迪，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此外，经典中也包含了丰富的
美学、道德和伦理等方面的教育，可以培养我们的审美情趣
和道德观念，提高我们的人格修养。

第三段：理论联系实际，让经典活起来

国学经典导论课程除了学习经典文化外，还要结合当代中国
的社会环境，联系时代背景，探讨经典在当今社会的生命力
和现实意义。例如，在学习《论语》时，我们可以通过对比
古今的社会现象，思考儒家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和指导
作用。在学习《孟子》时，我们可以借助经典中所传达的责
任和道德情怀来思考和解决当代社会的伦理问题。通过理论
联系实际的学习方式，经典变得生动而有活力，使我们能够
更好地发现经典的智慧。

第四段：培养文化自信，加强民族认同

学习国学经典是增强文化自信和加强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竞争。
通过学习国学经典，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和体验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增强文化自信。同时，国学经典也是中华民族智
慧的集中体现，能够加深我们对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念、道
德伦理等的认同，加强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第五段：国学经典导论启发我们走出困境



国学经典导论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我们提供智慧和
指导，帮助我们走出困境。通过学习经典中的思想和智慧，
我们可以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找到适应变化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比如，在学习《道德经》中，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关于
处理人际关系、处理巨大压力中的方法。通过学习国学经典，
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智慧的闪光点，从而引导我们在当代社会
中取得更好的发展和进步。

总结：

国学经典导论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自信具有
重要意义。通过深入学习和研读经典，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
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式，让经
典变得生动有活力；通过加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增
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通过吸收古人智慧，我们可以在当
代社会面临的困境中找到智慧的指引。在学习国学经典导论
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成为传承者和发扬者，也更能找到前行
的方向。

读国学经典的心得篇七

这几天，徐老师向我们推荐了《国学经典》这一本书，并且
还给我们打印了这本书里比较好的名言，让我们多背，让这
些名言永远做我们的生活导航。我们通过多读、多背，渐渐
的了解了这些名言的意思。

就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这一句吧，我们
就可以以字面上的意思来解释这句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就
是人生自古以来谁都要死亡，留取丹心就是留下一片赤诚丹
心，照汗青就是要为光照史册留下最精彩的一页。连起来就
是人生自古以来谁都要死亡，要为光照史册留下一片赤诚丹
心。这句话告诉我们，人没有一个能长命百岁长生不老，所
以活着要做一个能牺牲，有意气的人。我们的一生都要向文
天祥那样的爱国。



还有一些能琅琅上口而又意味深长的名言警句。比如“有志
不在年高，无志空张百岁”、“志小则易足，易则无由
进”……一些能启迪人心灵的谚语、名言都能让人滥记于心。
这才是读诗、读词的最高境界—读名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学习。《国学经典》这本书正是中小学
生国学启蒙的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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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的著作选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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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国学经典的心得篇八

“经典”是一个民族博大智慧和美好情感的结晶，所载为至
理常道，透射着人文的光芒，其价值历久而弥新，任何一个
文化系统皆有其永恒不朽的经典作为源头。罗曼?罗兰曾说过：



“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只是它生命的浮面;为了探索它内在的
生命——它的各种行动的源泉——我们必须通过它的文学、
哲学和艺术而深入它的灵魂，因为这里反映了它人民的种.种
思想、热情和理想。”这个暑假我认真诵读国学经典，感悟
古典魅力，感受颇深。

一提到“国学经典”四个字，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会是中华
文化中最优秀、最精华、最有价值的典范性著作。我觉得
《千字文》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据史书记载，这篇构思精巧、富有韵致的《千字文》，是南
朝梁武帝时一位叫周兴嗣的人于一夜间编成的。公元六世纪
初，梁武帝萧衍博通众学，擅长文学，雅爱书法。他对王羲
之的书法推崇备至，因而命人从王羲之的墨迹中，选出一千
个各不相同的字，让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用四言韵文的形式
将其编撰成文，字句间要求有密切联系，且要富于文采和韵
味，以供儿童学习识字，并从中掌握必要的知识。周兴嗣才
思敏捷，一夜便将《千字文》编成，不过，第二天，他竟已
是两鬓斑白。《千字文迄今已有1400多年了。流传到今天，
作为一部启蒙读物，它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书中还有关于学习的，如“尺璧非宝，寸阴是竞。”说明古
人很早就认识到光阴的可贵，“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
寸光阴。”“笃初诚美，慎终宜令。”修身、求学，重视开
头固然不错，但始终如一坚持到最后更是难能可贵。做学问
不可以半途而废、虎头蛇尾，应该坚持不懈，最终才能到达
胜利的彼岸。“守真志满，逐物意移。”说的是每个人要保
持善性，学习要专一，不要转移意志，甚至玩物丧志。“孤
陋寡闻，愚蒙等诮。”学问浅薄，见识少，就会被别人耻笑。
我们不能只读死书，还要多增长见识，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否则就会成为“井底之蛙”。书中还写了许多历史传说，经
典故事：如夜明珠，盘古开天，让我大开眼界。这些都深深
地吸引了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让我们在多读、多
背中享受这部经典美文带给我们的乐趣吧!



再如读《论语》时，我对《论语》及其作者也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在现实生活中，也慢慢知道我们的很多风俗习惯、礼
貌用语原来都来自于《论语》，《论语》在2500多年后仍能
拥有如此深的影响，而且在世界很多地方也广为流传。《论
语》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句话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
不学则怠”。的确，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罔然无知而没有收
获;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疑惑而不能肯定。它教人学习要动
脑子，不要一味地去搞题海战术，要学会思考和总结。只有
在努力的基础上，学会思考，自己的学习成绩才能更上一层
楼。如果仅仅思考而不学习，那就像种庄稼想不劳而获一样。
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提醒着自己，工作也要讲
究方法，不要一股劲走到头，才发现是个死胡同，要经常反
思自己的工作，从反思中提高自己。而且时刻提醒着自己，
只有亲身付出，才有可能有回报，不要有等着天上掉馅饼的
想法。只要有可行的想法，自己就要去尝试，去付诸行动。
《论语》不仅教会了我学会工作，还教会了我做人。所以，
我坚信，只要大家能够理解《论语》的真谛，你的人生一定
不会遗憾。

阅读国学经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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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国学经典的心得篇九

国学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它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
德和美学观念。导论作为国学学习的第一步，对于理解国学
经典的深层含义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对国学经典导论的学
习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导论的重要性。

第二段：导论的历史背景

国学经典导论起源于古代儒家治学的传统，是为了帮助学生



进入国学经典的世界而设计的。在导论课程中，我了解到了
儒家经典如《诗经》、《论语》等的起源与发展历程，以及
它们对古代社会的影响。这些知识的了解让我对国学经典有
了更清晰的认知。

第三段：导论对国学经典的解读

导论的任务不仅仅是让我们了解国学经典的历史背景，更重
要的是将这些经典中的思想、道德和美学价值进行详细解读。
通过导论课程，我学会了如何理解国学经典中的隐含意义，
如何将这些思想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从而深化对国学经典的
领悟。导论的解读让我对国学经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欣赏。

第四段：导论对个人成长的意义

通过导论的学习，我不仅仅对国学经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同时也对自己的成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国学经典所蕴含的
智慧和道德观念，能够启发我的思考和行动。导论让我学会
了如何用传统的智慧和道德观念来面对现实中的问题和挑战，
同时也教会了我如何用这些智慧去引领自己的生活。

第五段：对导论课程的感悟

通过国学经典导论的学习，我领悟到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
和价值。我认识到，国学经典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不仅仅
是古人的经典之作，更是一种智慧的传承和人类文明的财富。
导论课程让我从对国学经典的浅显了解，逐渐进入到这个瑰
丽而复杂的世界中，从而更好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同时，导论也成为了我走进国学经典的大门，让我能够更好
地通过学习和阅读走向国学研究的深入。

结尾：

通过学习国学经典导论，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



知，对自己的成长也有了更全面的思考。导论的学习是进入
国学经典世界的重要一步，它给予我了思想的启发和道德的
引领。我相信，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继续走进国学
经典的世界，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从中获得更多的智
慧和力量。

读国学经典的心得篇十

近年来，受到社交媒体和电视剧的冲击，读书已经渐渐淡化
在人们的生活中。然而，经典名著作为古代文化的瑰宝，依
然具有独特的魅力。本文将以五个方面，谈谈我对经典名著
的读书心得体会。

首先，经典名著教会我如何思考。经典作品总是以丰富的内
涵和思想深度引人入胜。比如，《红楼梦》中的宝玉可以看
作是作者对仕女生活的思考和剖析，而《西游记》则深入探
讨了人性和宿命的关系。在阅读这些经典之时，我们也自然
而然地被引导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正因
如此，经典名著不仅是丰富我们的智慧，更是培养我们的思
辨能力的重要渠道。

其次，经典名著帮助我扩大了对历史的了解。很多经典作品
的背景都是历史时期，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古
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风貌等。例如，读
《水浒传》让我们感受到宋朝社会的腐败和不公，而读《红
楼梦》则让我们体味到清朝后宫生活中的虚荣和封建制度的
弊端。通过这样的阅读，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会更加全面和
深刻。

第三，经典名著能够提升我的文学鉴赏能力。这些经典作品
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学形式和艺术表达
手法。比如，在《红楼梦》中，读者既可以欣赏到其中的诗
词歌赋之美，又可以领略到它细腻的描写和情感的抒发。通
过细心品味这些经典作品，我们可以学到很多艺术的魅力，



并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

第四，经典名著帮助我认识了世界。虽然大部分经典作品是
中国古代文化的产物，但是它们所包含的人性和社会问题是
与时俱进的。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们能够认识到人性的普
遍性和共同的追求。同样，很多经典作品也融合了西方文化
和东方文化的元素，使我们对世界的多元化更加有了深入的
了解。

最后，经典名著启迪了我的人生智慧。经典作品中有很多特
殊的人物形象和情节，这些形象和情节往往代表着一种智慧
的集合。比如，在《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矛盾性格，使我
们思考人性的复杂和无常，而贾宝玉的颓废和迷茫，则使我
们产生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通过经典名著的阅读，我们可
以汲取到人生的经验和智慧，进而更好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的
挑战和困扰。

总之，经典名著不仅是文化的宝库，也是人生的导航。它们
教会我们思考的方式，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提升了我们的文
学鉴赏能力，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因此，无论在
当代社交媒体如此繁忙的快节奏生活中，我们都应该坚持阅
读经典名著，以获取更多关于人生和世界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