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庸读后感(汇总6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庸读后感篇一

孔子传道给曾子，曾子写了篇论文《大学》;曾子传道给孔子
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写了篇论文就是《中庸》。中庸思想，
也是来自于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说:“中庸之
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太难了，普通
人很少能够做到。中庸到底是什么呢?孔子讲的中庸与仁一样，
有体有用。中庸的主题非常不好理解，中庸的作用就是此处
讲的“中不偏，庸不易”。中就是不偏，庸就是不易。

什么是中呢?一个方框，代表上下四方，中间有一竖直贯下来，
不歪不偏就是中。任何事情都要取中，无论偏左、偏右都不
行。孔子着了一部历史，叫《春秋》，为什么叫春秋呢?取中
之意。冬天冷、夏天热，温度不适中;冬日长、夏日短，日照
不适中，都不合乎标准。只有春秋不冷不热，白天与黑夜一
样长，有中才可以作为标准。孔子的五德是“温良恭俭让”，
温是第一的，太热太冷都是偏，只有温才是中。

什么是庸呢?庸是庸常之意，就是我们说的，普普通通、平平
常常。平庸才能长久，普通才是伟大，这是宇宙间的基本法
则。我们现代人都不甘寂寞，要拔高、要精彩，讲究“玩的
就是心跳”。人生平平安安就是福，高处没有道只有险，高
处不胜寒。常人不是如此，不知足不知止，求高求好。一求
高事准糟，所以叫“糟高”。中庸就是告诉我们“中不偏，



庸不易”的道理。这两句话是宋儒程颢、程颐说的，程子曰: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了就不偏、庸了就长久。老老
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就一生平安、幸福。

中不是目的而是方法，中的目的是和、是中和，所以子思在
《中庸》里才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中才能
达到和，和是宇宙万物之理。夫妻和才能生贵子，家和才能
万事兴，和气才能生财。总之都要和，不和就不生，就没有
生气。天之和是太和，地之和是中和，人之和是保和。能时
时保和就能达到中和，保持住中和就能恢复到太和。北京紫
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不正是此意吗?中者，
天下之根;庸者，天下之本，中庸思想是一种客观的'思想，
也是一种唯物的思想;甚至可以说，中庸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才是世界的永远不变的平衡态。

中庸读后感篇二

孔子传道给曾子，曾子写了篇论文《大学》；曾子传道给孔
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写了篇论文就是《中庸》。中庸思想，
也是来自于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说：“中庸
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太难了，
普通人很少能够做到。中庸到底是什么呢？孔子讲的中庸与
仁一样，有体有用。中庸的主题非常不好理解，中庸的作用
就是此处讲的“中不偏，庸不易”。中就是不偏，庸就是不
易。

什么是中呢？一个方框，代表上下四方，中间有一竖直贯下
来，不歪不偏就是中。任何事情都要取中，无论偏左、偏右
都不行。孔子着了一部历史，叫《春秋》，为什么叫春秋呢？
取中之意。冬天冷、夏天热，温度不适中；冬日长、夏日短，
日照不适中，都不合乎标准。只有春秋不冷不热，白天与黑
夜一样长，有中才可以作为标准。孔子的五德是“温良恭俭
让”，温是第一的，太热太冷都是偏，只有温才是中。



什么是庸呢？庸是庸常之意，就是我们说的，普普通通、平
平常常。平庸才能长久，普通才是伟大，这是宇宙间的基本
法则。我们现代人都不甘寂寞，要拔高、要精彩，讲究“玩
的就是心跳”。人生平平安安就是福，高处没有道只有险，
高处不胜寒。常人不是如此，不知足不知止，求高求好。一
求高事准糟，所以叫“糟高”。中庸就是告诉我们“中不偏，
庸不易”的道理。这两句话是宋儒程颢、程颐说的，程子曰：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了就不偏、庸了就长久。老老
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就一生平安、幸福。

中不是目的而是方法，中的目的是和、是中和，所以子思在
《中庸》里才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中才
能达到和，和是宇宙万物之理。夫妻和才能生贵子，家和才
能万事兴，和气才能生财。总之都要和，不和就不生，就没
有生气。天之和是太和，地之和是中和，人之和是保和。能
时时保和就能达到中和，保持住中和就能恢复到太和。北京
紫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不正是此意吗？中
者，天下之根；庸者，天下之本，中庸思想是一种客观的.思
想，也是一种唯物的思想；甚至可以说，中庸才是世界的本
来面目，才是世界的永远不变的平衡态。

中庸读后感篇三

《中庸》这本书，自小便是只觉得高深。读上一两句，脑子
里只剩下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句话。自然的也就
放弃了。到了大学之后，心智成熟了许多，也终于有机会去
品读了。

仔细算来，自己读完这本书大概用了几天而已。短短几天，
几千个蕴含着古人智慧哲学的文字。我大概只能算作囫囵吞
枣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庸之道这四个字成了贬义词。似乎人
生只剩下了出人头地和一事无成一样。事实上，中庸即适中，



君子随时能做到始终，小人则是肆无忌惮。中庸更多的是要
求恰到好处，”不及“、”过之“都不是面对事情的正确做
法。在读的过程中我总想起稼轩先生的那句词”少年不识愁
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为了”
赋新词“上了多少层”楼“，聪明人用他们的聪明，小人有
小人的.手段。而坦荡的君子又在何处？人们不应该借中庸之
名行淡漠之事，而应凭心中的中庸之名站出来，自始自终坚
信自己想新的东西。我想这才是《中庸》这本书真正想要去
告诉世人的。

中庸读后感篇四

《大学中庸》这本书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大学》，一
部分是《中庸》，它们都是《礼记》中的一部分。

《中庸》是一篇重要的儒家哲学经典文献，它从本体论、主
体论、伦理政治论、宇宙论四个向度展开了儒家哲学思想体
系，经道德本体作为始基，以道德主体作为核心，阐述了秉
具天命之性的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立身原则和行为规范，最
终将天人、内外之道归结为一“诚”。

《中庸》接续孔子、曾子思路，继承并改造三代天道观，将
超越而外在的、神圣的、具有德性并依据德性主宰人事
的.“天”进一步转化为超越内在的、作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
万物之终极本原的道德本体。

中庸读后感篇五

《中庸》是儒家经典，也是儒家哲学最高智慧的代表之一，
最后一章中的”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
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人德矣“，是我印象最
为深刻的。

想做好天边事，就要做好身边事；想要做好身边事，就要加



强自身修养；想加强自身修养，就要端正态度、正心诚意。

我们的`先贤圣哲早在《中庸》里面留下了开启智慧的金钥匙，
在成长过程中，应谨记奉行先贤圣哲们的教诲，把握好理解
好这三种关系，这将引领我们收获一颗美好的发心，开启内
在的光明。

中庸读后感篇六

暑假里，我与家长共同阅读了“羊城分级阅读“系列的《大
学中庸》这本经典读物。

经过与家长共同阅读，我突然觉得读书的确是一件十分有意
义的事情，《大学中庸》是一本文言文的经典书籍，虽说这
本书很难读懂，但是我借助电脑的力量觉得其中很有意思，
并且也让我领悟了许多人生的道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大
学》部分的一个片段说的非常有道理：“物格而后知至，知
至而后意城，意城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就是说：“通过对万
事万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
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
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
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这段说的很对，知识十分重要，知识来自于对万物事的认识，
有了知识的人，才能成就大事；有了知识的人，品行会良好；
有了知识的人才会管理好家庭，才能成就梦想。

通过与家长共同读书，让我知道了自己知识的微薄，中国文
学的博大精深，今后要广泛阅读，不断理解中国文学的精髓。
也让我从读书中懂得了如何尊重别人，并从中找到了快乐。
我读书，我成长，我快乐！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古典文化名著是灿



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年伊始我院组织了对传统文化
《论语》的学习，现在又组织学习了《大学中庸》，通过这
两次学习，使我不仅体会到了古典文化的经典和博大精深，
更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我自身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