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庸的读后感(汇总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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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的读后感篇一

在这个洒满阳光的冬日里，我拜读了南怀瑾老师撰写的《原
本大学微言》。

这本书，对“大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让我从一个默默无
闻的弱小者，一下子便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激情、
有奋斗之力的好少年。

儿时。牙牙学语的我很想穿越到古代。因为我一直认为，古
人学习是十分轻松的，而我们现代人学习压力却十分大。读
了此书，我的想法有了180度的大转变：我要好好学习，学习
没有捷径，只有努力!我要成为国家栋梁。我要静下心来!然
而，如果只是驰骋于天马行空的想象的话，那么一切将只会
是天方夜谭，所以，我决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勤思
好问，乐于探究”“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
舟”“宁静而致远”

那么，现在就要开始制定目标。人分为一个一个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时区，我们一次要做到的是：格物、
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再是知、
止、定、静、安、虑、得、这使得原本十分浮躁的我，现在
学会了“静能生慧”“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道理。



大学这篇文章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千个字而已，可是其中蕴含
的道理，却是无书可及的，让读者能“正知、正见、正人
心”，其中高山流水，柳暗花明之风光，在字里行间中处处
体现，时兴慧解。

这又让我想到了我们的社会。现在社会上的人总是十分浮躁、
不耐烦、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欲速则不达。曾经有个姐姐诺诺，
因为在学习上只求速度不求质量，本来天资聪慧的她，最终
只能步入二本学校，与心仪的一本学校高中，因为不能静。
我希望，大家读这本书能静下来，能有收获!

读了这本书我收获多多，我愿牵着你的手到这本书中去遨游!

中庸的读后感篇二

在《中庸》中，我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性，知识真的能改变
一个人的`命运。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学习可以改
变人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层次。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学习的五
个层次，正所谓量变才能达到质变，在我们积累量的时候，
一定要以中庸的态度来面对事情，以平和的心态处理事情。
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修身的过程，通过书本获得知识，通过知
识传递思想，，进而达到书中要求的道德水平。

通过阅读，我学会了: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千万不要
强加给别人。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要学会以君子看事物
的角度去观察事物，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中庸的读后感篇三

本学期我的寒假作业之一是读《中庸》，因为它是儒家乃至
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
慧的结晶。所以读完之后感觉：书中的精髓将是人生道路上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其中印象深刻的段落是：君子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地方，
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一般的人总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未
深究。真正的君子要做到格物致知。

联系生活实际感到：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需要我
们用心的观察分析才能了解，看待别人往往不能只看现象和
表面，而是要深入其心灵，着眼于本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
教育。

中庸的读后感篇四

《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几千
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下面小编整理了几篇《中庸》
的读后感供您阅读!

《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几千
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

它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修，修道之谓教”的性、道、
教三者为根本，深入阐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和。

“中庸乃人生成败的智慧根本”、“诚于中，信于
外”、“君子当慎独中立”、“仁者爱人，仁者无
敌”、“诚则明，明则诚”、“和为贵，不自弃”六个方面
展示《中庸》的思想和理论。



读《中庸》，感觉很迷茫，不知其所云，不是因为字难认，
相反字很容易，就是意思很难理解。

而以前读《大学》，有很多生僻的古汉字，可是文章意思很
容易理解。

但是，我还是坚持晨读，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辅助理解。

现在，回过头来，感觉收获还是不小的。

关于“中庸”，程颐说:“不偏不倚叫做‘中'，不变不更叫做
‘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

”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

中庸以“诚”和“中”为基本概念，叙述“天人合一”的形
而上学。

故其第一章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烛
照通篇。

那是一种瞬间绽现的文采。

是一个自天之命、由微之显、从天命之性到修道之教的过程。

忠恕宽容是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之一。

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
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

《中庸》中所提倡的思想，如“不偏不倚”、“至诚无息”、
“内省慎独”、

要从“戒慎”“恐惧”“隐显”“慎独”等方面培养自身的
品德，掌握中庸之道，促成中和。



达到中和，则天地万物安处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生生不
息。

“道”源于本身，与自我相分离，而君子要学会反求诸己才
能得之。

真正的君子要做到格物致知，去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这种自我修养与反省的品质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所必须有的。

无论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不论今后会遭遇怎样的挫折，
我们都要学会“反求诸己”，凡事都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
应当学习孟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品质。

全书体例清晰，点评得当，寓意深刻，除了摘录原文之外，
还附有白话注解，

并在“细读慢品”这一板块中撷取大量与现代社会人们生活
息息相关、联系紧密的故事、寓言、实例等内容，结合本节
所阐述的思想，带领我们细细品味《中庸》中所蕴含的人生
智慧、处世之道。

可是，要达到“至诚”的境界又谈何容易呀!特别是我们今天
的经济化市场化的社会，达到“至诚”就更加不易。

人性是有很多弱点的，归根结底一个“贪”字。

自古贪者都是活得很痛苦的。

而中庸就可以克服人性的贪，从而使人们做到知足常乐。

总之，读过中庸之后，于为人于处世都受益匪浅，受用终身。

 



从开始接触《论语》起，“中庸”便在我的生活中频繁出现，
于是渐渐浅尝了这个易懂却又高深的词汇。

“中”意为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庸”意为平常，平庸。

《论语》和《中庸》中都讲“中庸之道”。

在拜读后，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中”是圆，“庸”是方，“中庸”就是把“中”的道理用
一种最恰当、合理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方与
圆的完美结合与运用。

记得不久前，我曾对于“锋芒毕露还是韬光养晦”有过一番
思考，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中国古往今来，似乎都在提
倡着“韬光养晦”，这样正迎合了那句“满招损、谦受益”，
人们觉得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一个人本身的素质与修养。

但当人们站在如今这个社会的视角上时，却又突然发现，这
样的思维方式似乎已不再适用。

如今，在我看来，这两种人生态度都是不能完全采纳的，取
而代之的，当然是“中庸”。

记得一段很经典的话:“岳飞锋芒太露，无法躲过风波亭之
劫;李太白锋芒太露，

难以见容于官场，苏东坡盛名之人，屡遭磨难，大象因牙而
被擒，蚌以有珠而见剖，龟因壳而致死，鹦以饶舌而被困，
犀牛因角贵而招杀，金铎以声自毁”。

其实，锋芒太露的结果，容易招忌及受害。



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也是如此，而这，正是一
种“中庸之道”。

“半开”、“半醉”，需要度的把握，而这是没有确切的衡
量标准的。

行事之时，靠的只是每个人心中对中庸的理解与坚守，在那
些复杂中，我想，“简单”的持守才是最难的。

于是，我“引入”了“圆通”，便是做到既方又圆，这是一
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高度的智慧和修养，能始终做到这一
点的人，就绝非等闲之辈。

正如中庸所提到的“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

我想，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便是在于他一生始终处于这中庸
圈内吧!他所拥有几乎全部优良品质，虽不夺目，但始终不乏
光耀。

他面对弟子的过人或不及之处，能正确的对待，并不一味发
扬长处，而正是忠于“不偏不倚”。

面对才华横溢，不放弃收敛锋芒;面对勇敢，不放弃畏惧;面
对矜庄，不放弃随和……我想，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
于此。

中庸带给我更多的，就是“和”了。

不偏不倚，不过也无不及，达到最好的状态，这就是“和”。



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平常心。

生活中，面对过失，不过分埋怨别人，也不过分自责;面对荣
誉，不过分张扬，也不过分低调;面对困难，不过分踌躇，也
不过分淡定。

万事适中，达到“和谐”的境界，这样天地万物会各安其位，
正常运行。

这是一种大智慧。

《中庸》的深奥让我无法完全置身于内。

我想，如果此生无法精通《中庸》将是我最大的遗憾。

万物持中，这是做人的原则与处世的艺术。

无论碰到什么事，拿出“中庸”，以不变应万变，这将是一
生的财富。

 

和谐是古代社会的主题，我们中国要建设成为强盛、民主、
文化、协调的社会主义国度。

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的精良传统，北京奥运会上，一
个“和”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精华，向众人传递了中国
的处事立场。

对我们个人而言，每个人要感性看待问题，以中庸的态度处
置问题。

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修身的进程，通过书本获得悉识，通过常
识传递思维，，进而到达书中请求的道德水平。



通过浏览，我学会了: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自己不乐意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强加给别人。

“正人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幸运”，要学会以君子看事
物的角度去察看事物，不要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

在当今这个竞争剧烈的社会，压力充斥了人们的生活，人们
开端抱怨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反思自己。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能力强的.人就会生存下来，没有能力
的人就会被社会淘汰，这是很畸形的景象。

因而，我们要温和的对待这个问题，不要将其极其化，在意
识问题的基本上，

一直空虚自己，是自己变的强盛，同时要坚持一颗谦逊谨严
的心，不要戒骄戒躁，任何事件，当时有准备就会胜利，没
有预备就会失败，不要盲目自负，要做到胸有成竹。

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唯有博大和宽容，才干兼容并包，使为学存在世界目光跟开
放胸怀，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
而亲仁”。

咱们要逐渐的进行学习的五个档次，终极使本人适应社会，
实现自己的幻想。

激动是魔鬼，在面对难题的时候，一定保持一种平和的态度，
不要心急，缓缓的处理，只有这样能力战胜艰苦，最终达到
成功的此岸。



所有任性而为，不要强求，只要属于自己的货色，就永远跑
不了!

在《中庸》中，我领会到了知识的主要性，知识真的能改变
一个人的运气。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学习可以
转变人的思惟境界和文化层次。

博学之，审讯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是学习的五个层次，正所谓质变才能达到量变，在我们积
聚量的时候，一定要以中庸的态度来面对事情，以平和的心
态处理事情。

近多少年来，爆炸性新闻比拟多，比方说“我爸叫李刚”等，
这些消息从侧面反应出中国的国民生活程度差距很大，其中，
确定有良多人在埋怨为什么自己不那么富有，认为生涯不公
正。

实在，我感到，生活是最公平的，只有你付出了努力，生活
就会给你一份回报，别人用一份尽力就能做到的，我们可以
用一百分的努力去做;别人用非常的努力做到的，我们能够用
一千分的努力做到。

假如这样子的话，即便我们再贫困，再笨拙，也一定会靠自
己的才能将生活水平进步，必定会变的坚强起来!

和谐是现代社会的主题，我们中国要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的优良传统，北京奥运会上，一
个“和”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向世人传递了中国



的处事态度。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每个人要理性对待问题，以中庸的态度
处理问题。

在《中庸》中，我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性，知识真的能改变
一个人的命运。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学习可以
改变人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层次。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是学习的五个层次，正所谓量变才能达到质变，在我们积
累量的时候，一定要以中庸的态度来面对事情，以平和的心
态处理事情。

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修身的过程，通过书本获得知识，通过知
识传递思想，，进而达到书中要求的道德水平。

通过阅读，我学会了: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中庸的读后感篇五

《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几千
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它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
谓修，修道之谓教”的性、道、教三者为根本，深入阐述了
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和。“中庸乃人生成败的智慧根本”、
“诚于中，信于外”、“君子当慎独中立”、“仁者爱人，
仁者无敌”、“诚则明，明则诚”、“和为贵，不自弃”六
个方面展示《中庸》的思想和理论。



读《中庸》，感觉很迷茫，不知其所云，不是因为字难认，
相反字很容易，就是意思很难理解。而以前读《大学》，有
很多生僻的古汉字，可是文章意思很容易理解。但是，我还
是坚持晨读，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辅助理解。现在，回过头来，
感觉收获还是不小的。

关于“中庸”，程颐说：“不偏不倚叫做‘中’，不变不更
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
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中庸以“诚”和“中”为基本概念，
叙述“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学。故其第一章以“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烛照通篇。那是一种瞬间绽现的
文采。是一个自天之命、由微之显、从天命之性到修道之教
的过程。

忠恕宽容是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将
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忠恕宽容、体仁
而行、并行而不相悖。《中庸》中所提倡的思想，如“不偏
不倚”、“至诚无息”、“内省慎独”、“隐恶扬
善”、“执其两端”、“和而不流”、“素位而行”等君子
之道，对于现代社会的人们陶冶情操、提升境界、确立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书中
说“性”“道”不可须臾离开自身，要从“戒慎”“恐
惧”“隐显”“慎独”等方面培养自身的品德，掌握中庸之
道，促成中和。达到中和，则天地万物安处其位，万物便生
长发育，生生不息。“道”源于本身，与自我相分离，而君
子要学会反求诸己才能得之。真正的君子要做到格物致知，
去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这种自我修养与反省的品质
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所必须有的。无论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
不论今后会遭遇怎样的挫折，我们都要学会“反求诸己”，
凡事都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应当学习孟子“吾日三省吾
身”的品质。

全书体例清晰，点评得当，寓意深刻，除了摘录原文之外，
还附有白话注解，并在“细读慢品”这一板块中撷取大量与



现代社会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联系紧密的故事、寓言、实例
等内容，结合本节所阐述的思想，带领我们细细品味《中庸》
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处世之道。

可是，要达到“至诚”的境界又谈何容易呀！特别是我们今
天的经济化市场化的社会，达到“至诚”就更加不易。人性
是有很多弱点的，归根结底一个“贪”字。自古贪者都是活
得很痛苦的。而中庸就可以克服人性的贪，从而使人们做到
知足常乐。

总之，读过中庸之后，于为人于处世都受益匪浅，受用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