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字经读后心得感悟(优质8篇)
读书心得是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思考和反思的机会，能够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书中的内容。小编整理了一些精
选的工作心得范文，希望能够给你一些思路和启发，使你的
写作更具有说服力和价值。

三字经读后心得感悟篇一

寒假里，我学习了《三字经》，从中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三字经》作者乃南宋王应麟。此书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一
千多字。它共包括6部分内容。第1部分从“人之初，性本
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教育和学习对儿童的重要
性。第2部分“为人子，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闻”，讲
述要孝敬父母、敬重兄长。第3部分从“知某数，识某文”
到“此十义，人所同”，介绍了一些生活常识。第4部分
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介绍了一些古
代重要的典籍和儿童读书的程序。第5部分从“经子通，读诸
史”到“通古今，若亲目”介绍了中国的历史。第6部分
从“口而诵，心而惟”至“戒之哉，宜勉力”，教导我们要
从小认真学习。

我发现《三字经》中的很多话都是金玉良言，尤其是“香九
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东汉人黄香九岁时就知道
孝敬父亲，替父亲暖被窝，等到被窝暖和了，他才请父亲上
床。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于是我就向黄香学习，替妈妈
暖被窝。妈妈说：“孝敬父母不仅表现在替父母暖被窝，更
重要的是要明事理，让父母少操心。”

“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汉朝人孔融家里种了一棵梨树。他四岁的时候就把大的梨让
给兄长，把最小的梨留给自己。我要向孔融学习，像他那样
谦让同学。



“披浦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这一段话说的好。
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扭转贫苦的命运，我要向路温舒和公孙弘
学习，儿时努力学习，将来成大器。

“头悬梁，锥刺股。”分别讲了晋朝的孙敬在读书时把自己
头发拴在屋梁上以免自己打瞌睡、战国时的苏秦每当读书疲
倦时就用锥子刺大腿以免自己睡着的故事。从这句话我想到
了读书不能因为一点疲倦就放弃，疲倦时也要自我督促。

《三字经》真是一本千古名作!它能让我们的品行变得更完美，
怪不得学校要求我们读这本书。

三字经读后心得感悟篇二

中外神话故事是艺术殿堂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是一个民族
最值得骄傲的精神财富之一。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十分有必要
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因为，怪异、神奇的神话故事包含
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于开发智力、增加想象力有着
重要的作用。

这本书反映了人类发展及征服自然的历史，记录了人类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和希望。这些故事流传千古。家喻户晓，从盘
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特洛伊战争、阿耳戈船英雄历险记，
这些动人的故事，将带你走入瑰丽多彩的神奇世界。

比如说《吝啬鬼格比》这一篇：格比是个财主，有数不清的
钱财，上百亩良田，雇了许多工人。但他却十分吝啬。

舒拉就是格比手下的一个佣人，干活十分卖力，格比却经常
拖欠他的工资。

有一次贪心的格比独自一个人来到地里。一是为了看护庄家;
二是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打着一两头野猪。趁着夜色，他



迅速爬到了地头上的大榕树上躲了起来。

他突然听到一阵沙沙的风声，顿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群神仙在大榕树下聚会。

他们嘀咕了一阵后，决定让天使在舒拉的茅屋顶上挖个洞，
把金子从洞里扔进去，这样，他们全家就得救了。因为他们
家现在穷的叮当响，吃饭也饥不择食。

格比听到后，大喜过望，天刚亮就去找舒拉，说：“很抱歉，
昨晚没给你工钱，现在我要全补给你。另外，为了改掉我奢
侈浪费的坏毛病，我还打算用自己最好的房子换你的茅
屋。”

于是，舒拉与格比调换了房屋。格比为了让天使更顺利的往
下扔金子，他自己早早的在屋顶上挖了个洞。他整夜坐在洞
口下，抬头盯着屋顶，盼望掉下金子。但是一夜过去了，什
么动静也没有，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其实，天使早就来了，正当他准备扔金子的时候，发现这不
是舒拉的家，而是格比的家，便又回去了。这笔金子，格比
到去世也没有得到。

这本书带给我深刻的启迪、阅读的快感和美好的享受。但愿
你们也能从这本“知识宝库”中学到丰富的知识。

三字经读后心得感悟篇三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书房中传出我朗
朗的读书声。我正在读一本中华经典书籍——《三字经》呢。

这个学期，学校开展了“经典诵读”活动。教师向我们推荐
了好多古今经典诗文，而我最喜欢读的就是《三字经》。它
是我国明清时期的儿童启蒙课本，作者是宋代的王应麟。这



本书共一千多字，三字一句，句句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
很有节奏感，令我百读不厌。

我的这本《三字经》不仅仅有它的原文，并且还有注释和相
关的故事，图文并茂，使我读起来兴趣盎然。

读《三字经》，让我懂得谦让、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是讲孔融四岁就明白
把大梨让给哥哥;“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是讲
黄香九岁就明白用身体把被窝焐暖让父亲休息;“首孝弟，次
见闻。知某数，识某文”是说人应当首先孝顺父母，尊敬兄
长，其次才是增长见识，学习知识。

读着这些资料，我不禁感到一阵阵脸红。我是爸爸妈妈
的“掌上明珠”，只要我开口，要什么就有什么，真可
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一向以为父母为我所做的一
切都是应当的，从来没有想到为他们做些什么。每当学习不
顺心的时候，甚至还会向父母乱发脾气呢。和孔融、黄香相
比，我真是无地自容呀。今后，我要改变自我，多体谅爸爸
妈妈，多为他们着想，尽量让他们少为我操心。

《三字经》的资料包罗万象，为我们讲道德，论古今，有名
人英雄，有历史战争，有学习方法，有自然规律……它是古
人智慧的结晶，是文学的宝藏，是永不褪色的经典!

徜徉在这样的经典诗文中，我的心灵受到一次次洗涤。在这
些精练短小的语句中，蕴含着人生的哲理，让我明辨是非，
学会感恩，懂得做人的道理……阅读者，收获着，我乐此不
疲。

三字经读后心得感悟篇四

书上还有“勤有功，戏无益。节旨在，宜勉力”。这两句已



成为我的座右铭，它的意思是：勤奋好学的人务必事业有成;
游手好闲、不求上进的人是没有作为的。我常用这两句告诫
自己：抓紧眼前的光阴，好好的学习。我也常想起这样一个
故事：李白从小聪明，但不喜欢学习。一天，他逃学去玩时，
见到一个老奶奶在磨一根铁杵。李白问：“老奶奶，您磨铁
杵做什么呀?”老奶奶说：“我要把它磨成绣花针。”李白疑
惑地又问：“这么粗的铁杵能磨成针吗?”老奶奶说：“只要
我每一天不停地磨，铁杵务必能磨成针。”李白听了，后悔
自己贪玩而浪费了读书时间。从此，李白立志努力读书，之
后成为大诗人。李白的故事教育我学习要勤奋，要持之以恒。
经过读《三字经》我明白了：学习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而
不是让别人去为你努力。学习是需要有耐心的，总有一天你
会从那里面脱颖而出。

读了《三字经》后，我更喜欢这本书了，因为我还明白了许
多做人的道理。比如说：“做人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做
人要厚道，尊敬父母，有意志力和奋斗力，要有高尚情操等
好的品质。

《三字经》真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

三字经读后心得感悟篇五

《三字经》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儿童启蒙读物，
距今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大都采用
韵文的方式，每三字一句，四句一组，像一首诗一样，背诵
起来像唱儿歌。别看它篇幅短小，却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
人物历史故事，蕴含着许多深刻的道理，大人孩子读来都受
益匪浅。

《三字经》列举了大量典故、故事，向我们阐述了丰富深刻
的人生哲理。有倡导尊敬师长，宽厚待人的;有颂扬勤劳节俭，



清正廉洁白;有劝诫谨慎持身，悔过改错的;有爱国爱民，弘
扬正气的;有激励立志勤学，发愤图强的……这些内容包含了
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

“头悬梁，锥刺骨。”这是《三字经》中激励人勤奋学习，
发愤图强的典故。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子的母亲曾三次
搬家，是为了使孟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一次孟子逃学，孟
母就割断织机的布来教子。孟子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上有名的
大学问家，是和母亲的严格教育分不开的。

“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其中提到的小黄香
是汉代一位孝敬长辈而名留千古的好儿童,小黄香不仅以孝心
闻名，而且刻苦勤奋，博学多才.我们现在的许多孩子家境优
越，整天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却不知知恩图报，孝
敬父母，有的还对父母大吵大闹，整天这个不满意，那个不
顺心，不是把心思用在学习，而是好逸恶劳，学习不努力，
喜欢赶时髦，比吃穿。可以说，父母为养育自己的儿女付出
了毕生的心血。这种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是人世间最伟大
的力量。我们应该让孩子们学会爱自己的父母，只有爱自己
的父母才能爱他人，爱集体，将来长大才会爱社会，爱祖国。

列宁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三字经中的榜样比比皆是，
只要向他们学习，相信我们的孩子都会有所作为!女儿学校给
俺布置的作业。胡乱凑得。

三字经读后心得感悟篇六

朗朗乾坤，得万古之灵气，孕千年文化之精髓，成千古旷世
之奇书，《三字经》横空出世!小子对此奇书甚有感触，即书
一文，此亦个人之意，又亦儿戏之言，不可当真也!



何谓此书奇之?其一奇，以三言韵句成句，自成一体，易读易
记，通俗易懂;其二奇，孕千年中华文化之精髓，这部仅有一
千五百多字的小书，竟融“历史、地理、人物、天文气象、
诗书礼乐、教育、哲学”于一体。可谓学一书而通万卷也!但
是，我们要把《三字经》与当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思考，
正确地认识，主动汲其精华，剔其糟粕。

亲情、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融四岁，能让梨，弟
于长，宜先知。”“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
孔融四岁就知道让大梨给长兄;黄香九岁便主动孝顺父亲而无
怨无悔。

重视子女教育和历史教育亦是优秀的文化传统。“昔孟母，
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玉不琢，不成器”。这体现我
国对教育的重视。《三字经》还将整个中国历史浓缩在一起，
易学易记，并且专门谈到学习历史的方法。

总之，这一切都表现了古代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与我国优秀
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儿女的骄傲。

但是，我不得不再重申一遍，由于当时的历史与政治原因，
造成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使《三字经》多了几分糟粕：
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这说明当
时的人们愚昧地认为有了“三纲”，就会形成君顺臣良，父
慈子孝，夫和妇顺的社会安定局面;所谓五常，即“仁、义、
礼、智、信”，“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这
是人人都必须遵守这些基本道德底线，不容打破。只是可怜
当时的人啊!一心认为三纲五常可以维护家族、国家秩序，所
以大肆宣言三纲五常并亲身践行，实际上这不过是富有的统
治者对被统治者在伦理道德和法律上施加的.紧箍咒而已。

总而言之，《三字经》这本奇书，其精华就在于对亲情、孝
顺的张扬，对后天教育和历史教育的重视。其糟粕亦昭然若



揭：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两千年来一直是束缚中
国人思想和行为的绳索。

我们一定要记住，《三字经》所体现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需要我们去汲取精华，剔其糟粕，最后发扬光大至世界。

范文二：三字经读后感800字

经历了多少沧海桑田，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中华民族的灿
烂文化一直毅力于世界之巅，源远流长。其中以少儿启蒙读物
《三字经》为代表的作品最为典型。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
三字一句、含义简单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但至今为止还
未探索出这本书的作者，即使如此，有些人们也把它谱成曲，
让优美的旋律净化心灵，升华个人思想，让你在体味韵律的
同时，获得并体察到了人生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的内心世界。

人之初，性本善。

这两句放在《三字经》的开头，一语双关，既从人的本性开
始写起，结构明确，也阐述了人的本性，即人出生的时候，
天性本来是善良的，通过钱文忠教授介绍：最初提出这一观
点的人是儒家思想创建者孟子。在孟子的言论中，重点
以“仁”为主，我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种观点可以使很多
人避免“雾里看花”，从而走上不归之路，人性本善，是人
类内心世界真是的写照。

性相近，习相远。

人的本性差距不大，但是由于受到后天外来环境的熏染，差
距越来越大。可见在古代，就有人对“后天环境”做出了评
价，认为导致人性不同的根本原因是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
这句“古训”一直沿用至今。在这个繁华都市，形形色色的
事物，在给人们增添乐趣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改变了人们的
天性，沉溺于其中，从而便有了教育。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如果不去接受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受到变迁，而学习的
根本办法，就是专一”。这是钱文忠教授对这句话的理解，
我对这句话，情有独钟，因为人性格的养成是要受到后天教
育的影响，对于18岁以下未成年人，他们没有辨别是非的能
力，很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上网、打游戏、逃学、说
脏话，这些现象在中学生中已经是很普遍了，而教育就是挖
掘他们本性的善良，让他们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这
才是社会发展的要求。

对于学习，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专一。所谓“一心不能二用”。
古时，有“江南才子”之称的唐伯虎。幼时，也因“心不
专”而受到老师的教诲，但最终当他悟出其中的道理时，技
艺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是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为什么有
成绩好坏之分呢?仔细想想最根本还是自己的心思问题，是不
是花心思学习了，是不是“用心专一”了。当机会从身边溜
走的时候，要想想当时为什么不用心一点儿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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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字经读后心得感悟篇七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我觉得，如果生
活里没有书籍，就像天空中没有太阳，就像鸟儿没有翅膀，
就像饥饿的人没有食物。自记事以来，我看过不少有趣的书，
如《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三字经》、《蓝色经
典神话》等。其中，我最喜欢看的一本书是《三字经》。

《三字经》是我的良师益友。记得有一次我的数学考砸了，
一整天都像霜打的茄子——蔫蔫的。百无聊赖之时，我漫不
经心地捧起《三字经》来读。当我看完《刺股苦读》这篇故
事后，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一个连家人都看不起他的苏
秦，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顺，发奋苦读，最终成为一名杰出



的政治家。看看苏秦，想想自己，自信似一股清泉重新喷涌
而出，瞬间滋润了整个心田。于是，我暗暗地下定决心，从
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下次一定要取得好成绩。

《三字经》，是一条通往我心灵深处的小径;是一面能时刻让
我发现自己不足之处的明镜;更是一个我向品德高尚的人学习
的窗口。有她相伴，在我悲哀的时候可以给予我安慰;在我消
沉的时候可以给予我自信;在我得意的时候让我恢复平静;在
我迷茫的时候给我指明前进的方向。

我喜欢看书，更爱看《三字经》。

三字经读后心得感悟篇八

这个学期，学校开展了“经典诵读”活动。老师向我们推荐
了好多古今经典诗文，而我最喜欢读的就是《三字经》。它
是我国明清时期的儿童启蒙课本，作者是宋代的王应麟。这
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含义简单易懂，还有些人们也把它谱成
曲，让优美的旋律净化心灵。这本书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历史、
天文、地理、道德等许多知识，正符合古人们说的话：“熟
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礼。”这本书共一千多字，
三字一句，句句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节奏感，令我
百读不厌。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之初，性本善”是什么意思吗?我小时
候初读《三字经》时，就稀里糊涂地认为人小时候都是善良
的，并不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其实，它的意思是：人在最初，
本性是善良的。这样善良的本性大家都差不多，只是在成长
过程中，由于后天的努力、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不一样，品
行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好好学
习，区分善恶，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当我读到“玉不琢，不成器”时，就好像看到了一块刚刚出



土的玉，经过长年精雕细琢，终于成了一块尽善尽美的玉。
玉如果不打磨雕刻，不会成为精美的器物。由此，我联想到
了后半句：人不学，不知义。人要是不学习，不经过刻苦磨
练，就不能成才。再比如说“首孝悌，次见闻”吧!这句话告
诉我们一个人首先要学的是孝敬长辈，再学习其他知识。从
现在开始，我们就应该孝敬父母，友爱兄弟。

从“一而十，十而百”到“丝与竹，乃八音”，都给我们讲
述了丰富的知识。例如：十进位算术方法、日常生活常识、
国家地区温度等。而最后“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易勉
力”告诫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珍惜大好的时光，持之以恒
地读书学习，那么你就一定会得到丰厚的收获，你的思想和
学识就会愈加丰富。你也将会作出更多贡献，这样才不枉人
生在世。我们要用“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话时刻
提醒自己。

读了《三字经》后，我的感受更深了，因为我明白了许多做
人的道理。比如说：“做人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做人要
厚道，尊敬父母，有意志力和奋斗力，要有高尚情操。因为
坦白就犹如是城市和勇敢的生成物质，我们要拥有良书，哟
工友益友，拥有一颗纯洁的人，这会是理想中最完美的生活。
用你那纯朴的心灵去体验别人的困苦不堪，可以去听见远方
的呼唤。让你去了解，去亲近社会与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