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师学弟子规的心得体会(通用8篇)
军训心得是对自己军事素质提高和团队协作能力提升的一种
总结和反思。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学习心得，供大
家参考和分享。

教师学弟子规的心得体会篇一

原来做人也有许多规则，因此，想做一个受人敬重的人就得
有规有矩，有礼貌，尊老爱幼，守信用。我就说一说我读后
的感受吧！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它的意思是：不管
父母、亲人爱不爱你，你都要尽你做人的孝道，尊敬父母、
亲人。

其次是〈出则弟〉，它是教我们怎么和别人相处的。比
如“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意思是：兄弟朋
友要互相尊敬，要和睦，如果不和睦，父母就要为你们操心，
和睦，就少了父母亲的一份担忧，就等于是孝敬父母了。所
以，我们一定要和兄弟姐妹们和谐相处，这样我们的父母看
了才会从心里面为我们感到高兴，我们也会因此更快乐的。

而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弟子规》虽然是一部着作，但是它
的作者却仅仅是位秀才。《弟子规》的作者叫李毓秀，字子
潜，号采三，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李夫子是一个
不大出名的人，一般人认为，这位李夫子是在公元一六六二
年出生，在公园一七二二年去世的。很多人都认为李夫子活
了六十岁，但是，也有人说李夫子活了八十三岁。这两个数
据前后相差了二十三年，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社会对他没有
什么明确的记载，如果李夫子是为大人物，史书上一定会清
清楚楚地记录着李夫子的出生年月日和生辰八字。



李夫子一生中拿到的最高学位仅仅是秀才，从此以后他便再
也没有高中过，什么状元拉、榜眼拉、探花这些学位，压根
都跟他没一点关系。在当时，一个秀才只能教书。秀才不是
举人，举人老爷有的时候可以当官，进士也可以当官，而秀
才呢，却只能够教书育人，还教不了什么好书，也当不了什
么书院的院长，顶多只能开个私塾。然而这位没什么大成就
的李先生之所以会写出《弟子规》这本现在家喻户晓的书，
是因为李夫子毕生努力研究《大学》、《中庸》，虽然李夫
子学位不高，学历也不高，但是，有时候好多科举不成功的
人却恰恰学有所成，这位李夫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虽然在科举的道路上，李夫子是一位失败者，但是在研究
《大学》、《中庸》这一领域里，他却颇有建树，算得上是
一位相当了不起的学者。后来，李夫子创建了一所学校，叫
做敦复斋，起了一个斋号讲学。李夫子讲学讲得很成功，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更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听课，久而久之，他
就被人尊称为李夫子了。所以，人们称李夫子为清朝早期杰
出的教育家和学者，这个称呼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而这个称
号，李夫子也是担当的起的。

除了《弟子规》外，李夫子还根据传统对蒙童的规范方面的
要求，结合自己多年教书实践的经验，写了一本教育孩子，
启蒙孩子的书，叫做《训蒙文》。李夫子在钻研《大学》、
《中庸》这样的着作之余，还坚持写诗，出于对水仙花的喜
爱，李夫子曾经写了上百首赞颂水仙花的诗，后来集结为
《水仙百咏》。

我本以为，能够写出《弟子规》这本着作的人一定是个拥有
状元、榜眼这样的学位的人，所以说李夫子只是位秀才这一
点出乎了我的意料。现在的我们认为，李夫子是位成功人士，
他虽然没有有高等的学位或宏伟的家世，但是他很努力。所
以，成功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够达到的。



教师学弟子规的心得体会篇二

《三字经》蕴含着许多深刻的道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它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不止是因为它生动有趣的人物历史故
事，还因为它本身富有的内涵。三字一句，两字一韵，使人
读起来倍感琅琅上口。《弟子规》是根据《三字经》编写的，
它既朗朗上口，又蕴含着许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当我读到这一段时很是感触：“任己见，昧理真”。就是说，
不肯读书的人就容易依靠自己的偏见做事，蒙蔽了真理，往
往会把事情搞砸。由此，我想到自己的一件事：有一次，我
跟父亲讨论一件事，由于我们认识程度不同，往往会吵起来。
所以，我老是以自己的意见为准，而忽视了真理。而读了这本
《弟子规》中的这句话后，我感觉我太任性了、太愚昧了。
自己没理，还强辩。所以，我也要提醒同学们，在发表自己
的意见时，一定要按实际情况下定论。

读着读着，我感觉“心眼口，信皆要。”这句话之中也有许
多教我们读书的方法，应该怎样读好书。读书时，一定要心
到、眼到、口到。如果看着书本，心却不在本子上，那么就
白读了。有一次，我背课文，就是默背，觉得背得好慢，一
点效率也没有，而把课文一遍一遍念出来，把精神集中在课
本上，几遍之后，就很容易背出来了。不信你们试试。《弟
子规》真的很有用，对我也很有帮助，教会了我读书的方法
和道理。

在做人方面，《弟子规》也写到很多，人首先要有孝顺长辈
的心，要有一颗友爱的心，只有一个人的品德争了，才能做
好人，学习的根本就是：人的品德修养。“敏而学，慎于
行”要力行，又要学文，这样了，才能成为真正有用的人。
所谓品德，就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也许一个人很会学习，
但处人方面，不一定会很好。一个人的素质是很重要得。

所以，《弟子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



向着知识的海洋奔去，游向那知识的海洋，共同进步！

教师学弟子规的心得体会篇三

《弟子规》是根据《三字经》编写的。其中的礼仪规范是做
人的根本。就像大树，只有根扎得牢，树才会长得茂盛。做
人，只有将最基本的道德建立起来，一个拥有谦虚恭敬仁慈
博爱的心的人，才会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像画画，让没有绘画基础的孩子发挥想象创作是不会创作
出一幅优秀的作品的。不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凭着自己的
意愿任意胡为，那他不会被别人接受，他的人生不会快乐。
我也没有接受过正规传统文化教育，在学习了弟子规后，我
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在正确理解古老地中华文化的基础
上将这块文化瑰宝传承下去。真心希望我们每位教育工作者
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从我们班级教育的一点一滴做起，帮助
每一位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算起来，真正意义上接触传统文化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其
实，这么算也不见得正确，因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
人都随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毕竟，文化是一个连续的传
递过程。就好比我的一位语文老师讲的“无论世家子弟还是
山野村夫，无论略识文字还是一字不识，他的一言一行一举
一动无不显现儒家文化的教养”。这句话，我是感受越来越
深。一种思想理念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这里的人民
哪里还可能不会受到影响呢？虽然传统文化在近代屡遭浩劫，
她还是在中国大地上有很强的生命力。

在我看来，《弟子规》包含了《孝经》《礼》等传统思想，
特别是在行动方面做了规范。所谓弟子规的规，也就是规范
的意思。本来这本书是作为儿童启蒙读物的，大约和《三字
经》的效用差不多。可是，我们现在的人，普遍缺乏这种教
育，所以现在学习这本经典也是恰当的。特别是当今，社会
伦理失纲，人心不古，有志之士呼吁重新定位我们的教育，
突出人本思想，突出人文关怀，创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学习经典也就显得尤其必要。

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认同的过程，而对自身产生影响则是一
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例如，我们学习《弟子规》，背诵下来
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真正对一个人产生有益的影响，
那就需要时间了。一个人处世必定有一些原则，在他们潜意
识中受到这些原则的制约。学习了《弟子规》，就是要把圣
人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

1.小学美术教师教学随笔

2.教师教育教学随笔

4.学前儿童教师教学随笔

5.小学教师语文教学随笔

6.小学教师教育教学随笔

7.中学教师教学随笔范文

8.教师教育教学感悟随笔

9.二年级教师教学随笔

教师学弟子规的心得体会篇四

有时候常常回想起大学时的美好时光，不明的有一点感伤。
梦境中也会常常出现大学的校园，熟悉的背影，寂静的教室，
欢笑的操场........这些只是回忆，它离我很近，也仿佛很
远很远~~~~~

既然标题写了《弟子规》，这篇随笔就是要阐述一下《弟子
规》这篇文章了。记得上大二选修课我总共修了五门课程，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西方文化史”，一个学期只有短短的



十余节课程，而且还是要周日休息的.时间上。我记得导师每
次的话不多，只是让我们观看一下中西方差别的片子，就这
样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最后一节课，老师没有在让我们看投
影仪，只是给我们发了一张纸，让我们写《弟子规》。当时
我一句也没写出来，真的，我一句也不会。答卷交上去的时
候，我的脸是红色的。导师看后，笑了。那是他第一次笑，
那种笑我永远也不会忘了。我知道，不光我们学院的学生没
有写上，其他学院交空白卷的人也很多。之后老师给我们留
下最后一堂作业就是抄袭《弟子规》一百遍，写一篇读后感。

〈总叙〉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入则孝〉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冬则温夏则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

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

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

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

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

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

〈出则弟〉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言语忍忿自泯



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即代叫人不在己即到

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见能路遇长疾趋揖长无言退恭立

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

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

近必趋退必迟问起对视勿移

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

谨〉

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

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

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

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

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

缓揭帘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

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

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人问谁对以名吾与我不分明

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

〈信〉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



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

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

凡道字重且舒勿急疾勿模糊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

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跻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

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

闻过怒闻誉乐损友来益友却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

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

〈泛爱众〉

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

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

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訾勿谄富勿骄贫勿厌故勿喜新

人不闲勿事搅人不安勿话扰

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

扬人恶既是恶疾之甚祸且作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

凡取与贵分晓与宜多取宜少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

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

待婢仆身贵端虽贵端慈而宽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

〈亲仁〉



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媚

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不亲仁无限害小人进百事坏

〈余力学文〉

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

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方读此勿慕彼此未终彼勿起

宽为限紧用功工夫到滞塞通心有疑随札记就人问求确义

房室清墙壁净几案洁笔砚正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

列典籍有定处读看毕还原处虽有急卷束齐有缺坏就补之

非圣书屏勿视敝聪明坏心志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

在大学里，习惯了论述，辩论，读后感还是第一次呢。这篇
读后感也一直在我的邮箱里保存。

当读进去的时候，你的心灵是净化的，做人的道理也在其中，
希望有时间的人们，可以读一读，看一看。也许会让在世间
浮沉的我们，能从新领略一回做人的道理。

教师学弟子规的心得体会篇五

今日，教师给我们读了一本书《弟子规》，其中的一部
分。“冬则温，夏则；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
居有常，业无变”。意思就是儿女不管多忙的时候，也要孝
顺自我的父母。

同学们都喜欢过春节吧，因为能够收到亲戚和家人的压岁钱，
可是在高兴的前提之下，千万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哦，那就



是在新一年的钟声敲响之后，我们要给父母和家人拜年，让
父母明白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啊。今年我就犯了十分大的错
误，因为祖母提前给了我压岁钱。我就光顾玩了。只想着钱，
并没有注意我们的风俗_小孩要给长辈拜年。

有很多人他都误以为在此刻礼貌的'社会，高科技、高物质享
受的社会当中，传统的文化已经不贴合时代潮流。所以有很
多古圣先贤所留下来的这些文化精髓，能够说是遭人所遗弃，
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些宝藏它的可贵。尤其近一、两百年来，
中国遭受极大的**，许多的传统文化道德都在这个荡乱的时
代当中，被破坏殆尽。尤其是道德，德教，在今日能够说是
已经完全失去了。很多人也很感叹，当今的社会不安宁，人
在茫茫的人生当中，不知所为何来，能够说是茫然无知。

“弟子规”有很多块：“入则孝、谨、信、泛爱众、亲仁、
有余力”在看完弟子规的时候，在我生活不足的地方改善了。
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长者没坐下吃饭，我们应当等着大
人们吃饭。

还有，我们都明白，人一生出来，与我们最接近的就是家庭，
有良好的家庭，才能孕育优秀的下一代。所以我们看到此刻
社会它的**，我们能够说源于家庭不健全。如果说来改善这
样的社会，应当要从我们的学习中着手，而我们最根本的基
础点，就建立在家庭当中。所以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本，
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才有可能学校的教育，社会教育才有可
能更进一步的发挥出来，所以，家庭教育才是我们的根本。

你明白吗？在古时候，他们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从小就了解
应当如何把儿童教好。为什么他们这么重视？因为小孩一生
出来，他没有受到社会的污染，他们很纯洁。如果你恶他就
恶，你善，他就善。



教师学弟子规的心得体会篇六

在高考的.第一天，我看到一则新闻，是说一个参加高考的男
孩在高考前一天还在打游戏，妈妈特别担心，就说了他几句，
结果男孩生气，离家出走，高考没有参加，妈妈在考场外边
哭边自责。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都很气愤，觉得这男孩太不懂事了，不听
话。但是其实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很少做到听父母的话，
可能没有他那么明显罢了，至少我是这样的。

据说每隔三年就有一个代沟，那我们和父母之间至少有七八
个代沟，沟通起来是有些问题的。尤其是我有个弟弟，平时
在家里，就总是我们两个一起对付我妈妈。《弟子规》
讲“父母教，须敬听”，在去年假期，我渐渐发现妈妈的脾
气特别暴躁，有点点不对的地方就发火，永远处在“常有
理”的状态，可能那是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吧。但也就是在那
个假期，我开始静静地听她说话，不故意顶嘴，或者反抗。
之前的我，作为一个大学生，骨子里是自带着些骄傲的，有
时候对父母的教导的那种无视，甚至蔑视，是自己都没有察
觉到的。从去年，我发现，父母的话，你仔细去思考，或者
用你日后的经历就检验，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他们年纪不
小，有了很多的阅历，经验等等。我想说的是，父母的话，
首先要好好听、细细想，很多道理是很有用的。如果是不对
的，也要做到“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他们作为父
母，其实是需要有长辈的尊严的，可能很多时候他们说的不
对，自己也知道，但是需要作为晚辈的我们给一个台阶，以
委婉的方式指出来。

最后，我觉得我们应该想想，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听
父母的话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真的触犯到自己真
正的爱好或者准则，那我们据理力争是有价值的，但是我觉
得有很多时候是为了叛逆。比如说，你谈了个男朋友，父母
不同意，可能最初并没有爱到“非他不可”的地步，但就是



要抗争，说是为了爱情，我觉得那就是因为叛逆。有个真实
的例子：我一个好朋友，最初是想要考研的，后来学了一段
时间，不想坚持，开始犹豫，父母知道这件事了就劝，说的
越多她越开始退缩。后来有一天我问她决定没决定呢？到底
考不考。她说，不但要考，还得考个好的。最近我知道她爸
爸生病了，算是比较严重的那种吧。我就想说，千万不要到
了最后，发现能听听他们的话时为时已经晚了。

教师学弟子规的心得体会篇七

《弟子规》是根据《三字经》编写的。其中的礼仪规范是做
人的根本。就像大树，只有根扎得牢，树才会长得茂盛。做
人，只有将最基本的道德建立起来，一个拥有谦虚恭敬仁慈
博爱的心的人，才会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像画画，让没有绘画基础的孩子发挥想象创作是不会创作
出一幅优秀的作品的。不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凭着自己的
意愿任意胡为，那他不会被别人接受，他的人生不会快乐。
我也没有接受过正规传统文化教育，在学习了弟子规后，我
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在正确理解古老地中华文化的基础
上将这块文化瑰宝传承下去。真心希望我们每位教育工作者
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从我们班级教育的一点一滴做起，帮助
每一位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算起来，真正意义上接触传统文化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其
实，这么算也不见得正确，因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
人都随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毕竟，文化是一个连续的传
递过程。就好比我的一位语文老师讲的“无论世家子弟还是
山野村夫，无论略识文字还是一字不识，他的一言一行一举
一动无不显现儒家文化的教养”。这句话，我是感受越来越
深。一种思想理念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这里的人民
哪里还可能不会受到影响呢？虽然传统文化在近代屡遭浩劫，
她还是在中国大地上有很强的生命力。

在我看来，《弟子规》包含了《孝经》《礼》等传统思想，



特别是在行动方面做了规范。所谓弟子规的规，也就是规范
的意思。本来这本书是作为儿童启蒙读物的，大约和《三字
经》的效用差不多。可是，我们现在的人，普遍缺乏这种教
育，所以现在学习这本经典也是恰当的。特别是当今，社会
伦理失纲，人心不古，有志之士呼吁重新定位我们的教育，
突出人本思想，突出人文关怀，创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学习经典也就显得尤其必要。

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认同的过程，而对自身产生影响则是一
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例如，我们学习《弟子规》，背诵下来
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真正对一个人产生有益的影响，
那就需要时间了。一个人处世必定有一些原则，在他们潜意
识中受到这些原则的制约。学习了《弟子规》，就是要把圣
人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

1.小学美术教师教学随笔

2.教师教育教学随笔

4.学前儿童教师教学随笔

5.小学教师语文教学随笔

6.小学教师教育教学随笔

教师学弟子规的心得体会篇八

刚读《弟子规》我就被它所震撼，原来中国有这样优秀的传
统文化。我得承认自己才疏学浅，到现在才结识《弟子规》
这本好书。通读之后，我感慨万分，《弟子规》是我们生活
的一面镜子，是我们养成良好个人行为的指南，是检验我们
道德品质的一个标准，是提高国民素质重要的启蒙教育，也
是我们终身受益的良师益友。然而现在能接受传统文化的教
育和熏陶，我感到非常的幸运。《弟子规》原名《训蒙文》，



是清代李毓秀根据宋朝朱熹的《童蒙须知》改编，后经清代
儒生贾存仁修订，改名为《弟子规》，是一本教导儿童怎样
待人接物的书籍。它那浅显易懂的文字里却蕴含着许多做人
的真理，不仅对于教育少年儿童，更对于成年人在生活、工
作、家庭等方面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人
还存在着素质低下、道德滑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知
书不达礼、没有责任感和事业心等现象。这些人缺的是什么？
我觉得缺的就是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弟子规》一书深刻
地训导我们如何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形成良好的品德和生
活习惯；如何具备博爱的精神及正确的读书方法等。诸如书
中所写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应勿懒；出必告，
返必面；居有常，业毋变；”这是孝道的基本要求。“兄道
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
勿显能”。乃为如何友爱兄弟，尊长爱幼最基本的语言及行
为规范。另外，书中通过列举生活中最易被视作琐碎的习惯
及现象，进而训导我们如何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具备博爱的
精神和正确的读书学习方法等。本书中的每一章、每一句、
列举的都是生活当中最为普遍、最基本性的习惯和现象，而
这些习惯和现象可以说是人人皆知，但有好多人做起来却不
是那么容易，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去做。书中告诉我们一个
道理：不要因小而不为，良好的习惯都是从一点一滴做起的。

通过学习《弟子规》一书，使我认识提高了。每天应该做哪
些事，不应该做哪些事，什么时候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
哪些事，怎么做好，人人都清楚。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儿
童读物，是教育小孩子的和成年人没有多大关系，其实做为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理由去抛弃的。
虽然时代在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更新，但中国国学博
大精深，虽然历时久远，可仍具有极强的阅读价值和深刻的
教育意义。我们通过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我们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增强自已的审美底蕴和人文
意识都是非常有益的。

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认同的过程，而对自身产生影响则是一



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例如，我们学习《弟子规》，背诵下来
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真正对一个人产生有益的影响，
那就需要时间了。一个人处世必定有一些原则，在他们潜意
识中受到这些原则的制约。学习了《弟子规》，就是要把圣
人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

学习《弟子规》，我想不仅是一个提高个人修养的过程，更
是一个思想升华的过程。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是十分必要
的。爱周围的人，爱这个世界。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变成
和谐的社会，这个世界才变成和谐的世界。

在学习《弟子规》的过程中，使我受益非浅。其中有些道理
很简单，但就是没有真正去体会其中的道理。因为在学习
《弟子规》之后才真正的懂得。《弟子规》增长了我的智慧，
震撼了我的心灵。通过对《弟子规》的学习我有三点体会：

第一做人要懂得感恩。对一个人而言，应该报答的最大恩情
是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弟子规》第一章就是《入则孝》
感恩之心体现在一个“孝”字上，“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
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想一想这些都是我
们做儿女的孝顺父母的基本要求，但我却有很多没有做到。
通过这次学习，希望自己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加倍努力，
希望能给操劳的父母幸福的生活。以前和自己的老公总是爱
闹别扭，委屈了还常常去找自己地父母诉说，想想自己多不
该啊，不担没有关心父母，相反却总是带给他们烦恼。通过
学习《弟子规》我发愿：无论爸妈还是公婆我都要全心地尽
一份孝心，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快乐！

第二待人接物要怀着恭敬之心，为人要谦虚。恭敬与谦虚是
分不开的，没有内在的谦虚很难做到对人恭敬。“满招损谦
受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虽然从小就念
过许多这样的名言警句，但我却没有意识到谦虚是一种品质，
反而常常争强好胜，骄傲自满。想一想骄傲自满的确给自己
带来了很多损伤，也让自己落后于别人一大截。在单位里与



领导和同事共事总是很难相处，关系不和睦，总是在抱怨不
公平，通过学习《弟子规》让我认识到恭敬和谦虚的重要性，
人不可有傲慢之心，工作成绩再突出，对领导不够尊重，我
行我素还是得不到领导的认可，如果我早点接受这样的教育，
相信在自己能够很好的协调好上下级的关系，以及做人的道
理。

第三要找准自己的人生目标。《弟子规》教人向善，长养人
的德行，目的是让人活得有意义。而我也是通过学习《弟子
规》明白和学到了做人的道理，人生是一个过程，过程如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目标。我的人
生目标是好好教育孩子，在自己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比
前的学习只是明白道理而没有真正去力行“不力行，但学文，
长浮华，成何人。不学文，但力行，任已见，昧理真。”曾
经的我便是那样的人生。现在我要好好学习和落实《弟子
规》，同时也要教育我的孩子，让他从小接受传统文
化，“为国教子，以德育人”，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教育好
下一代是我们做父母最大的责任。“至要莫如教子”，相信
一份耕耘一份利益，十份耕耘十份利益。懂得反省自己，时
刻反省自己地言行，做一个真正无愧于心的人！

[弟子规读书笔记教师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