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曾国藩传读书心得体会(优质6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我们应该重视心得体会，将
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和分享。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曾国藩传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近来夜读《曾国藩家书》（附家训），其文风朴实，叙事细
致，所述内容包罗广泛，从国家政策，读书成才，修身养性，
到为人处世，求医看病等等，甚至到养花养草，无所不谈，
就像听一位长者在和你聊家常，感受到的是孝顺、亲情、友
悌，展现出来的是良好的家风。

家风，简单的讲，就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或习俗作
风。家风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现代传承，是我们立身做人
的行为准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中有
许多关于治家的内容，比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提倡
家庭要“积善”。明代《朱子治家格言》：“一粥一饭，当
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与肩挑贸易，
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等内容对我们今天
的“家风”讨论仍然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传统文化中蕴含着
丰富的值得我们去认真借鉴的“好家风”。通过曾国藩家书
体现出来的曾家家风中就有着至今都值得学习的内容。

曾国藩是晚清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既有“中兴第一名臣”
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近百年来对他的评价毁誉
参半、褒贬不一。但曾国藩在治家和教育方面的过人才能，
却是人人佩服的。这一家风教育在他所撰写的《曾国藩家书》
中有着很好的体现。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清咸丰年间19世
纪中叶，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
的翰苑和从武生涯。《曾国藩家书》不仅仅是一部记录家常
的书信集，还是一部蕴含着为人处世、持家教子的人生智慧
书。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
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
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含真知良
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在曾家，男子“看、读、写、作”缺一不可；女子“食事、
衣事、细工、粗工”须样样精通，形成了勤奋、俭朴、求学、
务实的家训家风。他以“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自己身体
力行。当年无论公务多么繁忙，他有两件事必做：一是每天
读书，二是坚持写家信。从写信时间上就可以看到曾国藩与
家里写信的频繁，当年通信极不发达，只能靠人捎带，却能
如此坚持写家信，足见其勤。除自己身体力行，他教育子女
也养成勤劳作风。要求“诸男在家勤洒扫”，“诸女学洗衣，
学煮茶烧菜。”俗话说：“人贵勤”，可见，曾家的“崇
勤”家风着实可赞。

奢侈腐化，挥霍无度，便不让子女来京居住。他的原配欧阳
夫人一直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门外不许挂“相
府”、“侯府”的匾。曾国藩要求“以廉率属，以俭持家，
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手无余钱，只能事
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

曾国藩还敦促家人每日坚持学习，并多次为全家拟定严格的
学习计划：“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
子于食、衣、细、粗四字缺一不可。”他为曾家妇女规
定“日课”四项为：“食事”，每天早饭后做各种小
菜；“衣事”，已午刻纺花或绩麻；“细工”，中饭后做针
黹刺绣；“粗工”，傍晚即晚饭后做男女布鞋或缝制衣服。
曾国潘作为封侯拜相之人，对“日课”还要定期检查，亲自
抓落实。可见其家风中对学习的重视。



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在曾家家风的熏陶教育下，
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
曾宝荪、曾宪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
家和高级干部。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他的家庭教育指导
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诸如在教子弟读书、做学问、勤
劳、俭朴、自立、有恒、修身、做官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
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
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
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曾国藩传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久闻《曾国藩家书》的大名，却从未加入自己的读书清单。
有时候，书和人一样，相遇也需要缘分，相知相伴更是上世
修来的福气。

再想想，书籍或许是对人类而言最平等的存在了。“有教无
类”，就看每个人如何去解读和利用书籍了。

20xx年是我的低谷年，不得不承认，这一年中，我经历了得
到、失去，始终在患得患失之间徘徊，身体状况也并不理想。
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幸运的是，去年我
读了一些书，所谓福祸相依，也是这个意思吧。

回到《家书》，最初还有些误解，以为这是一本讲述曾家家
规的书，因此，推测全书应该类似于《三字经》或《弟子规》
多是一些劝诫的话语。拿到书稍作翻阅后，才发现《家书》
其实是曾国藩与家人的书信往来。其实，单说“家书”一词，
是知道含义的，可加了曾国藩三字，却忽略了他原本的含义
了，之前的误解是我先入为主罢了。



下面以阅读理解的问答方式，总结下阅后感吧。

《家书》是曾国藩自青年至中年给家中长辈、兄弟乃至儿女
所写书信的合集。

曾国藩是一个聪明的勤奋者。于家庭，是一个尊敬长辈的孝
者，是时刻牵挂兄弟姐妹的长者。于国家，是兢兢业业的忠
者。于朋友，是个热心周到、愿意共同进步的陪伴者。

他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地主家庭，自幼饱读诗书，但才华一般。
他靠着持续学习的韧劲，逐渐得走出湖南，走向中央。

通过家书，我看到了，曾国藩在事业上，经历了年轻气盛时
的步步高升，官至高位后，又跌入谷底，归家修养，蛰伏2年
后，东山再起，得到了更高的官位，直到晚年得以善终。在
家庭中，经历了祖父母、父母的离开，弟兄的成长与离开。

他时刻保持着谦虚的态度，在自己身处高位时，也不忘“居
安思危”，时刻警惕着自己的行为。

他保持着每天学习的习惯，“积跬步，致千里”。

《家书》中可一看到，曾国藩对祖父母、父母非常孝顺和尊
敬。虽然自己做官，但家中大小事自己都关心，遇事也主动
请长辈指点，不敢有不敬之处。

曾国藩对于兄弟的读书非常关心，总是分享自己的读书经验，
指导弟弟们学习要专一，要有恒心。对于读书作文不是特别
有慧根的弟弟，也教他们遵守孝道，在品德上做到位，也可
以过好一生。

最让我佩服的是，曾国藩对于族人的关心和帮助。或许是他
身居高位，有能力帮助族人远亲；或许正是他有这样的胸怀
和智慧，促使他能越走越远。看到他的这种胸怀，让我我深



感愧疚，深感自己的格局太小，一是能力不够，二是自己并
没有这样的意识。

要做：勤、俭、孝

要戒：骄、奢、逸/惰

人生是条长路，每个人都会经历起起落落，时刻保持勤奋、
谦卑，幸福自会来敲门。

以下是记录的文中一些有用的话。

1）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 生于忧患而死
于安乐。

2）凡人做一事，便需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
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做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
一事无成。

3）勿戏言戏习。

4）书蔬鱼猪，一家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

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
理。

5）家败，离不得个奢字；

人败，离不得个逸字；

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

6）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

欲去惰字，总以早起为第一义。



7）养生的方法，大约有五个方面:一是睡眠饮食有规律，二
是制怒，三是节欲，四是临睡洗脚，五是两餐饭后各走三千
步。

曾国藩传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
名臣”，更有甚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他整顿吏治、倡
导科学，使腐败的满清王朝又苟延了60年。他的著作和思想
同样影响深远。作为中国近代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
人物，其所著的《曾国藩家书》行文形式自由，随想而至，
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着真知良言。尽管曾国藩著
作留传下来的很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
道德修养，从而赢得了“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此刻他写给孩子以及亲友的
家书中。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30多封，是历家书保存下来最
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交友类等10
大类。曾国藩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曾国藩受
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他的家庭
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如在教子弟读书、做学
问、勤劳、俭朴、自立、有恒、修身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
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曾国藩是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
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
书讲述人生梦想和道德修养。他每日记日记，将一念之差、
一事之失，都记于当天的日记里，对自我的错失，毫不留情，
并且还和好友互相传看，以到达监督的作用。在骨肉亲情日
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警醒世人
的作用，值得每个人一读。古语云：盛可是三代。而曾国藩
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
宝荪、曾宪植等一批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和科学家。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最为优秀的成功者。
儒家文化要求人们进取地应对人生，投入社会，在有限的生
命期间里，使自我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的发挥。在全
球经济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的时候，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民
族自尊心的建立就显得尤其迫切和重要。仅有对自我严格训
练，才能培养出较高的本事和素养，应对世界。

人生在世，几乎都渴望成功，谁都不愿意做一个失败者。对
于曾国藩的历史评价，至今或许还有分歧，但他是一个成功
者，应当是不争的事实。他修身立志，储才养望，奠定了成
就事业的基础。

曾国藩的修身表此刻：为人表里一致，内心的一切都能够公
之于众。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在严
格修身的同时，为自我树立一个的远大志向。曾国藩充分利
用时间，发奋苦读，博览群书，如诸子、兵书、水利等方面
实学书籍，以此完善充实自我的知识结构，为做事而储备真
才实学。

中国人喜欢历史。这种喜欢，除因历的人物和事件能带来一
种欣赏乐趣外，还因为历史能给人以启示和教益。曾国藩认
为，读书，一要有志气，二要有胆识，三要有恒心。“恒”
最为重要，学无止境，若不持之以恒，必定半途而废。读书
如此，做人做事也应当如此。

(一)普通人照样能够成就事业，改变命运的关键在自我奋斗。
曾国藩成为后世榜样的根本原因就在那里，他的成功激励了
千千万万没有依靠、没有财富的普通人家的子弟的上进心。
毛泽东可作为这方面的典型的例子，毛泽东在一师读书的时
候，与教师杨昌济谈到自我的务农之家时，杨昌济“以农家
多出异材，引曾国藩、梁任公之例为勉之。”此话对毛泽东
的鼓励是相当大的。现今保存的由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
《早期文稿》中有一处提到了曾国藩，对曾国藩表示出很大
的敬意，最有名的一句话便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青年时期正是人的梦想和抱负的构成期，曾国藩的言行对青
年时代的毛泽东确实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二)教育之本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中国的教育，从古至今
都是应试教育，过去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求功名，有了功名
之后便能够做官，此刻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大学、考博士，
有了学位后便好去求职，应试教育的负面是：培育出来的人
缺乏应对复杂多变社会的本事，缺乏成就事业所必须具备的
其他的相关知识。曾国藩在进京后的不少家书中，都要那几
个迷恋科举考试的弟弟从科举中走出来，去读一些于身心学
问有益的书。而他却更加身体力行，拜师访友，求学问道。
因为有了这个过程，曾国藩才有了一个学问和人格的升华，
为他日后的事业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人的综合素质是做人的根本，如果把人的一生在社会上的生
存比作一门学问的话，技能则如同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则好
比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扎实雄厚，相关的专业则较为容易掌
握。此刻的社会变化得快，专业门类越来越多，人在学校里
的专业学习决不可能都学到，到了社会后要适应社会的变化，
其立身之本则在人的综合素质上，这是其一，还有更重要的
是，人类的事业只能是人格完美的人才能担当得起。人的综
合素质的高下，在事业成就的大小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毛主席曾评论他：是一个“办事
(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他一生勤奋读书，
推崇儒家学说。他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最终一个集传统文化于
一身的典型人物，他的成功给我的启示是：处在变革时期而
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需要来自本民族文化的滋润。这种
启示，因为同源同种同血脉的缘故，而显得更亲切，更实用，
也更有效。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
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提高。



曾国藩传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学习完曾国藩的家书，正如曾自己所说：人但有恒，事无不
成。虽然“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
详，但真正做到这点，确并非易事。

家书中曾国藩屡次说道自己的不足跟欠缺，其实从历史的角
度来讲，曾国藩确实是个大家。之所以又这样的成就，就是
在于他能自省。

能够做到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并且终其一生，一般的人几
乎做不到，而曾国藩做到了，给了后人一个很好的“恒”的
概念。

曾国藩前后三次戒烟，历时长达10年之久，前两次大张旗鼓
说要戒烟，但都是反反复复，没有成功。最后一次，在不知
不觉中安静的戒掉，而戒烟结束后，自己写了日课12条来约
束自己。

给自己定个目标，目标不要太高，那样的话就成了好高骛远
了，听过这样一个故事，马拉松比赛后，记者要对冠军例行
采访，问夺冠的秘诀。冠军回答说：每次比赛前，我都要乘
车把比赛的路线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
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
三个标志是一座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
始后，我就以百米的速度奋力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然后我又
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四十几公里的赛程，就被
我分解成几个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了。

这种“感觉”将增强自信心，并将推动发挥潜能达到下一个
目标。

经常告诉自己这样一句话：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觉得自己
很幸运，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快乐工



作。怀揣自己的梦想，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努力前行。

曾国藩传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因为最近对家庭教育很痴迷，所以见人就聊家庭教育。在一
次上班路上，有幸与一位艺术学院老师同坐班车，聊起这个
话题。他喜欢民国的人和事，喜欢中国古代那些关于家风的
思想。一席话，让我感触很多，所以，班车开到学校以后，
我立马去图书馆借了这本《曾国藩家书》，并把它列入我的
读书清单中。

这本书一开始并不是我喜欢看的书，读起来比较生涩，没有
白话文那么轻松，但是，静下来慢慢读，又觉得这些文字挺
有味道，就像我们恩施人吃辣椒一样，一开始吃觉得辣，越
吃越辣，越辣越想吃。

恩施人到江苏，吃什么都食之无味。我生在白话文的时代，
所以不会对白话文食之无味，但也希望自己能读些古文，静
下来，嚼一嚼，有味。

我总想做很多事情，最后却是一事无成的感觉。放弃也是一
种收获，专而后才会精。道理都明白，却很难做到。只能一
点一点去改变。

20xx年我需要养成的几个习惯：1—3月，养成每周看一本书，
写一篇300字以上读后感的习惯。4—6月，养成每天早上5点
起床的习惯。7—9月，10—12月，待定（如果读者朋友有什
么好的习惯，欢迎留言分享，我会认真考虑。）。

战火连天的时刻，静下来，就能定大局。这是何等的挑战？
但是曾国藩做到了。这就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内心有力量！

这样一想，觉得自己的生活只有美好和不够努力了。想成为
一个认真做事的人，必须还要具备沉稳，这样才能把事情做



得更好。

我常年不在老家，从小到大，我的事情都是自己做主，事情
做好了，给父母报喜，事情搞砸了，自己默默鼓气。我一直
都是报喜不报忧的人。

有一次和老公聊天，我很认可自己的这种做法，我问他怎么
看？他说：“我觉得你很有主见，也很坚强。但如果以后我
有个女儿，我还是希望她什么事都告诉我。”这句话，让我
顿时泪流满面。

当我看到曾国藩家书中的那句“以烦琐为贵”，顿时感触很
多，他希望了解更多家里的事情，不嫌繁琐。

也许每个父母都希望了解更多自己孩子的真实情况，父母并
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担心，不告知，才是最大的担心。

所以，我决定以后要加强与家人的沟通能力，让他们知道我
也有不开心的时候，让他们看到我的喜怒哀乐，看到我的成
长。

这本书，对于现代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只能慢慢读，但是特
别值得细细品味。

曾国藩传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继续为大家介绍度阴山的《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的第三
部分。

安庆是南京的门户，也是太平天国的西方重镇，曾国藩与胡
林翼制定了兵分四路平定安徽的计划。隆冬时，爱将鲍
超3500人被陈玉成五万之众围困于小池驿。

多次驰援不力，曾国藩写信叮嘱鲍超坚守待变。1860年春，



洪秀全令陈玉成撤军，为击破江南大营，此举拯救了鲍超与
曾国藩。

多隆阿率清军围桐城，将硬骨头安庆丢给了曾国藩。曾国藩
谨小慎微，两面围困安庆，步步为营，以通粮道。就是依靠
这种平淡无奇的军事风格，才为他创立了光芒万丈的功业。

此时骆秉章幕府担任师爷的左宗棠与一员武将发生了冲突，
咸丰命人彻查“劣幕”，在曾国藩的营救下，左宗棠来到了
曾国藩的军营。

洪秀全采用了洪仁玕的围魏救赵之策，于1860年3月，李秀成
兵围杭州，然后与陈玉成夹攻回援之敌，江南大营溃败。

在肃顺的举荐下，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6月，他将指挥
部迁到了三省交界、四面环山的安徽祁门，向朝廷推荐李鸿
章为两淮盐运使，因事情泄露没有办成。

太平军为了解安庆之围，再次利用围魏救赵之法攻武昌，曾
国藩令李元度防守徽州，叮嘱其要坚守不出。然而李元度未
能经得住诱惑，3000人马中了埋伏。

曾国藩忍痛弹劾，导致李元度出走浙江，投靠了王有龄。曾
国藩震怒，二次弹劾，李元度被充军发配到了新疆。

12月，李秀成率军兵围祁门，湘军进退维谷，连头等幕僚王
闿运都逃之夭夭。所幸外围的左宗棠突袭景德镇成功，祁门
大营转危为安。

此间英法联军攻陷的天津，咸丰下旨令其北上勤王。曾国藩
采用了“拖”字诀，最终清廷与英法议和，北上勤王之事也
取消了。

1861年4月，曾国藩率军离开“绝地”祁门，奔赴安庆战场，



负气出走的李鸿章重回大营。左宗棠坚辞前敌总指挥而推荐
了曾国荃。此前曾国荃奉命围安庆已经一年，他围绕安庆挖
了两条长壕，既围城内，又阻援兵。

不久陈玉成与湘军血战集贤关，两败俱伤。陈玉成外出求援，
被湘军死死拖住，集贤关的太平军弹尽粮绝，7000名战俘全
部被屠杀，最终曾国荃采用了挖地道的方式杀入安庆城，此
战成为太平军与湘军的重大转折。

不久，咸丰皇帝驾崩，胡林翼逝世，政变后的慈禧太后下旨
令曾国藩全权指挥江浙徽赣军务，并遥领协办大学士之职，
身为汉族官员，曾国藩破天荒地进入了权力的核心。

1861年12月，李秀成突袭绍兴，合围杭州，巡抚王有龄战死。
次年1月，在曾国藩的举荐下，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开始兵进
浙江。

杭州被围后，上海的压力倍增，当地士绅求助于曾国藩。在
他的支持下，李鸿章整合团练，建成了淮军，不到两个月人
数超过一万，并由水路运至上海，李鸿章被任命为江苏巡抚。

为保全中国的军事主权，曾国藩四次拒借洋兵之策，反
对“借师助剿”，主张“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奕訢的
授意下，委托英国总税务司司长李泰国斥资65万两白银购买
了一支小型舰队。

李泰国竟然私自任命英国人阿思本为战舰总司令，并私募
了600多英国的水军官兵。几经周折，才收回了任命权，最终
遣散了舰队，但此举中国损失将近四十万两白银。

1862年湘军再夺芜湖，打算兵分三路围攻天津。曾国荃的部
队已经推进到了雨花台，曾国藩力劝九弟曾国荃，切勿擅自
行动。这一时期陕西的捻军突然作乱，曾国藩只得派庐州的
多隆阿去支援陕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