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春天中班绘画活动反思 中班绘画活
动春天来了教案(模板5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通
过记录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
验，规划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下面我帮大
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下吧。

孟子心得体会篇一

孟子是中国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思想深受中国古
代学术界和社会的影响。通过对孟子的精读，不仅可以更好
地理解他的思想，还可以对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指导意义进行
深入思考。本文将从孟子的仁义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理念、与其他学派的对话、个人修养和实践应用等五个方面
进行分析与讨论，以期使读者对孟子的思想有一个全面而深
入的了解。

孟子的仁义观是他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而“仁者爱人”则
是他最为重要的道德理念之一。通过阅读《孟子》，我们可
以深刻理解到，仁爱是孟子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他对于
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之一。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只有
激发和培养人的善良本性，才能实现仁爱之德。通过推崇仁
义观，孟子提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互助和善良相处的道德准
则，这一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
意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孟子的核心理念之一。孟子认为，个
人的修养和家庭、国家的治理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个人以身
作则，修身养性，才能在家庭和国家中为人所守的正义才能
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孟子还强调了君臣之道、父子之道



等各种社会关系的正确处理，提出了君臣、父子、兄弟等关
系的职责和义务。这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家庭和
睦、社会和谐以及国家治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与其他学派的对话是孟子思想的特点之一，也是其独特的地
方。孟子与当时的其他学派如墨子、荀子等展开了深入的辩
论，兼收并蓄，各取所长。通过精读孟子，我们可以看到他
对其他学派的批判和吸收，在辩论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
系。这种与其他学派的对话对于培养我们的思辨能力和学习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习思维模式是非常有益的。

个人修养和实践应用是孟子思想的实践路径。孟子强调了人
的内在修养和外在行为的一致性，即内外相应的观点。他认
为，只有将道德理念融入自己的言行举止中并以实际行动落
实出来，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完善和社会和谐。孟子的思想告
诉我们，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平是通过实际行动来检验的，只
有将道德观念付诸于实践，才能真正体现出其指导意义。

总之，通过孟子的精读，我们不仅可以深刻理解其仁义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还可以借鉴与其他学派的对话
和个人修养的实践路径等方面的思想。孟子思想的精髓与现
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国家治理、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等问题
密切相关，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在现代社会中，我们
仍然可以从孟子的思想中找到许多宝贵的启示，以指导我们
更好地实践和生活。

孟子心得体会篇二

在读《孟子》之前，只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知道母子很会
教育孩子，对孟子却知道的甚少。后来通过诵读《孟子》，
才发现孟子的高明之处和他不平凡的人生。

孟子主张“仁政”，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
思想。在“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战乱时代，孟子重视普



通百姓的生存权利，提出了“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
时”、“取于民有制”等一系列主张。他认为先使人民有产
业，然后再以“礼仪”来教导人民。要实现仁政，重要的是
王权能够以仁治国。以仁爱之心施政，才是仁政，这样才能
使民众归附，也就拥有了天下。才能达到“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的理想社会。

孟子认为“性本善”，孟子主张人对自身良知的发掘，肯定
人性之善。他在《告子上》中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
也。是非之心，智也。”“至大至刚”“塞与天地之间”
的”浩然之气“很形象的表现出了内心充实，道德完满的精
神状态。也只有不断地完善，当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
常用孟子的这段话来激励自己：“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
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每一次读这铿锵有
力的警句都让我头脑清醒，使我浑身充满力量。感谢古圣先
贤的智慧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总之，通过诵读《孟子》我收获了很多很多，但我深深的知
道经典不厌不回读，每读一遍就会增加一分对《孟子》的理
解。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要常读《孟子》，向“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学习。

孟子心得体会篇三

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的《孟
子·公孙丑》一章阐述了谋略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运用谋略达
到良好的政治治理。通过研读这一章节，我深受启发和感悟，
体会到谋略的智慧和威力。接下来，我将围绕孟子谋略的精
神内涵、谋略的运用策略和谋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
进行讨论。



二、谋略的精神内涵

孟子认为，政治家必须具备谋略才能治理国家。谋略即是对
时机的洞察力和应变能力，是对环境的把握和应对的智慧。
正如孟子所言：“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政治家应
具备较高的智慧和卓越的学识，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家治理
工作。孟子的这一观点启示我，作为普通人更应该不断学习，
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以便更好地迎接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三、谋略的运用策略

如何运用谋略，是成功的关键所在。孟子这样说道：“人能
弃其短而就其长，则可以从事；能弃其所私而就其所公，则
可以御众。”政治家应该善于发现他人的优势并善加利用，
同时放下自己的私心私利，追求整体的最大利益。这也告诉
我们，在生活中，不要追求个人的小利，而是要着眼于整体
的利益，从而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双赢。此外，孟子还提到了
对待不同政权的策略：“可以以同其俗，可以以睹其政。”
这说明政治家应该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情况制定相应的策
略，不墨守成规而是因地制宜，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四、谋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谋略对于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孟子强
调道：“天下之治乱，是政出于仁。”他认为，仁政是实现
社会和谐和国家治理的根本，而政治家运用谋略可以更好地
实现仁政。谋略的灵活运用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推进国家改
革，促进社会发展。在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家也广泛应用谋
略思维，以应对国内外的挑战和问题。

五、结尾段

通过对孟子谋略的研读和深思，我深刻领悟到谋略的智慧和



威力。政治家需要具备充实的智慧和良好的学识，才能适应
复杂多变的国家治理工作。同时，政治家应当善于运用谋略
策略，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对于整个社会
和国家的发展来说，谋略的运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推动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通过学习和思
考，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
战和困难，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孟子心得体会篇四

教学目的

1．理解古代哲人的思想。

2．顺畅朗读、背诵文育课文。

3．积累文言词汇。

4．学习古人说理论证的方法。

重点难点

1．重点：

（1）顺畅朗读、背诵文言课文。

（2）积累文言词汇。

2．难点、学习古人说理论证的方法。

教学时间：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预习

1．朗读课文，尽量能琅琅上口。

2．查字典、看课文注释，试翻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二、导入

1．作家作品简介。

〈孟子二章〉选自〈孟子·公孙丑〉，题目是编者加的。

时期，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地位仅次
于孔子，后世

常以“孔孟”并称。他生活在兼并战争激烈的战国中期，政
治上主张“法

政”以统一天下，曾游说梁、齐等诸侯国君，均不见用。退
而与弟子万

章、公孙丑等著书立说。其言论和行动的记载，保存在〈孟
子〉一书中。

此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极富特色的
散文专集。

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
不迫；尤长于

譬喻，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复杂的道理。对后世散
文家韩愈。

柳宗元、苏轼等影响很大。



2．解题。

了孟子的“仁政”思想。

三、正课

1．朗读课文（老师范读，学生齐读，要注意正音，读得顺畅）

2请学生翻译第1段，注意以下词语的解释。

天时不如地利：天时，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地利，有
利于作战 的地理形势。不如，比不上。

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指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孟子用“天时”“地利”“人和”来概括有利于作战的各种
客观条件和 主观条件。

3．请学生翻译第2段，注意以下词语的解释。

三里之城：周围三里（那样的小）城。

七里之郭：郭，外城。

环而攻之而不胜：环，围。而，表转折，却。

夫坏而攻之：夫，句首发语词。

4．请学生翻译第3段，注意以下词语的解释。

池非不深也：池，护城河。

兵革非不坚利也：兵革，泛指武器装备。兵，兵器。革，甲
衣。坚



利，坚固锋利。

米粟非不多也：米粟，指粮食。

委而去之：委，放弃。去，离开。意思是弃城而逃。

5．请学生翻译第4段，注意以下词语的解释。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域，界限，这里意思是限制。以，凭，
靠。意思

是使人民定居下来（不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不能靠划定的
边疆的界限。

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固国，巩固国防。

威天下之以兵革之利：威，震摄。兵革之利，武器的强大。

寡助之至：之，动词，到。至，极点。

亲戚畔之：畔，通“叛”，背叛。

天下顺之：顺，归顺，服从。

故君子有不战：故，所以。有不战，不战则已。

6．请给课文分段并归纳段意。

第一部分（l—3段）论述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在决定战争
胜负

中作用大小不同。

第一层（1段）：总论。摆出观点，提挚全文。



第二层（2段）：从进攻一方的失利论证“天时不如地利”。

第三层（3段）：从防御一方的失利论证“地利不如人和”。

第二部分（4段）深入论证“得道”即“得人和”则“战必
胜”。

7．提问：“人和’与下文所说的“道”是什么关系？

讨论并归纳：“道”即指仁政。“得道”就是施行仁政。施
行仁政则

护。

8．提问：本文阐述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讨论并归纳：主要观点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9．提问：文章第3段运用什么句式？有什么效果？

讨论并归纳：运用双重否定的排比句，起肯定、加强语言气
势的作

用，极言防御一方地利条件的优越。

10．提问：文章第4段运用什么句式？有什么效果？

讨论并归纳：

（l）运用排比句，再次强调“地利”不足恃。

（2）运用对比手法，把“得道者”与“失道者”的后果进行
对比，点明 文章主旨。

11．提问：本文的论证方式有什么特点？



讨论并归纳：本文先摆出观点，用概括性很强的战例加以证
明，然

后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得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
一论断，阐明

了“人和”的实质。最后以得“人和”的君子“战必胜矣”
作结，突出地说

明“人和”是决定战争胜负最主要的条件。

四、小结

1．古今异义。

郭

古义：外城 七里之郭

今义：姓氏

池

古义：护城河 池非不深也

今义：池塘

去

古义：离开 委而去之

今义：到……去

亲戚



古义：内亲外戚 亲戚畔之

今义：跟自己家庭有婚姻关系的家庭或它的成员。

委

古义：放弃 委而去之

今义：委任

域

古义：界限，限制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今义：地域

是

古义：这 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今义：判断动词

2．通假字。

畔通“叛”，背叛。亲戚畔之。

3．虚词。

之

代词 他 亲戚畔之。

助词 的 三里之城。

动词 到 寡助之至



而

表并列 并且 泉香而酒例

表修饰 着、地 夫环而攻之。

表转折 却、但是 环而攻之而不胜。

五、作业 1．完成课后练习一、二题。

2．选用课时作业优化设计。

第一课时作业优化设计

阅读下面文言文字，回答问题。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
兵革之

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_____，_____,_____。

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l．在上文的横线上填入课文原文。

2．这段文字的中心论点是_____。

3．对“域’“固”“威”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疆域 固定 震慑b．区域 固守 威吓

c．限制 巩固 震慑d．限制 巩固 威逼

4．“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正确的翻译是（）



a．所以君子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胜利。

b．所以君子不喜欢战斗，可打仗就能够胜利。

c．所以君子见机行事，打不胜就不打，打得胜才打。

d．因为君子不主张战争，所以他打仗就一定胜利。

5．作者认为“战必胜矣”的原因是（）

a．使人民定居下来，不要迁往别处。

b．依靠武力强大、地势险要。

c．施行仁政，取得人民支持。

d．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

第二课时

一、预习

1．朗读课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尽最熟读成诵。

2．查字典，看课文注释，试翻译课文。

二、导入

孟子认为人才是艰苦环境造就的，有了艰苦环境的磨炼，才
能使人

性格坚韧、顽强，才能担负重大的使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看课文是怎



样论述这个问题的。

三、正课

1．朗读课文（老师范读，学生齐读，要注意正音，要读得顺
畅）

2．请学生翻译第1段，注意以下词语的解释。

舜发于畎亩之中：发，起，指被任用。欧（quan3）亩，田间、
田地。

傅说举于版筑之间：举，被举用，被选拔。版筑，筑墙的时
候在两块

夹板中间放土，用杵（chu3）捣土，使它坚实。筑，捣土用的
杵。

胶鬲举于鱼盐之中：鱼盐，贩卖鱼和盐。

管夷吾举于土：士，狱官。举于上，从狱官手中被释放并被
录用。

孙叔敖举于海：海，在海边（隐居）。

百里奚举于市：市，市井之间。

3．请学生翻译第2段，注意以下词语的解释。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大任，重大的责任，担子。也，用
在前半句 的末了，表示停顿一下，后半句将要加以解说。

必先苦其心志：苦，使动用法，使……痛苦。苦其心志，使
他内心痛



苦。

劳其筋骨：劳，使动用法，使……劳累。劳其筋骨，使他筋
骨劳累。

饿其体肤：饿，使动用法，使……饥饿。饿其体肤，使他身
体饿瘦。

空乏其身：空乏，使动用法，使……贫困。空乏其身，使他
受贫困之

苦。

行拂乱其所为：行拂，所行不顺。乱，使动用法，使……额
倒错乱。乱其所为，使他所做的事颠倒错乱。

所以动心忍性：所以，用来（通过那样的途径来……）动心
忍性，动

和忍都是使动用法，使他的心惊动，使他的性情坚韧起来。

曾益其所不能：曾益，增加。曾，同“增”。

4．请学生翻译第3段，注意以下词语的解释。

人恒过：恒，常。过，犯错误，犯过失。

然后能改：然后，这样以后。

困于心：内心优困。

衡于虑：思绪堵塞。衡同“横”，梗塞，指不顺。

而后作：而后，这样以后。作，奋起，指有所作为。



征于色：征验于颜色。意思是憔悴枯槁，表现在颜色上。

发于声：意思是吟咏叹息之气发于声音。

而后喻：喻，被人了解。

入则无法家拂士：入，在里面，指国内。法家，有法度的世
臣。佛

土，足以辅佐君主的贤士。拂同“弼”，辅佐。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出，在外面，指国外。敌国，敌对的国
家。外

患，外来侵略的忧患。

5．请学生翻译第4 段，注意以下词语的解释。

然后知生于忧患：生于忧患，忧患（能激励人勤奋）使人生
存发展。

而死于安乐也：死于安乐，享受安乐使人委靡死亡。

6，请给文章分段归纳段意。

讨论并归纳：全文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l、2段）：说明人要有所作为，成就大业，就必须
先在生 活、思想和行为等方面都经受一番艰难甚至痛苦的磨
炼。

第一层（1段）：举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事迹加以概括。其共同
点是，在经历艰难困苦之后才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

第二层（2段）：从上述事实归纳出作者的观点。



第二部分（3段）：从正反两面论证经受磨炼的益处。

第三部分（4段）：归纳全文中心论点。

7．提问：本文的论证方式有什么特点？

讨论并归纳：本文将中心论点放在简末进行归纳。全文先论证
“生

于忧患”，方法是先举同类事例，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作
者的观点，然

后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再论证“死于安乐”，高度概括历史
上大量安乐 亡国的事实加以说明。论证“生于忧患”是全文
的重点。

8．提问：本文在句式上有什么特点？

讨论并归纳：本文列举了六个历史人物的事迹，用排比句式，
每一

个历史人物的事迹只用一句话概括，这样增强了语言的气势。

四、总结

1．词性活用：

用

国防 固国不以山溪之险。

国家 国恒亡。

拂



不顺 行拂乱其所为。

同“弼”，辅弼 入则无法家拂士 3．通假字。

曾同“增”，增加 曾益其所不能。

衡同“横”，梗塞，指不顺 衡于虑

拂同“弼”，辅弼 入则无法家佛士

4．虚词。

于

从舜发于畎亩之中

给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在 而死于安乐也

以

凭 以天下之所顺

用来 所以动心忍性

五、作业

1．完成课后练习三、四题。

2．选用课时作业优化设计。

第二课时作业优化设计

（－）文言文中有一些形容词或动词的使动用法，一般可译为



“使

（让，把）”+宾语+动词（形容词）请照下面例子翻译下列
加点的词。

例：必先苦其心志。

译：使他的内心痛苦。

1．劳其筋骨。

译：

2．饿其体肤。

译：＿

3．空乏其身。

译：＿ 4．行拂乱其所为。

译：＿

5．所以动心忍性。

译：＿

（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翻译最准确的一项是（）

a．在忧愁和病患中生活，在安全快乐中死去。

b．出生在忧伤和病痛的时候，却死在安乐幸福之中。

c．生存在忧愁和痛苦之中，死在安逸享乐之中。



d．忧患（能激励人勤奋）使人生存发展，享受安乐使人萎靡
死亡。

附译文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
有利于

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比如一座）方圆三里的小城，只有方圆七里的外城，四面
包围起来

攻打它，却不能取胜。采用四面包围的方式攻城，一定是得
到有利于作

战的天气、时令了，可是不能取胜，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
天气、时令比

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呀。

城墙并不是不高啊，护城河并不是不深呀，武器装备也并不
是不精

良，粮食供给也并不是不充足啊，但是，守城一方还是弃城
而逃，这是因

为作战的地理形势（再好），也比不上人心向背，内部团结
啊。

所以说，管理百姓不能只靠划定的疆域的界限，巩固国防不
能靠山



川的险阻，征服天下不能靠武力的强大。能施行“仁政”的
君主，帮助支

持他的人就多，不行“仁政”的君主，支持帮助他的人就少。
帮助他的人

少到了极点，兄弟骨肉也会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
天下的人

都会归顺地。凭着天下人都归顺他的条件，去攻打那连亲戚
都反对的寡助之君，所以，（能行“仁政”的）君主不战则
已，战就一定胜利。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舜从田野中发迹，傅说从筑墙的泥水匠中高升，胶鬲自鱼盐
贩中被

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获释被录用为相，孙叔敖从隐居海
边进了朝

廷，百里奚从市井之间而登上了相位。

所以，上天将要下达重大使命给这样的人，一定要先使他的
内心痛

苦，筋骨劳累，体肤俄瘦，身受贫困之苦，种种行动去阻碍、
干扰他的事

业，（通过这些，）来让他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定起来，
以不断增长才

干。

一个人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忧困，思绪阻塞，然



后才能有

所作为；（一个人的想法，只有）从脸色上显露出来，在吟
咏叹息声中表

现出来，然后才能为人们所了解。而一个国家，内部如果没
有坚持法度

和辅佐君王的贤士，外部没有敌国外患，这个国家就往往会
导致灭亡。

这样，人们才会明白，忧患可以使人谋求生存，而安乐必将
导致灭亡。

孟子心得体会篇五

《孟子》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儒家思想的重要
代表。通过阅读《孟子》，我深受启发，获得了许多宝贵的
心得体会。本文将从“仁爱”、“天人合一”、“教
育”、“君臣之道”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五个方面
来阐述我的理解和感悟。

孟子强调仁爱的重要性。他认为“仁者爱人”，人性本善，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潜藏着对他人的关爱之情。然而，这种爱
并不是一种单纯情感的发泄，而是要基于道义准则的行为。
孟子告诉我们，只有通过勤勉修身，才能让仁爱之心显现出
来。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常常面临着各种压力和困难，往
往容易失去对他人的关爱。但是，通过读《孟子》，我深深
感受到了仁爱的力量，只有通过努力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
才能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孟子》中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
主题。孟子认为人是天地之子，人与天地万物是相互联系的。
只有顺应天命，适应自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这一



思想启示了我要保持谦逊和谨慎，在面对自然和社会变迁时，
要顺应天命，超越个人的狭隘利益，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贡
献自己的力量。

孟子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教育是培养人才和造福社会的
重要途径。孟子提出了以“养正”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他强
调培养幼儿时期的品德修养，注重养成良好的习惯和道德观
念。这一思想对我个人的教育观念有很大的启示。在现代社
会，教育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如何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成
为我们共同的责任。孟子的教育思想提醒我们，在家庭和学
校教育中，要注重品德培养，让学生成为有德有才的人才。

君臣之道在《孟子》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孟子强调君王应
该体察民情, 并顺应民心。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应该
有一种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关系。孟子同时也提到君主有权利
统治，但必须遵循道义的原则，以德治国。这一思想对现代
政治有重要的启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权力滥用问题普遍
存在，而孟子提出的君臣之道，提醒我们政治权力应受到约
束和规范，注重公正和民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孟子》最后一部分是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孟子认
为，人们首先要修身养性，追求至善之道，然后才能治理家
庭并最终治理国家。个人修身齐家，可以使整个社会更加和
谐。这一思想对我的启示就是，我要从自己做起，努力追求
更高的道德境界，遵循儒家的价值观，融入社会，从家庭做
起，关心他人，尽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安定和谐做出应有的贡
献。

总之，通过阅读《孟子》，我受益良多。孟子的思想深刻影
响了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同时也对我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将以仁爱之心对待他
人，顺应天命，注重教育，践行君臣之道，并通过自身的修
身齐家来影响和改善社会，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孟子心得体会篇六

1、不怕学不会，只怕不肯钻。

2、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3、人贵有志，学贵有恒。

4、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5、平时不好学，临考悔已迟。

6、听其言而观其行。

7、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8、钟不敲不鸣，人不学不灵。

9、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0、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1、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12、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3、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14、学然后能行，思然后有得。

15、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16、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17、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18、人若无志，与禽兽同类。

19、人不劳动没出息，人不学习没长进。

20、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

21、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22、巧言令色，鲜矣仁！

23、欲得真学问，须下苦工夫。

24、权，然后和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25、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26、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27、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28、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园。

29、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30、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31、活到老，学到老，一生一世学不了。

32、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33、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34、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35、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36、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37、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38、学成巧，总是巧；装成巧，惹人笑。

39、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40、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41、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42、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43、汗水换来丰收，勤学取得知识。

44、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45、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46、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

47、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48、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9、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50、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51、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52、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
寿。



53、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54、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
校。

55、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56、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7、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58、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

59、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60、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
为务。

61、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忧也。

62、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
力，则以学文。

63、导之以政，齐之以德，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
礼，有耻且格。

64、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
在乎熟之而已矣。

65、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
则见，无道则隐。

66、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67、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
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68、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

69、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
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70、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达则
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71、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免者往焉。与民同
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

72、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73、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