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业乐业心得体会(模板9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
会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敬业乐业心得体会篇一

【知识考点归纳】

1、品味与领悟“敬业与乐业”精神；

2、文中引用了大量经典语句和格言，要理解其含义并积累起
来；

3、初步学会在议论中运用“举例子”和“讲道理”的方法；

4、体会演讲稿的口语特色。

5、了解文化巨人梁启超。

【典型考题分析】

例题：文中引用了大量经典语句和格言，请指出引用下面两
个句子分别有什么作用？

1、《礼记》里头“敬业乐群”和《老子》里头“安其居，乐
其业”。

2、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又说“群居
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探究思路：这道题是考查引用的作用。回答这类题目，首先



要弄清楚这两句话各自的语言环境，然后按照各自的语言环
境去理解其作用。句1出现在文章的开头，就议论文的结构分
析，文章的.开头属于提出问题部分，引用句1的作用是引
出“敬业与乐业”的话题；句2出现在分析问题部分，是用来
论证“要做到敬业与乐业，必先要有业”这一论点的，引用
句2的作用显然是强调“有业之必要”。

敬业乐业心得体会篇二

就我们大家现在的身份来说，都还是学生，所以我们的职责
便是学习，努力地学习，快乐地学习。

首先，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身份——学生，那么，既然是学
生，就应该做事，做学生应该做的事，不能挂着学生的名义，
表面上是在学，其实根本没有在想，在思，书拿倒了，脑子
里仅是电脑游戏，既然是学生，就应该先做好本职工作。

其次，只学习的学生还不是好学生。正如梁启超的《敬业与
乐业》里面讲的“第一，要敬业，现在的学生虽然在学习，
但是却不愿学习，不喜欢学习，不甘于学习，想做更好玩的
事情，虽然是学习，但是被其他原因所逼迫，虽然不喜欢学
习，但抱怨之后，又回去学习。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

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们的职责是学习，这无法避免，那么为
什么不能化压力为动力，用心去学习，去“敬业”呢?正如
《庄子》中老人捕蝉的故事一样，用心专一，用心专一就可
以达到目的。

我认为，最有效率的学习方法就是快乐地学习。大家想一想，
你做你最喜欢的事情时，是不是真心想把它做好?而最后的结
果就是这件事情不但你圆满完成，并且速度很快呢?学习也一
样，你如果认为学习很快乐，学习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并且最后的结果也是非常可佳的，反之，学习就会变得枯燥
无味，结果一定不尽人意，所以同学们要想学得更好，就需



要在学习中寻找快乐。

综上所述，我们作为学生，应该乐于自己的学业，如此才能
成大器，以上就是我作为一名学生对梁启超的有业，敬业，
乐业与学习关系的看法。

本文是由语文教案工作室上传的：《敬业与乐业》读后
感(三)。您可以通过本文底部的“下载”来下载本文的文档。

敬业乐业心得体会篇三

“有业之必要”

对我们来说，“业”自然是学业。文中引用朱熹的一句
话“主一无适便是敬”，让我真正认识到要专一于学习而不
旁及其他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敬”。我们作为学生，专心
于学习，有坚强的意志力，勇于拼搏的气魄，决不放弃的信
念，便是“敬业”。不管任何工作，拿到手里，就要根据自
己的才能去劳作，把它做到圆满。这也证明人人都要有工作，
人人都要劳作。“百行业为先，万物懒为首”，我们现在不
是没有职业的懒人，将来也不能做社会的蛀虫。

至于乐业，我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便足以诠释了。有些人厌恶本行，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
却满肚子不愿做，不愿做是逃不了的，但哭丧着脸去做和快
乐地去做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我想，做一件事，要抱着积
极乐观的心态，融入其中，一步一步奋斗前去回想自己努力
得来的成就，就会有一种归属感。同时，要与别人比较骈进，
在竞争中体味快乐。这样的生活才有价值。

总之，做任何事情都要“敬业”“乐业”，我们要在“敬业
与乐业”中实现我们的人生的价值以及生命的意义！



敬业乐业心得体会篇四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教育我们，
只有做到敬业与乐业，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奋
斗目标。读罢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我更是有了深刻的
体会。

人活在世上，就是在做事。没有职业的懒人，做的是无意义
的事，而有职业的人，若不敬业乐业，也无异于前者。

拥有职业的人，首先要敬业。一个人如果连自己从事的职业
都不敬，那就是对自己不敬，他一定会失去别人的信任，得
不到别人的帮助和支持。凡职业没有不可敬的，只有敬业，
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才有可能乐业；只有乐业，才会除去
负担，把事情真正办好。

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喜欢它，乐意去做，这样就不会
感到工作劳累，而是把劳累感转化为自己的快乐与做下去的
动力。一事无成要耗费精力，积极的去完成该做的事也要耗
费精力，而乐业还会有所收获，提高自己，那为什么不乐业
呢？人生是一个过程，只要将过程演绎得精彩就够了，不用
在意结果会怎样。

而对于我们学生，要敬、乐的业，当然是学习。学习很累，
而当你爱上学习，就不会觉得累了，会把学习当成自己想做
的事来做，而不是受迫去学习。当在学习中取得好成绩后，
会由衷地快乐，那是自己学习后的成果啊！

不学习，整日碌碌无为，只会让自己变得自卑、承受各方面
心理压力。学习，虽然身体会劳累，但通过学习，获得了知
识和能力，获得了自尊与自信，付出了，也有了回报，这些
也值得了。

做到敬业与乐业，才能承担责任，激发潜能，实现梦想。让



我们努力吧！

敬业乐业心得体会篇五

从小我就向往讲台，梦想能当好一名老师。而多年后的今天，
当我真的成为一名历史老师，我才知道，那并不容易。所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知道要上好课，必须钻研业务，
充实自己。人们普遍认为，当老师很轻松。有次我一个朋友
见我备课到很晚，竟然感到很惊讶，还开玩笑说：要是这么
辛苦下去，还没等你把历史课教好，你自己就成历史人物啦!

辛苦归辛苦，但令我惊喜的.是，在学习和教课的过程中，我
发现历史原来是这么有意思的一门学问：我会为犹太人苦难
而又不屈的历史而动容，会为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
而义愤填膺;我会为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成就而骄傲，
也会为清朝晚期的闭关锁国而叹息……这一切，都是因为有
了兴趣。因为有了兴趣，我主动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因为有
了兴趣，我也开始喜欢看《康熙王朝》、《汉武大帝》了，
而不再只是看韩剧!

我们知道，如果不喜欢一件事，要坚持是很难的。真的不敢
想象，假如对历史没有兴趣，教历史课对我而言将会是怎样
的压力和苦恼?!没有兴趣，我怎能改善教学质量，学生们又
怎能提高学习成绩?我不知这个比喻是否恰当：我觉得老师在
课堂上的最高境界，要像《庄子》里的《庖丁解牛》，由于
对牛的结构、骨骼、筋脉烂熟于胸，于是化繁为简，穿缝过
隙，手起刀落，酣畅淋漓;解牛十九年，不换一把刀。又或者
像故事《卖油翁》里的老汉，倒油穿过钱眼，不洒也不漫，
轻轻松松。解牛和卖油，其实都是他们的工作。庖丁工作的
时候，连皇帝都看得出了神;老翁工作的时候，连神箭手都佩
服得五体投地。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无
疑都历史上最敬业而又最专业的几个人之一。这种得心应手、
游刃有余、气定神闲、引人入胜的工作状态，难道不正是我
们在课堂上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吗?庖丁是了不起的，但假如他



无心研究，那历史上也只是多了一名厨师，而少了一位大师。

我想，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敬业乐业心得体会篇六

通过学习《敬业与乐业》，我感触颇深。在欣喜生涯中，有
明确了自己的一项责任。“敬业乐群”、“安其居，乐其
业”，我想大概是每个人都想做到的一种生活吧！

漫漫人生路，三业伴左右。所谓的三业指的是有业、敬业、
乐业。万事皆有道，又有业便是我们奋斗的基础目标。在
《敬业与乐业》中，作者写到一句话“一日不做事，一日不
吃饭”，我很赞同这种观点，在这个科技与经济齐头并进
的21世纪，需要我们以诺克行，但要注意相形言顾，对于自
己一天的付出与收获做一个总结，这有助于我们形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确立并实现总结的奋斗目标。

管理家陈鸿桥有言：“敬业是快乐的，敬业的口碑是职业生
涯中最大的财富，敬业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敬业精神，
被视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处事之道。当一个人把 敬业变成一
种习惯，在多干活，干好活的感触中，学到更多的知识，积
累更多的经验，体验到干好活的乐趣，从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从思想与业务同进的过程中享受 快乐。做一件事，持之以恒，
从心里发出忠实的情感，这便是敬业的最大秘诀。

人生三业已唱尽，所谓人各有所好，在这条缀满知识的树枝
上，我又学会了一种态度。综合以上，我希望大家同我一样，
在这季烟花梦中绽放出自己的那份光彩，找到自己的合适位
置，对“业”园道声“我服了你了”。

敬业乐业心得体会篇七

时间真的好快呀，我又该讲《敬业与乐业》这一课了，看到



题目我就有些敬畏，我不喜欢这一课，甚至都希望这一课从
人教版本删去。三年前的往事出现在眼前，记得08年的八月
份，二中招聘老师我来试讲，就选的这一课，我非常不喜欢
这一课，但是进度是这一课我只好从命了。这篇文章是典型
的议论文开篇提出了中心论点：我确信“敬业与乐业”四个
字，是人类的不二法门。接着点出了：有业、敬业、乐业。
结尾深化中心责任心就是敬业，趣味就是乐业。记得我按照
我的思路设计好了教学程序，上课时学生也不爱听课，不听
你的，感觉用别人的学生就不如自己的学生顺手，解决生字、
读课文、理清思路。我大胆想象，让学生放手选，记得学生
选的是喜欢乐业，我就先分析乐业，接着分析有业、敬业。
但是我强调了有业是敬业与乐业的前提。结末的评课是：不
能调换顺序讲，要按照逻辑顺序来讲。自然是名落孙山。说
句实话，我来的目的'就是来当绿叶的，因为我心里明白的很
也就是出来讲课，锻炼一下胆量，学习一些经验。虽然失败
了，但是我明白了许多，懂得要多充实自我，不断地的丰富
自己的知识，敢于挑战，善于总结经验，多写文章，表达自
己的喜怒哀乐。可以说我在方方面真的有了很大的提高。吸
取教训，三中招聘我是讲《木兰诗》，面对新的学生我有了
上次的经验，课前我与他们交流谈心他们很喜欢我，而且我
最善擅长讲诗歌，朗读是我的强项，总结上次的经验，结合
自己平日的教学优点，整节课靓点不断，各科参加讲课的教
师13名，我的分数最高，自然是成功了。可是我心里的余悸，
就是不喜欢《敬业与乐业》这一课。

今天，我讲了这一课了，才知道这一课对于学生真的是受益
匪浅。学生面对自己的学业，应该怎样的敬业，怎样的乐业。
这一课学生学会了：“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
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凡一件
职业，总有许多层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它变化、进
展的状态，最为亲切有味。第二，因为每一职业之成就，离
不了奋斗；一步一步奋斗前去，从刻苦中将快乐的分量加增。
第三，职业性质，常常要和同业的人比较骈进，好像赛球一
般，因竞胜而得快感。第四，专心做一职业时，把许多游思、



妄想杜绝了，省却无限闲烦闷。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
生活才有价值。

看着孩子们脸上露出了笑容，真正的懂得了乐学的重要，我
心里无比自豪，想到我终于战胜了自我，我心里无比的骄傲。

用一句话结束就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敬业乐业心得体会篇八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三千多年的
封建传统社会里，率先提出了要想救中国，必须变革。并且
和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一起，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革
命。让百病缠身的大清国，也开始民主和富强，进行君主立
宪制。

这场维新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给中国点亮了一盏民主的
灯。所以梁启超先生是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常高的政治家。

面对大国，政治上要革新，这是上层建筑。全国人民艰苦奋
斗才是民族进步的基础。所以梁先生一边为中国命运殚精竭
虑，另一方面又倾心呼唤民众。

这篇《敬业和乐业》是梁先生，给自己的学生做的演讲。号
召正在上学和马上毕业学生，敬业乐业。做一个对社会有意
义，对自己有价值的人。

梁先生，旁征博引，循循善诱。是佳作。

我用心读完之后，感想很多。

一个国家的进步，一个民族的发现，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走
过来的。这是历史的传承。我们遇到的社会环境，是穷也好，



富也罢。这是客观基础。

所以，我们不能抱怨，抱怨自己没有生在更好的社会，更好
的时代。因为这些不是我们能选择的，也很可能不是我们能
够改变的。但是是我们是必须要面对的。

既然不能选择和改变，都是一种生活，那我们为啥不能换一
种积极的心态呢？

梁先生在社会等级森严的那个时代，就说出来大总统和黄包
车的一样的高尚的道理。如果我们还为自己的所谓的不公正
斤斤计较的话，就很惭愧了。

所以，有了积极心态，就不会被困扰。

作为学生，面对一个老师，如果心态正确，就会主动适应老
师的讲课风格，就能最大效率的吸收知识。从爱老师，而爱
这门课；爱这门课，而更喜欢这么课；喜欢这门课，而更受
益于这门课。就到达了梁先生所说的由敬业到乐业了。

相反，除了抱怨之外，会是什么呢？先讨厌老师，而讨厌课，
最后这门知识，就和自己无缘了。一门好像还能忍受，要是
门数多了，也就一事无成了。一事无成，也就无业了。就成
了梁先生所说的那种万恶懒为首了。

作为家长，面对孩子。如果只是抱怨，孩子不努力，没别人
的孩子基础好，遇到的老师不好，结识的同学不良，自己不
会教育等等。那么，抱怨结果就会失掉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机
会。

相反，如果对孩子有信心，有个长久的期望。就会及时发现
孩子的困扰；就会用心引导帮助孩子走过难关；就会主动和
老师配合；就会用心寻找孩子成长最佳的教育方式。孩子也
就会学业有成，长成对社会有益，对个人有价值的人。



同样的事情，心态不同，结局迥异。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再抱怨了。而是敬业乐业，活出
每个人的精彩。

敬业与乐业读

敬业乐业心得体会篇九

读了梁启超先生的敬业与乐业我深有感触，他从“敬”
与“乐”两个方面深入浅出的阐述了对待职业所应有的态度。
下面我就对“敬”谈一下我的刍议。

梁先生在文章的结尾提到了:“我生平受用的有两句话:一是
「责任心」，二是「趣味」”，敬业便是梁先生所要表达的
对待职业所应该具有的责任心，如今很多的人对待职业缺乏
的便是这个敬，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公职人员，该做实事的时
候见不着人或是走马观花应付差事，吃喝玩的时候随叫边到，
我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干嘛要做?不做工资不会少我一
分。

身为公职人员的我常常思考为何如今的干群关系如此僵化，
为何老百姓对几乎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心存反感?自我的生存需
要职业，但从事职业不仅仅只是为了自我的生存，在其位谋
其政，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敬
业者为人所敬，不敬业者为人所恶大概这就是我要的答案吧。

回想当年南方持续的干旱导致多地农作物受灾、老百姓饮水
困难。国家紧急部署，出台各项抗旱救灾措施，措施出台了
就需要执行，执行的好与坏关系民生大事，执行的好与坏将
直接反应我们广大的国家公职人员敬业与否。吹着空调上着
网是一天，走马观花视察视察是一天，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同
样是一天。抗旱救灾是与天斗，同时也是与人斗，想做好一
件事总是要淘神、要费力，在这样烧烤式的天气下作业苦不



苦?苦，须知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要拉近我们
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这种苦是必须的，不做注定失败，做就
有希望在，与老百姓站在一起并肩战斗，苦也是乐。

“要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惟一的秘诀就是忠实，忠实从心
理上发出来的便是敬”，所以敬业主义於人生最为必要，又
於人生最为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