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中庸有感 读大学中庸有感心得
体会(优秀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读中庸有感篇一

和谐是现代社会的主题，我们中国要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的优良
传统，北京奥运会上，一个“和”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精髓，向世人传递了中国的处事态度。对于我们个人而言，
每个人要理性对待问题，以中庸的态度处理问题。

在《中庸》中，我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性，知识真的能改变
一个人的命运。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
乎勇”，学习可以改变人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层次。博学之，
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学习的五个层次，
正所谓量变才能达到质变，在我们积累量的时候，一定要以
中庸的态度来面对事情，以平和的心态处理事情。

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修身的过程，通过书本获得知识，通过知
识传递思想，进而达到书中要求的道德水平。通过阅读，我
学会了：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
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强加给别人。“君子居易
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要学会以君子看事物的角度去
观察事物，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近几年来，爆炸性新闻比较多，比如说“我爸叫李刚”等，
这些新闻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其中，



肯定有很多人在抱怨为什么自己没有那么富有，觉得生活不
公平。其实，我觉得，生活是最公平的，只要你付出了努力，
生活就会给你一份回报，别人用一份努力就能做到的，我们
可以用一百分的努力去做;别人用十分的努力做到的，我们可
以用一千分的努力做到。如果这样子的话，即使我们再贫穷，
再愚笨，也一定会靠自己的能力将生活水平提高，一定会变
的刚强起来!

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压力充满了人们的生活，人们
开始抱怨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反思自己。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能力强的人就会生存下来，没有能力的人就会被社会淘
汰，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此，我们要平和的看待这个问题，
不要将其极端化，在认识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充实自己，是
自己变的强大，同时要保持一颗谦虚谨慎的心，不要骄傲自
大，任何事情，事先有预备就会成功，没有预备就会失败，
不要盲目自信，要做到胸有成竹。

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唯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
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进而“泛爱众，而亲仁”。我们要逐步的进行学习
的五个层次，最终使自己适应社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冲动是魔鬼，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一定保持一种平和的态度，
不要心急，慢慢的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最终到达
胜利的彼岸。一切率性而为，不要强求，只要属于自己的东
西，就永远跑不了!

读中庸有感篇二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当人们的思想、行为过于
偏激时，中庸之道的理念对调整心态、平衡生活起到了深远
的影响。我也从中庸之道中汲取了很多心得体会，下面我将
通过五个方面来谈谈我对中庸之道的看法和体会。



第一段：中庸之道的哲学概念与特点

“不偏不倚，不过不及”，这便是中庸之道的道理所在。中
庸之道的最大特点就是平衡，它可以使我们保持中立，不被
偏见所左右。中庸之道的哲学概念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一
是恪守中道，不偏不倚；二是舍近求远，超然物外；三是持
适度为理，不过不及。这些概念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
在工作、学习中也同样适用。

第二段：中庸之道在人际关系中的体现

在人际关系中，中庸之道的思想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平衡和中立是解决人际关系冲突的重要方面。当你遇到了与
朋友、家人等相处问题时，主动保持中立、客观分析问题是
很有必要的。此外，中庸之道提倡的也是和宜勿斗的态度，
这样才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第三段：中庸之道在工作中的应用

在工作中，中庸之道也同样有着广泛的应用。工作中我们要
适度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才智，并在与同事、上司等的关系中
保持中立和友好态度。只有这样才能让整个团队的工作更顺
畅，更加高效。

第四段：中庸之道应用于学习中

在学习中，中庸之道的应用同样重要。中央之道就是不走极
端，不偏不倚，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适度学习，
不过度用功，才能取得更好的学习成果。此外，学习成绩也
不是人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中庸之道倡导的是开阔眼界，
全面发展自己。

第五段：中庸之道提高人生品质



中庸之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能够提高人生品质。通过
平衡思考、平衡行为，我们能够更好的把握人生的方向和目
标，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生活品质。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
战和阻碍时，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中庸之道的思想，便能更快
调整心态，面对困难，更好地解决问题。

总之，中庸之道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生活哲学，它不仅能够帮
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众多问题，还能提高我
们关于生命、关于人生的认识，从而从更高的维度看待和把
握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中庸之道，
并逐渐将其化为习惯，这样人生才能得到更多的平衡和幸福。

读中庸有感篇三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儒家经典《中庸》中得到了
阐述。它是一种既不偏执自我，也不随波逐流的道德准则，
认为万物都有其适当的度量与均衡点，要达到一个合乎情理
的平衡状态，就需要切实遵循中庸之道。实际上，在现代社
会中，中庸之道作为一种纲领准则，一直是人们所喜欢的生
活方式。

第二段: 中庸之道的实践

中庸之道的实践实际上非常明显。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始
终意识到自己的所处环境，从而做到“不曾有，不曾不有”，
既不过分主观，也不过于顺从环境。同时，一个人还需要认
真审视自己的内心，判断何时属于不够还是过分。他需要找
到一个平衡点，将自己的内心与周围的世界融为一体。在人
际交往中，中庸之道同样适用。人们需要客观而又平衡地观
察、倾听别人的想法，明确自己的边界，恰当地表达自己的
观点，以达到社会和谐稳定的效果。

第三段: 中庸之道优点



中庸之道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优化人际关系，
一个是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在人们信仰和价值观重大不同
的今天，很容易出现价值观的冲突和争端。而中庸之道和平、
宽容的态度可以调和和纠正这种冲突，适当地体现出社会治
理的具体表现。在社会风气方面，中庸之道的实践可以促进
公正和平衡的社会价值，保持良好的文化、道德风程，以及
传承独特的文化遗产。

第四段: 中庸之道局限

做出不如意的决策并不是中庸之道无法克服的一个小问题。
取得平衡的遗制，有时会导致偏离极端，实现不了更高的PM
目。事实上，这对于管理者可以是特别的问题。结果达不到
所期望的效果。然而，事实上，如果每个事情都是中庸之道
来对待，也会逐渐减少各种冲突，不会陷入不必要的麻烦。

第五段: 中庸之道的意义

中庸之道虽然来自儒家学派，但它非常适用于现代社会。对
每个人来说，要合理地根据所处环境取得平衡，建立良好的
关系以及增进自己的价值观。中庸之道的意义不仅限于个体，
更是共同的社会信仰体系的基础。对于建设和平、和谐、稳
定的社会，中庸之道是不可或缺的。在全球化和政治经济发
展的今天，我们始终秉持中庸之道，不断完善自己的精神、
道德和文化素质，保障三重要的目标教育，进而致力于全球
的和平发展。

读中庸有感篇四

第一段：引入中庸培训的背景和内容（200字）

近年来，关于中庸的研究和应用日益受到重视。中庸被视为
一种理念和方法论，旨在引导人们实现内在的平衡与和谐。
为了提升人们的中庸思维和行为模式，中庸培训课程逐渐兴



起，为参与者提供了一次学习和探索的机会。我有幸参加了
一次中庸培训课程，并从中受益匪浅。

第二段：探讨中庸培训带来的认知转变（250字）

在中庸培训中，我首先从思维方式上发生了转变。以德治国、
以中和为美的中庸理念深深地触动了我。过去，我常常将问
题看得太片面，只关注对错，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
而中庸理念要求我们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尽量找到事物的
平衡点。这样的转变让我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更加善于权
衡利弊，避免极端的观点和行为。

第三段：谈论中庸培训对人际关系的影响（250字）

中庸培训使我意识到，平和、诚实和谦逊是与人相处时最重
要的品德。在培训中，我们经历了许多团队合作的活动，通
过合作和沟通，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互相理解、尊重和信任的
重要性。我开始更加关注他人的情感需求，与人交往更加不
执着于计较个人得失，而是注重整体和谐。这样的转变使我
更加容易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提高沟通效果，同时也更
好地理解了自己的情感需求。

第四段：分析中庸培训对职业发展的助力（250字）

中庸培训对我的职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培训课
程，我学习到了中庸的管理理念，包括以德为先，用人唯贤
等。我很快将这些理念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并发现它们对提
高领导力和解决问题非常有效。中庸的思维让我更好地综合
各方面因素，更具有弹性和创新性。因此，我在工作中更加
从容自信，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变化。

第五段：总结中庸培训的意义和未来应用（250字）

总结而言，中庸培训不仅提升了个人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



更加直接地影响了个人的人际关系和职业发展。中庸的平和
与和谐的理念已经成为我行为和思考的指南。我相信，随着
中庸思维的传播和应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塑造平衡的人生，
并在平凡的生活中，创造出更加美好的世界。未来，我将继
续努力将中庸的理念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成为一个
更加中庸的人。

读中庸有感篇五

暑假里，我读了《大学》、《中庸》这两本书。《大学》、
《中庸》二书原是《礼记》中的两篇，是儒家的重要经典，
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宝贵财富。它们如两位不会说话的
老师，告诉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令我受益匪浅。

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虑而后能
得”中我懂得了应该不断地自我革新，使人处于最美好的境
界。知道应该处在美好的境界，然后才能有坚定的目标;有了
坚定的目标，然后才能心绪安定;心绪安定然后才能神志专
一;神志专一才能深思熟虑;深思熟虑后才能获得最佳结果。从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
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中我懂得了当国君的，要处在仁
的境界;为人臣的，要处在敬的境界;做子女的，要处在孝的
境地;做父母的，要处在慈的境地;与国人交往，要处在信的
范围。所谓君仁，是说党领导的要把目标放在仁爱上，为民
做主，为百姓谋利益;所谓臣敬，是说当部下的要忠于职守，
爱岗敬业;所谓子孝，是说子女对父母要孝顺、孝敬，不仅仅
是承担我们今天法律上讲的瞻养义务，而是子女的所作所为
以及发展能让父母心安;所谓父慈，不是父亲包括母亲对子女
像母鸡护小鸡那样的溺爱，而是要让子女受教育，为他们考
虑久远;所谓交信，就是人与人交往以诚相待，不因关系的亲
疏而增减。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
好色，此之谓自谦。”中我懂得了所谓使自己的意念真诚，
就是不要自欺。



就好比憎恶难闻的气味，就好比喜爱美色那样自然真实，能
明辨美恶，这就叫自我感到愉快。从“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
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所哀矜而辟焉，
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
矣。”中我懂得了人对于自己所亲近或喜欢的人会过于喜爱，
对自己所轻视厌恶的人会过于厌恶，对自己所敬畏的人会过
于尊敬，对自己所哀怜同情的人会过于怜悯，对自己所傲视
怠慢的人会过于轻视。所以喜欢一个人同时能了解他的缺点，
厌恶一个人同时能了解他的优点，这样的人天下少有。

从大学中，我明白了“格物”、“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中庸》中，
我明白了做事不能做过了头或者没有达到，要不偏不倚，无
过不及这样正好，同时也要遵循事物的规律。《大学》、
《中庸》，不愧是中国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啊!

读中庸有感篇六

最近，我们都在学习国学。我也读了一本书名叫《国学经
典》。读完了这本书，我不由得发出一些感叹。

这本书分为三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两个部分。

第一单元主要讲的是节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
由奢”。这句话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在总结唐朝由盛世走向衰
败的历史教训时写下的警世名言。意思是：历观前代王朝和
古老的家风，往往勤俭节约意味着成功，奢侈浮夸意味着失
败。是呀，这句话用于我们现在是再适合不过了。当我把第
一单元读完时，我想到了我在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有一次，
我在洗碗时，把水开得很大，妈妈看见了，提醒我说：“把
水开小一点吧，一吨水可要好几块钱呢!”爸爸也在一旁也说：
“节约钱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要节约水资源。”我听了，
惭愧不已，连忙关小了自来水。节约是一种良好的习惯，它



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用心，我们就会想出节约的好
办法。你瞧，这是我和姐姐想出来的：1、将用剩的小块肥皂
收集起来，做成了大块肥皂。2、把雨水收集起来，用来浇花。
3、把没有用完的作业本合订在一起，做成了一个新本子。4、
把洗完脸的水用来冲马桶。怎么样?这些节约的办法你用过
吗?如果没有，那就从现在开始行动吧!

第二单元主要讲的是强自信。“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句
话选自于，《孝经。圣治章》。意思是：天地之间的万物生
灵，都一样的得到天地之气成形，禀天地之道成性。但只有
人最为尊贵。这句话说得多么好呀!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
点，都有自己的特长，只是有很多人自己没有发挥出来罢了。
我就把自己的优点和特长发挥出来了：1、我把字写得很
好。2、我的作文常被老师称赞。3、我的舞蹈跳得很不错哦，
还获得了证书。4、我很守时，上学，集会从不迟到。瞧!我
的优点和特长很多吧!相信你也一定有很多优点和特长，赶紧
发挥出来吧!

第三单元主要讲的是智慧。“知者创物”。这是《周礼。冬
官。考工记》中的一句话，意思是：由有智慧的人设计发明。
用智慧来解决问题的人也很多，下面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贺龙同志在紧要关头让战士们扔掉草帽，使敌军自相残杀。
包公运用智慧，使用了计谋，从毛驴身上找到突破口，巧妙
地破了案。还有许多的例子……就不一一说明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
之柱和心灵家园。国学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精神
的重要载体，诵读国学，品悟中华文化，传承民族精神，涵
养民族修为，承继民族智慧，造就具有中华气韵和民族气质
的现代中国人，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教师评语：这篇文章，以精巧的结构，优美的语言，富于个
性地表现出作者对《国学经典》的参悟。“腹有诗书气自
华”，作者巧妙地引用了许多《《国学经典》中的名句入文，



为文章增添了不少的文采，意境如诗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