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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中庸读书感想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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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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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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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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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读书感想篇二

獨愛《中庸》，在暑假，又一次的捧起《中庸》，細細研讀。
書并不厚，但感悟頗深，下面，讓我來談一談自己的收
獲“中庸”是一種存在，是一種天地間人與萬物生存所依附



的關系，是時間和空間的完美契合。是包容，也是利用。借
天地間的一切，爲我所用。《中庸》中句句哲理，值得我細
細研讀。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莫見乎隐，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君子之行，自覺自悟自律自警。孔子說：“君子無終食之間
違仁。”無論是通達順遂還是身處困厄乖蹇，一時一刻也不
敢懈怠，不敢放縱自己。無論日常事務如何繁雜，都能夠排
除外界的幹擾，專注于内心的修養，凝神靜修，永遠保持心
境平和甯靜，須臾不離道義的原則。固守着，堅持着精心的
呵護着，培育着内心的美好道德，使内心回歸明淨，塑造真
實美好的自我。

作爲一名山大人，更應該嚴格要求自己。越是在隐蔽的地方
越加小心自砺，不留下愧憾;越是在細微的小事上越是用心盡
力，不出現疏漏。因而，在平時生活中，即使在獨處的時候
也要恭敬謹慎，心懷戒惕，嚴格自律。細讀《中庸》，漸漸
地就明白，人心就是一面鏡子，照的見别人也找的見自己。
自己的心鏡照見自己的人性，别人的心境，照見的是你的人
品。因此任何事都不可疏忽。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

君子之道，就想要去遠方，必須先從腳下起步;又宛如要登上
高山，必定先從低處出發。面對消逝的歲月，仰望掩埋着先
祖業績的廢墟，我們在大路上走來走去，卻總是不知道要去
哪裏，從何處做起。我們平庸，因而我們對于美好的未來總
是仰望，而不知道如何接近，認爲高遠而不可抵達，這正是
我們平庸的根本原因。事要一件一件地辦，路需要一步一步
地走。老子說：“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仞之台，起于累
土;千裏之行，始于足下。”我們是天地間孤獨的旅行



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裏;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從
最卑微的事做起，爲最廣大的人民服務。“天下之事，制之
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也許這世上有很多是我們不能
改變的，所以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改變自己，從自己做起，從
最近處着手，使自己順其自然，一步一步的取得成功。

身在山大，每一天都在成長，每一天都在進步。老子
說：“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仞之台，起于累土;千裏之行，
始于足下。”我們是天地間孤獨的旅行者，“不積跬步，無
以至千裏;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廣泛學習，深入探索，周密思考，明辨甄别，忠實奉行。人
生也有涯而求之無涯。學習是畢生的事業，時間是永恒的主
題。學問之道在于堅持不懈地日積月累别無捷徑。一切的成
就都是建立在長期的堅實的積累之上的，不要抱有幻想。沒
有相當的積累工夫，幻想着在某一方面做出驚人的成果或是
取得突破都是不可能的。蘇轼說：古之立大事業，不唯有超
世之才，亦必有堅韌不撥之志。唯有樹立積土成山，驽馬十
駕的治學精神，才有可能求得真知，成就事業。

不偏不倚的立身處世哲學，不折不扣的太平和合境界。獨愛
中庸。

中庸读书感想篇三

《论语》是我国的经典作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古人
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历代的统治者心目中
的地位了。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统治中
国近-年-。《论语》当然也就稳坐了--年的宝座。直至20世
纪初新文化运动提出“---孔家店”的口号，《论语》的地位



才开始动遥-----时期深刻的“批林批孔”，更进一步瓦解了
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论语》从此埋没人间。

《论语》究竟是什么内容?为什么他被古人视为经典，而后又
成为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呢?怀着这些疑问，我漫步于
《论语》的花园，尝试着去感受其中的奥秘。

粗看《论语》，不过是一本语录，和《--语录》没什么差别。
可细细品来，孔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思想、人生观、世界观、
教育理念等几乎都包含在语录的字里行间。《论语》里最常
见的词汇，无非是中庸、君子、礼仁云云。

君子是一个意义深刻的词。从小就听说什么“君子动口不动
手”、“观棋不语真君子”等，感觉君子就像个呆呆的人似
的。事实上，君子就是孔子他们儒家学派的一种自称，是理
想的“中庸”的人。比如“君子不器”、“先行其言而后从
之斗”，都体现了君子的优良品质。与君子相对的当然就是
小人了，小人并非是坏人，只是素质没有君子高罢了。《论
语》花了相当篇幅直截了当的阐明君子和小人的不同点，
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
而不周”。然而，君子的物质地位往往与小人相差甚远。--
说过：“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可见
君子的物质生活是那么的悲惨!

礼，表现了孔子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孔子生活在动荡不安的
春秋时代，诸侯国不遵守“周礼”，闹得一团乌烟瘴气。孔
子的礼的核心是“正名”，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
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
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致力于维护三纲五常，提
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当鲁国大夫季
氏“八佾舞于庭”时，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也，熟不可
忍也?”

仁，是孔子的道德观，这后来发展成为了他学生孟子的政治



主张。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遵
循“礼”，这就便是“仁”了。“仁者爱人”，这里爱
的“人”是指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尊重朝廷贵族，“不犯
上”，也说明孔子对“礼”的尊重。此外，孔子还把“仁”
当作“人”的标准：“仁者，人也。”郭沫若在《十批判书》
中说过：孔子“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
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

纵然，《论语》经历了两千个春秋，并不能完全适合我们现
在的思想，但是它毕竟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永远不会过期，
我们要批判地继承这些中华传统文化，让《论语》为--制度
服务。总之，《论语》是我们必读之经典，我受它的感化甚
深!

中庸读书感想篇四

20--年暑假，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国学经典与教育》的在
线学习，这次学习分为四个教学视频，我用半个月的时间看
了好几遍教学视屏，总计用时20多个小时。另看完教材《国
学经典与教育读本》(一、二)。原来我对国学仅仅是知道而
已，平时教学中虽有涉及，但受小学生的接受能力的限制，
也是粗约的给小学生讲解，并未更深地从中国文化的历史传
承，从《国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上，对中国人的影响上过
多考虑。经过此次的学习，让我对国学有了深刻的认识，感
受到《国学》中的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经典理论，细细的反
省一下，我感觉确实受益匪浅。

国学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的文化内涵。学习国学，让我更进一步的了解孔子及其他教
育家、思想家的学说。

(一)修身养性，德行人生。

细读《论语》，颇有感触。《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



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生活，找到个人坐标。因
此，《论语》可以作为我们个人尤其是作为教师的我们的生
活和工作指南。《论语》中关于修德的言论，概括性且易于
遵循的有：“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
得”。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益者三友，
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

孔子认为：血气未定的年少之时,不要沉浸于女色;血气方刚
的成年时期,不要与人争斗：而到血气既衰的老年,不要贪得
无厌。一个人遇事不要主观臆测，不要盲目武断，不要固执
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孔子还认为，和正直，诚实守信，博
学多才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和谄媚的人，虚伪阴险的人，
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同时他还认为，如果以适度
的礼乐来节制自己，以称道别人的好处，以拥有很多贤德的
朋友为快乐，对人是有益的，而以骄奢淫逸，游荡忘返，宴
饮荒淫为快乐，对人则是有害的。这些言论，简洁明了，教
人自我警醒，让人持守美德或教人弃去偏执。如果我们每个
人都能把这几句话牢记在心，时时警醒自己，应该说在修身
行事方面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作为教师，为人师表，更是
要牢记不忘，并依此行事，真正做到身正为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过分地强调物质利益的追求，因
为种.种原因而使得人们的利益主体多元化，于是，人们的价
值观也呈现多元化，而作为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责任，肩
上的担子千斤重，一头挑着学生的现在，一头挑着国家的未
来，必须给予学生的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引导，
教育学生为民族的复兴而不懈努力并成为国家的栋梁。而要
达到此目的，教师自己首先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人生观。因此，教师必须修身养性，经得起各种不良现象的
引诱。

(二)学习《国学》，让我懂得如何学习和如何教育学生。



《明儒学案》曰：“古人之於学者，其不轻授如此，盖欲其
自得之也。即释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古代
的老师不轻易的传授知识就是想让学生自己去领悟，即便佛
教传经也最忌讳完全说破，因为那样学生就会轻松获得而把
学习当成玩乐。现在的教学，再也不能用以前填鸭式的方法
了，寓教于乐才是教师的首选。“师者，善于传道，授业解
惑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也矣。”
老师要善于传授道理教授学业和解答疑惑，不懂道理，学业
不精湛，学生有疑惑却不能解答，这算不上老师。所以，老
师要与时俱进，不断接受新知识，新技能，新的教学方法;不
断参加学习和培训。要想给学生一滴水，自己就要满斛水。

(三)学习《国学》让我学会感恩，懂得待人接物，懂得一切
为了国家。

子曰：“弟,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
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说：“学生，
在家里孝顺父母，在外要敬爱兄长，做事谨慎而诚实，博爱
众人，而亲近仁德的人，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的力量，再去
学习《诗》《书》等经典。”通过学习国学，我明白了许多
人生道理，如对自己的父母应该以感恩的心去对待;对有困难
的人应该从乐于助人的心去对待;对犯错的人应该以宽容的心
去对待……在一切日常生活言语行为中要小心谨慎，要讲信
用。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讲礼貌,尊敬长辈等。它在教我们如
何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做一个有礼貌的
人。可以说，国学知识里面对人生道理仿佛是指明人生方向
的一个指南针，在你看不清前方时，为你拨开眼前的迷雾，
为你指出正确的方向。同时，也为学生做好榜样，教育学生
尊老，爱老，爱护弱小，让中华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扬。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是《国学》，只有接续《国学》薪
火，才能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所以，弘扬和培育民族
精神，发扬和光大革命精神，一定要从国学开始。



《国学》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五千多年
的文化内涵。今后,我要多加学习，让“国学经典”中的智慧
之光，引悟自己走出迷茫，使自己的人生轻松而洒脱，也为
我的教育事业添光加彩。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以此为傲，
也希望大家能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国学文化，使其在历史的
舞台上熠熠生辉、永不衰竭!

学习《国学》，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事，也不是这几代的事，
而是我们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伟业，《国学》是我们中华民
族得以传承的基石。让我们在《国学经典》的丛林中漫步，
在经典国学的长河里凌波，在国学经典的宝库里采撷如花的
词语，构筑我们心中最美好的诗篇，用最美的画笔描绘一幅
幅山青水绿欢声笑语的画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

中庸读书感想篇五

这几天，徐老师向我们推荐了《国学经典》这一本书，并且
还给我们打印了这本书里比较好的名言，让我们多背，让这
些名言永远做我们的生活导航。我们通过多读、多背，渐渐
的了解了这些名言的意思。

就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这一句吧，我们
就可以以字面上的意思来解释这句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就
是人生自古以来谁都要死亡，留取丹心就是留下一片赤诚丹
心，照汗青就是要为光照史册留下最精彩的一页。连起来就
是人生自古以来谁都要死亡，要为光照史册留下一片赤诚丹
心。这句话告诉我们，人没有一个能长命百岁长生不老，所
以活着要做一个能牺牲，有意气的人。我们的一生都要向文
天祥那样的爱国。

还有一些能琅琅上口而又意味深长的名言警句。比如“有志
不在年高，无志空张百岁”、“志小则易足，易则无由
进”……一些能启迪人心灵的谚语、名言都能让人滥记于心。



这才是读诗、读词的最高境界—读名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学习。《国学经典》这本书正是中小学
生国学启蒙的一本好书。

这本书分行节俭、强自信、讲智慧这三个单元，每个单元都
由经典要义、故事、生活、实践和经典诵读四个部分组成。
不仅有名家名言，还有贴近生活的人、事，以及一些脍炙人
口的著作选读。其中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大家
早已耳熟能详，还有的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艰辛”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这本书使国学之精
华更接近人们平时的日常生活，让中小学生更容易理解，方
便记忆，能把圣人之训用在实处。

读了这本书，不但让我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行为的规范，
更让我明白了要把这些道理应用在生活中。比如“由俭入奢
易，由奢入俭难”，就是警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勤俭节约，
不要奢侈浪费。又如“恃人不如自恃也”，就是教育我们要
从小努力学习，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才能，增强自己的独立
性;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不可能总是依靠父母和他人，而
是应该自立自强。

《国学经典》这本书在扩大我们的阅读量的同时，也在潜移
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思想、行为，让优秀的国学经典始终伴
随着我们健康成长，让我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博大精深
的中华传统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