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曾国藩读书的心得体会(优秀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那么心得体会怎么
写才恰当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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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读书的心得体会篇一

读书是一种追寻知识和智慧的过程，通过阅读经典名著，我
们可以领略到不同的思想和态度，从而受益匪浅。曾国藩是
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教育家，在他的著
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他的学识和智慧，还能从中汲取
到许多精神力量。通过阅读曾国藩的著作，我深刻体会到了
他的为人处世和治学态度，从中受益匪浅。

段落二：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

曾国藩一直以来被人们称为“学在政要”，他注重实际，把
学问融入到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中。在《曾文正公全集》中，
曾国藩提出了“行有不测之风，人有失言之刺”的思想，意
味着一个人的行为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言行失当会引起
别人的误解和伤害。因此，他倡导做人要慎言慎行，充实自
己的内在修养，以准确地把握自己的行为和语言，以免给他
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同时，曾国藩更强调乐观的生活态度，
他认为“心情无不可调”，即无论遇到什么困境和挫折，都
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用乐观的态度去迎接生活的挑战。

段落三：曾国藩的治学态度

曾国藩对待学问的态度一直以严谨著称。他提出了“以实际
为基础，以学问为保证”的学习理念。他认为学问要与实际
相结合，只有将学问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和



促进社会进步。同时，曾国藩也强调读书要有始有终，他主张
“立志要自己求真理，莫若修炼文章，坚持到底”，他自己
也以身作则，不仅读书如饭，而且记录下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反复琢磨，以便将学问转化为自己的拳拳之心和实际行动。
这样的治学态度使曾国藩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和经验，使他在
政治和军事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段落四：曾国藩的家庭观与教育观

曾国藩注重家庭观和教育观的建立，他在家庭中注重亲情和
教育的培养。他认为，家庭是一个人成长的摇篮，是塑造一
个人品德和道德的重要场所。他主张“士之家有家规者称为
致仕者”，即人应当有家规，有底线，养成好的家风和家德，
从而使人在家庭中获得成长和提高。同时，他也注重教育，
认为教育是培养人才和传承优秀文化的重要手段。他主
张“人以教育为先，事以实际为本”，认为教育要让学生真
正理解和应用知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实际动手能
力。

段落五：读书曾国藩心得体会

曾国藩的著作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教
会我要做一个懂得尊重他人的人，懂得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
生活的挑战。他的治学态度让我明白学问要与实际相结合，
只有将学问应用到实践中，才能解决问题。他的家庭观和教
育观使我认识到家庭和教育的重要性，让我明白了要有自己
的底线和家规，只有这样才能在家庭中和社会中做出真正的
贡献。通过阅读曾国藩的著作，我受益匪浅，找到了人生的
方向和目标，也为自己的成长和发展指明了道路。

曾国藩读书的心得体会篇二

《曾国藩家书》十六字箴言：“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
俭，永不贫贱。”前不久，我读完此书，深深感受到了勤俭



节俭乃是修身立人之本。

勤俭自持，不分官宦黎庶。“余服官二十几年，不敢稍染官
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曾国藩位至宰辅，不
当自我俭朴，远离奢华。他在京城见到世家子弟一味奢侈腐
化，挥霍无度，便不让子女来京居住。他的原配夫人一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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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在家手无余钱，亲自下厨、纺织，因一生习劳习苦，
厉勤从俭，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

勤俭自持，重在严于律已。“孙等在京，别无生计，不能备
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曾国藩常常因为没钱孝敬父母
而内疚，因没钱养家而深感揪心，而当时曾国藩刚刚“蒙皇
上天恩，得会试分差”，按理说应当有络绎不绝的黄金白银
送过来，何至于连家里都无法接济呢不经商、不收受贿赂，
处处严于律己，以至于穷到连回乡省亲的资费都没有的地步。

勤俭自持，更好兼善他人。“家中有人做官，则待邻里不可
不略松，而家用不可不守旧”，曾国藩不仅仅以身作则，宁
穷不贪腐，还为身边人树立了榜样，立下了规矩，坚持清贫。
正因为在朝为官，就更要宽人严己，更要约束亲戚邻里，做
到了慎微，慎独，慎权。家书箴言，放之于当世，多少领导
干部倒在反腐利剑之下，皆因没有管好自我，没有管好身边
人。

勤俭自持，是家兴之基，更是国强之本。自从中央倡导节俭
以来，全国人民进取行动，仅“光盘”行动，每年在餐桌上
节俭的脂肪量可达800万吨，相当于1500万吨大豆的油脂含量，
被视为微不足道的餐桌残余却能减少每年1000多万吨的大豆
进口。以小见大，厉行勤俭节俭，反对铺张浪费，不能止于
餐桌，更不能仅仅将节俭之风兴起于一时。在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礼貌的今日，我们党员干部有职责更注重勤俭自持，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合格公民、有志青年和有为



干部。

曾国藩读书的心得体会篇三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心灵
的滋养。读书无疑是受到众多人们的推崇和追捧的一种行为。
曾国藩这位清朝的功臣，作为一位学者，他的著作《曾国藩
家书》可以说是我们领略他聪明才智及治国策略的窗口。通
过读书曾国藩的心得体会，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他对学问的追
求，更能领悟到他对人生、家庭和社会的深刻思考。

第二段：治国之道

曾国藩是清朝末年的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治国方略为
后世所称道。在他的著作中，他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他认为
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否取决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他主张激发
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通过科举取士，选拔贤能，让人们
发挥其所长。他还强调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
的品德决定他的一生，而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决定其发展的
方向。曾国藩的治国之道，不仅适用于他所处的时代，也对
我们现代社会有着很高的借鉴意义。

第三段：家庭美德

曾国藩是一位崇尚家庭美德的人。他认为一个家庭的幸福与
否取决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与亲情。他强调爱护家人，尊
重老人，关心子女的教育。他主张家庭成员之间要相互支持
和鼓励，共同创造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他还强调家教的重
要性，认为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正确的教育和引导。通过
读书曾国藩的心得体会，我们也能意识到家庭的重要性，明
白家庭的力量是无可匹敌的。

第四段：个人修养



曾国藩强调个人修养的重要性，他主张人要有自知之明，要
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他认为人应该保持谦虚和虚心，时刻
保持对待他人的尊重和仁慈，提倡和睦相处。他还提倡勤俭
节约和诚实守信的美德，认为这些美德将成为一个人成功的
基石。通过读书曾国藩的心得体会，我们也能感受到曾国藩
对人生的看法，明白个人修养在成长中的重要性。

第五段：对读书的理解

曾国藩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文人，他对读书有着深刻的理解。
他认为读书是一种修炼和启迪，是一种提升个人修养和智慧
的方式。他鼓励人们广泛阅读各类书籍，不断充实自己的知
识储备。他还教导人们要持之以恒地学习，并将所学知识融
会贯通，以实践的方式应用于生活中去。通过读书曾国藩的
心得体会，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读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明
白了读书对于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总结：

读书曾国藩的心得体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和教导。通过
他的著作，我们不仅能领略到他卓越的智慧和学识，更能感
受到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读书曾国藩的心得体会，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还能促使我们对人
生、家庭和社会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和体会。读书正如曾国藩
所言，是一种乐趣和修炼，它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和境界，
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得到更大的满足和成长。

曾国藩读书的心得体会篇四

本学期，有幸读了《曾国藩家书》，让我感受很深的地方有
许多。如：在家书中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对子女的学习教育非
常严格的父亲。他很多家书中都要求其子，把日常练习的字，
诗词等作品寄给他看，然后，他再根据他们的学习情况加以
指导，他指出“读书宜专，习字宜恒”。同时他也是一个慈



爱的父亲。一次其子久病不愈，他信中仔细询问有没有在吃
药，吃了什么药等等。还建议要想身体健康关键是平时要加
强锻炼，不能一味的靠吃药，“饭后千步走”是个不错的健
身方法。

曾国藩作为国之栋梁，人们眼中最好的儿子、最好的哥哥、
最仁慈的父亲，其后世子孙中大师级人才辈出，遍布海内外。
曾国藩的家教或许给出了答案。在曾国藩的330多封家书中讲
求人生理想、道德修养。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
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与曾氏家教比较，
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教育目标发生了偏差，我们过分的重视了
“才”的教育，忽视了“德”的教育。什么是曾国藩所说
的“君子”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已有定论：“才德全
尽谓之圣人，才德皆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
德者谓之小人”。愚人不足为社会患，小人却是社会的大患，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
至于颠覆者多矣!”。振聋发聩，值得我们深省呀。

我们的小学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的“重负”主要来
源于学数学、学写作、学英语、学各式各样的特长……。与
曾氏家教比，我们的道德教育大都停留在空谈、口号的层面。
小学教育应当是生活教育，教育孩子们明白人与人的关系，
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兄与弟的关系，知道人与人的关系才能
把人做好。让孩子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应该尽什么义务，应
该行什么礼节，这就是教育。旧时代的《弟子规》就在规范
孩子们的行为，培养孩子们有修养、明事理方面做的很好。
《曾国藩家书》中对弟子的教育也是从生活行为入手，着眼
道德培养。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却把这些忽略掉了。有人戏称
我们和孩子是“非常6+1”的关系，6个大人围绕着1个孩子转。
再穷也要富孩子，致使许多孩子生活不能自理，不知道生活
的艰辛，追求享乐，攀比虚荣。许多孩子也习惯了自己的中
心地位，人人为我，我还为我，极度自私。这样的孩子都不
懂也不会去敬爱自己的父母，“孝”是“仁”的基础，不懂
得敬爱自己的父母，又怎么会爱他人、爱祖国。对家庭失去



责任感，又会去担负什么社会责任呢?不“修身”怎能“齐
家”何谈“平天下”。

我建议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都来读一下《曾国藩家书》，这些
书信中富含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曾国藩读书的心得体会篇五

九月，两会安保加上防范台风“山竹”，生生把所里的同志
们忙成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看着大伙“电量红格”的样子，
实在不忍心催大家交读书心得。于是只有改变自己“慢品”
的阅读习惯，开启外挂模式，用两天的时间囫囵吞枣地读完了
《曾国藩传》。下为拙见，汝且阅之，权当杂论。

在我的知识储备中，曾国藩是清末湘军名将。不过与中国传
统名将不同，曾先生是认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初用兵时逢
战必败，逢败必寻短见，还又都每次都死不成!正当你感叹他
烂泥扶不上墙时，突然峰回路转，终于从失败中总结出一套
战法，也是唯一的战法。类似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围点打援，
但曾先生更绝!战法就两个字：砌墙!也就是说他在城里防御
时就砌高墙固守，然后调集援兵内外夹击敌军。如果换他进
攻就在敌人的城池处砌更多的墙，一是围困城中之敌，二是
阻滞援兵。待敌疲惫，再各个击破!话说做曾先生的敌人也够
憋屈的，天天面壁啊!想想自己小时候因顽皮被老师罚面壁思
过，我就对太平军将士莫名生起同情之感。

可从《曾国藩传》中，我读到的是曾先生对成功的养成。出
兵平乱是为臣的责任，失败自杀是对结果的担当，有将如此，
我想兵也不会弱到哪去。至于在失败中学习，那就是他从小
起早贪黑苦读养成的习惯，所谓水无常形，兵无常式。能在
战败中总结出太平军长野战、短守城的特点，及时调整战术
战，则是学习中的机变。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是战场上的制
胜之匙，也是曾先生的为官之道。他善识人也善用人，更难
能可贵的是他能容人!用人不避亲，重用弟弟曾国荃能上阵杀



敌，收复南京。能识人用能，启用李鸿章内外斡旋再续晚清
数十载寿数。更能容忍左宗棠对其诸多攻讦，隐忍退让，最
终成就老左收复新疆，奠定了我大中华的西北版图!

我斗胆借用林语堂先生评价苏东坡的一句评语：曾公，真高
士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