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劝学荀子读后感 荀子劝学读后
感(精选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劝学荀子读后感篇一

最初接触《劝学》篇是在初中。当时所学是节选的内容，读
完之后，受益颇深。从学不可以已知道了学习不可以停止，
一个人的一生都应该不断地学习，也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终
身学习。而今再次接触《劝学》，并学习全文内容，更是了
解到内容的精髓，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环境对人发展影响，
以及学习的目的、程序、内容和方法等。为我们为何学习、
如何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建议。其精辟之处是无法用一言两语
总结出来的，只有亲自通读全文，才能领会其精华所在。读
完全文，对其所含思想总结如下：

一、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劝学》开头就提出：学，不可以已的论点，认为人的知识、
道德、才能都不是先天生成的，而是后天不断学习改造的结
果。一些有所成就的人之所以成功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智商有
高，而是靠他们的情商，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学习、不断地
学习。只有学习不停止，就意味着勤学不怠，持之以恒，才
能取得成功，实现理想，达到知明而行无过矣的境地。我国
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的成功人士，如刘开、毛泽东等。

因此，在我们现如今的学习中，要不断进取、树立正确的终
身学习的理念。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学习（如向书本学习、向



老师学习、向周围同学、朋友学习等），不断提高自己的科
学文化知识，专业技能和自身素养，完善自我发展。在日常
生活、工作中要善于创新、善于总结反思。

二、提倡学思行结合的学习方法、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这句话是说：我曾整
天空想，不如片刻学习的收获大。的确如此，如果一个人整
天胡思乱想，不根据实际情况，仅凭自己的一言之词，是没
有任何意义的。他花费一天的时间在思，不如他花一分钟的
时间的所学的多、学的有意义。如果在学的过程中进一步思，
其学习的效果会更加。孔老夫子在论述学与思的关系时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因此，他提倡学、思、行相
结合的教学方法。

良好的学习习惯是一个人成功道路上的基石。常说一个人的
习惯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如果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一直保持
着良好的习惯，我相信我们会成功的。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所
坚信的。

另外，学习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日的，应从入学前抓起。
这个任务就落在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肩上，即父母肩上。在三
四岁的儿童没有自觉性，对外界的事物还分不清好坏的情况
下，父母要有意识地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

三、重视环境对人发展的作用、并积极参与实践活动

《劝学》涵盖内容丰富，不仅强调了人们对学习的重要的认
识，强调了学习应有的正确方法和态度，还强调了环境的重
要性。我国古代教育家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
在涅，与之俱黑以及最后总结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
邪僻而近中也。这是强调环境对人的潜移默化作用，要人们
重视习染，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如果我们要更好地发展，就
要注意我们周围环境的影响。由于人一生下来，就受着环境



的影响。在环境的影响下，发展着身体，获得一定的生活知
识和经验，形成各种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

目前，国家提倡学生的全面发展，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们接受环境影响不是消极的、
被动的，而是积极的能动的实践过程。人是在社会实践的过
程中，接受着环境的影响，同时也改造着环境，并在改造环
境的过程中改造着自己，使自己不断的完善。马克思曾说过：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
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人
是在社会实践中接受客观世界的影响，反映客观现实的，环
境对人的影响，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践。作为受教者的学生应
该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使自己所学到的能够应用于社会，
学以致用，学到的任何理论知识如果不能与实践相结合，那
它永远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学习者不管是在学习过程中
还是在日后的工作实践中都应竭尽全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另外，除了需将理论知识加以运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运
用的过程中善于及时总结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反思，
记录，这样才会在工作和学习中做到稳扎稳打，达到不断进
步、成长的目的。

四、注重日常积累，坚持循序渐进的学习原则

学习贵在积累，贵在坚持，这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当
然，这个过程是孤独的、冷漠的、或许是冰冷的世界，但是，
只有我们付出努力，不怕艰辛、不怕困难，这个冰冷的世界
成为充满阳光的世界、充满欢声笑语的世界。学习的确不是
一般人所能坚持的，它需要有坚强的毅力、勇于向前动力、
敢想敢做的魄力。我们还需要有蚯蚓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用心专一的精神。它没有爪牙，却能上吃泥土，下饮地下水，
挖水井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挖几下，不见水，就
换个地方去挖，不见水，再换个地点地方去挖，一直这样挖
的话，他是永远都挖不到水的，只有在一个地方坚持不懈地
挖，才能挖到水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都不能一天



大雨两天晒网，否则我们都打不到鱼的。学习也一样，不能
今天学、明天就不学了，我们要注重日常的积累与坚持。

总之，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一口吃个大胖子，它需要
长久的日积月累，我们的坚持，还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这样我们学习所得、体味到其中的酸甜苦辣咸。

劝学荀子读后感篇二

学者们总是容易走理想主义的路子。他们怀着美好的愿望，
诚挚甚至带点天真地向人民大众发出号召：学习吧！并且专
断地把学习和书本划等号。但他们并不了解，或者说并不完
全了解劳苦民众的生活。他们有凌晨3点从温暖的被窝里起来
赶到批发市场进货的经历吗？有面对一大堆傲嗽待哺的儿女
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辛酸吗？有走到半山腰被土匪洗劫一
空，坐在石头上痛哭流涕的体验吗？没有。如果真正地感受
到了民众的那种艰难困顿的生活，或许我们就明白：要求他
们勤于学习是不现实的民众起早贪黑地劳作，挣一点血汗钱，
养家糊口。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艰难的生活，固然坚韧顽强，
却也有些麻木。你给他几个钱币，他会喜极而泣对你感恩戴
德，你若是说：学习吧！知识就是力量，它会带给你财富和
地位。他可能就会不屑地掉头走开甚至嗤之以鼻，他们也学
习，学的是能带来物质利益的一些工作的经验技巧，这与君
子所提倡的学习差远了。

学习不止对青年学生的意义自然重大，毋须多言。不过拿来
作为一种鞭策所有人的座右铭，又让人觉得勉为其难了。

劝学荀子读后感篇三

以往写读后感是就所看文章内容立意、论述，联系实际同理
可得，末了，笔锋回转、收回话题即可。而《劝学》这篇精
美的古文早已把道理说得明明白白，且有声有色，再要就此
说些什么，那只能扯开去了。



这篇荀子写于二干多年前的文言文毕竟与如今的白话文相去
甚远，以我的水平，不看注解只能通读，若要深究其间某些
字、词的含义就难了，即便如此，我还是看不横其中的个别
句子。可这并不妨碍我喜欢它、朗读它，即便不知所云，每
每读来，朗朗上口，齿颊生香。尤其是那句青，取之于蓝，
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工整、有韵律，倒真正
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口中读着，两耳便同时将这些清朗的
字音一个个收了进去，似喝了口凉水，又像含了片薄荷，清
清爽爽。感觉是种很奇妙的东西，而古文恰恰能给你朗读的
感觉，妙不可言。

古文之美，亦在简约。古文往往短小精悍，但其白话文的译
文可就长得多了。我们看译文是助于理解，但从不会欣赏译
文，倒不是嫌它盗版，只是感觉上已繁琐得很。繁琐容易简
洁难，古文中主语可省、宾语可省、量词可省、关联词可省，
省得有分寸，省去了也看得懂，而且更耐看，更有韵味，这
便是古文之美。

古文之美，还在柔。且看，古人惜墨如金，但之乎者也是少
不了的，我以为这四个字独有妙处。之、者、也分别位于句
中或句末，多半拖长了声音念，给人一种稳稳当当又悠哉悠
哉的感觉，一般阵述句中的生硬语气便由它转为亲切柔和。
乎常用于感叹句戴疑问句末，无义，音短且轻，念到乎字，
前半句中激动、气愤之类的情绪便都随之轻轻带去一部分，
语气又趋于缓和，一时的心急气盛开始转为冷静。古代文人
的儒雅也在这里显留一二了。儒者，柔也。水，柔也。柔是
一种宽容的美。因此有些文言文读起来就是糯笃笃的，而即
便是议论文，也不会过激、尖锐，总显得诚心诚意，心平气
和。

当然，古文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以上仅为读《劝学》之感。



劝学荀子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学习了《劝学》这篇文章。文章里的一句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让我倍感深思。

生活如此，学习又何尝不是同一个道理呢！要想在学习上取
得好成绩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靠的是长年累月的不懈
努力。《劝学》让我明白学有成，需千滴汗。

你如果想学习成绩好，却又不想为之付出一滴汗水，整天只
想着临时抱抱佛脚算了。这样你永远也不会成功。也有可能
上天垂怜你，给你一次下的收获但那只是临时的，如果你依
然不努力，那么连那点胜利的满足也会里你而去。

坚持不懈的学习的确很累，而且不能马上就看到成果。但那
并不代表你的努力是白费的，长此以往你会发现你的能力正
在无形之中茁壮成长。也许有一天你会被自己下笔如有神的
能力吓一跳，其实那些不是偶然，是必然。这些是你坚持不
懈的收获。

劝学荀子读后感篇五

《劝学》中有言，古语云：不积蹞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
流，无以成江海。骑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
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意思是说：行程千里，都是从一步一步开始；无边江河，都
是一个个小溪小河汇聚而成；引申意思是如果做事不从一点
一滴中做起，那就不可能有所成就。

古人尚且懂得这一道理，并把它用于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那
么对于新时代的我们也应该要懂得凡事也应该从点点滴滴做
起，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逐步积累，以达到量变引起
质变的效果。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着自己人生的梦想和目



标，那么要怎么让自己的梦想成真、而不是空想呢？过去的
一切都不说了，从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之时开始，不管你
是谁？你想想，是不是该向着自己的目标一步步前进了呢？
我个人认为自己以前就是一个不学无术，一天贪玩好耍的人，
但我想不管过去如何，那毕竟都已经过去，我们的目标是什
么？不就是为了将来吗？既然过去已成事实，再也无法改变
了，那么从现在做起，我想只要自己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
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做好这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我相信
即使不一定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结果应该还是不会让我
太失望哦。

这就犹如中学化学在元素周期表中，随着核电荷数的增加，
原子半径依次减少，金属性递减，非金属性递增。当外层电
子数增加到8个电子时，原子半径出现突变，随后又呈现出金
属性和非金属性递变规律。虽然最终得到的不一定非要一定
是金属或者非金属，但是性能上确实是发生了质的飞跃。当
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类似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就像恩
格斯说过的：化学可以说是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成分的变化而
发生质变的科学。

尽管我以前很懒，也很堕落，而且我也只是偶尔为自己的这
些行为懊恼一下，但我不后悔过去的种种行为，不论对与错。
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将来是需要现在好好的去创造的，我也不
期待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只希望自己的人生好好的走下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山九仞；岂一日之功。我相信在
接下来的日子的，只要自己努力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一天
一小步，十天一大步，就这样一步步走下去，锲而不舍，可
能近期不会有太大的飞跃，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
所成就的，当然这种成就不一定非要是物质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