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孝经读后感好一点的(模板8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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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
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

孝经读后感好一点的篇一

父母虽辞世，读完孝经，欣喜能尽更大的孝。

这一生，对于自己的父母，叩首二次，一次出嫁时，最后是
父母离世时的告别。1996年父亲去世时，当司仪让我们兄妹
三人跪下，一叩生育之恩，二叩养育之恩，三叩教育之恩，
当时身怀六甲，心里好痛，因为已嫁他乡为人妇，在父亲病
危时，无法尽孝。去年母亲辞世，而今我已成孤儿，因此决
定参加孝经的课程，最初的想法是，此生我已无法尽孝于亲
生父母，如何通过学习孝经，提醒朋友能珍惜行孝的岁月，
不留遗憾。

一部孝经读下来，收获的不仅是走出“父母已离世而无法尽孝
“的愧疚，明白“事亲”仅是孝之始，现在要做的是更深层
的孝。从自身的扮演的各种角色去参悟与实践，也许不
及“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的境地，但至少无忝所生，也不
致愧对窦老师的启蒙和“儒风大家”团队的一番用心及多位
同学的智慧分享。这短短三周不到的课程，让年过半百的心
灵再次地飞跃。行坐之间仍能有所作为。

首先，奉行恭敬和持诫作为自身待人处事的准则。

在家，学习窦老师，从“孝经“开始，带着孩子们开始接触
儒家思想，逐步建构自家文化。



在岗位，企业虽小，也不该妄自菲薄，经营自身的富与贵，
以保全一方的顺遂。

随缘分享和传播“孝道“的智慧。

最后，用三心相问来总结自己的所得：“表相”背读孝经，
及通晓儒、释、道相关经典的哲理。“真相”通过通晓万象
圣达公式，解答生活或工作上遭遇各种难题与困惑；观测政
治、经济、国家、世界的诡谲多变。“心相”是从心开始洗
涤，提高自身“行孝”的格局，不论生活，工作都应本着慈
悲大爱的初衷游走在世间，持诫与谦恭修行人间法。

孝经读后感好一点的篇二

“百行孝为先”，这是一句古人的俗语。原本我也不是很懂得
“孝”这个字的含义，但当我看了《孝经》以后，我便又进
一步地了解了这个字的意义。

《孝经》是一本国学经典，里面讲了许许多多关于“孝”的
故事。一篇篇古色古香的文章，一个个引人深思的文字，让
人陶醉其中。虽然《孝经》总字数连两千也未达，但在中国
思想史上已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从西汉开始，这本书受到
历代人们的尊崇和提倡，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广
为传习，《孝经》称得上是字数最少、内容最浅而对后世影
响最大的一部文学经典。

“黄香孝父”的事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黄香小小年纪就很
懂事，对父母非常孝顺。夏天，天气炎热，黄香每次帮父亲
打完水后，都会拿一把扇子，将席子扇凉了才让父亲躺下，
冬天，天寒地冻，黄香怕父亲晚上睡不暖，畏寒怕冷，于是
每天都抢先上床，以自己体温捂热被子，然后再让父亲上去
睡。多么感人肺腑的故事！多么打动人心的孝子！读着，读
着，我不禁热泪盈眶，两行清泪从眼角流下，轻轻滑过脸庞。



连世界之作——《三字经》都有大部分笔墨写了孝的重要性。
如有一句：融四岁，能让梨。这句话讲的是“孔融让梨”。
孝顺的孔融孝敬长辈，知道把又大又甜的梨让给哥哥们，自
己却拿小的，又是一个孝子值得我们去学习！

乌鸦知反哺，羊羔知跪乳，人又怎么能不孝？我们要从小理解
“孝”，实践“孝”，将这本书吟之，诵之，感之，悟之，
发扬“孝”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孝经读后感好一点的篇三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古人说的“孝、悌、忠、义、礼、
义、廉、耻”这八德，孝排在第一位，可见“孝”对于我们
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孝”是我们每个人都
要必须做到的。

《孝经》，通过孔子和弟子曾参之间的对话，精要地阐述了
儒家对孝道的见解，认为孝才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一切
教化得以推行的关键。

《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让我知道一个人的躯体、四肢、毛发，皮肤，都继承父母，
要好好爱惜，不要随意毁伤，这是孝行的起点。这句话令我
感动。还记得在我我四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玩喜洋洋（就是
一元一次的那种摇摇车），一不小心从一米多高的地方摔了
下来，我一直哭，妈妈问我是不是很疼啊。我说：“妈妈，
胳膊刷坏了，让您担心，我才哭的呢。”妈妈搂着我直说我
是个孝顺懂事的好孩子。

对啊！爸爸妈妈把我养大，费了多少心血啊，我们要是不孝
顺父母的话，就是大逆不道！所以，我出去吃饭的时候，总
是给妈妈碗里夹肉，妈妈直说我长大了；平时，我也做家务，
去买早餐让大人吃，晚上放学去买馒头。让爸爸妈妈多休息；
我还早起晚睡，好好学习，不要因为贪玩耽误功课让父母担



心。

《孝经》是孔老夫子留给我们的瑰宝，从《开宗名义章》起，
共18章，讲了孝的功能、孝的本质、孝的内容，讲了从天子
到庶人尽孝的标准，讲了以孝治天下的原理等等。

总之，孝是德行根本，我们一定要孝顺父母，做善事，才能
做大事。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下五千年的优良传统，我们要让孝
道走遍中国，传遍世界。

孝经读后感好一点的篇四

老师给我们发了一套《国学经典》教材，里面有《论语》
《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孝经》......

我们学了《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孔子在家闲坐，问他的
学生：“古代的帝王有至高无上的品行和道德，可以让天下
人心归顺人民和睦相处。无论是尊贵的还是卑贱的，他们都
没有怨恨和不满，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的学生站起来
说：“学生不知道”孔子说:“一切德行的根本就是孝。我们
的身体皮肤毛发，都是父母给的，不能随便损毁伤残。所谓
孝，从孝顺侍奉父母开始”。

我感觉《孝经》就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教育我们从小
以“孝”为本的道德品质。

妈妈的话：百善孝为先。

就拿“黄香敬父”来说吧：黄香母亲早逝，为此黄香十分孝
顺自己的父亲。当严寒时，黄香会悄悄走进父亲的房间，脱
下自己的衣服，钻进父亲被子里，用自己的体温暖被子，直
到被子暖和为止。父亲为此感到很感动，也很自豪。



读了这个故事后，我想到自己的母亲，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工
作，所以母亲要独自照顾我和姐姐的生活和学习，但我平时
却很少帮母亲做些什么，这时，两行热泪不由自主滑过我的
脸庞。“融四岁，能让梨。”我们的孝心也指引着我们的行
为，我们其实能为父母做的还有很多。

“乌鸦知反哺，羊羔知跪乳。”让我们用一颗感恩的心回报
自己的父母，让我们学会分担，学会感恩。

孝经读后感好一点的篇五

孝指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抚养，送终等等，
是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从动物学上说，实质上是一种"反
哺"的'行为。

在我国，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这
也就是说，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
观念。至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是一位全面地系统
地论述孝道的人，《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
方面的大量言论。

《孝经》中，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
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夫孝，
德之本也"。孔子认为为人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
则，是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的。可见孔子对孝道的看重与推崇。

诚然，儒家孝道也有时代局限性的陈旧观念，夹杂封建性的
糟粕——比如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的"父为子纲"（指父
亲对子女有绝对权威），于今已绝对不适合我们这个人人平
等的民主社会；又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们在
信息便捷的今天，已可以不必理会这句话，这是因为当时联
络多有不便，也是社会生产力限制下的说法；再如"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也已不足取，我们是提倡男女平等的；还有关
于"三年之丧"这个问题，四科中十哲之一的宰我就此事曾与



孔子讨论过，这位因为白天睡觉而被夫子斥为"朽木不可雕也，
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的学生认为，为父母服丧三年时间过长了，
一年就可以了。无论三年，还是一年，这显然是一种弊端较
多的行孝方式，我们就无须效仿了。诸如以上孝说，到了今
天，无疑均已过时，我们应毫不吝惜地抛弃或予以批判。

儒家讲的孝道，已不仅仅是一种通过行为表现出的人伦道德，
而且还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行孝者对社会公德负责，肩负着
社会责任，孔孟儒学提倡这种孝道，毫无疑问是完全可以以
肯定的。对于今天来说，也适合我们现代社会。

孝经读后感好一点的篇六

其实第一次接触孝经不是在教室，也不是在图书馆，而是在
电视上，当时的电视剧里出现了这样一句话：身体发肤，受
之父母，不敢毁伤。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觉得心底一阵感动，由此就把孝经全
部略读了一遍，这句话全句是这样的：《孝经·开宗明义章》
开宗明义章第一：仲尼闲居，曾子侍座。子曰：“先王有至
德要道，以训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
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
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
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
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
《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虽然很多都读不明白，
但是全文给我的感觉，孝义大于天。

我们与父母有着不可隔绝的亲密，是他们造就了我们，如果
没有他们，或许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在哪里。孝道是我们中
国特有的一种礼仪，就算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我们也
不应该忘记它，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做一个孝顺的人，做一个
敬老的人，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以后的孩子们，孩子们
的孩子们，才会知道要怎样对待自己才是正确的，怎样对待



自己的父母才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重视它的培养，那么设
想一下，等我们年老了之后，身体力行都差强人意，甚至身
体残疾，却无人赡养，那是多么苍凉啊。

孝，是一个人德行的根本。这句话我深有感触，我记得有人
说过，如果一个人不孝顺，那么就算他再有钱，地位再高，
也不是值得人尊敬的。的确，我们灿烂的中国文化历史遗留
给我们的其中一点的祖训就是要我们尊老爱幼。尤其是尊老、
敬老，在中国人们的思想概念里这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一个
人不孝顺，那么这个人到哪里都不会被人看好。

我觉得，我国古代那些文化遗产对于现代的人们来说真的很
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在陈述这样一个事实，更多的是时时
的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做什么、怎么做才是真正正确的。

孝经读后感好一点的篇七

《孝经智慧》这本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孝经，并运用生动、
丰富的故事举例，诠释了孝经所蕴含的做人道理，弘扬
了“孝”这一中华优秀传统。

《孝经智慧》精选了孝经中的经典，阐幽发微，深入浅出地
解悟古圣先贤的智慧和秘诀，使人们对国学智慧有一个大致
的了解。

《孝经智慧》中58页《孝德诚信，事业有成》中的华人首富
李嘉诚是一个有孝心、善心、生活节俭的人。

李嘉诚从小受教，做人诚信，有一次，一个美国的客户，给
他的长江事业公司下了一批订单，合同都签好了，但是临时
有取消了。按照法律。李嘉诚可以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让
对方赔偿，但是李嘉诚宁可自己吃亏，也要包容对方。李嘉
诚的诚信和可靠的品格给他带来了事业上的一帆风顺。



一个善的信念发出来以后，表面上似乎吃亏了，但是他得到
莫大的利益。

李嘉诚成为华人首富后，生活仍然很节俭。

他用《论语》中的惑表明对富贵的态度：“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富贵如果是靠不正义的
不合法的手段去谋取，以为真正的君子，他是不屑一顾的，
君子把富贵看作浮云一样，并不会为富贵而去攀求，更不会
用卑鄙的手段去谋求。”

李嘉诚的事迹让我知道他的财是“有用”的，因为他的财富
为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李嘉诚的故事告诉世人：要成就一番事业，的是最根本的，
财富都是枝末。

我长大以后，也要想李嘉诚一样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效力，
把德行摆在第一位。

孝经读后感好一点的篇八

中国的孝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孝道一直是中华民族的
基本价值观，关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孝指子女对父母应尽
的义务，是传统美德。至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系
统地论述孝道。

《孝经》中，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
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夫孝，
德之本也"。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应该身体力行
的。诚然，儒家孝道也有时代局限性的陈旧观念，夹杂封建
性的糟粕，比如"父为子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年之丧"，均已过时，应毫不
吝惜地抛弃或予以批判。



《孝经》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特别是西汉
统治者宣扬“以孝治天下”之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它
成为人们修养的必读书目之一。《孝经》，是古代的圣人孔
子的学生曾子所著，它是儒家经典著作中专门谈“孝”的一
部著作。《孝经》一共有十八章，每一章都是经典。

第一章为开宗明义章，是全文的主旨：“夫孝，德之本也，
孝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
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
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短短33个字就总结了孝
之始，孝之终。

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为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和
庶人章，规定了不同地位的人的孝道标准。

第七章为三才章，强调了孝的地位和作用：“夫孝，天之经
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
明，因地之利，以利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
治。”

第八章为孝治章，讲圣明的君王如何以孝治天下。

第九章为圣治章，讲圣人如何用孝道教化百姓。

第十章为纪孝行章，讲孝子应如何孝敬父母。

第十一章为五刑章，讲不孝为诸罪之首。

第十二章为广要道章，讲孝为什么是重要的道理。

第十三章为广至德章，讲孝为什么是最高的德行。

第十四章为广扬名章，讲孝道与扬名后世的关系。

第十五章为谏诤章，讲父母有了过错孝子应该怎么办。



第十六章为感应章，讲孝道与神明的关系，孝道达到极点就
可以感应神明。

第十七章为事君章，讲孝子与事君的关系，孝子事上，“进
思尽忠，退思补过”。

第十八章为丧亲章，讲父母去世孝子应该怎么办。

《孝经》，短短十八章，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孝道上至诸
侯、天子，下到黎民百姓无一不是要遵守孝道的。《孝经》，
它不仅能教我们学会孝，还有教我们要效法天地，自然和万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