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弟子规读后感手抄报(大全9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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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规读后感手抄报篇一

从小时候起，我就一直在《弟子规》的.世界里遨游。那时，
我只知道坐在小板凳上拿着它摇头晃脑的读，不明白它到底
讲的是什么，不明白它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启发，不明白它的
世界如何丰富多彩。

随着时间的流逝，把《弟子规》烂熟于心的我已经把它的意
思和含义弄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稀”这几句。它告诉我们同样
是人，但是“真善丑美恶”各个都不同。喜欢追随潮流的俗
人多，仁慈博爱的人少，如果有一位仁慈博爱的学者出现，
大家一定会敬畏并学习他的，因为他公正不阿，因为他关心
社会底层老百姓。《弟子规》全篇体现了两个字是“孝”
与“信”，这也是我们的做人道理。作者为后人留下为人处
世的金玉良言！教人以孝为先，以信立身，在这个以金钱为
主的物质社会，这样的道理就像是一阵清新质朴的微风，吹
散了弥漫在我们身边的铜臭味，吹走了自私自利，吹来了令
人耳目一新的崭新气象。

《弟子规》的真正用意并不是让每个人仅仅背诵和搞懂它的
意思，而是让每个人在生活中实践它。如果大家只是背会
《弟子规》，那它的作者李毓秀的良苦用心就白费了。《弟
子规》不但荟萃了古典文化的精髓，还将中国风的特色发挥
得淋漓尽致。它在最纯粹的东方，成了我们“黄皮肤、黑头
发”的代表。它的一字一句，在大地蔓延，从东方到南方，



从南方到西方，再从西方到北方，处处是它的身影。传统美
德随书香流淌在四方，经典图书随我们发扬到全球。

我做到了《弟子规》中所倡导的。比如：以前，爸爸妈妈叫
我干事情，我总是一拖再拖，想尽各种方法拒绝，《弟子规》
就教导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现在爸爸妈妈有
什么我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叫我干，这样既提高我做事的能力，
又成为了父母眼中的“乖宝宝”；以前我见到长辈从不打招
呼，总觉得说不出口，但是《弟子规》中说“路遇长疾趋揖
长无言退恭立”我就知道了如果你遇见长辈，就一定要打招
呼。而且，必须要向叔叔阿姨说再见，你才能走，否则，会
显得很不礼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弟子规》中的警句，
已越来越成为我的行为准则。

在遨游《弟子规》的世界中我进步了许多，从幼稚的小女孩
变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在这过程中《弟子规》教会我许多许
多，在以后的人生路上我会继续铭记《弟子规》对我的教导。

弟子规读后感手抄报篇二

记得刚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认识了这位特殊的“老
师”，每天课前我都会摇头晃脑地读着她的“弟子规，圣人
训”的话语，虽然，我还不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
从心底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

说她是“老师”，却更像是我的“朋友”。现在，我每做一
些事情时都会想到她的话。无论什么时候出家门时，我都会
告诉爸爸妈妈，因为她告诉我：“出必告，返必面”；乘车
时，每当我看到老年人没有座位时，我会主动给他让座，因
为她对我说：“长者立，幼勿坐”；每当在学校时，每当我
玩得很疯狂时，她就会耳边轻轻地提醒我“幼不学，老何
为”，我顿时明白小时候要好好学习，否则，长大就不会有
所作为。在学习方面，我想着快快写完，去看我的游戏攻略，
字写得歪歪斜斜，老师批评了我。回到家我的“朋友”告诉



我：“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非圣书，屏勿视，
蔽聪明，坏心志”。这使我明白了学习不能浮躁不安，看对
自己没有益处的书会败坏人的意志。我的这位“朋友”无论
在什么时候都教育着我，提醒着我，改变着我。

在我成长的历程中，她就像一泓清泉，清洗着我的心灵，让
我变得懂事，变得慧智，她就是我喜爱的老师、朋友——
《弟子规》。

弟子规读后感手抄报篇三

“弟子规 ，圣人训 ；守孝悌 ，次谨信； 泛爱众， 而亲仁 ；
有余力， 则学文……”从幼儿园开始，我就能随口吟诵《弟
子规》，背得琅琅上口。然而那时，我并不大明白里面所讲
的含义。

上了小学后，学校让我们多诵读国学经典，了解我们祖国博
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每天晨读都有《弟子规》、《三字经》、
《千字文》之类的国学经典。渐渐地，我便对《弟子规》内
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弟子规》相传是清朝李毓秀所作。它是中国旧时的启蒙课
本，主要记载了圣人对学生的训示，教育我们如何孝敬父母、
如何礼貌待人、如何为人处事……它让我们不仅了解古文化
知识，还能汲取先人的智慧。

读了《弟子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 父母呼，应
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
承。”这两句的含 义是：在家中父母叫我们的时候，我们要
及时回应，不能慢吞吞地回答。父母有事要我们 去做的时候，
要赶快行动，不要借故拖延，懒得去做。

父母教导我们时，必须 恭恭敬敬地将父母的话记在心里。当
我们犯错的时候，父母责备时，我们应当顺从地听父母 的教



诲，并且承担自己所犯下的过失，不可以顶撞父母，再让他
们伤心生气。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妈妈带我去看中医，带
回几包中药回家煎熬。药煎好后，妈妈盛了一碗药汤让我喝，
我刚喝感觉有点烫，就说：“那么烫叫我喝！我不喝！”妈
妈急忙去把药汤降温，我喝了一口太苦了，大闹不喝了。妈
妈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不停顶撞，气在心头我就把药汤倒掉；
妈妈两眼充满泪光，默默无言的走进房间伤心落泪！我愣了
一下，不知如何是好。父母含心茹苦把我养育，我尚末为他
们分担，还让他们生气，真不该。此时，“父母教，须敬听;
父母责，须顺承……”在我心中回响，我急忙去厨房煎药。

学习《弟子规》，可以引导我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常常读《弟子规》等国学经典，真是让人受
益匪浅啊！

弟子规读后感手抄报篇四

今天又到了我们每周二的师生阅读日，同学们和老师都各自
拿着自己喜欢的课外书津津有味的读着，我读的是《弟子
规》，它里面每一个故事都含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读完让我感
触多多。这本由大教育家孔子先生编写而成的书，那一个个
精彩的小故事教育我们要如何做人，做一个会感恩的人。怎
样感恩为我们呕心沥血付出的爸爸、妈妈、老师、朋友。
《弟子规》让我从中吸收到了阳光雨露，让我放飞自己的心
绪。

“弟子规，圣人训”；守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
有余力，则学文，”这些都是在说，从古代而得到的教导，
首先要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然后要谨慎约束自己，对人诚
实守信，不失口，博爱民众，只要做好了这些有余力的事，
就可以改变自身的毛病。书中不仅传授了我们许多丰富的文
学知识，还教会了我们怎样学会感恩父母，“感恩父母，人
人都会”但未必人人都能让父母感到欣慰，“感恩”要有着
端正的态度。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
母责，须顺承”当父母教训我们的时候，必须恭恭敬敬的倾
听着；当父母责备我们的时候，必须从容接受；当父母呼叫
我们的时候，必须马上回应，不得迟疑；当父母叫我们办事
的时候，应马上行动，不可以拖延偷懒。以后在生活中我会
谨记于心，尽自己的能力去孝敬自己的父母。

读了《弟子规》这本书，我最喜欢“王裒闻雷泣墓”，这个
小故事，王裒从小就是一个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的人，父亲
在他很小时就去世了，他的母亲非常怕雷声，每当打雷时他
立刻便到母亲的房间里安慰母亲，后来母亲去世了，作为儿
子他十分伤心，虽然母亲去世了，但只要一打雷他就跪拜在
母亲的坟前。

王裒这种行为，使我教育匪浅，深受感动。父母对我们恩重
如山而作为儿女的我们却一点都不知心。读了《弟子规》以
后，它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还使我可以穿越时空，纵横古
今中外的知识，也让我懂得了怎么去孝敬自己的父母，以后
做一个感恩父母的人。

教师评语：孩子“阅读点燃思想的火花，”希望让喜欢阅读
的你一生与书相伴，不仅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还要做一个
会感恩的人。

弟子规读后感手抄报篇五

一年级开始，我们班同学冼哲贤的姑姑给我们每人捐赠一本
书，叫《弟子规》，从那以后我们的莫老师每天都要求我们
朗读《弟子规》。

弟子就是学生，规就叫规范。《弟子规》总共有67页，我们
现在学到了34页“泛爱众”，“谨”里面说了：如果是无意
中做了错事，那就叫“错”，如果是故意去做的，那就
叫“恶”。如果错了还不改，还要极力掩饰，那就是错上加



错。我爸爸经常说：“有了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错还不
改。”

我们的《弟子规》分八个不同的部分，分别是：总叙、入则
孝、出则弟、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这八个部
分，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以及求学
应有的礼仪与规范。一年级的时候我虽然背得流利，不过总
是很慢，但现在我不仅背得快，还流利。当我读到父母呼应
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的时候，我不
禁想起了自己，那一次，我正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电视，
在看《超兽武装》，妈妈就叫我去擦桌子，我说：“等一下，
等一下，我马上就去擦桌子，再等一下就播完了！”

可是我过了很久，我仍然坐在那里无动于衷，妈妈再三催促
了好几次，我才懒洋洋的坐了起来，还满脸不高兴，现在想
起来还有一点惭愧呢！

还有一次，星期天的时候，我去普罗旺斯表演拉丁舞，我一
直觉得那件衣服很难看，而且紧，又不舒服，于是我一直大
声抗议，妈妈说：“能穿就行了，干嘛那么挑剔呢？”我转
念一想：“《弟子规》上面说“衣贵洁，不贵华”，意思是
穿的衣服在于整洁大方，而不在于华丽。”想到这里，我终
于不再挑剔了！

《弟子规》就像一面镜子，使我看到了我生活中的缺点和不
足，也知道了莫老师让我们读《弟子规》的用意了，因为它
可以教我们怎样学习，怎样生活，怎样做人！《弟子规》真
是一本好书！我喜欢！

弟子规读后感手抄报篇六

《弟子规》的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的文义，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
力，则以学文”。全文包括总叙、入则孝、出则悌、谨、信、



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共有360句、1080个字。具体列述
了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以及学习上应有的礼仪与规范。

百善孝为先。《弟子规》告诉我们在家要孝敬父母，“父母
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
须顺承。”做人应有感恩之心，感恩是一种文明，感恩是一
种品德，有了感恩的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将会
变得更加亲近、和谐，生命也将得到滋润。而孝敬父母则是
心存感恩的起码表现。

《弟子规》还告诉我们做人要诚信，“凡出言，信为先，诈
与妄，奚可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诚信”被视
为人的第二张“身份证”，是为人之道，立身处事之本。
《弟子规》还教导我们要有博爱的胸怀，“凡是人，皆须爱，
天同覆，地同载”，对待大众要有仁慈、关爱之心。“行高
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
非言大”指做人要注重道德修养的提高，而非外表容貌；确
实才学丰厚，威望自然就高，而不是靠自吹自擂。

《弟子规》不仅教我们做人的道理，还教我们如何做学问，
如何学习。“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
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告诉我们既要注重理论知识的学
习又要注重身体力行，知行并重。“读书法，有三到，心眼
口，信皆要；方读此，勿慕彼，此未终，彼勿起”则告诉我
们读书学习要注重三到：眼到、口到、心到，三者缺一不可；
同时，做学问要专一，不能一门学问没搞懂，又想搞其他学
问；“宽为限，紧用功，工夫到，滞塞通；心有疑，随札记，
就人问，求确义”又告诉我们在制定读书学习计划的时候可
以设一个适当宽松的期限，但在实际执行时却要加紧用功，
不可懈怠，日积月累地功夫到了，困顿疑惑的地方便迎刃而
解。学习过程中如有疑问，要随时记录，以便在有机会时向
良师益友请教，求取正确答案。

《弟子规》还在与人交往、个人穿戴仪容乃至饮食、卫生等



方面有明确的规范要求。“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
后”，“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冠必正，
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
勿过则”，“房室清，墙壁净，几案洁，笔砚正”。

《弟子规》集孔子道德教育之大成，是我国璀璨文化的结晶，
虽时过数百年，依然不失为当今人之行为典范。需要注意的
是，“弟子规”中的“弟子”应做广义理解，他可以是子女、
学生，也可以指公司的员工、社会之公民，可以是我们每一
个人。

学习了《弟子规》，我被它所蕴藏的深厚内涵所打动，其中
的礼仪规范正是做人的根本。就像大树，只有根扎得牢，树
才会长得茂盛。做人，只有将最基本的道德建立起来，拥有
一颗谦虚、恭敬、仁慈、博爱的心，才是一个真正有益于社
会的人。

作为教育工作者，更是肩负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育有德之
人的重任，有责任和义务在正确理解古老地中华文化的基础
上将这块文化瑰宝传承下去。而传承《弟子规》的关键在于
身体力行，因此，需要我们从自身做起，从与身边的朋友、
同事相处做起，从我们班级教育的一点一滴做起，爱岗敬业、
谦虚友爱、关爱每一名学生，共建和谐校园，共育国之栋梁！

弟子规读后感手抄报篇七

今天我读了《弟子规》的入则孝，什么是入则孝呢？就是在
家要孝敬我们的父母，这是做人的根本。

入则孝讲的是如何孝敬父母。比如说子女照料父母，冬天要
让他们清爽凉快。早晨要向父母请安，晚上要替他们铺好被
子。

在生活中，我们可以不像《弟子规》那样，做一些小事。比



如说：依我推测，该学院的大多数同学回家未必会给父母磕
头，他们的父母大多也不会在意这事。毕竟，磕头跟感谢父
母的养育之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不过，“亲情寒假、感恩
父母”这一寒假作业的主题很好———今天，我们该怎样孝
敬父母？这是许多人都应该回答的一道人生题目。 “找点空
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严寒酷暑，打个电
话回家问问父母的身体状况；逢年过节，回家给父母报告一
下学习、工作、生活的情况，这都是在精神上对父母的孝敬。
当然，孝敬父母，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经济上的付出的。

有的父母可能是老无保障的农民，有的可能是收入微薄的下
岗职工，他们需要“养儿防老”。但实际上，如今，在农村，
有的子女成家以后，自己住新楼房，却让父母住茅屋，父母
衣食住行问题也在几个子女之间“踢皮球”；在城里，对待
生活并不宽裕的父母，有的子女不是“敬老”，反而是“啃
老”。所以，这道“亲情寒假、感恩父母”的作业，应该布
置给更多的人。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作多大贡献”———孝
敬父母的另一层涵义往往被人们忽视，即孝敬父母并不在于
子女多么“光宗耀祖”，而首先是儿女要堂堂正正做人，规
规矩矩做事，不要给父母脸上抹黑，不要让父母为自己的儿
女脸红。

比如，为官不受贿，经商不作假，做学问不抄袭———当然，
把这也算作孝敬，也许层次低了些，但却是不可缺少的。

弟子规读后感手抄报篇八

《弟子规》这本书是人们的生活规范，依据孔子的教诲编写
而成，教导学生为人处世的规范，《弟子规》是儒家的基础，
人性的基础。仔细阅读《弟子规》就会发现从中得到的东西
会使我们受益一生。

人生在世，品行不是天生的，它须在幼小的时候开始培养。
《弟子规》中要求我们先端正品德。它还教了我们一些学习



方法，不但要认真学，还要实践，这样才能真正地读好书，
成为有用之才。

其次是“出则弟”，它是教我们怎么和别人相处的。比
如“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意思是：兄弟朋
友要互相尊敬，要和睦，如果不和睦，父母就要为你们操心，
和睦,就少了父母亲的一份担忧，就等于是孝敬父母了。所以，
我们一定要和兄弟姐妹们和谐相处，我们也会因此更快乐的。

“谨”，我们生活中做什么事，时时刻刻都要谨慎。俗话说：
无规矩，不成方圆。穿衣服要整洁，尤其是不应该在背后谈
论人家的长短，这样是不好的。人不要自私，要大方，不计
较小事，这样人也会变得很快乐。

“信”即诚信待人，答应他人的事情，一定要遵守承诺，没
有能力做到的事不能随便答应。另外任何事情在没有看到真
相之前，不要轻易发表意见。看见他人的优点，要立刻想到
学习，看见别人的缺点或不良的行为，要检讨自己是否也有
这些缺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最后是“余力学文”，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它值得我们全心全力去研读，读书的时候还
要不耻下问，要温故知新，如此才能读好书并从中取得最大
收益。

读完《弟子规》后，再衡量一下自己的品行，确实有一定的
差距。单在孝方面就觉得做的远远不够，虽然没有做过对不
住父母的大事，但对他们也没有尽过多少孝心，我想得到的
东西，想方设法地满足我。有时，父母关心自己，哆嗦了几
句，反而讨厌他们，那多不应该啊!作为子女，应按《弟子规》
所讲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
听;父母责，须顺承。”最起码做到这些，才能对得住苦养自
己的父母。



垦利县董集镇官庄联小四年级秦梦璐

弟子规读后感手抄报篇九

李毓秀的《弟子规》是仿《三字经》体例，三言成语，名句
叠韵的形式为古代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学敬
师规范，由《论语》《孟子》《礼记》《孝经》和朱熹语录
编纂而成，今天读来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今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和古代的社会环境不能同日而语，
我想在现实和传统之间有没有一个承继关系？中国有五千年
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讲得最多是一个“育人”的问题，
所谓至乐莫如育人，怎样教育人，怎样增加修养，做一个完
善的人？这是我们应从传统中继承和发扬的。

在物质丰富、科技发展的现实环境下，很多人在精神上已没
有依托，往往在纷繁的生活中迷失了自己，失去了指导原则，
而在《弟子规》中所提到的做人的总纲“弟子入则孝，出则
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
教诲，以此成为做人的原则，那么我们在工作和学习时，就
能加深自己的修养，在物质社会的时代不迷失，不动摇，时
时保持清醒，和谐和同事之间、领导之间、亲人之间、朋友
之间以及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和谐整个社会成员的关系，
那么共建和谐社会就不会是一句空话。

《弟子规》中讲到日常起居、待人接物、外出求学等方方面
面的行为标准和作人准则，提倡正人先正心。我从中深刻领
悟，明白很多做人的道理，从而反省自己的不足之处，在日
常生活和工作中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严以对已，宽以待人，
积极融入到团队当中，要尊重领导，认真完成领导所交待的
各项任务，忠于职守，互相帮助，协作共事，作为服务窗口
工作，要树立良好的服务形象，礼貌待人，微笑服务，做到
百问不厌，应保持坦诚、公正、客观的态度对人对事，并且
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积极参加培训和学习，提



高工作效率。

《弟子规》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材，我们要从中领悟其精华，
发扬中华美德，做一个完善的知礼仪、知廉耻、知谦虚、知
恭敬、知忠厚的人。这样，在我们继承传统，发扬传统中，
才能体现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