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诗经读后感(大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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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
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诗经读后感篇一

初读《大学》，云里雾里，一知半解，感觉十分乏味。读完
后就只记得开篇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明、在
止于至善”，顺道留了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印象。说来，我读《大学》与冰心读《三国》颇为相似，均
是拿起又放下，放下后拿起。再次读《大学》，让我深刻体
会到了什么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一读，对我来说
是当头棒喝，不过20xx字的文章可谓字字珠玑，包罗万千，
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真理。

总体来说，大学总体框架是由“三纲八目”搭建，所谓三纲，
是指明德、新民、止子至善。它既是《大学》的纲领旨趣，
也是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所在。所谓八目，是指格物、
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既是为
达到“三纲”而设计的条目工夫，也是儒学为我们所展示的
人生进修阶梯。在这逐步的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中，我的内心
是十分震撼，总结下来，感触最深的有三点：

其一，就是“知其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
隅。”子日：“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
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
人交，止于信。“知其所止”，也就是知道自己应该“止”
的地方，通俗说就是找准自己的位置。然而天地悠悠，过客



匆匆，多少人随波逐流，终其一生而不知其所止。当今时代，
生活的诱惑太多，可供的.机会太多，更给人们带来了选择的
困惑。不少人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统统成了精神的流浪儿。
其实，不同身份，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所“止”，关键在于
寻找最适合的自身条件，最能扬长避短的位置和角色，知道
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并不断向着目标迈进。

其二，就是“格物致知”。何为“格物致知”？既获得知识
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是指要想获得知识，就必
须接触事物而彻底研究它的原理。《大学》崇尚的是一种终
身学习不断实践的态度，纵观中古历史上的学者，身上都有
一种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们毕恭毕敬，兢兢业业的专研
学问，几乎对知识带了一种虔诚，这种对待学术的虔诚在今
天的学者身上也很难再发现，这是一种不计功利的严肃和认
真。现在社会，浮躁的人太多，沉下心来做事的人越来越少；
一朝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抱终身学习观念的人越来越少，快
餐式学习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这种情形下更是需要我们谨
慎，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不断学习，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
不断提升自己，切勿在时代潮流中迷失自己。

其三，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极在今日是被曲解了，
成为了贬义词，其原意为追求完美的道德境界。《大学》所
诉：“正其心，诚其意，慎其独”均为追求完美道德境界的
途径。古人之于道德修养的重视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他们
对于自身道德修养提出了严格几近苛刻的要求。“有斐君子，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阐述的就是古人对于自身道德修养
的打磨就如同加工骨器，不断切磋；如打磨美玉，反复琢磨。
反观现在，道德缺失已经成为社会的话题，随便打开新闻都
能看到各种道德缺失的报导，十分令人痛心。在这样的环境
下，我们更应该要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为社会主义道德建
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也使自身的修养上一个台阶。



诗经读后感篇二

留恋亚里芬、绿山墙的美丽景色，喜欢安妮乐观向上、自强
不息的个性，更关心安妮未来的命运……我第二次捧起露西.
莫德.蒙哥玛利的作品《女大学生安妮》。

美丽的景色除了亚里芬、绿山墙外，增添了雷德蒙德大学附
近的圣约翰墓园：极其古怪的墓碑及上面刻着古怪有趣的墓
志铭。因为墓园的时间太久了，因而已经不再是块墓地：园
内很美丽，荫翳遍地，一排排的榆树和柳树环绕、分割着墓
园……墓园成了金斯波特人学习、休闲、散心的好去处。就
象我们的老鹰山烈士陵园——烈士造就后来人的幸福!

安妮对生活依旧那么乐观、积极向上，她不仅成绩优秀，对
周围的人总是充满热情、富有爱心，且做事有主见，敢于尝
试、不服输，所以她不仅赢得了很多纯真的朋友，而且实现
了她和好友们梦想中的租房——廉价而阔绰的派蒂小屋。她
们在这里渡过了“富有”、愉快而难忘的三年大学生活。

安妮梦想着自己的爱情充满浪漫色彩，而她首位求婚者却从
中夹着一个“代理人”，她很不喜欢这样的形式;第二次则是
一个她很不喜欢的男孩子向她求婚;两次求婚打破了先前她对
爱情的美丽梦想。而她真正的梦中情人的出现则是在继前两
次后的一个下雨天——她的雨伞被风吹翻后，伊罗悄然而至：
浪漫的首遇情节，理想的外表——英竣潇洒，深遂的眼
神……浪漫的礼物、并不刻意去追求的富有……这一切仿佛
使安妮的爱情一步到位，无论是读者还是安妮自己，都确信：
尹罗将成为她的终身伴侣。可就在毕业前伊罗向她求婚时，
安妮却猛然醒悟：伊罗只是一个“像神像那样供着”无实际
能力的人!便迅速而又坚决地回绝了他，最终与第一部作
品(《绿山墙的安妮》)前呼后应：回到了一直恋着她并与她
从小学到大学一起学习的竞争对手吉尔伯特的身边。从而使
安妮的爱情平庸中见灿烂!



另外从本部作品的“前言”中，我不仅了解到《绿山墙的安
妮》的真正续集是《少女安妮》，而《女大学生安妮》则是
《少女安妮》的续集。更让我震撼的是作者蒙哥玛利只是一
位平民，一位农妇，一位女教师，一位牧师太太。在婚前她
读过大学，做过教师和编辑，但大部分日子过的却是普通农
妇粗砺艰辛的生活。在忙碌操劳的`漫长岁月里，她每天都要
挤出几个小时来阅读、写作，一辈子辛勤耕耘成果累累，共
创作二十多种长篇小说，及许多短篇小说集、诗歌、自传，
还有十卷尚未出齐的私人日记。

继《绿山墙的安妮》后，作者又连续写了7部小说，构成“安
妮系列”。现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绿山墙农舍、“情人的小
径”、“闹鬼的森林”及女作家的墓地等，都已成为旅游胜
地。每年都有数以千万的游客慕名而来，来验证自己读小说
时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一个作家在逝世后如此受人爱戴，她
的故乡因她笔下人物、景物的迷人魅力而成为一个闻名世界
的旅游胜地，这在外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我想，所有读过蒙哥玛利作品的人都会跟我一样，因为喜欢
安妮而喜欢蒙哥玛利的作品，因为喜欢蒙哥玛利的作品而去
深入地了解作家的生平，从而生添一份对她的敬意。这份喜
爱，这份敬意，最后合二为一：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一种
真善美的浸染，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

谢谢安妮，谢谢蒙哥玛利!!

如果觉得女大学生安妮读后感不错，可以推荐给好友哦。

诗经读后感篇三

《我和狗狗的约定》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名叫松松的男孩和一
只名叫胖水饺的狗狗的故事。因为松松的肺不好,不能接触有
毛的东西,但是松松和胖水饺很要好,形影不离。这让松松的
父母没有办法,只好将胖水饺送走。开始,胖水饺和松松都非



常的思念着对方,胖水饺和松松也都想尽办法去见到对方,回
到对方的身边。松松因为思念胖水饺，将自己刚出生的妹妹
也取名为胖水饺，而胖水饺，差点连命都没有了为了能见到
松松。但是渐渐的，随着时光的推移，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
逃出来奔波流浪，而在松松的心中，也忘记了自己曾经有养
过一只自己最最心爱的小狗----胖水饺。直到有一天，松松
看到了新闻，关于胖水饺的新闻，尘封在他记忆深处的记忆
就如波涛般涌现在眼前。

曾经亲如兄弟一般的主人和狗狗，再分开的十几年光阴里，
他们心中的对方也因此渐渐的淡忘了彼此心中的彼此，直到
再相见时，那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集采被再次唤醒。

为什么？为什么曾经亲密无间的他们会在光阴岁月的流逝中
忘却彼此？因为光阴岁月就是时光。时光，他带走了他们彼
此之间最为美好的记忆，让他们忘记了彼此，忘记了彼此之
间的一切。为什么？为什么时光这么的无情？因为时光不是
我们，没有我们所拥有的感情，他就如一个冷血的杀手，杀
死了人世间就没好的东西。

时光，他让我淡忘了我的曾经，痛苦之事也就罢了，因为他
痛苦，所以不应该记得；但是她却不应该让我忘记了朋友的
脸，忘记了与他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忘了我和他们的一切。
当我想闭上眼回忆他们是，想回忆起与他们在一起时的事，
一起的笑，一起的哭时，我才发现自己就像松松忘记了十几
年前的胖水饺一样忘记了他们。我的心忽然好伤心，六年的
同学，六年的朋友，六年的光阴，六年的点点滴滴，就如带
着沙的风一样，被带走了，无声地带走了。我不甘心，为什
么时光他有权利带走我们美好的事物？不经许可，无任何声
响就带走我们的记忆，带走我们最美好的？......

时光，他让我们淡忘了，让我们淡忘了好与不好的事情，他
无情、冷血、残酷，从未股权过别人的的感受，但这就像他
的工作一样,我们无权干涉，也无能为力，也许时光像我们说



的那样，他看不见也听不见，但他却从未停止过自己的“工
作”。一切的一切都随着时光一起，淡了，散了......的身
边。松松因为思念胖水饺，将自己刚出生的妹妹也取名为胖
水饺，而胖水饺，差点连命都没有了为了能见到松松。但是
渐渐的，随着时光的推移，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逃出来奔波
流浪，而在松松的心中，也忘记了自己曾经有养过一只自己
最最心爱的小狗----胖水饺。直到有一天，松松看到了新闻，
关于胖水饺的新闻，尘封在他记忆深处的记忆就如波涛般涌
现在眼前。

曾经亲如兄弟一般的主人和狗狗，再分开的十几年光阴里，
他们心中的对方也因此渐渐的淡忘了彼此心中的彼此，直到
再相见时，那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集采被再次唤醒。

为什么？为什么曾经亲密无间的他们会在光阴岁月的流逝中
忘却彼此？因为光阴岁月就是时光。时光，他带走了他们彼
此之间最为美好的记忆，让他们忘记了彼此，忘记了彼此之
间的一切。为什么？为什么时光这么的无情？因为时光不是
我们，没有我们所拥有的感情，他就如一个冷血的杀手，杀
死了人世间就没好的东西。

时光，他让我淡忘了我的曾经，痛苦之事也就罢了，因为他
痛苦，所以不应该记得；但是她却不应该让我忘记了朋友的
脸，忘记了与他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忘了我和他们的一切。
当我想闭上眼回忆他们是，想回忆起与他们在一起时的事，
一起的笑，一起的哭时，我才发现自己就像松松忘记了十几
年前的胖水饺一样忘记了他们。我的心忽然好伤心，六年的
同学，六年的朋友，六年的光阴，六年的点点滴滴，就如带
着沙的风一样，被带走了，无声地带走了。我不甘心，为什
么时光他有权利带走我们美好的事物？不经许可，无任何声
响就带走我们的记忆，带走我们最美好的？......

时光，他让我们淡忘了，让我们淡忘了好与不好的事情，他
无情、冷血、残酷，从未股权过别人的的感受，但这就像他



的工作一样,我们无权干涉，也无能为力，也许时光像我们说
的那样，他看不见也听不见，但他却从未停止过自己的“工
作”。一切的一切都随着时光一起，淡了，散了......

诗经读后感篇四

最近细读《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感受国内外学术大家的
思想，作为一名职业大学教育工作者，深受教育，对做人与
做事的原则和方法也有一点点的感悟，笔录与此，与诸君共
勉。

想做出大事，必须先学会做人。要学会做人，只有不断的反
醒自己，认识自我，鞭策自己，提升自我，只有这样，才能
适应岗位的要求，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领导赞赏，群众
满意的成绩。

一做“坚持原则的好心人”。在实际工作，只要坚持“耳根
不要太软，心肠不要太硬”，就可以成为一个有原则的好人。
因为耳根太软了就容易失去立场，放弃原则；而心肠太硬，
就会缺少宽容，刚愎自用。

二做“乐于奉献的勤快人”。要想在工作中得到群众的认可，
就必须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做群众的表率。

三做“公私分明的正直人”。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必
歪”、“站得直，才能叫得响”。如果你是一位中层领导干
部，只有公私分明，处处以大局为重，才能得到群众的爱戴。
长此以往，才能形成自己的人格魅力，才有可能在工作中使
用非权力性的影响，带领本部门的职工，完成领导所布置的
各项工作。

四做“擅长沟通的热心人”。不论是同事之间的协作，还是
进行工作的布置、制度的宣传、问题的疏导，无不需要我们
乐于交流，擅于沟通。



五做“敢于创新的大胆人”。要想在工作中创造出能立于不
败之地的核心竞争力，业务技术创新与管理制度创新是必不
可少的。创新需要新思想，改革难免有代价，想要保证本单
位的工作脱颖而出，做一个“敢于创新的大胆人”，是我们
责无旁贷的选择。

工作我们面对的.是“变化的时间，发展的事物，有着不同需
求的伙伴”，因此，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处处讲究尊重人、
理解人，更要懂得依靠人、塑造人，要从团队所有人员的长
远利益出发，思考问题、落实决策，为他们的生存发展创造
有利的环境条件，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只能这样，才能顺利完成我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
工作过程中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营造和谐环境——“规范出和谐，奖罚人心齐”

“人和为贵，有序才美”，刚性的制度和人性化的管理相统
一才能创造出和谐的工作环境。只奖不罚有后腿，只罚不奖
怨气生，只有奖罚分明，导向清楚，才能在和谐的环境下实
现共同的目标。

二是端正领导思想——“制度求统一，协作出效益”

领导班子的团结是部门取得成绩的前提，在制度的制定时异
中求同，在制度执行中共同维护、相互支持，一定能取得1
加1大于2的成绩。

三是强化组织实施——“工作多关心，好坏勤评考”

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要求的不是制度模糊、软弱，强调的
是任务执行中人性化的关怀、帮助、鼓励、适度的批评。

四是慎重年终考核——“奖罚皆有度，稳定记心头”



在学校，老师们都属于成熟人，奖罚在经济上的作用已经低
于精神上作用，年终考核时必须考虑到完成各项工作的差距，
但奖罚额度却不一定要差别太大。

诗经读后感篇五

《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在唐宋时期开始受到重视。
朱熹把它从《礼记》中抽出，单独成篇，并把《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
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

大学开篇便提出了自己宗旨，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把它称之为“三纲领”。实现三
纲领的途径是“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八条目”中，“修身”是
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要做到修身，就必须心正意诚，改掉自己不好的习惯，养成
美好的品德。对于子女来说，修身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孝敬
父母。一个人在家里孝敬父母，将来在工作上才能够做到忠
和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这样的事例很多，比如，
赵善应就是这样的人。

赵善应是宋朝人，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子。有一次，赵善应的
母亲得了一种怪病，他四处寻医为母亲医疗，但母亲的病还
不见好转。后来靠皇室亲族的关系，请来御医为母亲诊治，
御医说要用人血和药，赵善应二话没说，便用刀刺破手臂，
用他的血和药一起给母亲服下，不久，母亲的病就好了。但
却留下了心悸的病根，害怕雷鸣。所以一到打雷下雨天，赵
善应就去陪伴母亲。曾经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赵善应出远门
回来，手下人要敲门，却被赵善应给制止了，他说：“不要
敲了，我怕惊动母亲。”就这样，赵善应和手下人在门沿下
过了整整一夜。赵善应做到了“百善孝为先”，也正因为赵
善应孝敬母亲，才被大家拥护称赞，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这



也正应了《大学》中的那句话：“孝者，所以事君也。”只
有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才能有所成就。

与《大学》提出的修身要求相比，与古代圣贤相比，我做得
还远远不够，比如在家里，我有时会不听话、和家长顶嘴;有
时家长让我写作业，我想出去玩;还有时会挑食。在学校，我
有时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和同学闹不和，还有……。

《大学》提出：“为人子止于孝，与国人交止于信”。所以
说，作为青少年，在家听家长的话，做力所能及的活;在学校，
见到老师要问好，上课积极回答问题，认真学习考高分;与同
学交往言而有信，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学习。做到这些，就
做到“止于至善”了。

我爱《大学》这本书，爱里边的名句，爱圣贤的智慧，更爱
《大学》提出的人生境界。今后，我要努力钻研这本书，以
古代圣贤为榜样，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诗经读后感篇六

从东周开始，直自秦汉以下而到清末，每朝每代的帝王家庭，
都是有大问题的家庭。甚至可以说，大多数都是一团糟的宫
廷，哪里够得上“家齐而后国治”的标准。所以孔子著《春
秋》，第一笔账“郑伯克段于鄢”，就是记载由于郑庄公的
母亲武姜，因偏爱心理所造成的过错。从此以后，所谓春秋
时期一两百年间的“五霸”，如齐桓公、晋文公等辈开始，
直到战国时期，各国的'诸侯君主，大部分都是出生在大有问
题的家庭，造成心理的不正常，当然够不上讲什么“修身、
齐家、治国”的道理了。

战国时期结束，秦始皇的王朝建立，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
为中国的历史文明划了一道重要的界限。从此以后，中国才
真正步入以一家一姓建立的帝室王朝，长达两千年左右。不
过，由秦而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



明、清，一路下来，除了几个创业帝王，可说是有分量的英
雄人物之外，其他的子孙皇帝，我叫他们是“职业皇帝”。
因为他们命定出生在现成帝室家庭，生在深宫之中，长养在
宫妃太监之手，菽麦不分，完全没有亲自体认民间疾苦。这
些职业皇帝，可以说大部分是不懂事的血肉机器人，但他们
要想不做皇帝也不可能。如果要求他们讲究“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之道，岂不是对牛弹琴，白费心力吗？也许我
又说错了，据说，牛也会懂得琴声，只是我不懂而已。况且，
这些天生做职业皇帝的，其中也真有几个是了不起的人物，
不可一笔抹杀。

诗经读后感篇七

在古代，未成年人先学的是洒扫、应对、进退，然后是礼乐、
射御、书数。师父在书里写的让我深有感触，因为我是做儿
童教育的，主要是学龄前的。

零到七岁孩子最需要的就是身体发展和生活习惯的养成。现
在的孩子被照顾的太好了，普遍的不会劳动，说话就更成问
题。班级里有一个小孩，说话的前缀一般都是“你给
我……”比方说他要看一本书，他会说“你给我把书拿
来。”家访时跟孩子的父亲沟通，父亲也说是以前什么都帮
着干，不让孩子受累，所以现在才意识到孩子被惯坏了。古
人是智慧的，提倡几千年的'东西现代才被西方发掘，从而诞
生了一大批新兴教育。

关于对“大学”含义的阐释，我跟随师父的讲解。就是如何
使自己成为品德修养好的人，如何使自己成为社会地位高的
成功人士的学问。如果仅仅是用年龄来定义“大学”的含义
就显得有些浅显了。读后感·我是有想成为大人物的愿景的。
我也想去找到一种方法，让自己既品德修养好，又可以成为
有财富的人士，这也是我拜入师门的主要原因。我想要改变
我以往的恶习，完善自我，做一个真正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儒家对成功的定义就是内圣外王，那这里所谓的大人物的终
极目标，可能就是儒家讲的三不朽，立功、立言、立德。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近及远。能流传几千年的经典，
岂是我们读几遍就能完全领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