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国学经典读后感末尾(优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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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
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
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学经典读后感末尾篇一

周三下午，学校举行了国学诵读展示活动，邀请家长与同学
们一同欣赏优美的经典诗文。精彩的诵读表演，多彩的表现
形式、撼人心魄的场面。同学们深情倾心的演绎，奏响了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和谐旋律，师生共同感受着民族精神
的精髓。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国学经典，世界瑰宝。国学经典是中
华民族极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文化瑰宝，承载着民族基因中
的最高智慧，记载着圣贤伟大的思想光辉。

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李清照
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梁启超的“少
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更有木兰代父从军的感人
故事。一首首悲壮豪情的诗词，谱成了一篇篇美妙的乐章，
仿佛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到了诗歌的世界，让我们每个人都沉
醉其中，再加上同学们精彩的表演，使这次诵读活动变得更
加引人注目。

诵读经典活动，一首首震撼人心的诗词，唤起了同学们心中
满腔热情，我们将带着这份热情，投入学习，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通过这次活动，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知道了



学习诗词，就要走进作者的心里，了解作者的处境，这样才
能把诗词演绎到极致。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用心学习国学经典，用心体会其中的
韵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诗词的精髓，掌握中华文化的
精髓，弘扬中华文化！

国学经典读后感末尾篇二

素来对国学怀有一种崇敬之情，觉得它那样高高在上、触不
可及。对于如我一般底蕴并不深厚人而言，国学，或多或少
带着些深奥、博大的感觉。傅佩荣先生所著的《国学的天空》
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觉也同样如此。但当我不断深入去品读
这本书时发现，傅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褪去长久以来国学
被人们批上的厚重外衣，用易懂的语言让读者领会到中国博
大精深的国学内涵，让读者在欣赏国学美妙之处的同时，也
改变着自己的人生观。

傅佩荣在《国学的天空》一书中为我们很好地阐释了孔子的
真诚、孟子的向善、老子的智慧以及庄子的逍遥。他还用这
四位圣人的理论，以最朴实生动的语言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
方向。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在这个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时代，
提高能力降低欲望，人才能快乐。要有修养，修养是成就自
己。到达某种程度之后，快乐就会由内而发，自然随之而来。

关照各人的内心，在快乐中成就立体的生命。在这一点上，
孔孟是一致的。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
惧”，又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做君子就
是做一个内心完善的最好的自己。当内心强大，开阔而坦然
时，当内心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时，才能不被人生的起伏
得失所左右。生命的境界也不断得到提升。



傅佩荣教授笔下的孟子，是一个真诚的人，快乐的人，他的
内心有一种自我要求的力量，提醒和督促自己去做该做的事。
这样的人他的人生也是自信而快乐的。傅教授重新解读了孟
子的快乐人生，他所展现的孟子，是全方位的孟子：教育，
人伦，修养，人生等。并以他的朴素主义哲学观点为依据对
现今人们的困惑一一做了点拨，古事寓今，启发人深思。

国学经典读后感末尾篇三

“学而优则仕”，取得一定的成绩就得给予相应的官职，否
则便是重视不够关怀不到。当然，没有一官半职也无法说明
你取得了成绩。正是这一句辛辣的书评吸引了我，从头至尾，
一气呵成！

书中对人物的刻画可以说做到了极致，心理描写更彰显了人
物百态，然而读罢给我最深的感觉却是：这里不是校园。没
有莘莘学子的朗朗读书声；没有青春校园的生机和活力；没
有学术论坛的笔剑争锋。

这里是一个工厂，专门负责生产经营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围
城，城里城外的人们各显神通；这里更是一个集市，到处都
是呼喊叫卖的声音。

文章还在陆续的连载之中，我还没有读到故事的末尾，我不
知道文章的作者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来结束这所谓的大学。暂
且不去谈那些领导们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杜小春的见异
思迁，高歌的形骸放荡，马长有的拾阶而上，这哪里是大学
教师的模样！

正如一位网友评论的那样，到底是我上了大学，还是大学上
了我？在这样的校园里，这样的潜规则作用下，我不禁感到
非常的悲哀。文章开头的杜小春很像现实中的我，所以读到
她出现的地方，我是一路同情，直到我再也不能忍受——因
为我知道，我是永远不会成为杜小春那样的人。我可以与名



利无缘，我可以生活得辛苦贫寒，但我要永葆我心中的明灯
不灭，走过悠长的黑暗，迎来的定会是灿烂的黎明。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人生最好的境界莫过于此吧！

国学经典读后感末尾篇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华夏文明璀璨夺目。回首历史的滚滚长
河，不能磨灭 的，是传承千年，经久不衰的国学文化，在国
学经典的丛林中漫步，可以体味 到一种宁静和祥和。无论你
是有雄心壮志，远大理想，还是闲情雅致，修身养 性，都可
以从这些国学文化中得到你要的东西。古人圣贤留下了很多
的经典，它伴着我成长，犹如久旱逢甘霖的禾苗，让人感到
了希望;也像严冬中的热火，让人感到温暖;又似盛夏中的一
捧凉水，沁人心脾……经典文化从小伴我成长，指引着我，
滋润着我。

先前我是个慢性子的小女孩，每次做作业时不紧不慢的，甚
至边做边玩，妈妈的唠叨声和爷爷的教诲声不绝于耳，成为
我学习、做作业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那时的我不但没有改
进，反而觉得非常反感。自从暑假妈妈陪我重温了《论语》、
《三字经》等国学经典诵读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前错得多
么的厉害。《论语》里有一句：“学而不知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深深的触动了我，它告诉我学习固然重要，但如果
没有正确的学习方法，仅靠认真，学习不会有多大的进步;而
只掌握思考方法，却不认真，成绩也不会好。只有两样具备，
才能取得好成绩。现在我做作业时，刚想偷懒，就会想起
《论语》的这句话，马上收起了玩心，专心做作业，它为我
敲响学习的警钟，时刻萦绕在我耳边伴我成长。

而现在，我学习了《论语》，与两千多年前的圣人孔子进行
交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明白了“看见
他的优点就向他学习，看见他的缺点就反省自己有没有和他



一样的缺点”的道理;学习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

经典源远流长，经典伴随着我成长，使我从一个无知的小孩
变成一个如何做人、做事的道理小孩。

国学经典读后感末尾篇五

从二年级开始，我和妈妈一起每天快乐诵读国学经典《论
语》。

《论语》你们想不想知道是它写什么的？是谁写的呢？我猜
你们都想知道吧！其实它是一本语录。二千五百多年前，有
一位老师孔子，他对学生非常有耐性，对人非常的谦逊，所
以很受人尊重。这本语录主要是他的学生把孔子上课说的话
和生活中做的事记录下来。

讲述了为人处世应有的态度。

平时在班里，我与同学之间相处难免会有吵架，闹意见的时
候，这时我就应该学会“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样我们才
能够友好相处，互相帮助！

其实，悄悄告诉你，这本语录还有很多宝贝，虽然我只会诵
读，还没有完全弄懂所有的语句，但古人说过，读书千遍，
其义自现！所以，我已经约好妈妈每天继续诵读了《论语》，
多学学里面为人处世的道理。你呢，要不一起来吧！

国学经典读后感末尾篇六

自从上小学起，我就个性爱看书。所以，我读的书十分多，
书架也摆满了我的课外书。但是，有一本书让我看了以后久
久不能忘记，它就是老舍的《经典赏读本》。



本书中有一篇散文我令很喜爱，名字叫做《养花》。

这篇散文写的是老舍先生一生爱花，视花如友，《养花》便
是老舍先生于1956年给报刊写的一篇散文。

这本书真是使我一生受用！

国学经典读后感末尾篇七

认真读完一本著作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写
一份读后感，记录收获与付出吧。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国学经典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最近，我书包里斯本又多了一份重量，是我最珍惜的国学经
典读本，虽然它个很小，顶多就a4的2/3那么大，可讲述的道
理却非常适用。

比如，什么季文子行俭，讲述的是季文子非常朴素，而仲孙
它却很瞧不起季文子的做法，便去讥讽他，而季文子仍认为
他的做法是正确的，经过一番对话之后，季文子把这一件事
告诉了仲孙它对的父亲孟献子，孟献子听了很生气，于是让
仲孙它闭门思过七在，最后勤工作仲孙它受到了教育，并以
季文子为榜样，季文子便说：“知错改错，才能有所作为
啊！”不久，仲孙它被升为大夫。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不要
爱虚荣，或是炫耀自己还有就是去奢侈，反而相互一点他的
为人更高尚。

再教育比如毛遂自荐，就是说平原君要带20个贤能之士去向
楚国求救，可只选了十九人，这时毛遂走了出来，他告诉平
原君，他也愿意去，而平原群认为没有人称赞过他，如果是
贤能之士他自己就会在口袋里发现锥子一样快，而毛遂却认
为平原君不有将他放进口袋里，于是平原君很是惊奇，便带
他去了，果然，毛遂立下了奇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敢于
推荐自己，自己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去表现自己。这本书讲的



虽然都是些小故事，可是它们告诉我们的却是大道理，我不
仅会读书避的故事，还会试着去理解文言文，我们应该多读
一些古文，因为古人真的很聪明！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学这本书分行节俭、
强自信、讲智慧这三个单元，每个单元都由经典要义、故事、
生活、实践和经典诵读四个部分组成。不仅有名家名言，还
有贴近生活的人、事，以及一些脍炙人口的.著作选读。其中如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还有的如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艰辛”也
在民间广为流传。这本书使国学之精华更接近人们平时的日
常生活，让中小学生更容易理解，方便记忆，能把圣人之训
用在实处。

读了这本书，不但让我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行为的规范，
更让我明白了要把这些道理应用在生活中。比如“由俭入奢
易，由奢入俭难”，就是警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勤俭节约，
不要奢侈浪费。又如“恃人不如自恃也”，就是教育我们要
从小努力学思想、行为，让优秀的国学经典始终伴随着我们
健康成长，让我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
统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

国学，就是指中国的知识；国学，也是知识的源泉。

自打我学了国学以后，知识就增进了不少，说话时也常常运
用一些成语，如：画蛇添足、一毛不拔、鞠躬尽瘁等，“背
鼓上门—找打”、“飞机上挂水瓶—高水平（瓶）”等歇后
语。其中，令我感悟最深的，则是朱熹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首诗看似写景，其实并不是的。这首诗是在告诉人们：学



我也有对这首诗的看法：知识是学不完的，但还是有的。诗
中的“清如许”，就是在问：你学来的知识是有益的，还是
对你有伤害的？“为有源头活水来”指书本是知识之源，但
不能全部依靠，就像陆游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那样。所以读书前想要思考一下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