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中庸有感 中庸孝心得体会(大
全10篇)

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行动，从我做起。如何做好安全防护工
作？下面是一些常用的安全标语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读中庸有感篇一

中庸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强调人的行为应当处于中庸
之道。而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人们的生活和道德
修养起着重要作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与孝是紧密结
合的。在实践中，我对中庸与孝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

第二段：中庸与孝的辩证关系

中庸的首要原则是“不偏不倚”，指的是追求平衡和和谐，
避免极端和偏激。孝作为儒家伦理中最基本的美德之一，表
现在对父母的尊敬和孝顺。中庸与孝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
寻找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孝可以为中庸提供实践的方向，而
中庸可以为孝提供行为的准则。

第三段：中庸孝的体现

中庸是在具体的行为中体现和实践的，而孝也是如此。父母
养育了我们，给予了我们生命和温暖，作为子女，我们有义
务孝敬父母。然而，孝顺并不意味着盲目听从，而是要在尊
敬父母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中庸孝可
以体现在我们对父母的日常关心和照顾，协助他们解决生活
中的问题，以及尊重和体谅他们的意愿和决定。在实践中，
中庸孝需要我们平衡自己的能力和父母的需求，不过分迁就，
也不过分要求。

第四段：中庸孝的意义和影响



中庸孝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可以在实践中提醒我们保持和谐
和平衡的生活态度。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因为工作、压
力和社会关系而忽略了对父母的孝顺。然而，中庸孝作为儒
家思想的重要部分，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孝的意义，
并在实践中体现出对父母的尊敬和关心。与此同时，中庸孝
也可以促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和处理与父母之间的矛盾和
冲突，不被情绪所左右，找到一个中庸的解决方案。

第五段：结论

中庸孝作为中国传统美德的体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在实践中，我们应当追求平衡和和谐的生活态度，尊重和关
心父母的意愿和决定。中庸孝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与父母
相处，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处理其他人际关系。通过中庸孝
的实践，我们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也可以传承和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读中庸有感篇二

和—谐是现代社会的主题，我们中国要建设成为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的优良传统，北京奥运会上，一
个“和”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向世人传递了中国
的处事态度。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每个人要理性对待问题，以中庸的态度
处理问题。

在《中庸》中，我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性，知识真的能改变
一个人的命运。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
乎勇”，学习可以改变人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层次。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学习的五



个层次，正所谓量变才能达到质变，在我们积累量的时候，
一定要以中庸的态度来面对事情，以平和的心态处理事情。

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修身的过程，通过书本获得知识，通过知
识传递思想，进而达到书中要求的道德水平。

通过阅读，我学会了：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施诸己而不
愿，亦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强加给别人。

读中庸有感篇三

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有各种矛盾与纠纷，为人处事应该多替他
人考虑，多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所以，一旦发生了矛盾，
应该多做自我批评，而不能一味指责他人的不是。责己严，
待人宽，这是保持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原则。
职场中人与人相处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全都是尔虞我诈、欺上
瞒下，很多时候还是需要真诚相处的。同事之间产生了矛盾，
不要针锋相对、一味地去挑对方的毛病，那样只会伤害同事
之间的感情，无利于职场和睦。首先应该检讨自我一下，自
己是否有什么过错，是否对对方产生了伤害，站在他的立场
上审视自己。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责难，对人对己都是有益
的。

读中庸有感篇四

中庸作为一种古代的哲学思想，曾经被誉为“万物之理”，
贯穿着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为一名在职的企业员工，
去年参加了公司组织的一次中庸研修活动，成为了我生活中
的一段重要经历。这次研修不仅让我更加深入了解中庸思想，
更让我重新审视了自身的行为与思维方式。下面我将结合个
人的实际经历，分享一下对中庸研修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初识中庸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庸这个概念时，我对其并没有太多了解，
只觉得是一种普普通通的哲学思想。但是通过一天的学习，
一些关键的概念和原则引起了我的关注。比如“至诚”，让
我开始思考与其它人沟通时的态度问题；“中庸”，让我开
始反思自己过度情绪化的表现。这些概念虽然听起来很朴素，
但仔细深究后却有着深度的启示，对维持人际关系和提高自
我素质都有着重要作用。

第三段：思考自己

通过这次中庸研修，我也开始反思自身的行为与思维方式。
我开始意识到，在工作和生活中，我经常会因个人情绪波动
而影响到别人。这不仅事关团队合作的成败，也会影响到自
己的情绪和状态。因此，我开始尝试用更加中庸的态度去面
对周围的事物，试图将情绪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在实
践中，这个调整是相对困难的，但我相信只要有意识地去做，
时间长了，一定会有所收获。

第四段：学以致用

中庸研修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所学的东西却可以应用于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我在工作中有时会遇到一些与
同事意见不合的情况，这时我会以“思无邪”、“诚意和”
等中庸原则来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言辞，试图找到双方都能接
受的解决方案。通过这些实践，我发现中庸的思想就像是一
面镜子，让我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并通过修炼，
逐渐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第五段：结语

总的来说，通过这次中庸研修，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需要不
断地修炼和调整。中庸哲学告诉我们，人生的境遇永远是变
化的，要想走得稳定，就需要有一颗平衡的心态。而这种心
态的练习和修炼，就需要从自己内心的绿洲开始。中庸研修



不仅帮助我了解到这种哲学思想，更让我相信，只要每一天
都努力修炼，最终成为更好的自己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读中庸有感篇五

《中庸》选自《礼记》，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
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在孔子以前，已经有了中庸思
想的萌芽。在《易经》中，讲究阴阳的相生相克。凡是好的
卦象，都是刚柔并济的。孔子自己也说过，说自己学习中庸
太晚了，要是早点学习就好了。在书中，孔子对“致中和”
的概念又做了进一步发挥，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的境界，
天地间一切事物的位置就摆正了，万物就能生长繁育了。

我们常常说“中庸之道”，什么才是“中庸之道”呢?在《中
庸》这个章节中，孔子并没有给中庸下一个定义。只是说，
君子常守中庸，中庸难常守。倒是朱熹，引用程颐的话给中
庸下定义，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
之正道也，庸者，天下之至理也。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
不及。”

中庸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是一种修身手段。在心理活动
上，“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
倒中庸”。孔子主张出世，这种心理活动必然要外化为一种
符合仁爱与礼仪的外在表现。

中庸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志。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有很
多。孔子重视自身修养，把中庸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之而时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孔子重视自身修养，认
为一切事情都是源自自身修养的。“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修身不可以不事亲，事亲不可以不知人，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知道了天理才可以了解人，了解了人才可以侍奉双亲，侍



奉双亲才可以修正自身。

中庸是一种至高美好的德行。是一种理想人格。“中庸其至
矣乎，民鲜能久矣。”就是说，能常守中道的德行大概是最
完美的了吧，但是人们很少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天下国
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是君主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比如颜回，常守中道，比
如舜，隐恶扬善，择其两端，用于民。而一般人很难真正达
到中庸的境界，“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

中庸之道是治国安邦的良策。孔子在称赞舜是时候就
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
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孝是什么?孔子用舜的例子来阐释“孝”：他具有圣人的德行，
天子的尊贵，拥有整个天下。而在武王、周公的例子中，他
直接这么说：“夫孝者，善继任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孝，是指善于继承先人的遗志，善于赞述先人的业绩。

读中庸有感篇六

从开头接触《论语》起，“中庸”便在我的生活中频繁消失，
于是慢慢浅尝了这个易懂却又高深的词汇。“中”意为不偏
不倚，过犹不及;“庸”意为寻常，平凡。

《论语》和《中庸》中都讲“中庸之道”。在拜读后，我有
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中”是圆，“庸”是方，“中庸”就
是把“中”的道理用一种最恰当、合理的方式表现出来，因
此可以说是一种方与圆的完善结合与运用。

记得不久前，我曾对于“锋芒毕露还是韬光养晦”有过一番



思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中国古往今来，好像
都在提倡着“韬光养晦”，这样正迎合了那句“满招损、谦
受益”，人们觉得这样才能真正表达一个人本身的素养与修
养。但当人们站在如今这个社会的视角上时，却又突然发觉，
这样的思维方式好像已不再适用。如今，在我看来，这两种
人生态度都是不能完全接受的，取而代之的，固然是“中
庸”。记得一段很经典的话：“岳飞锋芒太露，无法躲
过**亭之劫;李太白锋芒太露，难以见容于官场，苏东坡盛名
之人，屡遭磨难，大象因牙而被擒，蚌以有珠而见剖，龟因
壳而致死，鹦以饶舌而被困，犀牛因角贵而招杀，金铎以声
自毁”。其实，锋芒太露的结果，简单招忌及受害。所
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也是如此，而这，正是一
种“中庸之道”。“半开”、“半醉”，需要度的把握，而
这是没有准确的衡量标准的。行事之时，靠的只是每个人心
中对中庸的'理解与坚守，在那些简单中，我想，“简洁”的
持守才是最难的。

于是，我“引入”了“圆通”，便是做到既方又圆，这是一
种原则性与敏捷性的高度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高度
的才智和修养，能始终做到这一点的人，就绝非等闲之辈。
正如中庸所提到的“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

上面所提到的只是生活中的小片段--对于才华的显露，固然，
在这之外，还有更多的“中庸圈”，我想，孔子之所以为圣
人，便是在于他一生始终处于这中庸圈内吧!他所拥有几乎全
部优良品质，虽不夺目，但始终不乏光耀。他面对弟子的过
人或不及之处，能正确的对待，并不一味发扬特长，而正是
忠于“不偏不倚”。面对才华横溢，不放弃收敛锋芒;面对英
勇，不放弃畏惧;面对矜庄，不放弃随和……我想，孔子之所
以成为圣人，就在于此。

中庸带给我更多的，就是“和”了。不偏不倚，不过也无不
及，到达最好的状态，这就是“和”。这样的一种心态，就



是寻常心。生活中，面对过失，不过分埋怨别人，也不过分
自责;面对荣誉，不过分张扬，也不过分低调;面对困难，不
过分踌躇，也不过分淡定。万事适中，到达“和谐”的境地，
这样天地万物会各安其位，正常运行。这是一种大才智。

《中庸》的浅显让我无法完全置身于内。我想，假如此生无
法精通《中庸》将是我最大的圆满。万物持中，这是做人的
原则与处世的艺术。无论遇到什么事，拿出“中庸”，以不
变应万变，这将是一生的财宝。

读中庸有感篇七

作为一名企业职员，我们时常面临各种挑战和矛盾。如何在
工作中做出正确的决策，既不能追求极致，也不能随波逐流？
中庸之道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最近，我参加了
公司举办的一次中庸研修，对学习到的内容有了深刻的体会。

第一段：中庸的概念与背景

中庸即是指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适度状态。这个概念来源于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庸》这部经典讲述了中庸的思想
与应用。中庸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儒家思
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庸之于儒家，就如同精油之于芳香疗
法，是无法缺少的。

第二段：中庸的核心理念

中庸主要的核心理念是“诚”、“中”、“正”、“和”。
其中，“诚”是指诚实守信的品质，“中”是指处于两个极
端之间的适度状态，“正”是指秉持公理、正义的品
质，“和”则是指处事避免极端偏激，寻找平衡处理的品质。
这些理念共同组成了中庸思想的核心，也是我们日常工作中
应该遵循的原则。



第三段：中庸如何运用于企业管理

中庸可以应用于企业管理的多个方面，例如企业文化建设、
人际关系处理、考核激励、与外部合作等。比如，在人事管
理方面，中庸的理念可以帮助我们在人才选拔、培养上寻找
到适度的平衡点，既不过分追求人才背景、能力等，也不过
于妥协和让步。在与外部合作方面，中庸的理念则可以帮助
我们在利益争端中保持平衡和公正，以求获得更好的合作。

第四段：中庸如何帮助我们成长

中庸是一个综合性的理念，它既涉及到我们的品格，也涉及
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通过研修，我深刻感受到，中庸思想
不仅仅是一个理念，更是一个生活方式。在日常工作中，随
时谨记中庸的理念，在与同事、上下级、客户的交往中寻找
适度状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成功完成工作任务，还能让我
们得到更多的个人成长和发展。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

中庸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卓越代表，也是现代职场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通过这次研修，我对中庸思想有
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并认为它对我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有
着非常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在未来的工作人生中，我会继续
贯彻中庸理念，坚守诚、中、正、和的核心理念，追求平衡
和和谐，营造积极、健康的工作氛围。

读中庸有感篇八

第一段：引言（200字）

中庸致和，是我对中庸之美的深思和对和谐之道的体会。中
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不仅代表了一种价值观念
和生活方式，更体现了一种人生态度。中庸之美在于它既是



一种内在的修养，又是一种外在的行为准则。而致和，则是
中庸之美的实际运用。在不同的场合和角色中，我们如何做
到言行一致，保持内外和谐？这是我长期思考和努力追寻的
课题，也是我对中庸致和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内外合一（200字）

实现中庸致和的关键在于内外合一。只有在思想、情感和行
为三者之间达到和谐平衡，才能真正做到中庸致和。首先，
我们要有正确的思想信念，保持内心的清净和沉稳，不被外
界干扰所影响，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其次，我们要
善于管理情感，不因外界的好恶评价而动摇，拥有宽容和谦
逊的心态，与他人和而不同，避免冲突和矛盾的产生。最后，
我们要将思想和情感转化为实际行动，真正做到言行一致，
形成自己的稳定和谐的行为模式，彰显中庸致和的品质。

第三段：平衡多元（200字）

中庸致和并不意味着追求单一的平衡，而是要在多元发展的
前提下实现平衡。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整体，我们身处其中，
往往需要扮演多种角色，应对多种情境。在家庭中，我们既
要尊重长辈和爱护子女，又要与配偶平等相处；在工作中，
我们既要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又要与同事和谐共事；在社
交中，我们既要保持自己的个性，又要与他人保持良好的互
动。只有在这些多元关系中，我们才能找到平衡点，实现中
庸致和，并使自己的生活更加有序、幸福。

第四段：尊重他人（200字）

实现中庸致和还需要我们学会尊重他人。尊重是一种基本的
道德观念，也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基础。在与他人交往中，我
们应该尊重他人的权益和意愿，不以自己的喜好和利益为中
心，而是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做出合理的妥协和让步。
同时，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人的个性和独立思考能力，不对他



人轻易评判和批评，保持与他人的平等沟通和理解。只有与
他人保持尊重的互动，我们才能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实
现中庸致和。

第五段：践行与提升（200字）

中庸致和需要我们不断地践行和提升。在生活中，我们经常
面对各种各样的困扰和挑战，而中庸致和正是在这些困扰和
挑战中展现其价值。我们应该善于反思自己的言行和所处的
环境，找到不和谐的因素，并及时做出调整。同时，我们要
保持一颗谦逊的心态，虚心向他人学习，不断丰富和提升自
己的修养和素养。只有通过不断践行和提升，我们才能逐步
实现中庸致和的目标，成为一个和谐而全面发展的人。

总结（100字）

中庸致和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现代社会需要的精神追求。
在实现中庸致和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努力将内在的修养与外
在的行为相统一，平衡多元发展中的关系，尊重他人的权益
和个性，并不断践行和提升。只有在这样的努力和实践中，
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中庸致和所带来的内心安宁和社会和谐。

读中庸有感篇九

这本经典书——《大学中庸》，我觉得这本书是儒家乃至整
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
的结晶。它就像是一位活了几千年的人，对于以前的历史都
记忆犹新，刻骨铭心。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历史中的人物和
故事更能体现人性和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形成，以及现代中国
人的思想和行为。它也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数不胜数的道理。
这些道理散发开来塞满天地四方，收拢回来又能隐藏内心深
处。他所蕴涵的趣味无穷无尽，而且都是很实在的学问，对
于我们终身受用，而且用之不竭。这些道理深深地影响了我，
例如：做人要以身作则，做人要感恩，做人要勤学……其中



最深刻的`是：感恩和勤学。

像感恩，做人一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感恩的历史长河中，
流淌着多少古今中外名人感恩的故事。像古有小黄香在寒冷
的冬天，先用自己的体温暖了席子，才让父亲睡到温暖的床
上;朱总司令蹲下身，亲自为妈妈洗脚。还有居里夫人，寄去
机票，让她的小学欧班老师来参加镭研究所的落成典礼，居
里夫人还亲自把老师送上主席台。伟人之所以伟大，名人之
所以成为名人，是因为他们都拥有美好的心理品质——感恩。

读了这本书，我获益良多，读过这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
希望我们读了这本书后都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
德的人、对人民有益的人，团结携手建设我们的美好明天!

读中庸有感篇十

“中庸致和心得体会”

中庸，是指在处事和为人的过程中坚守中道，避免过分偏激，
力求保持平衡和谐的一种态度。致和，即通过调整自己的心
态和言行举止，与他人和睦相处。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
哲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个人的成长和生
活中，中庸致和给我带来了许多启示和体会。

首先，中庸致和教会了我如何与人相处。人际关系的和谐与
否对每个人来说都十分重要。只有与人和睦相处，才能在工
作和生活中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和帮助。当我们对他人采取
宽容、理解和尊重的态度时，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良好的互动
关系。例如，在和同事相处时，我会积极倾听他们的想法和
意见，做到以柔克刚，协调各种利益的关系。同时，在和家
庭成员相处时，我也会尽量避免争吵和冲突，积极解决问题，
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这种中庸致和的相处方式，使我能够
更好地融入集体和家庭，与他人和睦相处，共同创造美好的
生活。



其次，中庸致和帮助我更好地处理困难和挫折。在人生的道
路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而如何应对和克服
这些困难是学会中庸致和的关键。通过平心静气地分析问题，
保持冷静和理智，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例如，当我遇到挫折和失败时，我会用理性思维去分析原因，
寻找改善的方法，而不是过分自责或抱怨他人。只有通过积
极的思考和行动，才能走出困境，继续前行。中庸致和的态
度让我拥有了积极应对困难的勇气和智慧，使我在面对人生
的各种挑战时更加从容和坚定。

再次，中庸致和使我能够更好地处理情绪和压力。在现代社
会中，各种压力和情绪问题成为了许多人的困扰。而学会中
庸致和的生活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
压力。我会通过适当的休息和调节来释放压力，例如通过运
动、阅读、旅行等方式。同时，我也会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
保持平静和乐观的心态。无论是面对困难还是遇到挫折，我
都会告诉自己保持平和的心态，积极面对和解决问题。这种
中庸致和的情绪管理方式，使我能够更好地保持身心的健康，
提高个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最后，中庸致和的心得体会是要不断追求内心的平衡和和谐。
人的内心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存在，而中庸致和正是一
种让我们内心获得平静和和谐的方法。无论是面对外界环境
的变化，还是面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恼，我们都需要学会
调节和平衡。在日常生活中，我会给自己留出一定的时间进
行冥想和放松，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平衡和舒缓。同时，我也
会学会反思和审视自己的行为和态度，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
和素质。只有通过不断追求内心的平衡和和谐，我们才能真
正体会到中庸致和带来的力量和价值。

总之，中庸致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哲学，它教会了我如
何与人相处、处理困难和挫折、管理情绪和压力，并追求内
心的平衡和和谐。在现代社会，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使
我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提升个人素质和幸福感。我相



信，只有通过学习和实践中庸致和的生活态度，我们才能真
正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和谐，走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