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学礼记读后感八百字(模板7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大学礼记读后感八百字篇一

“礼”本来是先圣明王采用自然地法则，来规范人类生活行
为的成果。我们人是自然地产物，只有适合了这些法则，才
能继续生存下去。“礼”具体到现实中来，就是日常生活工
作中所必须知道的规矩，一般做人做事的原则，以及立身行
事的人格修养。在读了这本《礼记》之后，我所理解到
的“礼”就是时常怀着谦恭的精神，这样的精神能指导我们
外在的行为，让我们一天一天的趋向善良，远离罪
恶。“礼”所包含的仁义道德和常怀感恩之心，怀抱这样的
精神，能让我们处事的事理行为顺畅起来，我们和他人之间
的感情也会得到增进，我们会觉得温暖，也会给公司和社会
带来人情的温暖。

越是细小的动作，越能看得出我们是否受到了“礼”的教育
感化和指导。在这本书中有一句让我感受颇深“儒有席上之
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
自立有如此者。”让我懂得了在工作中要时刻处于备战状态，
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仪容姿态，在自己的岗位上要兢兢业
业，对待顾客要时刻面带微笑，不能松散的面无表情，更加
不能把生活中的不良情绪带到工作中来。我会在以后的工作
中，保持精神抖擞的工作状态，神采奕奕，作为员工要从干
好本职工作开始，身体力行的营造企业“知耻”文化。所
谓“人无耻则无敌”，在工作上坚决杜绝“死猪不怕开水
烫”的思想作风，带头干好本职工作。保持良好优雅的态度
去工作去学习，态度恭和的去做人做事。



大学礼记读后感八百字篇二

读完《礼记大学》后，我意识到我们不仅仅需要有远大的抱
负和卓越的理想，因为这对我们一生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想
要拥有更好的人生，我们还需要有完美的德行，要能做到不
欺骗自己，以及要去掉自己的不足。
如何拥有完美的德行？何谓德行,德行就是指美好的道德品行,
强调自身修养的重要性。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道德观念,决定人
们的言行,支配着人们对人、对物,对事的取舍。只有大家都
成为德行兼备的人,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体素质才能提高,国家
才能更加富裕强大。记得一位名人说过:“德行的实现是由行
为构成的,而不是由文字。”无数事例表明,走向事业辉煌、
开创成功人生的关键是高尚的情操。代表民族未来的我们,需
要学习和继承的东西有很多很多。然而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
究竟要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什么样的思想品质和什么样的道
德水准去接过人类文明的接力棒?我觉得首先要养成良好的文
明习惯,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学生,是我们成为一个有德行
的人最基本的行为。试想假如全国每一个校园都共同创建文
明校园,那么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将大大提高,国家的综合实
力将会大大加强,祖国的未来一定是繁荣昌盛、灿烂辉煌!
大学生的我们应该怎样端正自己的态度？树立良好的心态，
用积极向上的眼光看待生活中和学习中发生的事情，用正确
的态度面对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端正人生态度。积极参加各
种志愿者活动，通过参与公益活动或者帮助弱势群体，进行
无私奉献，端正人生态度。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经常利用
课余时间阅读积极向上的书籍。例如，关于励志或者成功的
书籍，做积极的心理暗示，端正人生态度。要乐观。乐观的
心态，可以成就一个人，我们要做乐观的主宰者，不做悲观
的奴隶；生活中要经常面带微笑，每个人都会喜欢面带微笑
的人的，他能给人以鼓励，给人以赞许，何乐而不为呢。如
果我们充满乐观与热情，事情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如果
我们天天想着不好的事情，相信我们天天都会愁眉苦脸的。
这就告诉我们端正态度是多么重要了。
如何去掉自己的不足？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只有成功的人.



而只有懂得如何塑造自己的人才称得上是成功的人!首先我们
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不足所在，那么我们才有办法去
解决我们的缺点，努力克服。其次就是我们在知道自己的不
足，我们要善于控制别人对于我们毛病的话语，简单来说就
是我们要控制好我们的情绪，不要让别人的言语打扰我们的
进步。还有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像我们可能有时候自卑，那么根源可能我们对自己的长相不
太自信，这样我们可以在别的方面建功立业，这样就平衡。
以上就是我对《大学》的感想。（黄丹）

大学礼记读后感八百字篇三

《礼记·学记》道：“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
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
有志于学矣。”意思是说，老师要学会根据一个孩子的家庭
职业背景，找到这个孩子感兴趣的东西来启发他的智慧。

于是我想，也许可以从他的家庭关系里面父母的职业找到突
破口。我了解到他的父母都是生意人，平时工作比较忙，家
里还有一个小弟弟，家人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弟弟身上，妈
妈性格比较急躁，平时对待孩子的批评和指责多于鼓励和赞
赏，于是，他做出种种出格的行为，这些多是为了获得别人
更多的关注。

根据这个孩子的个性，我想先从他的纪律方面入手，只要他
在这个方面改进，获得认可和成就感，那么其他方面的进步
就不是问题了。

9月下旬，我在班会课上郑重任命他为纪律委员，强调职责同
时提醒他，作为纪律委员首先自己一定要遵守纪律，文明用
语，上课认真，按质按量完成作业等等，他当着全班同学的
面表态，保证一定管好自己并做好纪律委员。



任命之后没过几天就是国庆假期，假期之后学堂孩子们去黄
山游学，我特别与陪伴游学的老师们交流，留意并适当引导
这个孩子的言行举止。

游学回来，我和所有的老师都发现，这个孩子已经明显没有
以前那么爱说脏话了，偶尔会有一两次，但只要老师稍微提
醒，他马上就会主动认错。一天天过去了，我发现，他已经
不说不合适的语言了，上课坐姿也特别端正，各科作业和课
堂反馈都有很大进步和提升。

在一次班会课上，我当众赞赏了这个孩子，并奖励给一本课
外书。他特别开心，也许很少真正获得过正面的鼓励，并且
被作为榜样效仿，他的自信度和个人成就感一下就建立起来
了，心结打开了，他变得越来越自信，并愿意学习和积极帮
助他人，在接下来的全校一日礼仪学习评比中被评为优秀。

除此之外，班级卫生每次轮到他打扫的时候已经不需要我操
心了，他一个人在规定的时间内不仅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
黑板擦得一尘不染，窗户干净明亮，而且主动细心地将桌椅
下面、教室的门以及黑板最上面的位置都打扫得特别干净整
洁。

我又利用班会课赞赏他，并且激励他：“老师觉得你不仅可
以在清洁卫生方面做榜样，还可以在学业方面做得更好。比
如，你的英文单词听写和阅读，只要你花精力，你也一定会
做得更好的，老师相信你，加油！”

我在单词听写测试的前一天特别提醒他：“明天听写好好准
备，老师相信你一定会有进步的！”第二天测试中，10个单
词听写他居然对了6个，在自然拼读课上，如果学了20个词，
我不引导，他居然也能自己试着拼出10个以上，如果我给一
些帮助，他能够全部拼读出来，我真的特别感动。

现在这个孩子每天都有进步和变化，这让我找到了作为老师



的成就感。我特别感谢学堂带给我们的《礼记·学记》的研
修，让我对教育有了更多的思考和领悟。

我深深体会到，每一个孩子都是有着无限潜能的，作为老师
需要发现每个孩子的特质并适时引导和鼓励；一个孩子只有
在获得成就感的同时才能保持对大千世界浓厚的探索兴趣，
作为老师我们需要好好善护孩子们最本真的东西。

大学礼记读后感八百字篇四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
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
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
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
则等。此书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与《大学》《中庸》
《孟子》并称“四书”，再加上《诗经》《尚书》《礼记》
《周易》《春秋》，总称“四书五经”。自小耳濡目染，谁
都能说几句论语中的名言，如“吾日三省吾身”“温故而知
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逝者如斯夫！不舍
昼夜”，这些话历经2500多年，至今依然能散发出智慧的光
芒，为人所津津乐道。

然而令我受益匪浅的话语却又很多很多，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出自《论语卫灵公篇第二十四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指：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孔子所强调的
是，人应该宽恕待人，应提倡“恕”道，唯有如此才是仁的
表现。“恕”道是“仁”的消极表现，而其积极表现便
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所阐释的仁
以“爱人”为中心，而爱人这种行为当然就包括着宽恕待人
这一方面。《论语》中提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已所
不欲，勿施于人。

这句话所揭晓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孔子所言是指
人应当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为参照物来对待他人。人应该有宽



广的胸怀，待人处事之时切勿心胸狭窄，而应宽宏大量，宽
恕待人。倘若自己所讨厌的事物，硬推给他人，不仅会破坏
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将事情弄得僵持而不可收拾。人与人之
间的交往确实应该坚持这种原则，这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
的体现。人生在世除了关注自身的存在以外，还得关注他人
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切勿将己所不欲施于人。

在教学中我也常常用这句话教育学生，如果在课堂上乱说话
就会影响其他人，这样你就是把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强加在了
别人身上，在教育中我也秉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
不把自己都讨厌的事情强加在学生或者是家长身上，做任何
事情都要考虑再三，真正做到“教育”学生，在教授知识的
同时，也告诉他们为人处世的.一些方法。

大学礼记读后感八百字篇五

翻开我的笔记本，本子上摘录的第一句话便是《礼记》这部
书中的一段文字：“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
行之。”这句话的原意是：“要广博地学习，对学问要详细
地询问，彻底搞懂，要慎重地思考，要明白地辨别，要切实
地力行。”我经常将《礼记》中的这句话作为我的座右
铭。“博学之”即讲学习首先要广泛的猎取，培养充沛而旺
盛的好奇心。好奇心丧失了，为学的欲望也将随之而消亡，
博学遂为不可能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惟有博
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
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而亲
仁”。因此博学乃能成为为学的第一阶段。越过这一阶段，
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
不明就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问过以后还要透过
自己的思想活动来仔细考察、分析，否则所学不能为自己所
用，是为“慎思”。“明辩”为第四阶段。学是越辩越明的，
不辩，则所谓“博学”就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良莠不分。
“笃行”



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
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笃”有忠贞不
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只有有明确的目
标、坚定的意志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这句话时常
提醒我在工作中注重学习，不仅仅要精通业务知识，还要广
泛学习其它方面的优秀书籍，不断提升个人的综合素养，做
一个“一专多能”的人，此外在平时还要多与身边的同事朋
友沟通交流，学习他们先进的工作方法，对于工作生活中的
难题要多向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教。此外，光学习理论和书本
知识还不够，还得多实践、多锻炼，做到活学活用、学以致
用。

大学礼记读后感八百字篇六

《礼记·表记》载：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
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
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
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
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
蔽。”

子曰：“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
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
刑罚穷矣。”

为清楚计，本文将原文分成四段。以此作为前文的补充，可
使读者朋友更多地了解孔子如何看待夏、商、周三代历史，
特别是“礼”的演化。



现将上引文字意译如下：孔子说：“夏代治国尊崇君主之命，
敬奉鬼神却不当作国策，讲究人情而待人忠厚，先给俸禄而
后施威严，重奖赏而轻刑罚；这样的统治使人感觉亲切，但
缺少威严。夏代民众有其弊病，就是愚蠢少知，骄狂粗野，
质朴而无文化修养。”

“商代的人尊崇神明，带领民众一起侍奉神明，首先是祭鬼
（祖先之魂灵及万物之精怪）而后才讲礼仪，重刑罚而轻奖
赏；这样的统治有威严，但使人不易亲近。商代民众有其弊
病，就是放荡而不安分，争胜免罚而无羞耻之心。”

“周代的人尊崇礼制又好施恩惠，祭鬼敬神但不作为政教内
容，讲究人情而待人忠厚，用爵位等级的升降进行赏罚；这
样的'统治使人感到亲切，但缺少威严。周代的民众有其弊病，
就是贪利而取巧，重文饰而不知惭愧，伤害他人而不明事理。
”

孔子说：“夏代政令文辞简单，征税较轻，对民众要求不多，
民众还有尊君亲上之心。商代的人礼制、礼仪不充分，并且
对民众征收赋税力求穷尽。周代推行对民众的教化，不繁乱
敬神，同时奖赏、爵禄、刑罚等手段十分完备。”

孔子对三代的区分，应该说首先是文化的区分。“尊
命”“尊神”“尊礼”的发展，学者们看作是巫觋文化（觋
音习，男曰觋，女曰巫）、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的演进（陈耒
《古代宗教与伦理》）。三种文化密切相连，但人文自觉在
逐步提升，也就是人的理性一代比一代更高。夏与周同
为“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亲而不尊”，“并
不是不同民族文化特性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偶然相同，夏道
的远神近人是神灵观念尚未发达之故，周人的远神近人则是
经过对殷人的理性否定而呈现的对夏的更高一级的肯定”
（同上）。这大概就是否定之否定。

其次，是政治的区分，孔子主要通过“不求备”“求备”以



及赏罚不同说明施政的宽严。夏道贵赏，“不求备，不大望
于民”，说明刑罚在统治中所占比重较轻，进而可以说明夏
代施政甚宽。还未完全脱离原始社会。殷人贵罚，“求备于
民”，表明商代施政甚严，可以证实商代奴隶制的严酷。周人
“尊礼尚施”“强民”“赏、爵、刑罚穷矣”，说明施政宽
严有度，进而说明宗法等级制的建立，以及分封制的完备。

再次，可以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分，主要是三代民风的差
异。夏民愚野质朴，反映了民智未开的蒙昧时代状况。殷民
放荡，不守本分，求胜而无耻，表示殷商仍未彻底脱离野蛮
时代。周人贪利取巧，虚伪而不知羞惭，甚至算计、伤害他
人，基础是生产水平大幅提高，尤其是商业开始发达，以及
文化提上日程，周代民风显示出文明时代的一些负面特点。

孔子的话自然只是一家之言，今人认识夏、商、周三代不可
能仅限于此，但孔子所论足以成为非常重要的凭据和启示。

大学礼记读后感八百字篇七

最近，通过认真阅读了《礼记》，使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
理，可谓受益匪浅。在贺州市图书馆举行的“礼记读书心得
演讲秀”比赛中，妈妈和我同台参赛，并且分别取得了第一、
第二名的好成绩呢!

说实话，我觉得《礼记》中有些文章对我来说太难懂，比如
《大学》、《中庸》等，而《冠义》一文就比较通俗易懂。

比如文中的“故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意思是一
个人只有做到了对父母孝顺，对兄长友爱，对国家忠诚，对
长辈顺从，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人。这与《三字经》中的“首
孝悌，次谨信”，有异曲同工之妙。

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的妈妈是



个国学“发烧友”，她常对我说“读书要善于思考，并用书
中的道理去指导生活”。那么，通过学习《礼记》--《冠
义》，我得到了什么启发呢?那就是---要做个尽孝道的好少
年。

从小，爸爸妈妈就教育我要尊敬师长、孝顺长辈，孝顺已经
成为我们家的家风。妈妈常说，其他事情或许可以等，但是
尽孝不能等，不能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记得有一天，远在老家的爷爷生病住院了，我们心里急得像
热锅上的蚂蚁，立即动身赶回了老家。爸爸妈妈和姑姑日夜
守护在爷爷的病床前。在我们的悉心照料下，爷爷很快康复
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爷爷出院后，我们就把他接到
身边一起生活，带他去旅游，每天都让他过得开开心心。

孝顺，不一定要有惊天动地举动，也许只是爷爷累时帮他捶
捶背、长辈回家时为他们送上拖鞋，或是端来一盆洗脚水，
这些点点滴滴就足以温暖他们的心田。

读书让我明事理，懂孝道，成为一个尽孝道的好少年。今后，
我还要继续在书的海洋里泛舟，汲取知识，更加茁壮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