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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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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荀子修身的读后感篇一

在读书馆无意中看到这本书，抱着无聊的态度翻了几页，突
然间，我明白了很多很多。

原来我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原来我真的很懦弱，一点点芝麻
小事就让我憔悴成生不如死的样子，一点点芝麻小事，就让
我对生活的无奈投降。

书中的作者是一个师范大学的老师，为了求学他历尽千辛万
苦，好不容易赚得学费，记得当他取得大学入取通知书时，
因为家境贫寒，根本没有钱供他读书，难道就此放弃吗？放
弃他的人生？与父母一起耕田种地？但他没有这样做，当暑
假来临之际，他放弃了自由，放弃了回家，想方设法去打工，
去赚钱，对于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人，试问有多少个企业能
给他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呢，再加上他只是找一个兼职，为
了筹集学费，他不得不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一袋袋承重的大米，
赚得少的可怜的金钱，到开学初终于筹集了学费，但生活费
却成了问题，幸亏学校有一个勤工俭学，就这样，他每一天
都在忙碌中度过，虽然，曾经的他面对生活的苦难他也曾想
逃避，但为了生存，他坚持下来来了，他很感谢苦难，因为
是苦难造就了一个坚强，果断，成功的他，他很感谢他的一
双腿，他的经历让我明白，路是靠走出来的，很多人都希望
能够飞，飞的高，才能看的远，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陪我们走了20多年的一双腿，我们只有



学会走路，才能学会跑步，学会跑步，才能学会飞翔，没有
一生下来就会说话，就会走路的神童，他们都是经过一步一
个脚印，慢慢的茁壮成长，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中，我们要学
会去挑战，即使失败了，我们可以问心无愧的对全世界的人
说，我曾经努力过，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我不后悔当初的选
择，因为我从失败中提炼出了宝贵的经验，但也不要给自己
施加太大的压力，因为希望越高，失望就越高，凡是还需量
力而行。

感谢这本书给我但来的收益，感谢这本书让我重新找回了自
己，虽然我身上还背负着许多有关生活的压力，但我也相信
只要有压力，就会有动力，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
的左右，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每一次都在徘徊
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分受伤也不闪泪光……我不觉得我
很失败，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我，既然你不是我的伯乐，我
又何苦压抑自己的情绪，总有一天，我会日行千里，我相信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荀子修身的读后感篇二

一、认同的观点人对自己的喜怒哀乐，应该操之在我；对自
己的成败得失，应该操之在我；人生何去何从，应该操之在
我；人，应该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二、联系实际假期又过一半了，每当一个假期开始的时候，
我总会规划该如何如何的去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其中也
不乏制定过像样的日程表，但是每每假期结束以后再去回首，
那些计划俨然是一纸空文，而其中的罪魁祸首不正是自己吗？
面对碌碌无为的人生，我们常常会感叹客观条件的不如意、
不充足，其实很多时候只要我们多点自律，对自己的情绪少
些放纵，我们肯定会比现在成功，正如俗话说的人的最大敌
人其实是自己，人性本身有很多弱点，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
修身养性，不要的去克服一些惰性，把自己管好，做一个有
原则从而有作为的人。我也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遇事缺少



思考，很多时候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或消极的，可还是
会随意的任事态的发展，光有理想而不会付诸行动是我最大
的弱点。

三、重构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人，却也多可以做出不平凡的
事，只要好好把握住自己。譬如我们经常会说：“明天再说
吧，还有时间呢”。以后我们可以尝试着说“明天？不，决
不能是明天！现在！即刻！从现在开始！每一天让自己往前
迈一步。”对于未来，我们无从把握；对于成功，也无既定
的公式可循，可是踏实的走好脚下的每一步绝对不会有错。
对于生活中的种种变数，首先我们需要面对现实。人生充满
了不公平与坏运气，和煦的阳光，无忧无虑的人们只生活在
乌托邦的世界中，而乌托邦只是个梦想，当你能坦然面对人
生，和自己的生命达成协议，你也会拥有应对人生挫折的能
力，轻易地开启成功的第一扇门。其次在我们的字典里永远
没有放弃两个字，下定决心，穿越逆境，我们将能达到目标。
以后我会完成我要做的每一件事，把握生命中的每一次机会，
做自己的主人，活出真我的风采。相信日复一日的尝试，一
份接一份的努力，会实现我希望达到的梦想。

荀子修身的读后感篇三

年轻时不断的学习来提高自身的修养，要做到“我注六经”
当我们年轻时一定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学习上，因为这个年
龄阶段没什么牵挂和负担，最主要的是学习，所以就尽量多
学点有用的资源，当我们过了这个年龄阶段时，我们要顾及
和承担的方面有很多，比如家庭，孩子，父母等等，这些几
乎要占去我们打部分的精力，就算想去学习更多的知识，也
会感觉力不从心，会很累效果也不佳，所以趁年轻时刻苦学
习，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如果勇敢的走下来，你会发现你有
无限大的力量去面对社会及以后的生活，很多人为了年轻时
的享受，不愿去学习，那他的未来永远在痛苦与劳累中度过。

要做到六经注我，就是把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融入自己的



生命，也就是要懂得学以致用，因为现在信息时代，要学的
东西有很多，很多年轻妈妈吧自己的孩子送去学校培训各种
各样的技能，认为孩子学的越多就越好，却忽略了孩子是否
真正的在运用，学到的知识能够成为自己的知识而不仅仅停
留在书本上，能够运用于自身工作和生活，这才是学习的目
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做不到这点，像我们平时的各类培
训，这些知识对我们的管理工作有很大的用途，而我却很少
运用甚至忽略所学的知识，如果一味的靠自己的思维定式去
管理，导致的结果是原地踏步，不会有进展，所以我们要更
加用心把所学的真正成为自己的能源要不断的去运用。

通过学习，自身的修养不断提高，内心会变得很强大，自己
面对事情会更加有自信，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事物有自己的判
断，坚定自己的内心，并且懂得如何取舍，从而能做到内心
的坦然与淡定。

荀子修身的读后感篇四

荀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在孔子核心思想“仁”，孟子核心思想“义”的基础上又
提出了“礼”、“法”的思想，被后世尊称为“后圣”。

我个人认为，时代的背景不同是造成同一种思想受不同待遇
的主要因素。在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战乱不断。此时
各国统治者为了使本国不被吞并，将主要精力投入在修明内
政与修治军事方面。而各国统治者迫于战争的压力，需要拥
有一个快速而有效的使百姓归顺、人民各司其职的办法。儒
家思想提倡感化百姓，但是感化百姓所耗费的时间过长。而
法家思想提倡严格按照法律治国，赏罚分明，正好符合统治
者的需求。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及兵家思想得到重用，
而儒家思想则被统治者拒之门外。

到了汉朝，国家基本安定，人们之前被秦朝严苛的法令压迫
得无法喘气，此时需要的是一种相对和谐松弛的社会环境。



因此统治者采取儒家思想治理国家，注重礼乐，提倡人们修
身养性，增加学识，以儒家思想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由此可见，统治的思想与政策因时因地而改变，荀子的思想
在他有生之年不被采用，并不代表他提出的说法没有可取之
处，而在于不适应时代需求；他的两个弟子在当时能够得到
重用，并不是因为学识超越了老师，而在于他们能迎合统治
者的心理，提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思想。要感叹也只能感叹荀
子的生不逢时了。

《修身》讲述的是使内心充盈、理气养生之道。它倡导君子
仁德、谦恭、遵从道义与法度，去做使内心安适之事，批判
了追求名利、不讲究礼义之人。

荀子《修身》一篇中围绕“礼文”和“法度”展开讨
论。“礼”，指的是人们所应具备的道德素质与礼
节；“文”指的是知识，“法度”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法律法
规。荀子认为:“做人不讲礼文，就不能生存；做事不讲礼文，
就没有成就；国家不讲礼文，就不得安宁。人没有法度，行
动就狂妄；有法度，而没有见识，心情就惶窘不安；依从法
度，而又深明事理，然后才态度温和可亲。”

荀子还特殊强调了导师的重要性。他认为：礼文，是所以端
正身心的；导师，是所以正确地阐述礼文的。没有导师，我
们就无法知道礼文是否正确。导师怎么说就怎么做，这就是
理智顺从导师。情感安于礼文，理智顺从导师，这就是圣人。
在战乱的时代，统治者都在鼓励人民耕战时，荀子却在提倡
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得不说荀子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实现“修身”，在礼文方面要做到：体貌恭敬，内心忠信，
仁民爱物，注重自我反省；在法度方面要做到：遵守法度，
用善行来理气养生，顺从导师，增加自身知识，成为知识渊
博之人。



荀子这一篇言论不仅在当时社会具有一定的作用，对于当今
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今，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可是精神世界却在不断缩小。
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荀子所提倡的“修身”，通过“修身”
来填补精神世界的空白。

这就是我对荀子《修身》的一点看法。

荀子修身的读后感篇五

这个学期，我读了《廉洁修身》这一本关于青少年修身养性
的书，读后，我深受教育，使我懂得做一名好少年必需具备
的基本品质：诚实守信—勤劳节俭—谦虚礼让—自省自律—
遵纪守法。其中，最让我感悟深刻的是：诚实守信—遵纪守
法。因为我觉得这两点对于青少年来说很重要。

"诚实守信"这一单元它里面讲述了要如何做人，例如《成功
的"通行证"》：一个读名牌大学的博士，因为他毕业了，所
以就出来找工作。他去了很多家招聘人的公司去面试，每家
公司对他的学历都很满意，但是他有两次"逃票"记录，所以
才放弃了这为人才。谎言再美丽，是害人害己终究也被人识
破，诚实是做人的根本，这种美德好比盛开的鲜花。看上去
是区区一件小事，却毁了他的大好前途。

"遵纪守法"这一单元主要讲述了为什么要遵纪守法，遵纪守
法有什么好处。例如铁面包"——公拯：包拯是北宋时期的一
位有名的清官，他在公堂上都是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去对待每
一名囚犯，不以权谋私，贪脏枉法，更不会以"包大人"的名
义而对囚犯滥用私刑。他对亲人也是公平公正，决不偏私。
从而赢得了大家的赞赏。在这个单元里我总结出了一句话：
以权谋私，总是害人害己，不如遵纪守法，从而还能够赢得
大家的赞赏。

这本书很有益，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是一本真正的好书，我



要好好的品读，好好领会里边更多的人生道理，让我的人生
更加精采—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