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字经弟子规读后感 小学三字经弟
子规读后感(通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
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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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字经弟子规读后感篇一

《弟子规》不是《三字经》，《弟子规》这本书，影响之大，
读诵之广，仅次于《三字经》。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之一，
作者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李毓秀。后经贾存仁修订改编而
成为弟子规。其内容取自《论语·学而篇》中的第六
条：“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
有余力，则以学文。”

《弟子规》是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的文体方式编纂而成。
然后再以《总叙》、《入则孝》、《出则弟》、《谨》、
《信》、《泛爱众》、《亲仁》和《余力学文》等部份来加
以演述。列举为人子弟在家、外出、待人接物、求学等应有
的礼仪和规范，特别讲求家庭教育和生活教育。

《三字经》是中国的'传统儿童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
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历久不衰。

《三字经》取材典故范，包括中国五千年神传文化的文学、
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内容相
当丰富。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
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三字经》

有关《三字经》作者归属，相传出自宋元之际宁波大学者王
应麟之手。

不过在广东顺德举办的一次历史档案文献展上，展出了一件
由清朝咸丰探花、顺德人李文田编辑的《三字经句释》，其
封面上“区适子手著”5个大字佐证了《三字经》出自顺德。
据明清之际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11中记载：“童蒙所诵
《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另一位广东学者凌扬藻在
《蠡勺编》中，也认为《三字经》是区适子所撰。

这在浙江宁波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学者认定，《三
字经》的作者早被确认是王应麟无疑。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南宋鄞县人。他少年时通
《六经》，淳佑元年(1241年)中进士，历任过秘书监、吏部
侍郎等诸多官职，博学多闻，长于考证，著述丰厚。而据
《中国帝陵》作者王重光介绍，王应麟的文集未见载有《三
字经》。《三字经》诞生于元初，直到明代才广为流传，明
清人多认定作者是王应麟。王应麟呕心沥血写就的弘富著述
并未得到广泛传播，反而是这本未收入正集的小册子却家喻
户晓，流传数百年。

宁波地方文史研究专家桂心仪先生认为有3点理由可界定作者
是王应麟：其一，《三字经》非博学多闻的大手笔不能作;其
二，《三字经》仅为儿童上学的启蒙教材，非热爱儿童教育
者不愿撰;其三，《三字经》叙写历史文化原来只到唐宋为止。

有关《三字经》作者归属，一直是个历史“公案”。比如
《辞源》释词为：“相传为南宋王应麟编”，又有说是“宋
末区适撰”、“明人黎贞撰”。

《弟子规》



《弟子规》这本书，影响之大，读诵之广，仅次于《三字
经》。《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
年至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学而篇」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
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
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
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废经
废伦，治安败坏根由。贪瞋痴慢，人心堕落原因，欲致天下
太平，须从根本着手。图挽犯罪狂澜，唯有明伦教孝。误根
本为枝末，认枝末为根本。为求解决问题，反倒制造问题。
君子唯有务本，本务邦国自宁。俗云：「教儿初孩，教妇初
来」，儿童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先入为主，及其长而不
易变;故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凡为人父母者，
在其子女幼小时，即当教以读诵经典，以培养其根本智慧及
定力;更晓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尽分之道;若幼小时不教，
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无能为力矣!

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教之
道，贵以专。」，而非博与杂;故一部经典，宜读诵百至千遍，
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现在教
学，坏在博与杂，且不重因果道德及学生读经、定力之培养，
至有今日之苦果。企盼贤明父母师长，深体斯旨;此乃中华文
化之命脉所系，中华子孙能否长享太平之关键，有慧眼者，
当见于此。

三字经弟子规读后感篇二

三字经的每一个，每一行字，都在讲述着一个个人生的哲理。
像“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那样，意思就是不
能浪费光阴，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而“一而十，十而白，百而千，千而万”的意思，就是要逐



步做事，一步一步来。

三字经历史悠久，是由一件件民间传说融入到一个个字中的。
别看这小小的一个字，它里面可有一个个故事呢!像“曰春夏，
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那样，讲述的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呢!

在以前，有一个女神。一天，她的儿子被冥王抓走了，冥王
对她说，只要她的儿子不吃地狱里的东西，他就还给她，可
是，他的儿子只是吃了一个果子。从此，冥王只能让他一年
回去俩次，回去的时候，万物复苏，而没回去的时候，将寒
冷无比。所以，导致出了春，夏，秋，冬，这四季。

瞧，这个故事是多么有趣啊!《三字经》还有许多故事呢!如
盖房子，孟子妈妈三次搬家……这些故事都是多么有趣啊!而
且，故事的精华都包含在这几个小小的字里。这几个小小的
字，却蕴含着这么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是好啊!

最近读了一本叫做弟子规的书，使我渐渐感悟了《弟子规》
的意思。我这才发现，原来做人也有许多规则，因此，想做
一个受人敬重的人就得有规有矩，有礼貌，尊老爱幼，守信
用。我就说一说我读后的感受吧!首先是〈入则孝〉，这里主
要是教育我们要孝顺父母、亲人，读后感《三字经弟子规大
学读后感》。他们所说的，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好，所以无
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听从他们的教诲。还有就是，不管他们
爱不爱我们，我们都要用自己的真心去爱他们。因为，毕竟
是他们生下了我们，养大了我们，我们总不能忘记养育之恩
吧?更何况弟子规里面也有写到“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
孝方贤。”它的意思是：不管父母、亲人爱不爱你，你都要
尽你做人的孝道，尊敬父母、亲人。其次是〈出则弟〉，它
是教我们怎么和别人相处的。比如“兄道友，弟道恭，兄弟
睦，孝在中。”意思是：兄弟朋友要互相尊敬，要和睦，如
果不和睦，父母就要为你们操心，和睦,就少了父母亲的一份
担忧，就等于是孝敬父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和兄弟姐妹



们和谐相处，这样我们的父母看了才会从心里面为我们感到
高兴，我们也会因此更快乐的。〈谨〉，我们生活中做什么
事，时时刻刻都要谨慎。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穿衣
服要系钮扣，要整洁，还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喝酒要适量，不
要喝醉了，否则容易被别人“说闲话”。尤其是不应该在背
后谈论人家的长短，这样是不好的，也是不道德的。人不要
自私，要大方，不计较小事，这样人也会变得很快乐。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的第一句写到：“《大学》之书，古之
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意思是《大学》这部书，是古代大
学教书育人的纲要和准绳。为什么呢?带着这个疑问，我阅读了
《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中的《大学》。

《大学》被朱熹分为了经篇和传篇。经一章向人们展示的是
儒家的“三纲八目”的要义，逻辑分明，层层推进。“三
纲”指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指的
是“格物、致知、成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十篇的传的文则是引经据典地阐释“三纲八目”，其
内容言简义丰。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宗
旨在于显明本有的清明德行，在于把这种修养取得的成就恩
泽人间百姓，从而使人人都达到至善的境界。解释“在明明
德”的传一章引用了《康诰》《大甲》《尧典》主要是“为
了说明弘扬人性中美好善良的品质从三皇五帝时期就开始了，
并不是我们标新立异的产物。”我认为它包涵了“性本善”
的意味。《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中的“天之明
命”就是指上天平等赋予每个人的德性。它强调了人的本性
都是善良美好的，但是可能由于后天的环境和教育的不同才
导致了人们在品行和德性方面的差异。因此“皆自明也”，
即要我们自己加强自身的修养。



三字经弟子规读后感篇三

《三字经》、《弟子规》可真是两篇宝贵的好文章啊!今日我
读了一遍，才知其中蕴含着天地间的哲理是我们这些“90后
的青年男女”所不懂的，今天，我就把我看过的《三字经》、
《弟子规》的感受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父母、老师

父母在人的一生中最重要，是启蒙老师，而老师则是父母之
后的又一重要人物，他们教我们读书，教我们算术，教我们
孝敬父母，教我们明理。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无时无
刻地鞭策你，督促你，让你拥有一颗明智的心和聪慧的大脑，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让你拥有纯洁、高尚的灵魂。老师是
我们心中最美的太阳。

孝亲、敬长

既然他们赋予了我们本来所没有的才能，磨练了我们的意志，
我们为什么不孝敬、尊敬他们呢?孝敬父母，不能总让父母操
心、生气，因为气大伤身啊!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平平安
安、长命百岁呢?孝敬父母，要听父母的话，父母吩咐的，如
果合情、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应该积极努力、不遗余力的
去做，因为父母不仅赋予了我们生命，还对我们有恩惠，这
样的恩惠不应该忘记，而应刻骨铭心，牢记一生!孝敬父母，
我们更应关心、体贴父母，父母劳累了，我们应该主动端茶
送水，父母生病了，我们要把药亲自端给他们。古时候有个
黄香为父温席、扇凉，难道现在的我们为父母做一点点小事
都不愿么?(cnfla：)

在学校应该好好学习，这不仅是一种尊敬师长的表现，更是
一种孝敬父母的表现，好好学习不仅回报父母，还回报了社
会、国家。老师赋予了我们许多，我们更应好好对待他们。
有的学生总是和老师对着干，唱反调，上课起哄，无故旷课。



你们怎么不用大脑想想，你们这样做对得起老师么?老师一心
只想叫同学们学好，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我们更应尊
敬老师啊!首先见到老师要问好，这是最起码的、一个高中生
必备的礼貌和涵养。我们更要为老师着想，将心比心。别看
老师平时对我们严厉，但要明白严也是爱，娇惯反而是害!对
于以上的父母、老师，我们都应当把他们看做圣人，用圣人
的眼光和方式去对待自己的父母、老师啊!

学习、刻苦

不刻苦学习，敷衍了事，又怎么会成功呢?

文化、差异

我们是“90的青年男女。”雷锋精神在许多青年心目中已被
淡化，焦裕禄的形象或许大多数青年已经从记忆上抹去，取
而代之的却是“月光族”和“韩流”。路边常常有人行乞，
可现在的青年又有谁去关心一下他们呢?青年们已经忘记了本
国的一些节日和文化，反而去追逐那些“非主流文化”啊!不
禁教我寒心在非主流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十分怪异，讲话
怪异，造型怪异，着装更怪异，一切都怪异到了极点，真不
知道现在的青年男女到底在想什么啊!看看我，多么单纯、朴
素、老实，真的可以为《弟子规》做形象代言了!

道德、修养

一人随便往地上吐了一口痰，一口痰事小，传染疾病事大，
更影响市容!难道真的就以为吐一口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么?
错了!很多人不只是往地上吐一口痰，而且用脏话骂人，随地
小便，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屡禁不止，难道我们的世界就应
被那些没道德，没修养的人糟蹋?唉!或许只是由于地点不同
罢了!他们并没有把外界当做自己的家，他们再没有修养也不
可能在自己家里吐痰、大声骂人和便溺的!他们并没有想过该
怎么融入这个社会，一个人的修养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



来的。

仁义、礼智

仁义、礼智是儒家所宣扬的传统，唉!只可惜现在社会中的仁
义、礼智已经在青年男女中淡化了，自私愚昧却淡淡表现在
了青年男女的身上，捡到别人财物会主动归还失主的毕竟是
少数，这少数人还有些良知，而那些没有良知的，早将财物
挥霍一空。同学中有人受欺负了，同学们顶多会关心安慰一
下，又有谁去想过为那个受欺负的学生讨回公道呢?我总会赶
紧向老师报告或者去找那个欺负学生的学生，去找他理论，
要相信人间有正义，公平尚存啊!要有爱心，要仁爱啊，同学
们!

诚实、守信

做人要诚实，有信誉，别人才会信得起你，我们有许多人在
这方面做得很不好，古人就遵循着诚信这一优良传统，到了
我们这代反而让这宝贵的文化遗产淡化了!平日里我们总是不
能按时参加约会，这让举办约会的人很尴尬，所以我们必须
按时，古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们不能否认，做人守信到
永远是一个人必备的品德啊!谁也不能将这一品德淡化，要知
道一个人无信誉，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

“90后的青年男女”希望你们看了本人这篇读后感可以反省
一下，改变一下自己。

三字经弟子规读后感篇四

读《三字经》和《弟子规》的心得体会(8)

读《三字经》和《弟子规》的心得体会(8)
原文：我中华，在东北。寒燠均，霜露改。右高原，左大海。
曰江河，曰淮济，此四渎，水之纪。曰岱华，嵩恒衡，此五



岳，山之名。古九州，今改制，称行省，二十二。

关键词和关键词的注释：

燠。(音：遇)暖，热，闷热。如，寒燠不均；

四渎。渎。(音：读)水沟，小渠。

四渎。古人对四条独流入海的`大川的总称。即江(沂水，出
山东至江苏入海)、淮(淮河)、河(黄河)、济(在河南)。注意，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说法，不科学，现代尽量不采用这个概
念。

纪。记载。水纪，江河湖泊的地理知识书籍。

…

三字经弟子规读后感篇五

《弟子规》是我国古代历史文明送给每个中国人的礼物。它
短小精悍却蕴含着许多深刻的道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她深
深地吸引着我不仅是它生动有趣的人物历史故事还有它本身
富有的内涵。三字一句两字一韵读起来琅琅上口。

在《弟子规》中我有几句很欣赏其中一句是:朝起早夜眠迟老
易至惜此时。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早晨要早早地起床晚上睡
觉要晚一些。人的一生很快就会过去从幼年到老年是转瞬即
至的事情所以应加倍珍惜眼前的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
伤悲。”“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所以珍惜时光也就
是珍惜生命。就像我们这个学期一样时间像箭一样快地过去
很快就到学期末了但有些同学磨磨蹭蹭不珍惜时间我真是为
他们而担心。人的一生就是要珍惜一分一秒做时间的主人。

这只不过是《弟子规》里面的一句而已其实这里面所有句子



都蕴含着一个道理这需要我们慢慢去体会去领悟。

所以《弟子规》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建议所有的学生都来
熟读《弟子规》并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争取做一名品德高尚
的小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