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字经的读后感(优质17篇)
励志让我们拥有了追逐梦想的动力和勇气，使我们的人生更
加丰富多彩。总结需要有具体的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1.成
功的人生需要总结，它是向前看的垫脚石。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一

初会《三字经》，是刚入小学时的事。那时的我只是一个懵
懂无知，踏入校园不久的孩童，哪里懂得那些文字后蕴藏的
深厚哲理，但是是应对学校布置下的经典诵读的任务，不得
已而为之。因此，虽是记得个滚瓜烂熟，却根本不明白其中
的含义，能博得老师的一两句表扬也就满足了。

再读《三字经》，依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始本以为只要会
背就行，心中还暗自雀跃了一番，默默感谢了荷花池小学的
启蒙教育，帮我省却了再次背诵的时刻。可老师接下来需要
明白的要求让我长叹一声，不得不无奈的又拾起这部当初让
自己头痛至极的奇文怪字。但是，毕竟是年长了七岁，随着
时刻的流淌，我的人生阅历已早已大大超越了七年前的自己，
对古文字也有了必须的明白潜质，再加之是在假期，时刻上
更为充裕，重拾这部著作，不必如同当年那般囫囵吞枣。细
细品味后，我开始渐渐明白当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领略到
那些三字短句的魅力所在，彻底颠覆了我原有的对《三字经》
所下的定义。这看似一个个短小精炼的语句，却上有天文，
下有地理，博古通今，字字含义深刻，句句深入人心，凝聚
了古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各个领域的思想精
髓，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真可谓“半部论语治天
下”！

开学之后，在博通古文的胡老师的指引下又读《三字经》，
更是有了不一样的惊喜，不一样的收获。读《三字经》，方
知孔孟之练达睿智，历史之广博丰富，中华文化之深奥精微。



“中不偏，庸不易”，“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
适当”。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上帝赋予了我们每
个人成为璞玉的机会，但是，为何人与人之间竟会存在这么
大的差别，是社会不公吗？是先天注定的吗？不，我想这些
都不足以构成我们堕落、颓废的理由。要想得到更多，就务
必得学会付出发奋。像播种一般，只有洒下汗水，辛勤付出，
才能迎来收获成功的果实。如果这天的你不把握大好时光，
不发奋学习，却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为自己的懒惰寻
理由，整日怨天尤人，那么将来你注定一事无成。如果你愿
意刻苦磨练自己，愿意为自己的明天发奋付出，那你必须会
苦尽甘来，上帝定会赐予你变为璞玉的机会。我们的明天就
掌握在自己手中，坚信这天的你定不会错失成为美玉的机会。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我们从小就就应学
会孝敬父母，感恩父母，这是作为“人”所务必遵从的准则。
父母给予了我们至深至纯的爱，从小到大，他们为我们操碎
了心，我们一点一滴的进步都离不开父母的辛勤培育，我们
的一举一动都深深牵绊着他们的心。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孝顺
父母，不心怀感恩。想想这天，有多少孩子以青春期、叛逆
期作为借口，理直气壮地顶撞父母，与父母闹得不可开交。
又有多少人不断为自己找寻借口，想着日后再感恩父母，孝
敬父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眼前
人，善待为我们无怨无悔付出的父母吧，不好等到失去了才
去流泪，错过了才道惋惜。

都说不一样的年龄段读《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的名
著会有不一样的感慨，我想，读《三字经》也是如此吧。或
许，再过十年，或是更久以后，我回头再来翻阅这幼儿时期
开始的启蒙教育读本，从中得到的感悟又会是另一番境界了。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二

很小的时候，我就会背一长段的三字经，不认识一个字儿，
更不知道其中蕴含的意义。

这个寒假，妈妈给我买了一本注音版的`《三字经》，我自豪
地发现，里边的字绝大多数我已经认识了，即便不认识，我
通过拼音也能轻而易举地把它读出来。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读得正起劲儿时，
妈妈突然问了我一句话：“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妈妈一句话就把我问懵了，我连连摇头。妈妈轻轻地在我身
边坐下，耐心地帮我解释其中的意思，还给我讲起了其中的
故事，如《孟母三迁》，讲完故事妈妈还告诉我，她为我选
择慈吉小学，就是希望这个好环境，能让我好好学习。我特
别喜欢我们的慈吉小学，心里真的很感谢妈妈的良苦用心。

春节联欢晚会上，我还听到了赵文卓叔叔和一群少林小子一
起表演武术《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我在《三字经》里
也读到过，妈妈又告诉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让我们
的国家更加强大。

我真喜欢看《三字经》，它让我懂得了好多好多的道理。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三

《三字经》是一部流传甚广、家喻户晓的启蒙读物，它教育我
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礼貌待人、勤奋好学等等知识。那
我们从中学到什么?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三字经读后
感，一起来看看。

从老师教我们唱《三字经》这首歌开始，就深深的被她吸引，
一遍又一遍的读。



《三字经》包含了各类知识，它分为六个部分。“人之初，
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让我明白了教育和学习对
儿童成长的重要性;“为人子，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
闻”使我明白懂礼仪，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知某数，识某
文”到“此十义，人所同”让我了解了一些名物常识;“烦训
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让我快速浏览了中国古
代的重要典籍;“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我
游历了伏羲神农至清代的朝代变革;“口而诵，心而惟”
到“戒之哉，宜勉力”我深知只有学习勤奋刻苦，长大才能
有所为。

《三字经》自宋朝以为，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共一千多个字。
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
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和道德，以及一
些民间传说等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

在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就教我背三字经。其中我印象最
深刻的一句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句
话是指玉不打磨雕刻，不会成为精美的器物;人若是不学习，
就不懂得礼仪，不能成才。从这句话中我懂得了一个人的成
才之路如同雕刻玉器一样，玉在没有打磨雕琢以前和石头没
有区别，人也是一样，只有经过刻苦磨练才能成为一个有用
的人。

从此我便努力学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来能够为国家
做出一点奉献。

三字经句句经典，通过学习三字经，我学到了很多道理，它
们对我后来的学习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我非常认真的读了这本书。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被这种简介
精湛的哲言隽语所吸引;“孟母择邻”、“黄香温习”、“孔



融让梨”......我被一个个寓意深远的故事所感动。

我特别喜欢读“孟母择邻”的故事。“昔孟母，择邻处”讲
的是孟子幼年因住在墓地附近，他就经常模仿那些办丧事人
的哭泣;孟母就把家迁到了集市，孟子便整天模仿商人吆喝着
做买卖;孟母又把家迁到学堂附近，孟子终于学到了礼仪和文
化知识。这说明环境对人的成长很重要，正所谓“近朱则赤，
近墨者黑”嘛。

有了良好的环境，自身努力也很重要。“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义。”我们每一个小学生，犹如一块璞玉，不
经雕琢，怎能成大器?我们应立鸿鹄之志，刻苦学习，勇登峰
顶，长大要做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还有“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讲的是周武王
推翻商纣王朝的残暴统治，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周朝使我国
历代王朝中最久的朝代。读了“三字经”后，我对这段历史
印象更深刻了。

《三字经》使我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如果你还没有读过
这本书，我建议你去读一读，他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收获。

郑州市金沙小学五年级二班：尹一丹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四

当我读到《中华少儿爱国三字歌》中的“故土热，家乡亲，
思养育，贯终身”时，便引起我一连串的'思索：这句话说得
是多么深刻啊！这告诉我们一个人对于生养他的父母及家乡
的故土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而这句话也无疑批判了当今社会的
“出国风”。

再看看老一辈的科学家们，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放弃国外优



厚的待遇，几经周折，在国外学成又归来了！他们要在自己
的故土上散发光和热！

爱国并非一句空话，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去做才行。是啊，
有句古话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为何
说“天下无难事”呢？因为，做了，“难”事则转化
为“易”事，不做则反之。作为一个中学生，一定要从一点
一滴做起，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地走下去，才能为我国的将来
出一份力量。

同学们，我们是21世纪的主人，未来的中国属于我们，我们
只有发奋学习，将献我们的才华无保留地贡献给我们的祖国，
才能够使我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国家！

同学们，请记住：“振兴中华靠我辈！我们不能纸上谈兵，
而需要我们把爱放在行动中。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五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书房中传出我朗朗
的读书声。我正在读一本中华经典书籍——《三字经》呢。

这个学期，学校开展了“经典诵读”活动。老师向我们推荐
了好多古今经典诗文，而我最喜欢读的就是《三字经》。它
是我国明清时期的儿童启蒙课本，作者是宋代的王应麟。这
本书共一千多字，三字一句，句句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
很有节奏感，令我百读不厌。

我的这本《三字经》不仅有它的原文，而且还有注释和相关
的`故事，图文并茂，使我读起来兴趣盎然。

读《三字经》，让我懂得谦让、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是讲孔融四岁就知道
把大梨让给哥哥；“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是



讲黄香九岁就知道用身体把被窝焐暖让父亲休息；“首孝弟，
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是说人应该首先孝顺父母，尊敬
兄长，其次才是增长见识，学习知识。

读着这些内容，我不禁感到一阵阵脸红。我是爸爸妈妈
的“掌上明珠”，只要我开口，要什么就有什么，真可
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一直以为父母为我所做的一
切都是应该的，从来没有想到为他们做些什么。每当学习不
顺心的时候，甚至还会向父母乱发脾气呢。和孔融、黄香相
比，我真是无地自容呀。今后，我要改变自己，多体谅爸爸
妈妈，多为他们着想，尽量让他们少为我操心。

读《三字经》，我还懂得了许多学习和做人的道理。“幼不
学，老何为”警示我小时候要用功读书；“玉不琢，不成
器”告诫我人不经过锻炼是不会成才的；“勤有功，戏无
益”告诉我凡是勤奋上进的人，都会有好的收获，只顾贪玩，
浪费了大好时光的人是一定会后悔的；“头悬梁，锥刺股”
提醒我学习时一定要全神贯注；“昔仲尼，师项橐”告诉我
学习应该不耻下问。

《三字经》的内容包罗万象，为我们讲道德，论古今，有名
人英雄，有历史战争，有学习方法，有自然规律。它是古人
智慧的结晶，是文学的宝藏，是永不褪色的经典！

徜徉在这样的经典诗文中，我的心灵受到一次次洗涤。在这
些精练短小的语句中，蕴含着人生的哲理，让我明辨是非，
学会感恩，懂得做人的道理。阅读着，收获着，我乐此不疲。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六

《三字经》中还有这样的诗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
不知义。”意思很清楚，一块玉石不经雕琢是不能成为一件
玉器只是一块玉石。人不学习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
么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而“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



礼仪。”意思是说：孩子小时应特别注重三个方面的学习：
亲近良师、亲近益友，要学习礼貌懂规矩。

通过学习这些诗句，给我们讲了怎样做人的道理，教育我们
在学习和生活中要养成优良的品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长大才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才能把祖国建设的更加富
强。

三字经读后感200字3

读了三字经后，我学到了很多古时候名人轶事，很多孝敬父
母，热爱学习的人。比如黄香扇枕。车胤囊萤等等。这些都
是古代的名人。

以后我也要向他们学习，不浪费时间。三字经里有许多的做
人的道理，虽然我还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以后多读多看慢
慢就会明白的。

三字经这本书不仅仅教我们怎么做人，还能教会我们长大以
后怎么做事。我觉得三字经将是我人生的榜。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七

这几天我读了《三字经》，书中的许多告诉让我受益匪浅。
在这些故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源流
长。

书中的每个故事、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养不教，
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
为。玉不啄，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
亲师友，习礼仪。”这是我阅读了《三字经》里的一句话。
这几句讲的十分好，它告诉我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管教孩
子管教得不好，是父母的过错。教师如果教书不严厉，那是
教师的懒惰。小时候不学习，将来长大想学也不行了。所以



我深深感受到：我必须要更加努力学习，长大后回报自我的
父母与教师。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子的母亲曾三次搬
家，是为了使孟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一次孟子逃学，孟母
就割断织机的布来教子。孟子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大
学问家，是和母亲的严格教育分不开的。从那里我们能够看
到良好的环境对学生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

《三字经》不可是一本书，还是古代人们智慧的结晶，是文
学的宝藏，是永不褪色的经典。它浓缩了中华上下几千年的
历史，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一篇又一
篇的寓意吸引着大家。快和我一齐去读这本好书吧。

三字经小学生读后感5

寒假里，我看了一本国学经典，名字叫巜三字经》

这本书的作者是宋朝的王应麟等写成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
年的文化，其中中国传统国学是我国辉煌灿烂的核心部分，
它博大精深其中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相远”释义是人生下来，本性都是善良的，善良的本性彼此
都很接近。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后天所处的环境和学习环
境不一样，性情也就有了好和坏的差别。

有一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有两个兄弟，他们刚出生，一个
哭了，另一个也哭了可是，他们办满月酒算卦的时候，一个
孩子是状元命，另一个是乞丐命。那个乞丐命的妈妈不信这
命，努力教育孩子，最终变成了状元。而另一个算卦是状元
命的孩子，妈妈忽视教育，结果则成了乞丐。他哥俩相遇的
时，哥哥感到很羞愧。

我想根本没有命中注定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不一样，不是
与生俱来的。因为孩子从小都是一样的，都是善良的好孩子。



只可是是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了不一样的教育，
才使他们有了不一样的人生。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释义是战国时期，
孟子母亲三次搬家，是为了使孟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一次
孟子逃学，孟母就断织机的布来教子。我读了这个故事的感
受是孟子在治学方面有许多格言。学问之道，最贵用心，用
心思索才能有所收获，不然就不会有所得。

这本书让我懂了许多道理：比如一个人不能认命，要改变环
境，主动找人学习，我以后学习会持之以恒，而不能一步登
天。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三字经小学生读后感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八

1.  《三字经》读后感

今天我读了《三字经》最后的一些——“莹八岁，能咏诗”到
“戒之哉，宜勉力”，里面讲的是古圣先贤的故事精神和人
生的哲理。其中有几句话十分影响我“幼而学，壮而行，上
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勤
有功，戏无益。”这几句话主要讲我们要小时候努力学习，
不能耽误学习的黄金时段。这样，长大为国。、为民、为自
己都有好处。还能使父母长辈感到骄傲自豪，造福于后代。

以前，我总以为学习的机会和时间还很长，不必这么累这么
认真地学习，可以留着一些知识以后慢慢学。可现在我才知
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们学习的机会只有那几次，错
过了就再也遇不到了。并且知识也像一个黑洞一样，越来越
大。今天你会了这个，明天又有新的知识等着你，可谁又能
保证你前一天学的知识忘不了呢?知识像一只被人吹的气球一



样越来越大，就算你有三个脑子每天不停地记也记不完。所
以，我们要把握好近在手边的学习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一
错过就再也记不住了。

玩耍的快乐只是暂时性的快乐，并且这种快乐就像夏天里的
冰一样，一吃还想吃。我们学生可以享受一下这种快乐，不
过不可多享。如果多享受，意志差的同学就会控制不住自己，
从而无心学习，长大后悔莫及。学习的快乐是永久性的快乐。
它像一杯咖啡，刚开始有苦，然后是淡淡的苦，再而是微香，
最后是香醇。我们要学会做长久的快乐，虽然刚开始没有香，
不过会越来越有甜头。从而让你爱上这种长久的快乐。

我要学会做一个珍惜时间，品尝学习“咖啡”的小才女。

2.  《三字经》读后感

经历了多少沧海桑田，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中华民族的灿
烂文化一直毅力于世界之巅，源远流长。其中以少儿启蒙读物
《三字经》为代表的作品最为典型。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
三字一句、含义简单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但至今为止还
未探索出这本书的作者，即使如此，有些人们也把它谱成曲，
让优美的旋律净化心灵，升华个人思想，让你在体味韵律的
同时，获得并体察到了人生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的内心世界。

人之初，性本善。

这两句放在《三字经》的开头，一语双关，既从人的本性开
始写起，结构明确，也阐述了人的本性，即人出生的时候，
天性本来是善良的，通过钱文忠教授介绍：最初提出这一观
点的人是儒家思想创建者孟子。在孟子的言论中，重点
以“仁”为主，我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种观点可以使很多
人避免“雾里看花”，从而走上不归之路，人性本善，是人
类内心世界真是的写照。



性相近，习相远。

人的本性差距不大，但是由于受到后天外来环境的熏染，差
距越来越大。可见在古代，就有人对“后天环境”做出了评
价，认为导致人性不同的根本原因是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
这句“古训”一直沿用至今。在这个繁华都市，形形色色的
事物，在给人们增添乐趣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改变了人们的
天性，沉溺于其中，从而便有了教育。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如果不去接受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受到变迁，而学习的
根本办法，就是专一”。这是钱文忠教授对这句话的理解，
我对这句话，情有独钟，因为人性格的养成是要受到后天教
育的影响，对于18岁以下未成年人，他们没有辨别是非的能
力，很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上网、打游戏、逃学、说
脏话，这些现象在中学生中已经是很普遍了，而教育就是挖
掘他们本性的善良，让他们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这
才是社会发展的要求。

《三字经》的经典语句，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它就像在
人们心中种下一粒思想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九

《三字经》把我国从古到今的许多故事、知识，以三字经文
的方式展示给我们，其中有教我们做人的`，有教我们做事的，
还有教我们學习的等等。

这些故事有着深刻的哲學道理，生动而有教育意义。比
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學，断机杼”，讲得就是孟母三
迁和孟子逃學后孟母剪布教子的故事，告诉我们學习不仅要
有好的方法，而且要有好的环境，特别是要持之以恒，不能



半途而废。

又比如“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这段话讲得
是黄香九岁时就懂得孝敬父亲，冬天把被窝捂热后再请父亲
睡。读了这个故事，我很受启发，我觉得我要向黄香學习，
多为父母做些家务，做一个孝敬父母的好孩子。

《三字经》里还有很多哲學故事，给我们树立了许多榜样，
告诉我们很多深刻道理，让我们受益无穷。

国学《三字经》中含有古代人民的智慧，让后人读后感悟如
何做人的道理。

《三字经》中有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
远。”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一生下来的时候本性都是好的，
只是由于后天的成长过程中，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不一样，
性情也有了好与坏的差别。

《三字经》中还有这样的诗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
不知义。”意思很清楚，一块玉石不经雕琢是不能成为一件
玉器只是一块玉石。人不学习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
么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而“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
礼仪。”意思是说：孩子小时应特别注重三个方面的学习：
亲近良师、亲近益友，要学习礼貌懂规矩。

通过学习这些诗句，给我们讲了怎样做人的道理，教育我们
在学习和生活中要养成优良的品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长大才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才能把祖国建设的更加富
强。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十

当阅读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为此需要



认真地写一写读后感了。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下
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三字经》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三字经》这本书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是一部国家启蒙读
物，内容丰富，含义无穷，读起来朗朗上口，音韵和谐。

《三字经》中采用了叙事和论理并举的方法，运用了大量的
历史典故，蕴含了我国古代人论道德的许多精华，是一本学
习中华文化不可多得的书。这本书共一千多字，三字一句的
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含了教育、历史、天文、地物、伦理
和道德，以及一些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这本书中
有很多寓意深刻的句子，对此我有了许多感想。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本意为人出生之初，
禀性本来就都是善良的。天性也都差不多，只是后天所处的
环境不同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彼此的习性才形成了巨大的差
别。告诉我们，人生下来都是一样的，周围的环境会影响一
个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学会分辨对与错，朝对的方
向发展。“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本意是，从
前，孟子的母亲为了能让孟子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成长，曾
三次搬家。孟子不努力学习，孟母生气地割断正在织布的纱
线，从此告诫孟子只有日积月累地学习，方有进益。告诉我
们学习如织布一样，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才能成功，我们
一定要努力学习，对得起父母的用苦良心。“玉不琢，不成
器，人不学，不知义”美玉如果不经过玉工的打磨雕刻，就
不会变成精美的玉器。一个人如果不努力学习，就不会懂得
知识和道理。上帝赋予了我们每个人成为璞玉的机会，可是，
只有那些像播种一般，只有洒下汗水，辛勤付出的人，才能
迎来收获的果实。如果整天碌碌无为，就不可能成才。

《三字经》这本书告诉我们许多道理，让我们懂得世间的善
恶美丑。这坛老窖藏千年的美酒，愈久愈香，在新时代的今
天，教化人心，必将永远地散发出醉人的芳香。让我们静下



心来，捧起书，在这淡淡的墨香中与哲人会面，与良友交谈，
增长智慧，开悟人生。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十一

或许真像宋濂所说，你的读书条件远比他优越，可我却从中
品出了一丝悲哀。我不想和你比读书的条件，却想比一比其
他。

在读书的目的上，我比你幸运。你的目的是明确的，千百年
来，读书人都是“学成文武术，货卖帝王家”，走的永远是
科举仕途。从捧读《三字经》那天起，你就注定要成为封建
科举的牺牲品。不要说“不”，你的老师不也在津津乐道自己
“承天子之光，缀公卿之后”吗？真可谓嚼着自己的血肉
叫“鲜美”啊！我比你幸运！我的学习目的，初时简单——
为读书而读书，渐渐地我明白了，读书既为个人的成材，也
为国家民族的昌盛。读书是为了给个人“充值”，更是为了
民族之林的茂盛！我不会一头栽进“科举”的网络而难以自
拔，我要在知识的长空里放飞生命！

在读书的范围上，我也比你幸运。你除了“四书五
经”、“孔孟之道”外，还能涉猎其他吗？头上戴着你
的“读书目的”紧箍咒，只能做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的虚妄美梦，可悲！你上不晓天文地理，下不
知矿藏资源，理不闻数理化学，文不懂外语马列。我却不然！
我可以“学贯中西，文理兼容”，我可以登临书山，遨游网
海，出入国门，探微知着，充分享受解读“为什么”的乐趣，
因为我生活在你无法企及的时代。

再说教育吧，我更比你幸运。你只能折服于头悬梁锥刺股，
努力于囊萤映雪，学得何其苦！面对师长的尊严，你只能垂
手而立，大气不敢出，疑义岂能诉？你的宋濂师长尚且“行
深山巨谷”，临“穷冬烈风”，踩厚雪，裂足肤，你还敢懈



怠愉悦吗？我却不然！我虽也不乏辛苦，却很有乐趣，小班
教育寓教于乐，身受着“发展教育”，师生亲如一家，同窗
情同手足，上课呼名，何其可亲；下课同娱，何其可乐。

而我虽说难逃应试命运，至少勤读文本十二载，甚至更多，
但我未必一定要入“庙堂”，也不必货卖“帝王”，更何况
海本辽远，天本开阔，我尽可“鱼跃”、“鸟飞”。马生啊
马生，你为名而活，太累；我为自己而活，尤甜！

其实，最大的不同是：你依然昏昏，我已然昭昭。所以，我
比你幸运！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十二

经历了多少沧海桑田，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中华民族的灿
烂文化一向毅力于世界之巅，源远流长。其中以少儿启蒙读物
《三字经》为代表的'作品最为典型。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
三字一句、含义简单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但至今为止还
未探索出这本书的作者，即使如此，有些人们也把它谱成曲，
让优美的旋律净化心灵，升华个人思想，让你在体味韵律的
同时，获得并体察到了人生存在的好处以及人的内心世界。

人之初，性本善。

这两句放在《三字经》的开头，一语双关，既从人的本性开
始写起，结构明确，也阐述了人的本性，即人出生的时候，
天性本来是善良的，透过钱文忠教授介绍：最初提出这一观
点的人是儒家思想建立者孟子。在孟子的言论中，重点
以“仁”为主，我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种观点能够使很多
人避免“雾里看花”，从而走上不归之路，人性本善，是人
类内心世界真是的写照。

性相近，习相远。



人的本性差距不大，但是由于受到后天外来环境的熏染，差
距越来越大。可见在古代，就有人对“后天环境”做出了评
价，认为导致人性不一样的根本原因是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
这句“古训”一向沿用至今。在这个繁华都市，形形色色的
事物，在给人们增添乐趣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改变了人们的
天性，沉溺于其中，从而便有了教育。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如果不去理解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受到变迁，而学习的
根本办法，就是专一”。这是钱文忠教授对这句话的理解，
我对这句话，情有独钟，因为人性格的养成是要受到后天教
育的影响，对于18岁以下未成年人，他们没有辨别是非的潜
力，很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上网、打游戏、逃学、说
脏话，这些现象在中学生中已经是很普遍了，而教育就是挖
掘他们本性的善良，让他们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这
才是社会发展的要求。

《三字经》的经典语句，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它就像在
人们心中种下一粒思想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十三

《三字经》在我国当是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蒙学教材。
《三字经》的主要从六各方面说明了教育与学习的重要性，
介绍了我国历史、日常生活、经典名著等的基本常识。全篇
分成六个部分：一、教育的重要性;二、学习的重要性;三、
学习的内容;四、介绍古代经典著作;五、介绍中国历史沿革;
六、劝学内容。下面我将分别阐述对这六个方面的感受和体
会。

《三字经》开篇便说明了教育对一个人未来的影响之大。教
育不仅是老师的责任，父母的责任，更是与环境的因素密不
可分，学生的受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未来的人生取



向，可见教育是我们人生中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教育就必须学习，针对个人来说，所获得的长进并不是看老
师教授了多少知识，而是看学生学到了多少知识。因此在个
人的角度上看，学习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学习能快速提高
人的心智，“人生即为心灵修行的道场”，学习就是这样的
修行过程。作为学生，就是应该在不断地学习中，体会到人
生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对于一般的学生们，学习常常是一件
十分痛苦的事情，因为学习也是一种劳动，并且相对于简单
的体力劳动来说，是一种十分复杂的脑力劳动。人们天生的
懒惰会把这种劳动变成“痛苦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
的心智不能得到锻炼，那么，他就不是“社会”的人，而仅是
“自然”的人，这样的人是不能融入社会的，更得不到社会
的认可。学习已经成为一个人不可避免的一件大事。“受教
育程度代表收入”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作为学生不仅要学习，
更要勤奋、刻苦、认真地学习，不断提高心智，这样就能搭
上人生成功的列车快速前进。

《三字经》的第四、五部分介绍了学习的内容和中国历史。
学习的内容很丰富，但首先应当是学习做人，其次才是对知
识的学习。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教我们做
人的基本原则。谦虚谨慎、孝顺父母、勤奋刻苦、尊老爱幼、
勤俭节约等等。《三字经》在第二部分的知识内容上做了很
多的阐述。有“三才”、“三光”、“四时”、“四
方”、“五行”、“十干”、“十二支”、“四渎”、“五
岳”等等，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必知的一些常识，我也学到了
不少知识。

最后一部分回到学习的话题，阐述了劝学的内容，再次强调
学习的重要性，学生应该心静如水地，刻苦勤奋地，认真扎
实地学习知识，宁静以致远。这样才能更好的成长进步。在
学生时代如果能练就一种高效率、长时间、超负荷学习的本
领，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会更加顺利的前行。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十四

教子那些故事的场景，犹如电影般从眼前一幕一幕掠过。在
我儿时的记忆中，我很小就背过《三字经》，当时囫囵吞枣
地只顾背诵却不明其意。而很多年后，再和女儿一起读《三
字经》，看到每段话后的语句解释和故事，突然有一种醍醐
灌顶的感觉。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可谓家喻户
晓、脍炙人口。其三字一句、两字一韵的独特风格，使人读
起来琅琅上口。从中国传统的教育、伦理、道德、天文、地
理和历史到一些民间传说，既广泛生动、又言简意赅。尤其
是每个字、每句话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更让后人受用无穷。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短短12个字就告诫了世人：
每个人生下来原本都是一样的，但从小不好好教育，善良的
本性就会变坏。所以，教育和成长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而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孩子的
成长。于是，我们尽量从日常生活中去教导女儿：有好吃的
东西，要先送给爷爷奶奶、然后给父母、最后才可以自己吃;
当她吃饭有浪费的现象时，告诉她粮食从播种到收获有多么
艰辛;当在路上看到捡垃圾的老人，让孩子把手上的饮料瓶送
给老人，并告诉她赚钱的辛苦，节俭是一种美德。

我们一直都有在睡前阅读的习惯，女儿也深受影响。她很喜
欢阅读课外书籍，比较有自己的思想。做错事时，我们对她
的批评、教育她偶尔会用些出乎意料的言辞来反驳。恼羞成
怒的我们，一气之下难免会动手教训她。直到有天，她哭着
冲我们喊：“你们能不能不这样对我，就算我做错了，你们
也不能这么对我啊!”在那一刹那，我才彻底明白孩子的教育
真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要想使孩子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必
须时刻注意对孩子的教育，一点儿也不能放松。而用何种教
育方法，能让她更容易接受，这个问题实在让我头疼。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我不得不佩服窦公，他
教育的五个儿子都很有成就。看了注释后面的故事，才恍然
大悟：仅仅只是教育，而没有好的方法也是不行的，好的方
法就是严格而理性。窦燕山能够使五个儿子尊亲睦邻，并且
学业上都很有成就，和他的教育方法是分不开的。于是我跟
女儿商量，答应以后遇到问题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沟通，尽量
不以粗暴的言行来纠正错误。

女儿也很喜欢看电视，有时候不太自觉，看到动画片就眉开
眼笑，什么学习、作业啊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时候我就
会把她叫到房间，翻开《三字经》“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
老何为”的那一页，告诉她现在要勤奋好学，一个人不趁年
少时用功学习，长大后肯定要后悔。同时，告诉她知识在生
活、工作和人生中的重要性，读书必须懂得“学则智，不学
则愚，有不满则进步”这些道理。

跟女儿一起读《三字经》，让我找到了教育孩子的正确方法，
也让我和女儿的感情更亲近了。它不但让我和孩子对中国的
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还让我们从阅读中找到了快乐!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十五

《三字经》是一部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启蒙读物，它是教
育我们要认真学习，孝敬父母，勤奋好学，礼貌待人……都
是我们中华名组的传统美德。近期我认真地阅读了《三字
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叫，性乃
迁……”我被这些简洁精湛的哲言给吸引了“孔融让
梨”“孟母择邻”我因这些寓言深远的故事所感动国学三字
经读后感400字(4篇)国学三字经读后感400字(4篇)。

我特别喜欢“孟母择邻”的故事。“昔孟母，择邻处。子不
学，断机杼”讲的是孟子因年幼时住在墓地附近，常常有人
来这葬墓，学会了许多丧家哭泣的言语动作。孟母孟母就把
家到了闹市，孟子整天模仿街上的商人吆喝这做买卖。孟母



又将家迁到了学堂旁，并让孟子在学堂上课。有一次，孟子
偷偷从学堂里跑出来，孟目见了就将快织好好的布给剪断了，
孟子从中明白了道理，从此就好好学习了。

“融四岁，能让梨。”是讲有一次，孔融家来了一些客人，
孔融将最大的梨让给客人，将最小的梨给了自己。

“玉不琢，不成器国学。人不学，不知义。”我们每一个小
学生，犹如一块玉，玉不琢，怎成器?我们应该刻苦学习，长
大做对国家有用的人，社会有用的人。

《三字经》使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十六

在这个暑假我读了周永章的《低碳生活三字经》在其中我感
悟极大，该书主张健康的低碳生活方式从我做起，可想而知
我们的地球母亲已经慢慢支撑不了我们的“摧毁”。

在干洁的大气中，痕量气体的组成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一
定范围的大气中，出现了原来没有的微量物质，其数量和持
续时间，都有可能对人、动物、植物及物品、材料产生不利
影响和危害。当大气中污染物质的浓度达到有害程度，以至
破坏生态系统和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对人或物造成
危害的现象叫做大气污染。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既有自然
因素又有人为因素，尤其是人为因素，如工业废气、燃烧、
汽车尾气和核爆炸等。随着人类经济活动和生产的迅速发展，
在大量消耗能源的同时，同时也将大量的废气、烟尘物质排
入大气，严重影响了大气环境的质量，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
城市和工业区域。所谓干洁空气是指在自然状态下的大气
（由混合气体、水气和杂质组成）除去水气和杂质的空气，
其主要成分是氮气，占78.09%；氧气，占20.94%；氩，
占0.93%；其它各种含量不到0.1%的微量气体《如氖、氦、二
氧化碳、氪》。



大气污染物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即天然污染物和人为污染物，
引起公害的往往是人为污染物，它们主要来源于燃料燃烧和
大规模的工矿企业。

颗粒物： 指大气中液体、固体状物质，又称尘。

硫氧化物： 是硫的氧化物的总称，包括二氧化硫，三氧化硫，
三氧化二硫，一氧化硫等。

碳的氧化物： 主要包括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

氮氧化物： 是氮的氧化物的总称，包括氧化亚氮，一氧化氮，
二氧化氮，三氧化二氮等。

碳氢化合物： 是以碳元素和氢元素形成的化合物，如甲烷、
乙烷等烃类气体。

其它有害物质： 如重金属类，含氟气体，含氯气体等等。

大气污染对气候的影响很大，大气污染排放的污染物对局部
地区和全球气候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尤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影响将是很严重的。

一是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燃料中含有各种复杂的成
分，在燃烧后产生各种有害物质，即使不含杂质的燃料达到
完全燃烧，也要产生水和二氧化碳，正因为燃料燃烧使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加，破坏了自然界二氧化碳的平衡，
以至可能引发“温室效应”，致使地球气温上升。二是臭氧
层被破坏 。

大气被污染后，由于污染物质的来源、性质和持续时间的不
同，被污染地区的气象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差别，以及
人的年龄、健康状况的不同，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也不尽相同。
大气中的有害物质主要通过下述三个途径侵入人体造成危害：



《1》通过人的直接呼吸而进入人体；

《2》附着在食物上或溶于水中，使之随饮食而侵入人体；

《3》通过接触或刺激皮肤而进入到人体。其中通过呼吸而侵
入人体是主要的途径，危害也最大。

我们把大量的破坏物给地球，当然我应受我们应有的“报
应”

所以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是低能量、低消耗、低
开支的生活方式“节能减排”，不仅是当今社会的流行语，
更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的战略选择。提高“节能减排”意识，
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消费习惯进行简单易行的改变，一起减
少全球温室气体（主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意义十分重大。
“低碳生活”节能环保，有利于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恶
化的速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选择“低碳生活”，是每位
公民应尽的责任，也是每位公民应尽的义务。

所以我们应携手支持低碳生活，让我们美丽的家园一直健康。

三字经的读后感篇十七

从这学期开始，老师在早自习时间，要我们朗读“三字经”
和朱子治家格言，我们先读三字经，不久许多人就已经可以
背到第四段了，但是我连一段也背不起来。

老师说只要每天念一次，自然就会背起来了，没想到我真的
可以把三字经背起来，而且我还超过别人得进度，而且，老
师为了鼓励同学，会背的同学都可以吃冰淇淋，所以我也得
到一客香甜美味的香草冰淇淋。读经真好玩，也拿到老师的
奖励，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老师每天在班级联络簿抄会抄每日一句三字经，先让我们分



组抢答字义或故事理解，只要回答，意思有点接近，就分组
加分。所以，每次抄连络簿时，我们就赶快查字典，准备抢
答。之后，老师再讲解经文的字意或故事，结合我们的生活
故事，大大提高同学读经的兴趣。

全班一起读经时，我们先把排好桌椅，清理桌面，桌上只摆
三字经，身体自然端正，一手压书，一手指着经文跟着念。
我们只要和老师、同学一起朗读就好了，只要同学的声调、
速度一致就好了。

我喜欢读三字经，因为越背越有趣，我已经背完朱子“治家
格言”之后，我要挑战“孝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