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德育的读后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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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德育的读后感篇一

最近，班组组织学习阅读了钱穆先生的作品“人生十论”，
读后收获颇丰。

修身不是一职业，修身是个人的，也是平等的、自由的、独
立的。修身是第一步，第二步是齐家，只有父慈子孝，兄友
弟恭，夫妻好合，这样才是人生中有意义的生活。这需要我
们有意义的行为来达成，才能齐家。修身齐家之外还有治国
平天下，要治国一定要从修身齐家起。修身齐家是我们的行
为，治国平天下可算是我们的事业。人的生活如衣食住行，
它的意义与价值是来维持和保养我们人的生命存在的。我认
为每个人都向往富裕的生活，在满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需求
后，还想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买车购房等，但是大鱼
大肉与粗茶淡饭、高楼大厦与陋巷平房，双方的意义与价值
是相同的，都只限于生命的维持上，其实大可不必过分追求
物质生活，只要快乐就好，以免徒增烦恼，如攀比他人造成
心里不平衡，拼命劳作累心伤身，为了物质享受而贪污犯罪
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专为吃饭，专为穿衣，专为住
房子，专为行路的。我们应除了衣食住行以外，另有我们的
人生行为，兼及事业，此始是人生之主体所在。

德育的读后感篇二

最近，班组组织学习阅读了钱穆先生的作品“人生十论”，
读后收获颇丰。



人包含于世界中，世界包含于宇宙中，人为有限可知，宇宙
为无限不可知。西方人追求真理的形式，就是取向于有限的
人生世界之外，然后在回向有限人生做指导。西方人所认为
的真理必是一种客观的，由此而产生了宗教、科学与哲学。
由于各门学科都是主向无限的宇宙追求的，因此就容易产生
两个问题：一、容易分道扬镳，不易汇合，学科分类，枝繁
叶茂，各成专门，无一个谁对谁非的标准;二、既然向外无限
追求，就永远如在途中，永不达目的，得不到结论。这种无
限的追求越远，则越脱离人生的实际，越虚无缥缈，如果用
来指导人生就存在巨大的危险。就好比长期处于高层工作的
人，一下子让他到基层工作，总会不了解实际情况，而感到
不舒适，有时甚至会造成极大麻烦。

中国人追求真理，则是主向内的，以自身真实体验为主，中
庸言，尽己之性，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可以尽物之性。
尽物之性，而后可以赞天地之华育。有限的知识可以作为追
求无限知识的一指针。人若直接向无限宇宙追求真理，则眼
前一片漆黑。若从求解自身开始，则还有一点光明，随着逐
步的完善，光明将越来越强大，最后可尽化暗为明。脚踏实
地，一步一步做起，必将成就大器。但是应该明白在有限可
知的外部有一个无限的不可知，只有这样的认识，人才会不
断的向前追求。而西方的哲学贡献就在于此，由于其向无限
自然的追求，而永远达不到目的，才会使人类知道所知道的
到底是很有限的。

但是，人类追求真理还是应该从人类本身的角度出发，从有
限的可知世界中寻求，首先站稳一个立足点，并能同时不断
的向四周移动，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类的知识面
也就越来越大，有限的知识向着无限知识不断的发展，就可
能趋于无限。这种基于现实，向外不断求解人生真理的过程，
同时又不脱离现实，正是文章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上面所述的追求人生真理的过程基本就是作者的用意，深入
浅出，回归到求解人本身的过程，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的求



知过程不可取。当然，我们不是反对人要向未知世界求知，
所谓的“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
其下，则无所得也”，如果没有这种对无限的求知欲，人的
知识将会终止，人类的文明将停滞不前。因此，作者并不批
判西方人的追求真理的方式，只是在前面做的一个大铺垫，
最后回归到中国传统人生观的问题上来。

中国人了解宇宙，第一步在于了解人生，求解人生，第一步
在于了解个人，身外有家，家外有国，国外有天下，就是所
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点与西方人提倡的个人主义不
同，与西方人的人生观是相吻合的，上面已提到许多，这里
就不在多说。中国人的人生观是一种群己融洽天下融洽之人
生。这种人生观就形成了中国人的伦理人生，父子与兄弟为
天伦，君臣与朋友为人伦，夫妻则介于之间，人与人的关系
于这种伦理关系中形成。父亲是我的父亲，儿子是我的儿子，
君王是我的君王，朋友是我的朋友，都是以我为中心，但又
脱离不了周围有关系的人。所以中国人的修身是一种个人中
心之大群主义。推广到无限的自然宇宙，即是以小我为中心，
完成其对于无限宇宙之大自然而融为一体，所谓的天人合一。

中国文化说到最精辟处就是教人做一个好人，这种精神就是
一种道德精神或说是一种伦理精神，此种精神只有从人伦即
朋友或者有隶属关系的上下级中才能看出来。每个人心里都
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只有自己才清楚，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因此对于如何做一个好人的问题，各人只求对得起良心，心
安里得。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许多是违背良心的事，但
你又看到别人都做了而且没什么事，这时候你就应该做出选
择到底该不该做，但只求问心无愧。现在社会上官场的腐败
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身居要职，不趁在位时多捞
一把，不在位时恐怕会后悔莫及。换是自己在位，又如何应
付呢，是同流合污，还是清出淤泥呢?还是要回到中国人的伦
理道德人生中来思考，以求对得起天地良心为本。

《人生十论》这篇文章是关于探讨人生价值观之一本非常深



刻的书，作者以其丰富的人生经验、渊博的学识道出了人生
的真谛，对人性的善恶等各个方面的剖析深入，通过对中国
传统的人生观和西方的价值观做深入的对比，来推敲内涵深
刻的人生哲学。文章所用文字娓娓道来，看似简单，实则论
述出人生之种种问题。作者把文章分成三大章节：人生十论、
人生三步骤、中国人生哲学。其中人大章节又分成若干小节。
这在下来我们逐一讨论。

在文章的开篇，作者谈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
至，心向往之”，充分体现作者本人对人生的大彻大悟，心
境上升到一定的境界。于我想来，这已大体描绘出作者的思
想境界。细细的体会，在人生路上，随时可遇坎坷，荆棘遍
布，困难重重，当你已努力过、追求过，不管结果是否是想
要的，哪怕失败，但你心已超然，不会因失去而悔恨。因为
在心理上你已经达到了，已经成功了，已领悟到人生的最高
境界了。

修身不是一职业，修身是个人的，也是平等的、自由的、独
立的。修身是第一步，第二步是齐家，只有父慈子孝，兄友
弟恭，夫妻好合，这样才是人生中有意义的生活。这需要我
们有意义的行为来达成，才能齐家。修身齐家之外还有治国
平天下，要治国一定要从修身齐家起。修身齐家是我们的行
为，治国平天下可算是我们的事业。人的生活如衣食住行，
它的意义与价值是来维持和保养我们人的生命存在的。我认
为每个人都向往富裕的生活，在满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需求
后，还想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买车购房等，但是大鱼
大肉与粗茶淡饭、高楼大厦与陋巷平房，双方的意义与价值
是相同的，都只限于生命的维持上，其实大可不必过分追求
物质生活，只要快乐就好，以免徒增烦恼，如攀比他人造成
心里不平衡，拼命劳作累心伤身，为了物质享受而贪污犯罪
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专为吃饭，专为穿衣，专为住
房子，专为行路的。我们应除了衣食住行以外，另有我们的
人生行为，兼及事业，此始是人生之主体所在。



德育的读后感篇三

《我说德育》作者孙学策是我国著名的德育教育专家，多年
从事德育研究工作，德育读后感，文章中作者遵循和-谐p民-
主p人性的教育原则，从多角度谈到了新形势下的德育教育。
作为德育教育最前沿的班主任，读了此书收获良多。一p班主
任要有金子观的摆位《我说德育》中主要《我说德育》作者
孙学策是我国著名的德育教育专家，多年从事德育研究工作。
文章中作者遵循和-谐p民-主p人性的教育原则，从多角度谈
到了新形势下的德育教育。作为德育教育最前沿的班主任，
读了此书收获良多。

一p班主任要有“金子观”的摆位

《我说德育》中主要的观点之一就是每一位学生都能塑造成
国家有用之才。他给每一位班主任的启迪就是：班主任要坚
定自己的工作摆位。承认班集体中的每一位同学都是金子，
每一位同学都能够打造成亮闪闪的金牌。而班主任就是铸金
过程中的工匠。能有这样的摆位，需要一种勇气，需要更多
的艰苦的付出。承认每一位学生都是可造就的人才，都可以
实现自己的成功人生，是公平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真谛。“成
功塑造每一位学生”，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却是很难做
到的。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如人意的问题，
这些问题如何处理即是艺术问题也是工作摆位和心理摆位问
题。她要求教师能宽容的接纳同学的失误，同学的不如人意，
甚至同学的一次次错误。

二p班主任要让学生在“活”和“动”中升华自己

《我说德育》中着重强调了学生活动在学校管理中的地
位。“管住学生”p“规范学生”是教育的一种手段，也是教育
的目标之一。听话p守纪只是学生素质的外在表现形式。要使
学生素质得以全面提升，使学生在学习p身心健康等多方面得



以发展，就要求班主任适时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让学
生在“活”和“动”中升华自己。学校本来就该是充满歌声
和欢笑的园地。生活的真p善p美是学生在“活”和“动”中
才能真正体味到的。让学生在激-情中学会感激p学会生活。
每一次活动都会给学生对生活的认知带来无尽的启迪。班主
任要善于抓住学生活动中的教育契机，光大学生的美点，弥
补学生的盲点。通过无数次活动提升学生素质。

三p班主任管理中的大敌――情感有亲疏

《我说德育》中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关注学生中的“弱势群
体”。他要求我们班主任在管理的过程中切不能有情感上的
厚薄p亲疏。能否一视同仁的对待每一位学生是对教师素质的
考验。喜爱好学生易，喜爱不如人意的学生难。在应试大棒
的指挥下，不冷漠学习差的学生，是教师良好素质的体现。
关注差生，让差生在一段时间内提升自己，缩短和他人的距
离是教育的真谛。在教学上，让学生低进高出，在学习上让
分化后落后的学生追上来，是教育的根本。改变一个学习差
的学生，重塑一个“问题生”。使之昂首步入优秀生行列是
班主任的天职，也是创建和-谐师生关系和和-谐校园的前提
条。

德育的读后感篇四

(我说德育)作者孙学策是我国著名的德育教育专家，多年从
事德育研究工作。文章中作者遵循和谐﹑民主﹑人性的教育
原则，从多角度谈到了新形势下的德育教育。作为德育教育
最前沿的班主任，读了此书收获良多。

一﹑班主任要有“金子观”的摆位

(我说德育)中主要的观点之一就是每一位学生都能塑造成国
家有用之才。他给每一位班主任的启迪就是：班主任要坚定
自己的工作摆位。承认班集体中的每一位同学都是金子，每



一位同学都能够打造成亮闪闪的金牌。而班主任就是铸金过
程中的工匠。能有这样的摆位，需要一种勇气，需要更多的
艰苦的付出。承认每一位学生都是可造就的人才，都可以实
现自己的成功人生，是公平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真谛。“成功
塑造每一位学生”，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却是很难做到
的。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如人意的问题，
这些问题如何处理即是艺术问题也是工作摆位和心理摆位问
题。她要求教师能宽容的接纳同学的失误，同学的不如人意，
甚至同学的一次次错误。

二﹑班主任要让学生在“活”和“动”中升华自己

(我说德育)中着重强调了学生活动在学校管理中的地
位。“管住学生”﹑“规范学生”是教育的一种手段，也是
教育的目标之一。听话﹑守纪只是学生素质的外在表现形式。
要使学生素质得以全面提升，使学生在学习﹑身心健康等多
方面得以发展，就要求班主任适时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让学生在“活”和“动”中升华自己。学校本来就该是充满
歌声和欢笑的园地。生活的真﹑善﹑美是学生在“活”
和“动”中才能真正体味到的。让学生在激情中学会感激﹑
学会生活。每一次活动都会给学生对生活的认知带来无尽的
启迪。班主任要善于抓住学生活动中的教育契机，光大学生
的美点，弥补学生的盲点。通过无数次活动提升学生素质。

三﹑班主任管理中的大敌——情感有亲疏

德育的读后感篇五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中华美德也经久不衰。从小我们就知道
了许多有名的中华美德小，这些故事都对培养我们的道德精
神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以下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德
育故事读后感三篇，以供读者朋友们参考。



我读了《弟子规》最令我深刻的部分是：“不离床丧三年居
处变酒肉绝。”这句话使我感受到了：古人原来对自己父母
的丧礼是这样重视的，父母死了之后要三年不能喝酒，吃肉，
这三年里他们要把屋子变得简朴，朴素，不能有一点儿富贵
的东西出现。但换回我们现代人能这样做吗?绝对不行!他们
只能丧一个星期，过了一个星期，他们就到处去玩，喝酒吃
肉类。现代人也不会把屋子变得朴素。

“冠必正，纽必结，袜必履，俱紧切”这句训示教育我们外
出时衣冠齐整。例如上学吧，一个人衣冠齐整，让别人看上
去就觉得这学校的校风一定很好，但如果一个人头发不整齐、
校服的纽扣没扣好，让别人看了就误认为这学校的校风很差。
所以一个人的形象很重要。现在的社会，你的形象也可能决
定你的前途。假若两个人同时去面试，学历一样，其他条件
差不多，但一个衣冠整齐，讲求衣服的卫生;一个不注重自己
的衣着，穿起衣服歪歪斜斜。你说老板会选谁呢?当你找工作
面试时，别人不但看你的学历、能力，还要看你的形象呀。
我们校园里也提倡过讲究衣着整齐，形象要做好。所以我们
从小讲求衣着整齐，衣着的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
我们以后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许多的小故事都蕴藏着深刻的含义。
《范仲淹断齑划粥》的故事，却一直映在我的心上，是它让
我知道了人要有恒心、有毅力。

这一篇小故事主要写了北宋著名学者、政治家、军事家范仲
淹在童年时期酷爱读书，但因家境贫寒，上不起学，十岁时
住进寺庙读书。他从早到晚1个心思地读书思考，经常忘记吃
饭，别人送来又觉得不好意思，便在夜晚量好米，添好水，
一边读书一边煮米粥。煮好了，时间也已过了子夜，他才睡
觉。第二天，米粥凉透了，凝固了，范仲淹就用小刀划开1个
十字，分成四块，早上吃两块，傍晚吃两块。在去山洞读书
时，采几种野菜切成碎末并拌入盐，佐餐的菜便成了。他一
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我是否也是这样有恒心、
有毅力呢?

有一次，我吵着闹着对母亲说养一盆花，母亲对我说：“那
你要自己给它浇水、施肥哦!”“好的!”我爽快地答应了母
亲的话，母亲也给我买了一盆小花。开始几天，我很努力地
每天给它浇水。过了几天，我开始放弃了，只是偶尔浇一浇。
后来，我完全不管它了。渐渐地，小花收起了笑脸，慢慢地
垂下头去，原本那些光滑的花瓣，也一片片落了下来，最终
完全枯萎了。母亲见状，教训了我一顿，又语重心长地对我
说：“小宝，一件事只要你有恒心地做，一定是会成功的，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做事一定要有恒心。”

这一个小故事使我受益终生，它使我懂得了做事要有恒心、
有毅力。我们应该要向范仲淹学习。

今天，我读了学校下发的中华美德故事，读完后，使我大有
感触，让我懂得了做任何事都要有恒心、有毅力。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是《磨杵成针》。李白以前总是
不好好读书，可是有一天，李白遇到了一位老祖母，她正在
把一根很粗的铁杵磨成一根细针，李白看了十分震憾，他明
白了1个道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从此，他发愤要好
好学习，长大后成为了一名伟大的诗人。

读完了这个故事，我心中为之一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
心人”。老祖母真有毅力要把这么粗的铁杵磨成一根细细的
绣花针。我心想：既然铁杵都能磨成针，那么我们生活中的
小事又算什么呢?看看这个故事，在对比生活中的自己，我自
叹不如。

记得有一次，我要参加钢琴七级的考试，可是，由于以前我
一直忙于做功课，没有时间弹钢琴，即使我有空，也懒得弹，
所以离考试只有几个星期了，我还弹得疙疙瘩瘩，一点也不



熟。面对老师的责备，父母的唠叨，我下定决心要每天练琴，
把曲子弹熟。从那一刻开始，即使功课做得再晚再累，我都
要坚持每天弹几小时琴，经过我不懈的努力，终于通过了钢
琴七级考试。

通过这件事，我懂得了做什么事都要有恒心、有毅力，这个
品质将使我终身受益匪浅。

在闲暇之余，我喜欢翻翻各类杂志，尤其喜欢比较通俗的文
章或故事，这本《德育故事》引经据典，博采古今，内容丰
富，图文并茂，值得一读的是前面以古文形式出现，后面是
白话文，古文与白话文对比可帮助读者提高古文阅读能力，
而且本书故事性强，引人入胜。可以肯定，《德育故事》对
于我们通晓经典见证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培养学习兴趣，
提高道德修养意义重大，不失为一本德育辅导的好教材。

面对家庭、社会共同的需要我们深明光大，“孝、悌、忠、
信、礼、义、廉、耻”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是为师者春风
化雨的神圣社会责任。但在具体教学中，单提这些伦理道德
的名词，对孩子们来说，确实太抽象了。老师一定要融入生
活的事例，以便让学生体会正确的做人道理，真切感知这些
伦理道德是如何落实在生活之中的。每则故事都有当时的历
史背景和社会因素。老师不可任意增加内容或曲解事实，也
不可因今人做不到就妄加批判，老师一定先要肯定尊重人性
本善的至德至行。让孩子们融入故事，培养良好德行，这本
书高年级的孩子老师可以推荐给他们阅读，而对于低年级的
孩子可以用老师讲故事孩子听故事的方式进行。老师给孩子
们讲完白话故事，可以启发他们思考，哪些人物值得学习，
哪些值得警惕?如何在生活中落实文中人物的可贵之处!

例如讲完《黄香温席》的故事，可能学生全记，记在的生活
环境不需要我们再手摇扇子凉席了。此时可以让孩子们思考,
结合现在的情况，夏天我们如何孝敬忙碌了一天的父母。



启发他们把手摇扇换成电扇或空调，在父母睡前，用电扇吹
凉席或把空调调到合适的温度，让父母在睡前能感受凉爽。
为了父母的身体健康，我们要细心地照顾父母。让孩子们明
白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如何善体亲心，如何学做当代的小
黄香。

又如：讲完《黔娄尝粪》这个故事，让孩子们说说这个故事
中的哪个人让你感动?为什么?让孩子们谈谈自己的看法，哪
怕是不太合适的看法。让孩子们明白过去医疗条件不发达，
所以任何化验的工作都要亲自去做。现在我们可以借助高科
技来化验，不用那样亲自尝粪便了。但是父母对我们恩重如
山，我们欲报之情是永远没有办法抱尽的，孝是天之经地之
义，孝敬自己的父母是理所当然的，是为人子女必须要做的
事。

再如：讲完《苏武牧羊》这则故事后，让孩子们说说我们应
该向故事中的谁学习?我们要向苏武学习些什么?让孩子们明
白苏武至死都不投降匈奴是忠贞爱国的表现，他的这种爱国
精神令人感动，不但在汉朝，在匈奴这样的国家也赢得了尊
敬。这种爱国精神也给了他战胜恶劣环境的的力量，帮助他
生存下来。我么长大了也要象苏武一样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做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是每个公民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不同
的道德水准其表现是千差万别，道德高尚的领导人居庙堂之
高而忧其民，道德沦丧的领导腐-败之风恣意蔓延，祸国殃
民;道德高尚的企业家，会视质量信誉为生命，道德沦丧的企
业家会拜倒在金钱之下，任意践踏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
由此可见，道德对个人、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影响巨大，
培育出一带有道德的接-班人视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