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生三字经诵读读后感(通用5
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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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三字经诵读读后感篇一

《三字经》，读来朗朗上口，读后感觉很有收获。

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被这简洁精湛的
哲言隽语所吸引;“孟母择邻”“黄香温席”“孔融让
梨”……我被一个个寓意深远的故事所感动。

我对“孟母择邻”的故事印象比较深刻，“昔孟母，择邻
处”讲的是孟子幼年因为住在墓地附近，他就常常学那么办
丧事的人哭泣;母亲就带他把家搬到了闹市，他又模仿商人吆
喝着做买卖;最后孟母又把家搬到了学堂附近，孟子终于学到
了礼仪和文化知识。这说明环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所
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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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周朝是我国
历代朝代中最长久的朝代，读了《三字经》后，我对周朝这
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通过《三字经》中对历史朝代变
化的详述，了解了朝代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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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个学生，犹如一块璞玉，不经
雕琢，怎能成大器?我们从小就应该立下鸿鹄大志，刻苦学习，
勇攀高峰，长大成为栋梁之材。



《三字经》教育我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礼貌待人，勤奋
学习……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小小一本《三
字经》，它使我学到了许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让我在读中
享受着，成长着。

小学生三字经诵读读后感篇二

我愿做一只小鸟在书的天空飞翔，我愿做一条可爱的小鱼在
书的海洋里遨游，我愿做一只小小的书从在书的'世界读全世
界的书。这个月我读了国学启蒙的精典《三字经》。

这本书的外皮是黄色的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那个男生在
读一本书小女生在旁边看着小男生读书在书中有三字经，又
有一点故事。

在这本书中有我最喜欢的一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
不知义”。这句话是《和氏璧》这个故事里讲的：“何氏在
上山捡到一块玉石，他献给了当时的国王楚力王，历王没发
现这是一块玉，砍断了他一条左脚。他又献给了武王，武王
也没发现这是一块玉，砍下了他右脚。后来文王发现这是一
块好玉，人们为了纪念他发现这个玉，玉就叫《和氏璧》。
《和氏璧》虽然名贵，可不被打磨只是一块石头。这个故事
主要讲玉石不被打磨就不能成为一块精品好玉。

我读了这本书不仅会背三字经，还学会做人的一些道理，大
家快来读一读这本书吧!

小学生三字经诵读读后感篇三

在五月份下旬，我认真地读了《三字经》，发现它还真的
是“耐人寻味”呀！

《三字经》向人们讲述了古代人们做人的准则，是一本非常
具有启示性的书。我就从其中获得了很大的收获。



比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从中我知道昔
孟母为了儿子的学习，不断更换他们居住的地方；如果儿子
还不学，就让他悬梁刺股，可真是个好母亲！

还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从中我知道玉
如果不雕琢，就称不上是玉器；人如果不学习，就不会长知
识，这对现代社会的人们有多大的帮助啊！

现在的小孩，也一点也不如古代的小孩。古代的小孩九岁就
能帮父母暖被，四岁就能让梨；而我们却穿父母的，吃父母
的，甚至花父母的，有人一点也没想回报父母。真是有天壤
之别。

《三字经》是古代人们智慧的结晶，它流传至今，仍给人们
带来巨大的成就！我喜欢《三字经》！

小学生三字经诵读读后感篇四

《三字经》的著作年代虽然离我非常遥远，但是直到今天，
这本书对我们仍然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这本书用通俗的文字、形象的比喻、对我们讲述了各式各样
的道理；他劝导大家，要做一亇诚实的人、健康的人、勤劳
的人、有知识的人、品格高尚的人。具有这种品格的人，才
是有用的人。

古今中外，多少英雄人物都具备上述品质。

当然，让自己造就一亇有用的人，不但要有决心，更重要的
是要有恒心。“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义”！

今天我有这么优越的'学习条件，又有这么多的人关心着我，
我一定要积极学习，将来一定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小学生三字经诵读读后感篇五

《三字经》虽然每句话只有六个字，但是你可变小看《三字
经》，《三字经》中的'一个个小故事告诉了我们许多从古到
今做人的道理。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要属“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
”这句了，这段话讲的意思是：昔汉时的黄香，9岁的时候，
就懂得要孝敬父母，每当夏日炎热时，给父母扇枕席，使枕
席变得清凉。在冬天严寒之时用自己的身体将父母的枕席温
暖后，再请父母安寝。这则小故事告诉了我们要向黄香学习，
要孝顺父母，为父母分担。

《三字经》里还有许多这样的故事，给我们树立了许多做人
的好榜样，告诉了我们许多深刻的道理，让我们受益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