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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汇总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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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品读经典读后感篇一

孔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在一定意义上
说，他也是全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被后人称为"万
世师表"。看过《论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能够从中感受到，
孔子强烈的爱民之心......论语中的古文，简短精炼，这就
更使得千百年来，不同的人对其内容的理解，会有各有不同
见解。但是，无论怎样，有一点的肯定性应该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孔子想在《论语》中表达的观点，应该是唯一的，而且
是很符合逻辑的，若孔子连言语都不清，观点都不明，他也
不可能被世人推崇为"圣"。

品读《论语》这部圣书，不是想从中觅得修身，只是在这部
书中认识了一个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的
孔子。每当夜深人静打开《论语》去读，仿佛像是穿越几千
年的时光隧道，宛如看到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
产生了孔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论述了孝
道、治学、治国、为政，为历代君王所推崇。儒家思想——
中庸之道。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相吻
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是很有必要读
的。

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此书在统治者心目中
的地位了，论语它仿佛一种有着历史深度的参天大树——和



一种充满了诗意的希望绿树。《论语》正如那棵古榕树，虽
然古老，却永远勃发绿色的生机。

生活如茶，虽然苦涩，细细品味却是满口芳香与甘甜；生活
如美酒，虽然炙热似火，但只有醉过方知酒浓。通读论语，
就如同品一杯古茶，饮一杯美酒，其中的古韵只有细细品味
才能呈现。翻阅论语，我认识了一个迂阔率性、明知其不可
而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诲人不倦的孔子，一个食不
厌精、懂得生活乐趣的孔子。

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常把孔子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相提并论。
因为他们都具有一种自由精神。但是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
权处死，是自由精神阻止他逃亡。而孔子却周游六国，将自
己的思想传至各国。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孔子。因为他的
直言不讳："道不行，乖桴浮于海"，这同样是一种自由精神。
打开《论语》去读，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群雄
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产生了孔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教育家。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为历代
君王所推崇，汉武帝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见孔子在
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凤毛麟角。

那么就让我们品一壶香，饮一杯美酒，来细细品味孔子的思
想。

孔子讲究孝道，孝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子曰："父在，
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
对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了"。
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同。虽然事
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f污或是抢劫，触犯法
律，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母都希望子女
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出发点。
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能够按照父



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的孝。

然而今天有的人行为却让两千年前的孔子汗颜：父母含辛茹
苦地把他抚养成人，可是当他成家立业之后，却将父母断然
抛弃，让他们孤苦怜仃的艰苦度日；父母费尽心血地将他们
培养成才，可是，当他们功成名就之后，却认为父母地位卑
微耻于与其为伍，而毫不留情的不认双亲；为了照顾自己的
家室妻儿对老父老母不闻不问……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
的，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听到，或者我们本身有人就在做
的真实情形，真的令人寒心。试想，假如孔夫子知道他曾经
倡导的孝道被我们今天的人所践踏，他一定会痛苦流涕，伤
心不已......

葱绿的青松，在悬崖峭壁上能顶天立地，恭迎八方客人，在
霜欺雪压时仍然从容镇定，毫不动摇，风骨永存……读论语，
你会体会到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就如同高大挺拔的青松，屹
立于高山之巅，不会因风雪的阻挠而垂枝落叶；不会因严冬
的侵袭而卑躬屈膝；更不会因人们的爱怜而骄傲自满。

孔夫子曾经说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及"发愤忘食，乐
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诸如此类的话，并且还说过"吾十有
五而志于学"。孔子一直活到了七十二岁，五十七年的经历使
他仁德兼备，学问渊博，成为冠绝一时的大学问家、大思想
家，可谓是震古烁今。以如此身份，当他的高足问他时，他
的回答竟是"朝问道夕死可矣"，多令人不可思议！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论
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在一
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捷
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虽
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义
至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
理：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甚多，
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为我们



良师益友。多向我们身边的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身于万绿
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伟，绵延；
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不排斥每
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每一点一滴不
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须善于
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民百姓同
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广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耻下问"而
造就了许多伟人。

每个人的青春人生岁月里都有不同的插曲，或是激扬高昂的
音符，或是低沉婉转的旋律，或许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倾听竹
笋破竹而出的声音，感受竹在风吹雨打时的傲然挺立，这样
我们的青春人生岁月就应感悟《论语》而多了一份"竹魂净
洁"——仁者爱人。

读论语，品孔子，让人知道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了
解了仁字的价值，更感受到了论语中的那份"竹魂圣洁"。

众所周知孔子思想说的核心是"仁"，这个概念在《论语》中g
出现了109次。所谓"仁"，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爱人"，"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直白一点说，就是对人要尊重、
关心和体谅。而要达到"仁"，就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仁"既是每
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个人
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
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教导学生
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对于为政施治，他倡
导"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应该立足于对民众的关心爱护，
以敌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孔子提倡仁爱，但他并不认为应当以丧失原则的仁爱之心去
宽宥所有人的过失。《论语》告诉我们，要本着平等和理性
的态度去尊重每一个人，且彼此之间要留有一点分寸，有一



点余地。常言道：世界是个大家庭。既然是在"家"里，就不
免人各有志，人各有禀性，正如有爱螃蟹，有人爱鲈鱼，不
过都是求真的一种心境。只要不越于原则，还有什么不可以
真心待人，真诚说话，真情做人的道理呢!

丝竹声声，诉说着几千年前孔子对仁的追求；余声绕绕，回
味历史的古韵茶香。今天，"仁"仍是我们所追求的一种精神
价值。他就如同那"青青丝竹"所弹奏的乐曲，在我们的心中
起伏跌宕，时刻唤起我们心中的那份"竹魂"。品味人生，修
身养性，其目的正是要在愉快地生活中做好这一次穿越。淡
泊的襟怀，旷达的心胸，超逸的性情和闲适的心态去生活，
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融入自然状态，这样才无愧与天地，也
才能如孔夫子教导我们快乐地生活的秘诀那样，去找到你内
心的安宁。

为了学习，可以三日不知肉味，这足以见孔子的勤奋，可如
果仅仅是勤奋，恐怕孔子就不会如此的得到世人的尊敬了。
他的好学表现在方方面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谦虚；
我不如老，这是事实求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是一
种表现。他的学习精神，不仅仅限我们常人的思维；这个是
学问，那个不合适。孔子最博大的胸怀，去接受包纳世间万
物，这就是我们所不及的。也许我们是永远无法领会万世师
表的学习内涵，但每一个人也许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新的自
我。

凝望我们的生活，那里有人生的百味，有我们成长的脚印与"
烙印"____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风风雨雨。"吾日三省乎己和"
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毅力和信念乃是风雨中的导
航，因此，我们开始感悟生活，沉思生命，也渐渐成熟起来，
学会了用理性的文字表达这如浓茶如烈酒的生活。

我们很难想象智者前辈孔子的思想到底有"多深"，但我们可
以知道知者孔子的思想到底有多"朴实"，品读论语中的历史
与哲理，感悟论语的诗意，汲取论语诗句韵符流出的韵味！



我们可以透过论语的墨香，捕促到近在咫尺的思想精灵，那
不同雕饰的墨香，宛如岀淤泥而不染的青莲，昭示天然的本
真！

品读经典读后感篇二

上星期，我们学习了一篇课文，课文的名字是《桂花雨》。

这是一篇散文，作者主要讲的是故乡童年那个时代的“摇花
乐”和“桂花雨”，字里行间弥漫着作者淡淡的思乡情和对
故乡完美的回忆。我们没有看到过桂花雨，但看到了作者的
描述后仿佛身临其境，仿佛看到了作者小时候摇桂花，收桂
花时的情形。

桂花的香气香飘十里，异常迷人，桂花树的树枝枝叶繁茂，
桂花更是幽香而不露，秀丽而不娇，清雅高洁，香气浓郁。

老人家的这一番话，深深地表达除了她对过去时光的一种思
念，对儿女的一种牵挂。作者小时候一向陪伴在父母身边，
陪着父母摇桂花，做桂花卤，做桂花糕，如今长大成人，外
出工作，不能陪在父母身边，使老人家失去了子女在生变得
乐趣。桂花再香，也不急子女在身边的好，老人家的这句话
也表露出了老人家到晚年后，对亲情的渴望，对子女的思念
和牵挂。

读完这篇课文使我懂得了父母对子女的一种爱护，我暗暗下
定决心，从此以后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再也不和爸爸妈妈顶
嘴了，做个听话的孩子。

《桂花雨》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品读经典读后感篇三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这漫长的时光中，有许许多多的名
人，有战士、好汉、作家等，而这些伟人成功的背后有着许
多故事，我们要细细品读才有用。

读了《经典品读》这本书，令我受益匪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
《装蛋糕的智慧》这个故事。故事的主要内容是：高尔基小
时候，在一个糕点店里打工。老板为了不给伙计工钱故意刁
难他们。要求做九个蛋糕，分装在四个盒子里。蛋糕做好后，
高尔基灵机一动，拿来三个小盒子，一个大盒子，把蛋糕平
均放在三个小盒子里，再把三个小盒子装在一个大盒子里，
老板一看，阴沉着脸，无奈极了。

正是高尔基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击败了老板的阴谋，获得了
工钱。世界上有许多成功者，比如大数学家华罗根。华罗根
上学时，口齿不清，行动不灵，寡言少语，但他很爱动脑筋，
比如会想到计算石人石马的重量，揭开菩萨的真面目。

世间聪明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是用思考和努力换来的，而且
他们中间有很多成功者。在这儿，我想说一句，最能说的，
不一定是做得最好的，要成功，必须用行动和脑子来证明。

品读经典读后感篇四

中华文化综罗百代，广博精微，国学经典中蕴藏着中国五千
年历史中的智慧精髓。国学经典不仅是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
明证，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立身处世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



缺的精神力量。传统经典文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重要
载体，内容博大精深，流传的经典浩如烟海。

经典”是一个民族博大智慧和美好情感的结晶，所载为至理
常道，透射着人文的光芒，其价值历久而弥新，任何一个文
化系统皆有其永恒不朽的经典作为源头。罗曼?罗兰曾说
过：“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只是它生命的浮面;为了探索它内
在的生命——它的各种行动的源泉——我们必须通过它的文
学、哲学和艺术而深入它的灵魂，因为这里反映了它人民的
种种思想、热情和理想。”这个暑假我认真诵读国学经典，
感悟古典魅力，感受颇深。

一提到“国学经典”四个字，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会是中华
文化中最优秀、最精华、最有价值的典范性著作。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文化教育一直都是以圣贤的经典为基准，
就是在元朝与清朝时，外族入主中原时，这种教育方法也不
曾被改变。这种以国学为基础的教育，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
一代的文化巨人与治国能臣。然而现代的教育，只是对人的
智力与技能方面的开发加大重视，对于人的德育与做人做事
方面却不管不顾。其实一个再有才能的人，如果没有德行，
也会在社会上处处碰壁，不会得到幸福的人生。

我在国学经典的丛林中漫步，可以在经典国学的长河里凌波;
可以在国学经典的宝库里采撷如花的词语，构筑我心中最美
好的教育诗篇;可以用心中的最美的画笔描绘一幅幅山青水绿
欢声笑语的画卷;可以用凝重的深情，唱出我心中最优美的教
育赞歌——“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古典文学，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是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文化经典，
是我国辉煌灿烂的文化典籍的核心部分，对我国文学产生了
重大影响，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横贯五千年的光辉灿烂的古典文学，铸就了华夏民族赡厚的
文化史。古典文学兼跨德育、智育、美育三大范畴，闪烁着
中华民族的特有精神基因，它孕育出无数中华英才，千古风
流人物，他们使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至今深深影响
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情操和中国人的人格智慧。古典文学，是
中华文化中的精华，它能穿透深邃的历史时空，和我们的心
灵相遇，相励、相慰，犹如世代相传的火种，点亮近代相承
的人们的智慧和情感之灯。

打开古典文学，你就犹如进入了知识的宝店，让你大开眼界，
让你如饥似渴，让你得到一把把开启智慧的钥匙，空虚、无
聊、浮浅、骄躁将远你而去，你的精神将得到大的升华。从
国学中你可知道如何励志、励炼、学习、生活、审美、健身、
医疗等。古典文学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天我
们通过学习国学，受益仍是匪浅。老子的道德经能够培养我
们的哲学思想，增强自身的修养。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民
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导着我们的学习、生活，是做
为人的道德准则。而孙子兵法又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深得
中外军事、经济、史学家的青睐。司马迁《史记》不仅记叙
了中华文明史，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思想
价值。

我认真看了《国学经典与教育》的视频和读本，其中《弟子
规》这本书让我懂得了做人的最基本的道理，人要爱国首先
要孝敬父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当我们“呱呱”坠地的
那一刻，父母就为这个新的生命而忙碌，不管爸爸妈妈工作
多么辛苦，回到家后，为我洗衣做饭，辅导我功课。现在我
们已经是成家立业了，也为人父母了，我经常教育我的孩子，
做人要有爱心，要学会体贴父母，关心别人，也可以为父母
分担一些家务，减轻父母的负担。长大后会更加孝顺父母，
做一个孝敬父母的好孩子。要他们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并一代一代传下去。

人与人之间都要和睦相处，互相关爱，别人做错了，就要以



理服人，尽量与品德高尚的人在一起，学习他们的优点，帮
助自己改正坏习惯。学习要用功，只要功夫到了，不懂得地
方自然就明白了。遇见不明白的事情一定要问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这些人生中最基本的事情，也最需要努力。只要
明白了这些，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完美。

再如读《论语》时，我对《论语》及其作者也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在现实生活中，也慢慢知道我们的很多风俗习惯、礼
貌用语原来都来自于《论语》，《论语》在2500多年后仍能
拥有如此深的影响，而且在世界很多地方也广为流传。《论
语》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句话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
不学则怠”。的确，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罔然无知而没有收
获;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疑惑而不能肯定。它教人学习要动
脑子，不要一味地去搞题海战术，要学会思考和总结。只有
在努力的基础上，学会思考，自己的学习成绩才能更上一层
楼。如果仅仅思考而不学习，那就像种庄稼想不劳而获一样。
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提醒着自己，工作也要讲
究方法，不要一股劲走到头，才发现是个死胡同，要经常反
思自己的工作，从反思中提高自己。而且时刻提醒着自己，
只有亲身付出，才有可能有回报，不要有等着天上掉馅饼的
想法。只要有可行的想法，自己就要去尝试，去付诸行动。
《论语》不仅教会了我学会工作，还教会了我做人。所以，
我坚信，只要大家能够理解《论语》的真谛，你的人生一定
不会遗憾。

通过这一段时间网上视频和读本的学习以及对我国古代灿烂
文化经典的涉猎，感觉国学不仅在庙堂上生辉，在民间照样
闪光。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没
有中断的国家，也是因为国学文化一直贯穿于每一个中国人
的成长历程。阅读和学习国学经典，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
我们的思想、行为，让优秀的国学经典始终伴随着我们健康
成长，让我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
化并使之发扬光大!这使我受益匪浅，我学到了许多，懂得了
许多做人的道理，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将取其精华，融



入其中，让学生们用心去感受我国古代文化的灿烂。

品读经典读后感篇五

刚刚读完了这本名为《没有秘密长不大》的这本书中的一篇，
觉得作为家长其实和书中的孩子一样，都同样拥有一些连自
己都无法解释给孩子听的亲戚关系，原来人和人之间还是需
要多加联系！

现在的我们大人和孩子之间往往缺少的太多的沟通，致使孩
子和我们之间有许多话无法说出来，看完这本书我觉得孩子
还是需要需要家人的谅解的。

他们毕竟还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也许我们无法理解他们为
何要和我们斤斤计较，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和我们一直强
调他们是对的，他们的内心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用他们的童心
去理解，去感受，才能真正的`明白原来我们的孩子也有秘密。

让他们拥有自己的秘密我们要用心体会，不要强烈要求。

这就是我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