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道传承读后感(优质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帮助!

家道传承读后感篇一

一个静静的午后，我坐在教室内阅读着《传承中华文化共筑
精神家园》这本书，屋外滴答的雨声像一首小曲，悦耳动听，
将我的思绪带到遥远的北宋时期。

“大人好久不见，小弟范镇从许州来看望大人，大人别来无
恙啊？”一位穿着整齐的来客彬彬有礼，问候主人。“托范
兄的福，一切安好啊！快请到寒舍饮茶吧。”一位穿着朴素
的官员在屋外迎客。

“范兄请坐，不知远道而来为何事啊？”范镇打量着主人家
的设施，又去房间看了看，感慨道：“哎——不为别的，只
为看望你，你为官清廉，日子过得如此清苦，何必呢？你那
床被子……太寒酸了，夜里不耐寒啊！”主人微笑着双手作：
“多谢范兄关心，这床被子早已习惯，至于清苦倒不觉得，
现在的生活对我而言很满足了”两人促膝而谈，把酒吟诗，
直到深夜。次日，范镇返回许州，他让夫人做了一床被子，
托人捎给主人。主人非常感动，在被子是用隶书端正地写到：
此物为好友范镇所赠。他盖着这床被子直到去世。他不是别
人，正是司马光。

司马光一生都过着及其简朴的生活，一贯粗茶淡饭，就是招
待宾客，也只有三五个菜。我的思绪被拉扯回来，翻看整本
书，写的就是中国历史精神。滔滔黄河孕育着中国文化，滚



滚长江养育着华夏子孙，巍巍长河记录着历史的沧桑与岁月
的变迁，雄伟的兵马俑展现了民族力量，悠悠的编钟奏出了
神州乐章。

老祖先留给了我们宝贵的历史与文化，节俭是一种财富。国
家要富强，人民要复兴，必须要学会节俭。小时候经常听老
人们说水少用些，钱少花些，电视少看些。节俭往小说，一
张纸，一度电；往大来说，自然资源等等。生活中，很多人
请客吃饭，点的是好几百的酒，吃的是价格不菲的菜；有人
洗完手后任水龙头“哗哗”地流水……。具有五千年文明历
史的古国——中国，虽然有强大的实力与富饶的资源，可是
铺张浪费不应该是中国人的“专利”。难道生活水平提高了，
就可以随便浪费吗？更让人痛心的是，许多人好面子，不愿
打包，请问面子能值几个钱？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固然很好，
但是咱的老根不能忘却呀！

道德修养就要从节俭开始，从现在开始，从自身做起。每个
人可以问问自己，今天你节俭了吗？中华文化承载了无数人
的心血，它源远流长。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读了
这本书，我懂了许多。

家道传承读后感篇二

周末，我上街购物。突然，乌云密布，天气骤变，我匆匆忙
忙地往家里赶。

骑到一个小区附近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老人摔倒在地上，
身后还有一把歪倒的轮椅。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车看着那个
老人，只见他手臂支在地上，略带肥胖的身体艰难地扭动着，
还带着微微的呻吟声。却始终爬不起来，我刚想下车去扶他，
脑海中却突然闪过春晚小品《扶不扶》的画面，再看看眼前
这位老人，心想：他会是讹人的老人吗？扶，还是不扶呢？
此时我的内心异常矛盾。天下起了毛毛细雨，有点冷，而我
的心，好像也是冷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老人还是没有爬起来。环顾四周，
我发现在这条新建成的街上，除了我，就只有店门口的两个
小伙子了，而那两个小伙子也像我一样，看着老人。嘴上在
说着什么，却没有出手相扶。这时，一个中年人骑着一辆摩
托车开了过来，他偏头一看，正好看见了那个摔倒的老人，
连忙停下了车，就地停放一旁，不假思索地向老人跑去。看
到那个中年人去扶老人，我和那两个小伙子也急忙过去帮忙，
几个人吃力地架起老人肥胖的身躯，再抬起他瘫痪的双腿，
我帮忙按住那辆乱跑的轮椅。齐心协力地将老人扶上了轮椅。
中年人将老人推进了小区老人的家里。而我看见被中年人遗
忘的连钥匙都没有拔的车子还在那儿，便在一旁守着，直到
中年人返回来。

“扶不扶”渐渐成为了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话题，扶还是不扶？
也成为一个艰难的抉择。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自从2014年春晚的小品《扶不扶》播出后，无不
引起国人的反思。扶还是不扶？扶了又该如何保护自己不被
诬陷，值得思考。如果盲目地扶了，会不会和那句经典的台词
“扶之前是开大奔，扶之后是骑二轮子”一样呢？南京彭宇
案、重庆万鑫案、天津许云鹏案……一系列的案例接踵而至，
让扶不扶再一次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回家的路上，雨更大了。雨水遮挡了我的视线，但我的内心
却逐渐清醒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我脑海浮
现。“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伸出援手，播撒爱心”等语句
萦绕耳畔。我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我相信，大雨过后，
天更蓝，水更清；我相信，老人是可以扶的！

家道传承读后感篇三

中国，一个以五千年文明为积淀，以百余年磨难为基础，以
五十余年的发展为基石，多少荣辱悲欢，多少兴衰成败，成
就了中国这只浴火重生的凤凰！



中国之所以成为文明古国之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具有源
远流长的文化。说起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可真是数不胜数，
例如：中国陶瓷、四大发明、文房四宝、皮影等。今天，我
们就着重说一说文房四宝，所谓文房四宝，即：笔、墨、纸、
砚。笔：因为王羲之的缘故，名声大振；墨：具有“落纸如
漆，万载存真”的美誉；纸：明代《天工开物》中记载了铅
造纸的状况，并对四纸做了说明，给予很高的评价；砚：墨
子的金星砚和婺源的龙尾砚至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要大
力弘扬华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健
康地朝多元化发展，才能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中华的传统文化慢慢被人所淡忘，传统佳节在社会中日益冷
清，这些现象怎能不令人担忧，不引起社会的重视呢？优秀
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无形的财富，传统佳节蕴含着中华传
统文化因子，这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劳动成果和智慧的结晶。

中国文化讲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整个民族不断弃
旧图新，不断改革创新，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时代延续，变化
和发展。中华文化在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中绽放出夺目的绚
丽光彩。

在科技条件下，优秀的传统文化，经过现代科技的陶冶和兼
容，具有了新的创造活力，它蕴含着现代科技的新成果，又
指导着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民族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永葆
生机和活力。

阳光照透每一颗尘埃，耳边却传来了来自千年前的呼唤。是
谁在吟诵：床前明月光的故乡情；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壮
志；肠断白濒洲的思念之情；蝶恋花的爱慕之情。

破茅草屋前的杜甫含泪辛酸“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土俱欢颜”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汩罗江前的屈原“半世混浊



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郁郁寡欢壮志难酬的心情。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乏优秀的：鞭跶黑暗，它刀刀带血；憧
憬光明，它声声不倦；刻画人生，它句句有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人民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薪火相传。

文化是民族的，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家庭。让我们把我们民
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到世界上，为弘扬传统文化贡献一份
微薄之力，代代相传，保卫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共筑
精家园！

家道传承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中国的节日习俗吧，我们大家也都
知道我国的节日特别多，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
重阳节，还有各个少数民族的节日，非常多，每个节日还有
各自不同的习俗，要想知道这些习俗，必须要多读书哦！

我们今天也从书里找一找吧。今天我读了《传承中华文化，
共筑美好家园》这本书，我从书里知道了很多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和文化精髓，其中就包括许多的节日习俗，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先说春节吧，春节俗称“过年”，过年时，我们要扫尘、贴
春联、贴窗花和倒“福”字、挂年画、守岁、放爆竹、拜年、
春节食俗，这些都意味着新的一年到了，新的一年，开开心
心，平平安安，寿比南山。

清明节，清明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要扫墓，扫墓时
要带吃的、纸钱等物品焚烧，这是一个祭祀先人的节日。唐
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写出了清明时



的气氛。

端午节，为每年的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我们要悬菖蒲、
挂白艾、驱五毒、挂钟馗像、龙舟竞渡、挂香袋和兰草汤沐
浴、吃粽子、饮雄黄酒等。做这些是为了赶走疾病，也可以
辟邪。这个节日也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而设的。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的传统的中秋节，“一年夜色
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时”，所以中秋节也叫团圆节，我们
要吃月饼和赏月，这是个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节日。

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是传统的重阳节。九月初九，九为阳
数，因此叫重阳节。要登高，吃重阳糕，赏菊并饮菊花茶，
插茱萸和戴菊花。用片糕搭在儿女头上，祝愿子女百事俱亮。

哇吧，有这么多节日，我终于了解了，我还体会到了每个节
日的风俗习惯，太美好了！

家道传承读后感篇五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身为中国人不仅应该学习优秀
文化，还要传承传统美德。

开学不久，老师就把《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发到
大家手中，我也津津有味的阅读起来。其中，我对书中“社
会关爱”单元中的“仁义胡同，六尺巷”印象特别深刻。

故事讲的是清朝时在安徽桐城有姓张和姓叶的两户邻居。张
家有个儿子张英在朝廷当大学士、礼部尚书。这年两家都要
建造房子，两家都想多占一点地而互不相让，因此发生了激
烈的争吵。张老夫人就想让当大学士的儿子张英来干预这件
事，于是就写信给儿子告之此事，张英收到信后思考良久给
家里寄回了一首诗：诗中写到，“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
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收到



信后读懂了儿子的意思，感到很羞愧同时也豁然开朗，主动
将院墙退后三尺。叶家被大学士的宽容谦让感动了，也很快
把院墙让出了三尺。这个故事之所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是
因为他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墙，更是一种美德，宽容与谦让
啊！

我相信，每位同学都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有时因为争一个
玩具，和自己的伙伴闹了别扭；有时因为意见不合，与要好
的同学吵红了脸；有时因为家人对自己的疏忽，跟长辈们耍
犟脾气……也许是我们之前还没有学会宽容，往往在产生矛
盾时互不相让，或者得理不饶人。然而这样的结果，却会使
我们变得更难过，更伤心。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
狭隘是一种负担，宽容才是一种快乐！

在我们小学课本中，有一个关于“负荆请罪”的故事：战国
时，在赵国与秦国的斗智斗勇中，赵国的上大夫蔺相如凭借
自己的能言善辨维护了赵国的利益。因此赵王就封蔺相如为
上大夫。赵国大将军廉颇很不服气，他决定要当面羞辱蔺相
如。但是蔺相如处处忍让，为防止引起争执，就避开廉颇。
身边的人都说他太胆小了，蔺相如一笑，说：“我敢在秦国
当众呵斥秦王，又怎会偏偏怕廉将军呢？只是我想到，强大
的秦国不敢入侵赵国，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我们两人要
是争斗起来，敌人就要来钻空子。我不能忘掉国家的安危
啊！”这些话传到廉颇的耳朵里，廉颇很惭愧，于是光着脊
背，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府上请罪。

从“六尺巷”和“负荆请罪”两个故事中，让我懂得作为学
生，也要学会宽容和谦让。记得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
一天下午，我和好朋友玲玲一起共同画一幅画，画的是一个
头戴蝴蝶结的小姑娘。当画到蝴蝶结时，我和玲玲在选取什
么颜色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她说要用紫色，我却非要用粉
红色。我们各不相让，越争越凶，到了谁都不理谁的地步。
异常难过的我静下心来，好象又听到了六尺巷这首歌，感到
非常羞愧。于是我便跑去向玲玲诚心地道歉，我们又开心地



在一起玩了。

是的，“宽容”历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日常生活
中，当我们不小心伤害到他人时，说一句“对不起”；在别
人不小心犯了失误时，道一句“没关系”；在他人观点和自
己不一致时，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只有懂得去谦让、去
宽容，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美丽！因为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
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
怀。

家道传承读后感篇六

《中国经典名着》是我的启蒙书，是我“不说话的老师”，
是它帮助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是它让我知道了中国的悠久
历史。这个学期，我们学校开展了一次阅读《中国经典名着》
的活动，我阅读了许许多多有关中国经典名着的书，有的故
事让我受益匪浅，有的故事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其中，
我读了一个最令我深刻难忘的故事----《西游记》。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四大名着”之一，这本书是由一位
名叫吴承恩的作家写的。

《西游记》里的唐僧师徒在西天取经的路上，不仅帮助了许
多贫民百姓消除了妖魔鬼怪，还让他们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
活。唐僧的徒弟不怕困难，帮助唐僧西天取经，特别是孙悟
空，他非常的机灵，而且也非常的忠心；唐僧也非常的善良、
朴实而又显得仁慈；猪八戒傻得可爱；沙和尚则给人一种忠
诚而又老实的印象，也是唐僧忠心耿耿的徒弟。在《西游记》
里共有九九八十一重考验，最后，他们师徒四人共同努力，
经历了千辛万苦取得了真经。任何事一开始总是非常艰难的，
但只要能树立信心和勇气，经过努力，相信可以取得成功的！
《西游记》这本书也就验证了一句老话：万事开头难。一开
始只要坚持住了，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不久以后，成



功一定是归你所有的！而这个这个故事也深刻地告诉我们：
正义是一定会战胜邪恶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做每一件事
情都要不达目不罢休，绝对不能气馁，这种精神正是我们青
少年所要学习的。

家道传承读后感篇七

今天，我认真读了《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这本书。
其中，尊师爱亲这一章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最感兴
趣的是第一个故事《颜回煮饭敬师》。

故事主要讲的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周游列国，一连好几天
都没吃上饭。大弟子颜回看见老师很饿，于是向人乞讨。等
他回来做完饭时，孔子也刚好睡觉醒来，闻到一股扑鼻的饭
香，便跨出房门。只见颜回正从锅里抓一把米饭往嘴里送，
孔子见了又高兴又生气。过了一会儿，颜回恭恭敬敬地端着
一大碗白米饭送到孔子面前说：“做好了，请老师进食。”
这时，孔子说：“我在梦中见到了去世的父亲，我要用它来
祭奠他老人家。”颜回把米饭夺去，说道：“不行！这米饭
不干净，刚才煮饭时不小心把炭灰掉在上面。后来，我把沾
有炭灰的米饭抓着吃了。”孔子听了这番话，深感颜回是个
贤德之人。

读了这个故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尊师爱亲”四个
字萦绕心头，不由得想起了爸爸给我讲的远房小表舅的故事。

小表舅的母亲有点智障。每天只要小表舅一上学，母亲就会
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上课时，一直站在校门口扒着铁栅栏向
里面张望。小表舅从来不出教室玩儿，因为一到下课，同学
们就会对着母亲说说笑笑，虽然很远，可是小表舅总能清晰
地听到大家的小声议论。

老师的话深深触动了小表舅的心，从此他帮助母亲干活了，



扫院子、喂鸡，还给母亲扎了一个小辫子，母亲睡觉的时候
都舍不得解下辫子上的橡皮筋。而小表舅学习更加努力了，
他不仅要感谢母亲，也要感谢老师的理解和开导。

生活是一片草原，“尊师爱亲”是草原上成片的美丽花朵，
有同学们向老师敬礼问好的礼仪之花，有儿孙给爷爷奶奶打
洗脚水的孝亲之花，有父亲为病重孩子捐献器官的慈爱之花，
更有广大人民为贫困家庭捐款的博爱之花……想着想着，我
的内心力量变得无比强大。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在继承
和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吗？我激动万分，为生活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礼仪之邦”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家道传承读后感篇八

在我的小书桌上，摆放着一本淡蓝色、清秀典雅的《传承中
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它是安徽省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
教育活动读本，由安徽省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活动组委会编
写。

《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除引言以外，主要写
了“爱国如家”、“孝悌友爱”、“尊师重教”、“诚实守
信”、“明礼守法”、“勤学励志”这些具有现实意义的内
容。

从引言中，我知道了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的历
史长河，给我们留下一座巨大的宝库；在《爱国如家》部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深深震撼了我；
《孝悌友爱》中，我读懂了“亲爱利子谓之慈，子爱利亲谓
之孝”；《尊师重教》令我陷入思索——怎样做一个尊敬老
师的小学生？《诚实守信》教育我们，做人应当“言必诚信，
行必中正”；《明礼守法》指出，法律是天下的准则，人要
能够始终保持纯正之德；《勤学励志》篇可用一句话概括，即
“学不可以已”。



我最喜欢的，是《六尺巷的故事》。从前，有一户姓张的人
家和一户姓吴的人家。他们为了墙基争地界，打起官司。张
家的张英在朝当宰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张英的家人
就写信给张英，想让他出面处理。但张英读过家书之后，沉
思片刻，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写道：“一纸书来只为墙，让
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
看了信，明白了张英的意思，主动将院墙退后了三尺。吴家
人深感惊讶，非常佩服张英的肚量，于是也将院墙退后了三
尺。这就是有名的桐城“六尺巷”，爸爸曾带我去瞻仰过它。

读了上面这个故事，我也非常敬佩张英。是啊！修身为先，
大度做人。张英的谦逊礼让，成为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的典范。

我是中国人，我愿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一员！

家道传承读后感篇九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传承千年。中华，一个具有代表性质
的词语；中华文化，一个历史久远的风铃历史；传承中华文
化，一个人人心中的腾涌言辞；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
园，一句中国人民窝在胸中的肺腑之言。

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化、汉文化，是指以春秋战国诸子百
家为基础不断演化、发展而成的中国特有文化。其特征是以
中华文化的诸子百家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与天朝思想为骨干
发展而来。中华文化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
乐、民族戏曲、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等；而传统
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
除夕等。

上了小学的同学们都会涉及到书法的学习，开设的书法课程
让我们更好更深入的了解了中华文化。然而，书法，并不只
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同样是中华精神的传承。



书法，讲究运笔、行笔、收笔，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不容
小觑，不可忽视。书法，同样也很缜密、细心。这种精神正
如我们那个宏大中华精神一样，不轻易放纵、不怠
慢······不容小看的中华，是令人敬畏的，但文是火
热的、高涨的、兴奋的。中华精神——扶危济困，救他人于
水火。这难能可贵的精神，都云集在中华这个大家庭里，你
说，难道不令人振奋吗？芸芸众生中，我竟能成为中华的一
员，为此，我心中的激情正在涌动，希望我也能成为耀眼的
新星，照亮心中的黑暗。

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我们
应该众志成城，一起将祖先留下的文化传承；我们应该奋发
图强励精图治，一起将中华精神的灵魂保留。未来，需要我
们焊接；时代，需要我们推进；夜晚，需要我们照耀。我们
每个人心中，都需要有“传承”这个概念，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祖国的蓝天更蓝，白云更美，才能让祖国的光芒更耀
眼。

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才来
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怎么可以将它荒废。中华文化，古
老的精神，发掘了几万人得灵和魂才回归到我们中国，我们
怎么可以忘怀？中华文化，非常珍贵，激励了多少中华儿女。
“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他已经深深刻在人们心中，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在以
后的日子里会一直鞭策着我们前进。

家道传承读后感篇十

对于一个整天研究外文文献，接受西方科技教育，崇拜美国
自由的人而言，国学意味着八股文、之乎者也这些令人费解
的文章，各种不人道的条条框框、心理折磨，是古代统治者
用来驯服民众的工具。是的，在未了解之前，它已经被我贴
上了“腐朽”、“霸道”、“落后”的标签，真是应了那



句“主观臆断、妄下定论”，现在想来有些无知。

2019年6月，从南京风尘仆仆的返回石家庄，想在石家庄这片
土地上生根发芽，打造属于自己的世界。也是那个时候，在
正奥医药接触到了弟子规，每天晨读，语速超快，第一次都
跟不下来，由此可想，正奥员工对弟子规的熟悉程度。通过
了解，正奥的董事长秦总对国学甚是痴迷，不惜拿出重金鼓
励员工背诵弟子规，只是因为自己受益匪浅，通过背诵将大
家领入门，每日践行，有机会接受中国国学带来的好处。

出身传统家庭的我，从小至今，出门前总会告诉家里
人，“我上学去了”或者“我去家玩去了”，回家的第一件
事就是“妈，我回来了”，这似乎是一个规矩一样，也许这
就是家庭教育。现在我在《弟子规》中，看到“出必告，反
必面”这句话，才知道原来这条规矩出自此处，原来我一直
在践行《弟子规》，只是由于无知而未知。

当我读到“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
复谏，号泣随，挞无怨”的时候，我感到十分羞愧，还没有
严重到“亲有过”，只是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就已经内心
十分不耐烦了，总觉得时代变了，老古董的思想应该遗弃，
连听完的耐心都没有，十分羞愧。父母的养育之恩大过天，
不应该如此不尽孝道。如今父母年事已高，似乎没有精力再
去表达什么不满，又或者是经历国学洗礼后的我心态甚佳，
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满满的关心、担心和依赖。

这真是印证了“余力学文”这一节，“不力行，但学文，长
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中国
国学博大精深，终有感触，从此刻起，立志学习国学，品读
经典，传承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