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孝道的感悟 孝道文化感悟与心
得(优秀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你知道心得
感悟如何写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
篇心得感悟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孝道的感悟篇一

近期，学校开展的“孝敬父母实践活动”到现在，已经有一
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改变了很多，也体会到父母的辛
苦。

以前，我总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学校开展这个活
动后，我从中体会到爸爸妈妈每天多不容易。而我们以前总
是比吃比喝、比穿比戴。拿运动会来说，大家互相攀比，都
认为买的吃的越多越贵，就很有面子。谁知道为满足自己的
虚荣心花掉的可是父母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啊!

如今的我再也不和别人攀比吃穿用，而且主动承包几项力所
能及的家务活，并长期坚持下去。因为我知道爸爸妈妈很辛
苦：每天早起为我做可口的饭菜，再送我去上学，然后匆匆
忙忙去上班。晚上还给我辅导作业。节假日搞卫生、洗衣服，
有时还要去单位加班，他们得多累呀!

作为家里的第二个男子汉，我决心不再耍孩子脾气，要为父
母分忧，每天多做一些家务活，比如：吃完饭后洗碗、擦桌
子;地脏了墩一墩;浇浇花等等。虽然我现在还干不了什么大
事情，但我多干一件就可以让父母多休息一会儿，而且看到
儿子懂事了，他们一定很欣慰。所以我一定会坚持做下去。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努力，争做孝顺父母的好孩子吧!



近期，我们学校开展了：孝敬父母实践活动。通过这次活动，
我知道了父母一天天多么辛苦。父母每天上班，早晨很早就
起床，为我做饭，晚上又很晚睡觉，看着我门入睡了才睡，
他们多么辛苦啊!

我的妈妈一个月工资1000多，一天就50元钱，再加上我们一
个月吃的穿的，电费，这点根本不够用，爸爸一个月工
资2700元，一天就90元，我感到很羞愧。当当我们在学校比
吃比穿比玩儿时，有没有想过父母的辛苦，他没一个月工资
多少，就他们挣得那些钱，每个月是不是已经花了一半多，
存下的又有多少，可是，他们有说过什么吗?当我们自己抱怨
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不是老板、经理时，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
的父母的感受，他们又何尝不想让我们在优越的环境下成长
呢?如果我们感到羞愧，请我们少花一些零花钱，节约下来，
在父母生日时，送他们一些礼物，多帮父母干些家务活，自
己也体会体会父母一天有多累，看看他们一天干的是什么，
怎样供我们的!

同学们，我们多帮父母干些家务活吧，把平时花的零用钱节
约下来给父母买些东西，即使是对她们说一声：您辛苦了!也
满意啊，让我们一起孝敬父母，学会感恩父母吧!

孝道的感悟篇二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绝该继承和发扬.孝亲敬老美德更是精髓,
更应该继续发扬光大,这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是良心的要求。
“孝”是中国文化中最悠久、最基本、最重要、影响最深远
的传统伦理观念。在《孝经》中,“孝”被开宗明义地肯定
为“德之本”和“教之所由生者”,并被儒家视为“仁之内
核”。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无臣，无以终余年。祖孙两
人，更相为命。

几千年来,“磕头”、“跪拜”“昏定晨省”“披麻戴



孝”“守灵”等仪式一直承载着中华民族“孝”文化的内容。
而当代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更是严格保留了很多的传
统孝道仪式和规范。例如在韩国,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在正
月初一之前赶回供奉祖先的长兄或长子、长孙家,参加祭祖的
茶礼仪式并相互拜年。拜年时,长者盘膝而坐,晚辈在长者面
前下跪叩头,长者对成年晚辈低头弯腰答礼。“一定的内容必
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夏学銮并不否定当代青
少年在春节时给父母磕头的意义。他说,有选择地恢复一些体
现家庭长幼尊卑伦理关系的传统社会仪式还是必要的,弘扬孝
道需要借助具体的形式。

父母说错了,自己受了点小冤枉,也不要当场顶嘴,要暂时接受,
等事后再行解释。挟泰山以超北海，此不能也，非不为也；
为老人折枝，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孝亲敬老应是社会主义
道德建设的题中之义，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让我们共同行动
起来，在全社会大兴孝亲敬老之风。

最近通过认真研读《弟子规》，明白这是一本做人之道的宝
典，浅显易懂的文字却蕴含着做人的真理，不仅对于教育少
年儿童，对于我们成年人如何经营我们的幸福人生，和谐的
家庭有着重要的意义。

《弟子规》总序开篇时这样教育我们：弟子规，圣人训，首
孝弟（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它从人之根本出发，教育我们要从这几个方面对自身德行的
塑造。

“首孝弟（悌）”，就是说做人首先要心中有爱，要孝敬父
母。一个人如果连他有养育之恩的父母都不能尊敬的话，那
么他就丧失了做人的根本，对长辈、对领导、对老师、对兄
长、对朋友就更谈不上发自内心的尊重，他所做的事情也就
很难得到认同。

“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意思是和大众交往



时要平等仁和，要时常亲近有仁德的人，向他们学习，以上
这些事是学习的根本，非做不可。如果做了还有余暇，还要
学习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充实自己。这是教育我们如何待人
处事、如何学习，要经常学习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缺
点，从各个方面来约束自己，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

好的习惯都是从一点一滴做起的。

常言说“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是做人的基础、
道德的根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
精神动力。当前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的驱使，追
逐物欲等思想侵蚀了一些人的头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
复杂化，一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改变，人们对精神层
次的追求日益淡化，尊长孝亲的传统美德逐渐缺失，即使
有“孝”的意识，也以没时间、没精力等各种借口，不能
把“孝”付诸于行动，人们思想中的“感恩意识、责任意识、
奉献意识”出现了滑坡现象。适时开展的“孝德”教育，目
的，就是为了弘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让学生在“孝德”
教育中心灵得以净化、启迪，在实践中体会、感悟、认同、
崇尚“孝德”，在反思自己在尊长孝亲、感恩父母的'过程中，
端正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并将这种感恩之心付诸行动，让
“爱与责任”的体现升华至爱自己的岗位、感恩父母、感恩
领导、感恩老师以实际行动回报父母、回报社会，在实现自
己人生价值的同时，最终实现思想境界的升华。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长在这个世界上，都源于父母。曾子曰：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每个生命从“呱呱”坠
地开始，无时无刻不牵动着父母的心。父母不仅赋于我们生
命，抚养我们长大成人，还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是父母的
爱、是言传身教，教我们学会了坚强、记住了宽容、懂得了
自制。

颊儿女成人后相继踏出家门，成家立业。俗话说“不养儿，
不知父母恩”。当我们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之后，特别是在



抚养自己的孩子的过程中，最能感悟到父母的艰辛、父母的
无私伟大、不求回报的爱，“乌鸦尚知反哺”，然而，我们
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回报父母的又有多少？不能忘记，父母
为了让我读好书而省吃俭用；不能忘记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
不能忘记父母的千叮万嘱。

孝道是做人首要的品德，孔子说，“日三省其身”，我们也
要如此，每天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勉励自己，改正自
己的言行中的错误，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陋室铭中有
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虽然房子简陋，但是因为我品
德高尚而不再简陋。个人品德是一个人的内在的涵养，这是
人性中最有魅力的地方。它不会因为人的贵贱贫穷，漂亮和
丑陋而划分，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发出它耀眼的光辉。

通过学习，使我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对自己工作和生活中
的过失及时的得以纠正，使自己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我一
定会以此为契机，把爱与善的种子撒遍人间。让我们大家一
起重塑道德灵魂，使人性的光芒永远熠熠生辉！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们班教室经常都会传出同学们诵读
《千字文》的朗朗读书声。《千字文》是我国南北朝时南朝
梁的周兴嗣编写的一部文化经典，迄今已有1400多年了。流
传到今天，作为一本启蒙读物，它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这部
经典4字为一句，共有250句，一千字，是名副其实的千字文，
而整本书竟然没有一个字是重复的，可见作者遣词造句的功
力深厚。书中的知识通俗易懂，内容丰富多彩，从自然现象
到社会历史，从农业生产到发明创造，从做人做事到言谈举
止，从宫墙建筑到名山大川等等，作者都在有限的篇幅中向
我们一一道来。虽然这部经典创作的年代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但是，今天我们读它仍然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让
我们既增长了知识，又明白了道理。

《千字文》里有许多关于做学问的语句，对我有深深的启发。
“尺璧非宝，寸阴是竞。”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光阴的可



贵，“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笃初诚美，
慎终宜令。”修身、求学，重视开头固然不错，但始终如一
坚持到最后更是难能可贵。做学问不可以半途而废、虎头蛇
尾，应该坚持不懈，最终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守真志满，
逐物意移。”说的是每个人要保持善性，学习要专一，不要
转移意志，甚至玩物丧志。“孤陋寡闻，愚蒙等诮。”学问
浅薄，见识少，就会被别人耻笑。我们不能只读死书，还要
多增长见识，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否则就会成为“井底之
蛙”。

我们的乐趣吧！

的变化、发展之中。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日月运行在天空，日出日落，月圆月
缺，各循其规律，星辰遍布于广阔的天空。 万物均有其规律，
逆规律而行只能导致失败。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冬季寒冷夏季炎
热，秋天收割粮食冬天储存起来。 人生不管发生什么事，四
季不会颠倒，该发生的依旧会发生，不如顺其自然，用一颗
平常心去对待，而不是打乱自己的生活规律和心态。 闰余成
岁，律吕调阳：积累数年的闰余并成一个月，放在闰年里，
乐律中有六律六吕，配合十二个月来调节阴阳。 前半句告诉
我们：积少成多，一点点的积累，平年变成了闰年，量积累
到一定程度也可以导致质的变化。后半句这说明一个巴掌拍
不响，不管一个人多强大都要有其他人配合。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云气升到天空，遇冷就形成雨，露水
遇上寒夜，很快凝结为霜。 云气要升空、遇冷才形成雨，露
水只要遇上寒夜便结为霜，事物的转变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
的。

可以通过一件事，但更要全面，不要片面的下结论。



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果真李柰，菜重芥姜：最有名的宝剑叫
“巨阙”，最珍贵的明珠叫“夜光”；果子中最珍贵的是李
子和柰子，蔬菜中最看重的是芥菜和生姜。 巨阙最为锋利，
夜光珠光辉无比，李子和柰子“和脾胃，补中焦”，芥菜和
生姜开窍、解毒。 每个领域里都有最为人称道的，只是因为
他们具备了优良的品质，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其实最珍
贵的不是某一事物、某一人、某一团体，而是他们身上的品
质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现在我们班上坚持每天诵读半小时，
要求孩子手口一致地点读，两周的时间过去了，明显的效果
出来了。现在孩子诵读起来有板有眼，连没有教到的内容比
老师还记得牢，我们班新来的刘嘉莹、张家辉等小朋友都能
大胆大声地诵读《千字文》。看来，我们真的不可低估小朋
友的学习能力，虽然他们平时有些俏皮，但学习的效应比我
们大人还要强。现在我们诵读国学就好象有一种凝聚力，把
小朋友的学习兴趣提得高涨起来。我们作为老师真的有一种
自豪感！

孝道的感悟篇三

在弟弟眼中，他的姐姐，又像他的妈妈一般，给予他更多的
关爱。

母亲的病，有时发作起来，很痛苦。痛得在床上打滚，甚至
想过了结自己的生命，这样就不会有痛楚，不会给她的女儿
更重的负担。

每次女孩听母亲这般说是。谁不知道，她的心在流血，她要
压抑住自己快要盈眶而出的眼泪，继续微笑，鼓励着妈妈坚
持下去，就会有希望。直到安抚好母亲，转身关灯的那一刹
那，她才会用她的小手擦干自己的泪水，嘴角继续上扬，因
为她坚信，微笑是最好的药。

当这小女孩每天早早起床做家务时，此刻的我们应该在暖和
的被窝里做着美梦吧;当小女孩每天晚上，用一盏微弱的烛光，



照亮在桌上，开始埋头学习时，我们早已入眠了吧。

想想这个女孩，再想想我们，一碰到难题就选择逃避，而她
却是用她的微笑坦然面对。

一段思念一点忧伤，一点违心一笑一段离别往事。

社会上，有许多这样的人，需要我们去关注他们，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看完后，我尘封已久的心痛一点一点刺进心中，我的脑海里，
浮现出的是，他们那一张张天真无邪的笑。

愿你们永远健康成长。

女孩，愿你的微笑的背后不再有故事，而是纯真。

孝道的感悟篇四

“又是一年中秋夜，又是一轮月满时。”中秋的相思是寒冷
的!家人之间不能团聚是痛苦的。家人和朋友之间只能互寄思
念，这也正所谓是“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
亮的寒冷，寄托着人们对自己朋友之间的思念和对家庭团圆
的渴望，古人就是用月亮来寄托相思之情和团圆之苦，也可
以说是“明月千里寄相思”!

孝道的感悟篇五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居家隔离期间，每晚陪伴女儿学习成了
我生活的必需。

在陪读的一天晚上，我在朋友圈看到一则视频。视频中的老
爷爷满脸皱纹，衣发须眉皆白，他说：“我坐过最贵的车子，
是父亲的肩膀。我住过最豪华的房子是母亲的肚子。我这一



辈子，不求自己大富大贵，但求全天下的父母，身体健康长
命百岁。父母在世你不孝，坟前哭喊没必要。生前不给吃和
穿，死后花钱算那般。披麻戴孝孝衣穿，不如生前把饭端。
百善孝为先，做事先做人。”

老爷爷说起话来，嗓音浑厚，清脆响亮，身形舒展，手势带
风，神采奕奕。尤其是那双深邃明亮的眼睛，闪耀着智慧的
光芒。视频不长，很有深度，也富有哲理，穿透力和感染力
很强，也很令人感动。也许就是那句“我坐过最贵的车子，
是父亲的肩膀;我住过最豪华的房子，是母亲的肚子。”触动
了我的灵魂，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我摸摸贴着膏药的脖子，想着几天前，儿子要骑在我的脖子
上玩。我两手抓住儿子的小手，呈两个“人”字形旋转，逗
得儿子咯咯直笑;小脸蛋红彤彤的，放下又要骑，骑了又要下，
累得我是精疲力尽。几个回合下来，我的脖子只能在30度内
向右转动了，痛感传遍着整个脑袋。看着儿子红扑扑的脸蛋，
笑意全写在脸上，我的内心也充盈着幸福，痛并快乐着，亦
是我最真实的感受。这种游戏，我想身为父母在亲子过程中
都有玩过，尤其是这种痛，我想全天下的父母都深有体会，
也体验过。

我是儿子，也是父亲，不养儿不知报父母恩。视频中老爷爷
的话虽没有《弟子规》中文言语句那么难理解，他其实告诫
我们的道理很简单，也很清晰明确，就是要及时行“孝”，
悟得“孝道”。

我们的先人很有智慧，一个“孝”字，上面是“老”字的上
半部，下面是“子”。老在上，子在下。上面的老人关爱着
下面的子女，下面的子女呵护着上面的老人，这是长幼尊卑
的次序和礼节。在佛教里，也讲到孝顺父母，有三个层次：
一是初品的孝顺父母;二是光宗耀祖;三是上品的孝顺。古代
的生活水平和现代的生活水平，那是无法比拟的。但那个时
代的人们对孝道，那是植根于心的尊崇。



孝顺是一个人内在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品行。一个人
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好好孝顺，你还能指望他爱谁，也
就根本谈不上感恩了，这是很可悲的事情。那么你又怎能期
待在与他们交往时托付真心呢?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是他能
说明一个问题，反应出一个人的本质和善性。

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父母花了多少汗水哺育了我们，
把我们抚养成人，父母的恩情，比山高，比水深，这一种恩
情，我们是永远也报答不完的，即使用一生也偿还不完。

也许，有人会说，在这个物质骤增的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方
式，自己也是压力山大，为了生计，是自身难保，从早忙到
黑，晚上回来还要撰写第二天的工作计划，哪还有精力在父
母的身上尽孝呢?再说也不是不想尽孝，而是条件有所限制。
自我安慰的理由很充分，找寻的借口也能冲涮掉内心的罪孽
感。不可否认，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家庭，结构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四二一”的结构普遍存在。在这种一脉单传
的情况下，加以生活的优越，导致现代的孩子几乎都以自我
为中心，比较自私，关心他人爱护他人的情感不足。说白了，
就是孝心不够。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时，多名委员、代表提议“常回家看看”
这样的道德规范应该入法;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有利于弘
扬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如今二孩政策已全面放开，但30多年
的独生子女政策还是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很多现实问题。好
在国家和各地政府给了这些独生子女，很多的政策红利。某
种程度上，体现了孝道文化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没有被
人遗忘。

放眼历史，孝敬父母的例子举不胜举：闵损芦衣顺母，董永
卖身葬父，郭巨埋儿奉母，王祥卧冰求鲤，吴猛恣蚊饱血，
香九龄为父暖被。纵观当代，感动中国人物孟佩杰，8岁开始
照顾瘫痪的养母，用四千多个日夜，_了“久病床前无孝子”



的理念。在专家给她的颁奖词里，给予的评价是：“在贫困
中，她任劳任怨，乐观开朗，用青春的朝气驱赶种种不幸;在
艰难里，她无怨无悔，坚守清贫，让传统的孝道充满每个细
节。”所有这些内容讲述的都是孝爱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
这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执着，是社会责任意识的源头，是
中华传统孝道文化的传承!

当然，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中，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
里，有人为了钱，让老人变劳力;有人为了赡养父母，司法堂
上见真知;有人为了一分田，一块地，一栋房，由孝子蜕化成
逆子。父子成仇，抛弃、虐待、甚至于打骂，把老人骑在身
下，作威作福的人比比皆是。孝道沦丧，传统逐渐地被淡化，
感恩变得麻木不仁，施恩更是天方夜谭。

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儿子和儿媳妇很讨厌他的父亲，让他
的父亲带着一条毛毯出去“闯闯”。这时他不会说话的儿子
居然说：“父母大人，你们不必给爷爷一条毛毯，给他半条
就行了。剩下的半条请你们好好收藏起来，等我长大后可以
把它给你们，让你们也到外面闯闯”。孩子的父母认识到错
误，赶紧留住了老父亲。是啊，上行下效，种瓜得瓜，种豆
得豆，身教大于言教，我们今天的行为举止，就是孩子们明
日的学习榜样，我们的言传身教，最终都会作用到孩子们身
上。

行孝，不仅仅是一种义务，他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态度，
是父母对我们爱的延续，我们要做好接力棒，让行孝代代永
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