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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心得(实用8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曾国藩的家书心得篇一

读完《曾国藩》意犹未尽，读到后面恋恋不舍，不舍把他读
完，这本书唐浩明写的《曾国藩》是本很值得读的书，接下
来浅显总结一下本书和对自身的思索。

曾国藩终其一生都在不断严格要求自己，体察人才，知人善
用，注重修身一直以来都心存善念，当败太平军时很多人劝
他反他首先想到的`继续的战争带来的杀戮，一心想结束战争
还百姓安宁。但为湘军统帅和游走于官场中的他却又心狠手
辣，为达到某种目的不惜杀害无辜之人。

但还是理解这位一代伟人，因为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
势，我们要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大环境下去作出思考，说
到底曾国藩也是凡人，正所谓“慈不掌兵，情不立事，义不
理财，善不为官。心不狠不足矣做湘君统帅，不虚伪，没有
心机城府不足矣在腐败的官场立足。而他却没有停止修正自
己的行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读曾国藩的家书心得篇二

近日，刚参加完统一考试完毕，不知结果如何，心中着实悬
念。虽然说学习不是为了考试，但也是自己学习成果的一种
检验，所以说无挂怀属于虚无之谈也。如果一味沉浸再次补



习功课或者是攻读高级，觉得也有不妥之处――这样仅以此
职业书本为自己所读，感觉有点书呆子气了。于是，十年后
再读此书确另一番感受。

首先，曾氏在信中表示对九弟回家之一路上的牵挂，表达兄
弟之情，我想我们生活中兄弟姐妹(所谓同胞者)何尝不应该
这样呢?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同胞者各自成家立业
后彼此的关心少了。或者关心依然存在，可是一旦牵涉经济、
政治利益时，兄弟反目成仇者大有人在，我们以前所在的集
团公司便是如此。看看曾氏一家兄弟的和睦，也给我们重新
感受兄弟伦常中的.一些同胞之爱啊!

然后，予身体较九弟在京时一样，总以耳鸣为苦。问之吴竹
如，云只有静养一法，非药物所能为力。而应酬日繁，予又
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拟搬进内城住，可省一半无谓之往
还，现在尚未找得。予时时自悔，终未能洗涤自新。可见曾
公一生成就，一直将静字看得非常之重。另一位湖南前辈唐
鉴向曾氏指静字功夫最是要紧。若不静，则省身也不密，见
理也不明，都是浮的。这一点，我也着实需要学学，如今三
十多岁，依然不以静。更无从如曾公所言时时自悔，洗涤自
新了。

这封信的另一处主要谈到德讲诚正、术求专攻。其在信中提
到艺多不养家，其实并非艺多的过错，而是我们人，学艺多
了便受到时间等限制而不能，不能专。想想，我这一生学艺
倒是不少，到头来三十出头还是一事无成啊!

以上这些说明，不仅曾公警世之言值得学习，其实我们所应
学习之处在我父亲已经言传身教了我三十多年(我如今的岁数
里)，我何时能真正体会、运用呢?深思深思。

读曾国藩的家书心得篇三

纵观历史，对曾国藩从来没有一个准确的褒贬说法，有的说



他是“三立完人”、“中兴第一名臣”，也有的贬他说
是“汉奸加卖国贼加刽子手”。读过唐浩明的《曾国藩》，
我对这个湖南籍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又有了
更深一层的了解。

曾国藩出生在山美水美的江南荷叶塘，从政后建湘勇、长江
水师、湘军以及淮军，打败造反长毛、捻军，劳苦功劳，官
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兵部尚书衔两江总
督、南洋通商大臣兼两淮盐政总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督办。

虽然有人认为洋人在中国猖狂，无法无天至极，应该赶走。
曾中堂却委曲求全，把中国人杀了，并赔偿白银。但是，当
我阅读完《曾国藩》，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就此认为他为一名
不合格的官员，主要原因有三点：

他从来不收藏名贵物品，不讲排场，家居简陋，为官清廉。

他忧国忧民，忠心清朝，建立水师和湘军，为维护祖国和平
和外交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一生不顾个人恩怨和别人的辱骂，处理了大大小小的'各种
案件，为祖国发现和培养了大批大批能干的文人武将。

看完这本书，我觉得如果清朝大臣都学曾国藩，中国就不会
受到洋人的欺凌，历史就要被改写。

读曾国藩的家书心得篇四

初读曾国藩，观其一生成就分为三层。一为自身修养，即内
圣。以并不突出的资质，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完全是得益于自
身不断的学习反思和修养！其次，是经世致用，或学以致用，
即外王。虽然曾国藩思想中大多存在忍、让、耐、稳之类的
想法，但他往往凭着极大的毅力最终达成目标，成就晚清中
兴第一名臣的.事业。最后，我认为他的一大成就就是他所著



所述所作所为对其家人和后世的教育意义，也就是他的成功
轨迹是可以学习和模仿的！因此有人说，古代圣人都可敬不
可学，唯独曾国藩可敬亦可学！也就是有人把曾国藩当成功
学的原因！

另外，我认为曾国藩的一生基本上都在，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读曾国藩的家书心得篇五

曾国藩于嘉庆十六年（1811）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
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兄妹九人，
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业，家境富裕，父亲曾麟书童
试十七次皆不第，设馆授徒。

曾国藩六岁时跟随父亲读书。他天资愚钝然而勤奋好学。十
六岁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道光十三年
（1833），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中举。接着连
续两次参加会试，均落榜。道光十八年（1838），会试中榜，
试后改名“国藩”。随后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踏
上仕途，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在京十多年间，累
迁至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十年
间七次擢升，升迁十级。

曾国藩，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进入仕途后
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整个清朝以
一介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并在晚清恶劣、剧变的政治环
境中全身而退，去世之时获得清廷国葬的最高优待。

有人说“中国的圣人只有两个半”，孔子和王阳明是其中两
个，曾国藩则是那半个。正是因为如此，他的人生智慧才值
得我们特别重视和珍视。



读曾国藩的家书心得篇六

曾国藩，一位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风云人物，其所建功业无
人可以效仿，而他的著作和思想同样影响深远、泽被后人。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可见曾国藩影响之大。闲暇之余，我仔细欣赏了《曾国藩家
书》，只憾才疏学浅，未能完全理解书中的思想精髓，但曾
公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国之栋梁，家之支柱”，心中不
知不觉中涌起了敬意，感触颇深。

《曾国藩家书》收录其从年轻至去世前的百余篇较有代表性
的家书，分为修身、劝学、治家等部分。由于是家书，宦海
沉浮中的曾公对亲人眷属敞开心扉，或言人生感悟，或抒心
事衷曲，或阐伦理纲常;言之凿凿，情之绵绵。家书是一面镜
子，真实折射出了曾公复杂的内心世界，是其一生治政、治
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而面对当今社会诚信缺失、道德
滑坡，家书中劝学、修身等思想，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
义，值得我们深思。

曾公认为唯读书可变化气质，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
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讲
道“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
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
事，此三者缺一不可。”曾公对此独到的见解，他不但自己
做到言有矩，动有法，并且开列了自己修身养性的课程，每
天都纠正过失，增长知识和技能，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而
且也希望自己的弟弟和儿子们能够效仿。他告诫亲人满招损，
谦受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凡骄傲者，总是拿
自己的长处与别人的短处相比，因而沾沾自喜，不求上进。
或者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牢骚满腹，这些都是影响进步的因
素。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谆谆教诲亲人立志有恒，
力戒自满。得此深刻的教益，使我受益匪浅。

在曾公的眼中，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德，而后是才。“声闻之



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
功名声望这些人生是需要的，但是不可以长久依赖着它。其
虽出身低微，却从小发愤图强，立志“澄清天下”。他笃学
力行，老而不懈，规行矩步，立志之后持之以恒，对人对己
坦坦荡荡，每日自修、自省、自律，同时教育子弟耕良田千
顷不过一日三餐，有广厦万间只睡卧榻三尺，家族兴旺不在
积银两、置田产，而在出贤子弟。曾公以立德为先，我们的
干部考核制度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可见无论在哪个
年代，“德”都是居于第一位，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
心，吾日三省吾身，是为警钟长鸣。

读曾国藩的家书心得篇七

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00多封，其行文随想而至，挥笔自如，
在看似平淡家常事中蕴藏着真知灼见，极具说服力和感召力。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
曾国藩影响之大。为此，我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对《曾国藩家
书》进行了研读，读后感触颇深。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
一名臣"，后来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整肃
政风、倡学西洋，开启"同治中兴"，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又
苟延了60年，其功业无人可以效仿，而他的著作和思想同样
影响深远、泽被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
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从清朝官吏到现代很多人
都崇拜的'主要偶像之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说过："愚
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影响之大。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其所
著的《曾国藩家书》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
要资料。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
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尽管曾氏著作留传
下来的太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
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使其成为中国



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
以及诸弟的家书中。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30多封，是历史上
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
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行军类、旅行类、
杂务类，共10大类。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
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
他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诸如在教子弟
读书、做学问、勤劳、俭朴、自立、有恒、修身、作官等方
面，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政要学曾国藩，
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
场楷模"。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了一
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曾
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
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
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
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
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
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
农、曾宝荪、曾宪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
科学家和高级干部。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
(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他一生勤
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
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桐城派的文
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
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曾国藩的教育理论，直至今日仍然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作为新世纪的复合型教师，我相信只要付出我们的哪里，必
定会培养出更多创造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为宁
晋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读曾国藩的家书心得篇八

前段时间在好友的推荐下，利用每天早上坐地铁的时间断断
续续的终于把曾国藩家书看完了，感触颇多，他之所以这么
有成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时常反思自己的过错，劝
诫他人，在读书的`过程中，感觉就是面对面在和曾老对话，
从他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其实曾老也是一位很普通的人而已，
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
在平淡的家事中蕴含着真知良言。

曾国藩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究经世致用的实用
主义，继成为“孔子、孟子、朱熹”之后的又一儒学大师。

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写日记了，曾老其实也是一个普通
人，人无完人，他年轻时也犯过很多的过错，但是他懂得每
日反思自己的的得失，他取得了在别人看来很大的成就，在
做人做事方面，却依然低调谦虚，才有这样的成就，我有个
同事他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坚持写了好几年的日记，这是
一个好的习惯，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坚持下来呢，从开始写日
记开始，已经写了几个月了，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自己做的
事情有时候还挺好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