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三字经的感悟 三字经心得体会(优秀6
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感悟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可是却无从
下手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大全，供大
家借鉴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吧。

学三字经的感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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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本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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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我明白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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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我明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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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啊！

此刻的小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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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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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三字经的感悟篇二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历史文明送给每个中国人的遗产。它
短小的篇幅，蕴含着许多深刻的道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它深深地吸引我，这不止是它生动有趣的人物历史故事，还
有它本身富有的内涵。三字一句，两字一韵，不禁使人读起
来琅琅上口。 在生活中，每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但
无可否认，《三字经》的确是一个人人生路上的良师诤友。
不论是在道德、历史、地理文化上内外都会受益非浅。虽然，
在这本书上，不免有些封建色彩，但这些不足之处，不正是
要我们这些现代化开放意识的中国人去改变、探索吗? 每看
一篇，我都会被陶醉在经文的韵律和生动的故事中。其中，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秦始皇嬴政。 嬴政，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但在许多人心中他同时也是个暴君。可我觉得他只不过是一
个顺应了弱肉强食，胜者王，败者寇的生活逻辑的人物。 他
为了统一中国，加强训练精兵。虽然，每一个训练，对于士
兵来说都是一次生死决择，但这么残酷的训练却为日后，统
一中国做了奠基。 统一中国后，他虽然残暴，但从此国泰民
安。我们现在身处这个美好的社会主义，不是要感谢秦始皇
吗?中国古代文明所做的切是无可抹灭的，这为中国古文明也
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字经》，深远而持久地影响着每个
中华儿女，中华民族的美德铸造了它，让我们继承这些美德，
发扬它吧!

《三字经》运用事理并举的方法，以大量典故、故事，蕴含
了我们古代人伦道德的许多精华，阐述了丰富深刻的人生哲
理，有倡导尊敬师长，宽厚待人的，有颂扬勤劳节俭，清正
廉洁白，有劝诫谨慎持身，悔过改错的，有爱国爱民，弘扬
正气的，有激励立志勤学，发愤图强的，可以说这些内容包
含了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经典诗文感人肺腑，中华美德动



人心玄，《三字经》就是教我们在现代生活中怎样对待人与
事，如何找到人生的坐标，如何培养道德情操的。

头悬梁，锥刺骨。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
贫，学不辍。这是《三字经》中两则多么激励人勤奋学习，
发愤图强的典故呀。当我读到这两句时不禁感慨万千，在现
在的社会，大多数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家中的小皇帝，家
庭条件优越，不愁吃穿，整天就沉迷网络游戏、电视，很多
的孩子都成了荧屏儿童。现在的孩子很难理解典故中古人那
奋发学习的决心。因此，作为教师的我们，任重而道远，在
教学中，充分利用经典诗文中的故事来教育学生，还应该在
经典诗文典故的基础上予以拓展，结合学生的实际，结合现
代生活的实际，去教育学生，去塑造他们的灵魂，为孩子的
终身打下做人成才的`良好基础。

三字经里一个个榜样 十分明确地告戒我们：向他们学习，就
能有所作为。我们要教育学生把榜样作为模仿的对象，以榜
样的行为规范自己的举手投足。

学三字经的感悟篇三

暑假里，我读了很多书，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山海经》
了。

提到《山海经》，肯定有很多人会想：哎?这书名好熟悉啊。
可是就是不知道是啥。刚开始我也有这种感觉，不过读了以
后就明白了。

《山海经》包含了地理、历史、神话、宗教、民族、植物、
动物、矿产、医药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是一部想象力非凡的
上古百科全书。书中记载的生物几乎是世上没有的，但也有
一些是和动物很像的。比如“闾”像羊，“黾”像青蛙等。



现在，有些文章中的“老饕”，就是出自《山海经》里
的“饕餮”。它曾经把自己的身体吃了。现在人们用它来形
容资深吃货以及懂吃的人。

读了《山海经》，我惊喜地发现：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精
卫填海、嫦娥奔月，这些语文书里出现过的神话传说故事，
全出自《山海经》呢!

这真是一本奇妙的书，丰富的想像力，各种奇思妙想，让人
捧起这本书就欲罢不能。

学三字经的感悟篇四

《三字经》，读来朗朗上口，读完后很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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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三字经的感悟篇五

其实许多人说《三字经》是很无聊的，我刚开始也这么认为，
可到了今天，我认真的读了读《三字经》，发现了里面许多
的知识。

也是，如果不学习，就连一个做人的资格也没有，何谈在社
会上发展呢?

接下来的这句，是上一句话的后面一句：“蚕吐丝，蜂酿蜜，
人不学，不如物。”这句的意思也让我深受感染：“蚕会吐
丝，蜜蜂会制造蜂蜜，人不学习的话，还不如这些动物。”
是呀，许多动物会为人类制造东西，而有些人呢，只是社会
上的废物。还不如这些辛勤劳动的动物们呢。

《三字经》里，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知识呢!我知道了五岳，
有岱山，华山，嵩山，恒山，衡山。啊，我还知道我的老家
湖南的衡山居然还是五岳之一呢。

我知道了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天干有甲，乙，丙，丁，
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子、丑、寅、卯、辰、巳、
午、未、申、酉、戌、亥。记得以前我才知道四个天干呢，
现在，我哪个都知道了。

我还知道了唐代有个神童，叫刘晏。他才七岁呢，是一个聪
明绝顶的儿童。相对起来，我比他笨多了。《三字经》里面



是这么说的：“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
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后几句的意
思是“要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只要勤奋好学，也可以和刘
晏一样名扬后世。”我一定会把这句话牢记在心。

我还知道了人平时所吃的食物中，全能用嘴巴分辩出来的，
有酸、甜、苦、辣和咸，这五种味道。我们的鼻子可以闻出
东西的气味，气味主要有五种，即羊膻味、烧焦味、香味、
鱼腥味和腐朽味。我以前还不知道有腐朽味哩!

我还知道了人类生活中的主食有的来自植物，像稻子、小麦、
豆类、玉米和高梁，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食品。在动
物中有马、牛、羊、鸡、狗和猪，这叫六畜。这些动物和六
谷一样本来都是野生的。后来被人们渐渐驯化后，才成为人
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我还知道了我国古代传统的五种颜色。它们分别是：“青色、
黄色、赤色、黑色和白色”。原来如此啊。

我知道了我国古代人把制造乐器的材料，分为八种，即匏瓜、
粘土、皮革、木块、石头、金属、丝线与竹子，称为“八
音”。 我们的祖先把说话声音的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四
种。四声的运用必须和谐，听起来才能使人舒畅。

从今天开始，我要把《三字经》看完。我喜欢《三字经》，
因为它好有趣，因为它里面有太多知识了。就像一本厚厚的
百科全书。里面的知识应有尽有。如果你有空的话，请你也
来看看吧!

学三字经的感悟篇六

《三字经》是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的著名教材，自南宋以来，
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全书三字一句，有两句一韵，共有一千



多字。所以，它也是部儿童识字课本，包括教育、历史、天
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
简意赅。

《三字经》含有丰富的典故，知识性强，全书充满积极向上
的精神，是国学精粹中难得的启蒙读本。

《三字经》的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性向近，习相远。
大意是人刚出生时，本性都是善良的，彼此之间没有多大差
别。性情也都差不多，只是由于后天的环境和教育的不同，
习性便有了千差万别。这句话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的，有些
人长大后还象小孩子一样善良了，有些人却不是，这跟生活
环境很重要，要是爱学习的同学交往，从小培养优秀的品质，
改掉不好的习惯，这样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还有一句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它的意
思是刚采出来的玉石，如果不经过打磨，就成不了精美的玉
器。一个人如果不努务，就不能明白事理。不经历风雨，是
见不到彩虹的，玉在没有打磨之前，也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人也一样，只有经过磨炼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还有一句是这样的“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仁、义、礼、智、信是做人的五条准则，也是中国古人对人
格的要求。这五常，不仅是古人所推崇的，也是现代人所要
具备的素质。

《三字经》里每一句话的含义都非常深刻，是短短六个字的
句话，可以让我们领悟到很多大道理。

我们要从此书里，学习前人的智慧，丰富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