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经典诵读心得体会 国学经典读书心得
(优秀11篇)

军训心得是对参加军事训练后的感想和体验进行归纳和总结
的一种文章材料，在写军训心得的过程中可以梳理思路，提
高表达能力，我觉得我们应该写一篇军训心得。以下是一些
工作心得范文，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灵感，促进自
身的成长和发展。

国学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一

关于国学的定义，除基本定义外，在具体的定义上，到目前
为止，学术界尚未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

一般来说“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
中华文化与学术。

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
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
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

现“国学”概念产生于十九世纪，当时“西学东渐”改良之
风正值炽热，张之洞、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提出“中
学”(中国之学)这一概念，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

国学是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百家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
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同时期的先秦
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
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是共存共鸣的，没有主从关系，如果按时
期所起作用而论，各家学说在各个时期都发挥着或显性或隐



性作用，只是作用在的领域不同而已;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后在思想教化领域起主流作用的是儒家，但其它
各家学说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政治领域的
道家与法家、军事领域的道家、兵家、医学领域的道家、医
家、还有其它各领域的各家(名家、墨家、农家……)等等，
某一领域起主流作用并不代表全部。

所以，国学的各个学派学说并没有主从之分，并不存在以哪
一家学派学说为主体。

国学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二

我参加了庆阳电大学校组织的《国学经典诵读》的在线学习，
原来我对国学仅仅是知道而已，平时教学中虽有涉及，但受
小学生的接受能力的限制，也是粗约的给小学生讲解，并未
更深地从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从《国学》对中国文化的影
响上，对中国人的影响上过多考虑。经过此次的学习，让我
对国学有了深刻的认识，感受到《国学》中的不可言传只可
意会的经典理论，细细的反省一下，我感觉确实受益匪浅。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精髓，是华夏沃土灿
若晨星的瑰宝。亘古历今，经典名句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人
的心灵，炎黄子孙在“经典”的摇篮里孕育，华夏儿女
在“名句”的吟诵中成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国学作为
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形形色色的中
华文明之珠串连在一起，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其优秀的
思想文化已超越时空界限，融入到世界文化和现代文明之中，
成为了传之千古、放之四海的人类共有的文明与智慧的结晶。

国学经典自有一方天地，让思想自由驰骋；国学思想使人美
丽，成就清新的高尚人生。把国学精髓运用到工作、生活实
际，指导其人生观、价值观，发挥修身养性之功效。在浩如
烟海的`中国古典著作中，《论语》一直闪耀着特别的光芒。
两千多年来，《论语》中“仁爱”的核心思想，始终浸润



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光芒，它为不同时期、
不同年代的人们所推崇，所向往。原来总以为孔子是离自己
很遥远的古代圣贤，《论语》是学术家们才研究的历史文化
遗产，从没有想到它会如此亲近地来到我们身边。今天，是
一个经济飞速发展、个性空前张扬的时代，更是一个竞争激
烈、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面对着来自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压
力，竞争越是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调适与他人的关系。
《论语》中娓娓道来，轻轻拂去你心灵的尘土，教会你做人
的道理。毕竟，这不是一个人的世界，不管多聪明能干的人，
离开他人的帮助，是难有建树作为的。一个人只是一
叶“舟”，而众人才是既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水！

国学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的文化内涵。学习国学，让我更进一步的了解孔子及其他教
育家、思想家的学说。

国学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三

春秋时期的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
说的创始人，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中国文化的代表。

中国人因为孔子而骄傲和自豪，外国人因为孔子而研究中国，
“孔子学院”于是成为许多国家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尤
其是研究中国的古人和今人的学术机构。孔子的经典语录集
《论语》，因其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
用以及古人对其推崇备至，不仅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思想，
更是成为外国学者甚至政治家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见，《论
语》之影响深远而巨大。

我们今天再来捧读《论语》，其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北师大
教授于丹作了最精要的回答：“《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
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
活”。“《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
快乐，适应日常生活，找到个人坐标”。因此，《论语》可



以作为我们个人尤其是作为教师的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指南。

《论语》中关于修德的言论，最具概括性且易于遵循的
有：“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益者三友，损者
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孔子认为:血气未定的年
少之时,不要沉浸于女色;血气方刚的成年时期,不要与人争
斗:而到血气既衰的老年,不要贪得无厌。一个人遇事不要主
观臆测，不要盲目武断，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孔
子还认为，和正直，诚实守信，博学多才的人交朋友是有益
的;而和谄媚的人，虚伪阴险的人，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
害的。同时他还认为，如果以适度的礼乐来节制自己，以称
道别人的好处，以拥有很多贤德的朋友为快乐，对人是有益
的，而以骄奢淫逸，游荡忘返，宴饮荒淫为快乐，对人则是
有害的。这些言论，简洁明了，教人自我警醒，让人持守美
德或教人弃去偏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这几句话牢记在
心，时时警醒自己，应该说在修身行事方面就不会有大的过
错了，作为教师，为人师表，更是要牢记不忘，并依此行事，
真正做到身正为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过分地强调
物质利益的追求，因为种种原因而使得人们的利益主体多元
化，于是，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多元化，而作为教师承担着
教书育人的责任，肩上的担子千斤重，一头挑着学生的现在，
一头挑着国家的未来，必须给予学生的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的引导,教育学生为民族的复兴而不懈努力并
成为国家的栋梁。而要达到此目的，教师自己首先要有正确
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因此，教师必须修身养性，经得起各种不良现象的
诱惑。



国学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四

关于国学的定义，除基本定义外，在具体的定义上，到目前
为止，学术界尚未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

一般来说“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
中华文化与学术。

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
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
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

现“国学”概念产生于十九世纪，当时“西学东渐”改良之
风正值炽热，张之洞、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提出“中
学”(中国之学)这一概念，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

国学是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百家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
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同时期的先秦
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
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是共存共鸣的，没有主从关系，如果按时
期所起作用而论，各家学说在各个时期都发挥着或显性或隐
性作用，只是作用在的领域不同而已;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后在思想教化领域起主流作用的是儒家，但其它
各家学说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政治领域的
道家与法家、军事领域的道家、兵家、医学领域的道家、医
家、还有其它各领域的各家(名家、墨家、农家……)等等，
某一领域起主流作用并不代表全部。

所以，国学的各个学派学说并没有主从之分，并不存在以哪
一家学派学说为主体。



国学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五

最近学校给我们推荐了一本书名叫《国学经典》。我虽然才
读了一半都不到，但我深感受益匪浅。

《千里送鹅毛》这个故事是《国学经典》里的第二个故事，
它说得是在唐朝时，云南一少数民族首领为表示对唐王朝的
拥戴，派特使缅伯高向太宗贡献天鹅。缅伯高在过沔阳河时，
他想给天鹅洗个澡，从笼子放出来时，天鹅展翅飞向天空。
缅伯高伸手去抓，只抓住几根鹅毛。礼物飞走了，缅伯高想
了一个办法，将一个精致的绸缎小包敬献给了唐太宗。太宗
一看，是几根鹅毛和一首小诗。诗曰：“天鹅贡唐朝，山高
路途遥。沔阳河失宝，倒地哭号啕。上复圣天子，可饶缅伯
高。礼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唐太宗莫名其妙，缅伯高
随即讲出事情原委。唐太宗连声说：“难能可贵！难能可贵！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

这个故事深深的打动了我，它让我明白了，做人应该诚实守
信，象缅伯高那样，天鹅飞走了，只剩下鹅毛，就诚实的将
鹅毛敬献给了唐太宗，送给别人的礼物，重要的是情意，而
不是礼物本身。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真诚相待，要想别
人真诚待你，你就应当首先主动真诚的去对待别人。你怎么
待人，别人也会怎样待你，你与人为善、真诚待人，别人通
常也会如此待你。就如庄子在《庄子.渔父》中写到“真者，
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国学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六

近几年来和孩子学习了《大学》《中庸》《孝经》《道德经》
《论语》等国学经典书籍，经过学习渐渐的了解了书中蕴涵
的深刻道理。

国学经典不仅仅是中国悠久文化的证明，也是中国人的立身
处世之本，更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中华传



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国学经典中不仅仅有名家名言，
还有贴近生活的做人做事的准则，其中闻名于世的古典著作
《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是儒家学
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两千多年来，孔子“仁爱”的核心思想
始终为不一样时期，不一样年代的人们所推崇，所向往。

经过和孩子学习国学，让孩子明白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如：对父母就应当以感恩的心去对待;对有困难的人就应以乐
于助人的心去对待;对犯错的人就应以宽容的心去对待。

孩子从小就要讲礼貌，尊敬长辈，国学知识教会我们如何做
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懂礼貌的人，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

国学知识里的人生道理仿佛是指明人生方向的一盏明灯，在
你看不清前方时，为你拨开眼前的迷雾，为你指引正确的道
路，我们要努力学习国学经典，让中华五千年的智慧之光照
耀全中国，全世界!

国学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七

20xx年暑假，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国学经典与教育》的在
线学习，这次学习分为四个教学视频，我用半个月的时间看
了好几遍教学视屏，总计用时20多个小时。另看完教材《国
学经典与教育读本》（一、二）。原来我对国学仅仅是知道
而已，平时教学中虽有涉及，但受小学生的接受能力的限制，
也是粗约的给小学生讲解，并未更深地从中国文化的历史传
承，从《国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上，对中国人的影响上过
多考虑。经过此次的学习，让我对国学有了深刻的认识，感
受到《国学》中的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经典理论，细细的反
省一下，我感觉确实受益匪浅。

国学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的文化内涵。学习国学，让我更进一步的了解孔子及其他教



育家、思想家的学说。

细读《论语》，颇有感触。《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
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生活，找到个人坐标。因
此，《论语》可以作为我们个人尤其是作为教师的我们的生
活和工作指南。《论语》中关于修德的言论，概括性且易于
遵循的有：“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
之在得”。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益者三
友，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

孔子认为：血气未定的年少之时，不要沉浸于女色；血气方
刚的成年时期，不要与人争斗：而到血气既衰的老年，不要
贪得无厌。一个人遇事不要主观臆测，不要盲目武断，不要
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孔子还认为，和正直，诚实守信，
博学多才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和谄媚的人，虚伪阴险的
人，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同时他还认为，如果以
适度的礼乐来节制自己，以称道别人的好处，以拥有很多贤
德的朋友为快乐，对人是有益的，而以骄奢淫逸，游荡忘返，
宴饮荒淫为快乐，对人则是有害的。这些言论，简洁明了，
教人自我警醒，让人持守美德或教人弃去偏执。如果我们每
个人都能把这几句话牢记在心，时时警醒自己，应该说在修
身行事方面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作为教师，为人师表，更
是要牢记不忘，并依此行事，真正做到身正为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过分地强调物质利益的追求，因
为种。种原因而使得人们的利益主体多元化，于是，人们的
价值观也呈现多元化，而作为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责任，
肩上的担子千斤重，一头挑着学生的现在，一头挑着国家的
未来，必须给予学生的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
引导，教育学生为民族的复兴而不懈努力并成为国家的栋梁。
而要达到此目的，教师自己首先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
观。、人生观。因此，教师必须修身养性，经得起各种不良
现象的引诱。



《明儒学案》曰：“古人之於学者，其不轻授如此，盖欲其
自得之也。即释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古代
的老师不轻易的传授知识就是想让学生自己去领悟，即便佛
教传经也最忌讳完全说破，因为那样学生就会轻松获得而把
学习当成玩乐。现在的教学，再也不能用以前填鸭式的方法
了，寓教于乐才是教师的首选。“师者，善于传道，授业解
惑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也
矣。”老师要善于传授道理教授学业和解答疑惑，不懂道理，
学业不精湛，学生有疑惑却不能解答，这算不上老师。所以，
老师要与时俱进，不断接受新知识，新技能，新的教学方法；
不断参加学习和培训。要想给学生一滴水，自己就要满斛水。

子曰：“弟，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
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说：“学生，
在家里孝顺父母，在外要敬爱兄长，做事谨慎而诚实，博爱
众人，而亲近仁德的人，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的力量，再去
学习《诗》《书》等经典。”通过学习国学，我明白了许多
人生道理，如对自己的父母应该以感恩的心去对待；对有困
难的人应该从乐于助人的心去对待；对犯错的人应该以宽容
的心去对待……在一切日常生活言语行为中要小心谨慎，要
讲信用。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讲礼貌，尊敬长辈等。它在教
我们如何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做一个有
礼貌的人。可以说，国学知识里面对人生道理仿佛是指明人
生方向的一个指南针，在你看不清前方时，为你拨开眼前的
迷雾，为你指出正确的方向。同时，也为学生做好榜样，教
育学生尊老，爱老，爱护弱小，让中华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扬。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是《国学》，只有接续《国学》薪
火，才能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所以，弘扬和培育民族
精神，发扬和光大革命精神，一定要从国学开始。

《国学》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五千多年
的文化内涵。今后，我要多加学习，让“国学经典”中的智
慧之光，引悟自己走出迷茫，使自己的人生轻松而洒脱，也



为我的教育事业添光加彩。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以此为傲，
也希望大家能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国学文化，使其在历史的
舞台上熠熠生辉、永不衰竭！

学习《国学》，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事，也不是这几代的事，
而是我们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伟业，《国学》是我们中华民
族得以传承的基石。让我们在《国学经典》的丛林中漫步，
在经典国学的长河里凌波，在国学经典的宝库里采撷如花的
词语，构筑我们心中最美好的诗篇，用最美的画笔描绘一幅
幅山青水绿欢声笑语的画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

国学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八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精髓，是华夏沃土灿
若晨星的瑰宝。亘古历今，经典名句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人
的心灵，炎黄子孙在“经典”的摇篮里孕育，华夏儿女
在“名句”的吟诵中成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国学作为
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形形色色的中
华文明之珠串连在一起，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其优秀的
思想文化已超越时空界限，融入到世界文化和现代文明之中，
成为了传之千古、放之四海的人类共有的文明与智慧的结晶。

国学经典自有一方天地，让思想自由驰骋;国学思想使人美丽，
成就清新的高尚人生。把国学精髓运用到工作、生活实际，
指导其人生观、价值观，发挥修身养性之功效。在浩如烟海
的中国古典著作中，《论语》一直闪耀着特别的光芒。两千
多年来，《论语》中“仁爱”的核心思想，始终浸润着“达
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光芒，它为不同时期、不同
年代的人们所推崇，所向往。原来总以为孔子是离自己很遥
远的古代圣贤，《论语》是学术家们才研究的历史文化遗产，
从没有想到它会如此亲近地来到我们身边。于丹教授紧扣21
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结合其深厚的古典修养，穿越两
千年的时间隧道，体悟经典的平凡智慧，运用女性特有的细



腻情感，从中国人的宇宙观、心灵观、处世之道、交友之道、
人格修养之道、理想和人生观等七个方面，从独特的个性视
角来解读《论语》，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
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读了于丹的《论语心得》，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孔子这位圣人的平和、平易近人，以及他
时时传递出的一种朴素、温暖的生活态度。初读《论语心得》
时，心中生出一些困惑，因为书中所说的安贫乐道,现在看来
颇有些让人不思进取的味道，细细读来，慢慢明白其中的深
意。今天，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个性空前张扬的时代，更
是一个竞争激烈、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面对着来自工作生
活等方面的压力，竞争越是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调适
与他人的关系。《论语》中娓娓道来，轻轻拂去你心灵的尘
土，教会你做人的道理。毕竟，这不是一个人的世界，不管
多聪明能干的人，离开他人的帮助，是难有建树作为的。一
个人只是一叶“舟”，而众人才是既能载“舟”亦能
覆“舟”的水!

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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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好的扶贫诗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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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

《明儒学案》曰：“古人之於学者，其不轻授如此，盖欲其
自得之也。即释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古代
的老师不轻易的传授知识就是想让学生自己去领悟，即便佛
教传经也最忌讳完全说破，因为那样学生就会轻松获得而把
学习当成玩乐。现在的教学，再也不能用以前填鸭式的方法
了，寓教于乐才是教师的首选。“师者，善于传道，授业解
惑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也矣。”
老师要善于传授道理教授学业和解答疑惑，不懂道理，学业
不精湛，学生有疑惑却不能解答，这算不上老师。所以，老
师要与时俱进，不断接受新知识，新技能，新的教学方法;不
断参加学习和培训。要想给学生一滴水，自己就要满斛水。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
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说：“学生，
在家里孝顺父母，在外要敬爱兄长，做事谨慎而诚实，博爱
众人，而亲近仁德的人，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的力量，再去
学习《诗》《书》等经典。”通过学习国学，我明白了许多
人生道理，如对自己的父母应该以感恩的心去对待;对有困难
的人应该从乐于助人的心去对待;对犯错的人应该以宽容的心
去对待……在一切日常生活言语行为中要小心谨慎，要讲信
用。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讲礼貌,尊敬长辈等。它在教我们如
何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做一个有礼貌的
人。可以说，国学知识里面对人生道理仿佛是指明人生方向
的一个指南针，在你看不清前方时，为你拨开眼前的迷雾，
为你指出正确的方向。同时，也为学生做好榜样，教育学生
尊老，爱老，爱护弱小，让中华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扬。

学习《国学》，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事，也不是这几代的事，
而是我们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伟业，《国学》是我们中华民
族得以传承的基石。让我们在《国学经典》的丛林中漫步，
在经典国学的长河里凌波，在国学经典的宝库里采撷如花的
词语，构筑我们心中最美好的诗篇，用最美的`画笔描绘一幅
幅山青水绿欢声笑语的画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

国学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九

国学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的文化内涵。学习国学，让我更进一步的了解孔子及其他教
育家、思想家的学说。

（一）修身养性，德行人生。细读《论语》，颇有感触。
《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
应日常生活，找到个人坐标。因此，《论语》可以作为我们
个人尤其是作为教师的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指南。《论语》中
关于修德的言论，最具概括性且易于遵循的有：“君子有三



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子绝四：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
者三乐，损者三乐”。孔子认为：血气未定的年少之时，不
要沉浸于女色；血气方刚的成年时期，不要与人争斗：而到
血气既衰的老年，不要贪得无厌。一个人遇事不要主观臆测，
不要盲目武断，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孔子还认为，
和正直，诚实守信，博学多才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和谄
媚的人，虚伪阴险的人，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同
时他还认为，如果以适度的礼乐来节制自己，以称道别人的
好处，以拥有很多贤德的朋友为快乐，对人是有益的，而以
骄奢淫逸，游荡忘返，宴饮荒淫为快乐，对人则是有害的。
这些言论，简洁明了，教人自我警醒，让人持守美德或教人
弃去偏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这几句话牢记在心，时时
警醒自己，应该说在修身行事方面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作
为教师，为人师表，更是要牢记不忘，并依此行事，真正做
到身正为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过分地强调物质利
益的追求，因为种。种原因而使得人们的利益主体多元化，
于是，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多元化，而作为教师承担着教书
育人的'责任，肩上的担子千斤重，一头挑着学生的现在，一
头挑着国家的未来，必须给予学生的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人生观的引导，教育学生为民族的复兴而不懈努力并成为
国家的栋梁。而要达到此目的，教师自己首先要有正确的世
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此，教师必须修身养性，经
得起各种不良现象的诱惑。

（二）学习《国学》，让我懂得如何学习和如何教育学生。

《明儒学案》曰：“古人之於学者，其不轻授如此，盖欲其
自得之也。即释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古代
的老师不轻易的传授知识就是想让学生自己去领悟，即便佛
教传经也最忌讳完全说破，因为那样学生就会轻松获得而把
学习当成玩乐。现在的教学，再也不能用以前填鸭式的方法
了，寓教于乐才是教师的首选。“师者，善于传道，授业解



惑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也
矣。”老师要善于传授道理教授学业和解答疑惑，不懂道理，
学业不精湛，学生有疑惑却不能解答，这算不上老师。所以，
老师要与时俱进，不断接受新知识，新技能，新的教学方法；
不断参加学习和培训。要想给学生一滴水，自己就要满斛水。

（三）学习《国学》让我学会感恩，懂得待人接物，懂得一
切为了国家。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说：“学
生，在家里孝顺父母，在外要敬爱兄长，做事谨慎而诚实，
博爱众人，而亲近仁德的人，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的力量，
再去学习《诗》《书》等经典。”通过学习国学，我明白了
许多人生道理，如对自己的父母应该以感恩的心去对待；对
有困难的人应该从乐于助人的心去对待；对犯错的人应该以
宽容的心去对待……在一切日常生活言语行为中要小心谨慎，
要讲信用。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讲礼貌，尊敬长辈等。它在
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做一个
有礼貌的人。可以说，国学知识里面对人生道理仿佛是指明
人生方向的一个指南针，在你看不清前方时，为你拨开眼前
的迷雾，为你指出正确的方向。同时，也为学生做好榜样，
教育学生尊老，爱老，爱护弱小，让中华的优良传统得以传
扬。

国学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十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一阵清脆的朗读声，在王
家冲小学里传来，他们朗诵的是什么呢？仔细一听，原来是
老子的《国学》呀。

国学是我们中国五千年来的一种传统文化。我喜欢国学。因
为他能告诉我们许多受益匪浅的知识。我更爱国学，因为他
能使我们从蛮力小子变成一个儒雅少年。在国学中，每一个



单元都告诉我们一种为人处事的道理。道，使我们懂得不破
坏自然规律才是真正的道，不乱使用兵器才是真正的道。

国学这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在华夏各地传播这，不被中华
儿女们朗诵着。我喜欢国学，喜欢它那令人反思的语句。我
爱国学，爱它那蕴含着深刻含义的句子。学国学，使我懂得
礼让，学国学使我明白道是什么。老师们说的好，我们是踩
这巨人的肩膀向上爬的。我们是踩着国学这个宽阔而高大的
肩膀向上爬的。因此，我发自内心的感叹：学国学，我快乐！

国学经典诵读心得体会篇十一

《明儒学案》曰：“古人之於学者，其不轻授如此，盖欲其
自得之也。即释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古代
的老师不轻易的传授知识就是想让学生自己去领悟，即便佛
教传经也最忌讳完全说破，因为那样学生就会轻松获得而把
学习当成玩乐。现在的教学，再也不能用以前填鸭式的方法
了，寓教于乐才是教师的首选。“师者，善于传道，授业解
惑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也
矣。”老师要善于传授道理教授学业和解答疑惑，不懂道理，
学业不精湛，学生有疑惑却不能解答，这算不上老师。所以，
老师要与时俱进，不断接受新知识，新技能，新的教学方法；
不断参加学习和培训。要想给学生一滴水，自己就要满斛水。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说：“学
生，在家里孝顺父母，在外要敬爱兄长，做事谨慎而诚实，
博爱众人，而亲近仁德的人，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的力量，
再去学习《诗》《书》等经典。”通过学习国学，我明白了
许多人生道理，如对自己的父母应该以感恩的心去对待；对
有困难的人应该从乐于助人的心去对待；对犯错的人应该以
宽容的心去对待……在一切日常生活言语行为中要小心谨慎，
要讲信用。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讲礼貌，尊敬长辈等。它在
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做一个



有礼貌的人。可以说，国学知识里面对人生道理仿佛是指明
人生方向的一个指南针，在你看不清前方时，为你拨开眼前
的迷雾，为你指出正确的方向。同时，也为学生做好榜样，
教育学生尊老，爱老，爱护弱小，让中华的优良传统得以传
扬。

学习《国学》，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事，也不是这几代的事，
而是我们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伟业，《国学》是我们中华民
族得以传承的基石。让我们在《国学经典》的丛林中漫步，
在经典国学的长河里凌波，在国学经典的宝库里采撷如花的
词语，构筑我们心中最美好的诗篇，用最美的画笔描绘一幅
幅山青水绿欢声笑语的画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