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国学读后感 国学经典读后感(汇总5
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国学读后感篇一

这一周，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国学经典》，在
这一本书里有四种类型：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大学、中
庸。

弟子规当然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里面有总叙、入则孝、
出则弟、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这八个类。入则
孝是教我们怎样去孝顺父母，照顾他们，因为是他们辛苦把
我们抚养成人。出则弟是说一些关于长辈的礼仪方面。在一
个家里，如果有长辈的到来，你必须让长者先坐下，然后长
者让你坐，你才能坐下。余力学文里面讲了读书法，一共有
三到，心到、眼到、口到。没有这三到中的任何一到都不会
养成读书法静心的习惯。

朱子治家格言大家应该十分少见，传闻也很少。但在我读了
《国学经典》这本书后，我对朱子治家格言也有了一定的了
解。里面有几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一句黎明即起，洒扫
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告
诉了我们每天黎明时起床，先用水洒湿内外，然后扫地。使
里面外面干净，到了黄昏就要休息，并检查关锁的门户，不
能有一丝马虎。还有一句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意
思是：凡是都要做好准备，不要像口渴的时候，才会来掘井。
这一句话让我明白了人不可以临时抱佛脚。



最后是大学和中庸。这两个是从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的毕生
的精力所编的《大学中庸论语》这就是其中的两类。大学，
就是让我们一定要多学习，不能害了国家。比如大雁南飞就
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它们总是喜欢排成“人”字飞行，
在这种结构中，每只大雁翅膀的扇动都会给后面的同伴增添
一股上的力量，支持它们顺利完成长途旅行。中庸一共有三
十三章，这几张大约是一样的，告诉我们人生不变换自己的
目标和主张；保持中正平和；人要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
的人才。

这本《国学经典》的书，会一直伴随我走完五年级和今后的
读书之路，当我读完时，我一定会对“你”进行深刻理解的!
这本书，我真想再读上千百遍啊!

国学读后感篇二

经典，是指传统的，对后人影响深远的文化珍品。在学习过
程中我们也被经典诵读所陶冶，精美的词句、警示的格言都
给后人以文化的熏陶和知识的拓展，能对经典词句做到耳熟
能详，这无疑是让我们在享用传统文化精髓的盛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讲述了一个道理：能者为师。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能接触到很多人，而每个人又
都各有自己的长处值得我们彼此学习，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
就像我们班里的张宇涵她的语文学习成绩特别好连续五年来
每次都考全班第一；王梓桐学习努力，做题仔细认真，从不
马虎，这正是我需要向他学习的地方，改掉我粗心的坏毛
病……真的是让我不由得产生赞叹羡慕之情。同时也激励我
以他们为目标发奋图强、扬长避短，做一位敢于争先得自己。

读了古诗文，使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识，使我们好似又
穿越了历史时空，回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中。

经典诵读是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传统教育的最佳



教材，是弘扬民族精神，张扬中国文化的魅力法宝，为拥有
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唱起发扬民
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的最强音。它是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
的化身，我们要加强学习发扬光大。

国学读后感篇三

这一条规讲的就是学习读书，要会规划安排，今日事今日毕，
今天的作业决不留到明天;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要迎难而上，
俗话说“功夫深处见天然”。

只要你功夫下到了，没有你学不好的功课，没有解决不了的
困难。记得秦梦迪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布置一篇日记，
她能写上一两个小时，而且字数不多，质量也不好，家长还
得给她改。通过这两年的努力和锻炼，她的`作文尽管写得还
不够好，但是写起来没有那么费力了，速度也提高了很多。

古往今来，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良友相处你
会提升品位和道德水准，不良的朋友跟你在一起则会使你会
堕落。

所以“亲仁、远小”这一条非常重要，无论大人或孩子，在
学习和生活中，“亲仁者、远小人”都将使我们终生受益。
如果没有道德的熏陶和培养，在现今的社会大环境里，有时
候面对诱惑，我们就很难把握住自己，很容易受到影响和损
害。

国学读后感篇四

国学的天空是一部国人都应该看并且能看懂的书。

提到国学就不得不提到儒家和道家，他们的思想可以说影响
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历史。



对于入世者，孔孟之道可谓必修;出世者则与老庄相伴。

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性的价值必须由内而
发，人道确立则万物亦得以安顿。孟子认为“思诚者，人之
道”，只要真诚，就可以体验自我要求的力量，走上人生正
途，由此活出人格的尊严与伟大。

老子的修养方法是虚与静，以道为本源，由此孕生智慧，则
人生的困境与虚无之感化解于无形。庄子相信人的最高智慧
在于明白“未始有物”，既然哪些，在现实生活中，人生何
必执着?何不逍遥自得，与道同游。

儒道两家亦颇有渊源，孔子多次问礼于老聃。而在百家争鸣
后，唯有儒道两家存在至今。究其因缘，大有说头。

两者既有对立，也有互补。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对
中国历史起过很大的作用。在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之实施
正是对道家之学的借鉴。而武帝时期，重用儒生也是国家要
强盛的一种思想需要，正所谓不立不破。

当然了，一般都是先想平天下的嘛，人最初的理想总是很宏
伟的。在现实的打击下，理想破灭了，心灵需要慰藉。这就
找到道家之学。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后，道家仍可存在发展。当然也和起清静无为，与世无争
有关。

看了学习国学常识的体会的读者还看了：

国学读后感篇五

《论语》你们想不想知道是它写什么的?是谁写的呢?我猜你
们都想知道吧!其实它是一本语录。二千五百多年前，有一位
老师孔子，他对学生非常有耐性，对人非常的'谦逊，所以很
受人尊重。这本语录主要是他的学生把孔子上课说的话和生



活中做的事记录下来。

《论语》记录了很多孔子说的话，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有
很大帮助。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公冶长第五》子
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句话是孔子通
过称赞伯夷叔齐俩兄弟不记仇，因此别人就就不记得他们的
旧怨这样一个故事讲述了为人处世应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