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弟子规读书心得 国学经典弟子规读
书体会心得(汇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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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弟子规读书心得篇一

读了《弟子规》后，我明白了什么叫尊老爱幼;什么叫孝敬父
母;什么叫勤俭节约;什么叫宽宏大量……这一切的一切的都
有归功于《弟子规》，它给了我很大的收获。

当我读到“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
须顺承”的时候，突然间我想到了自己，妈妈叫我去晾衣服，
而我却懒洋洋的随口应了一声，继续看着动画片，对妈妈喊：
“妈妈你自己去晾”一直到妈妈生气了发了火我却才会去把
衣服晾好。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悔不当初!

当我读到“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的时候，我知道了
我们的时间是十分宝贵的不应该随便浪费时间。它不会随着
你在看动画片的时候而停留;不可能当你在贪玩的时候而等你。
时间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现在，充分
合理利用时间。不要让时间从我们眼前匆匆流过。

读《弟子规》让我学会了很多知识，它好像另一个我，让我
看清了自己在生活中的恶习以及学习中的缺点，也对我以后
的人生做了一个铺垫。

虽然《弟子规》中有许多的“规矩”，但只要我们用心去学
习，去理解，去体会就会得到无穷无尽的知识。只不过有
些“规矩”做起来却不容易，但只要我们努力就没有不成功



的事情。

如果我们能够用心去体会每一句并且认真的去做，那给我们
带来的不是一点点的快乐而是无穷无尽的知识。所以，我们
应该从小就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将来，一定会
让人刮目相看也会成为祖国的花朵。

弟子规读书心得篇二

刚开始看《弟子规》，就深深地被它吸引住。

《弟子规》提出的第一点就是“规矩”熟话说的好，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规矩”，规
矩就是：我们在家要孝敬父母，出门要敬爱兄长，说话要：
恭敬、谨慎，要博爱大众，亲近任义的学说，亲近有道德的
人。

《弟子规》提出的第二点就是“孝”，《弟子规》的第二部
分四次重复“父母”二子，就是要提醒我们下一代首先要孝
敬父母，“恩重如山”父母是当得起的!

《弟子规》提出的第三点就是“兄弟情”，其实，孝与弟是
一回事，就是对长辈孝，对平辈和友人要和睦，兄弟不有爱
的原因就是1.贪婪钱财2.言语不善。所以我在这要提出1个观
点1.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不能吵架等。

《弟子规》提出的第四点就是“态度”，他强调的就
是“穿”、“吃”、“站”的态度，穿要强调自己会穿，吃
强调吃相，站强调站如松。

《弟子规》提出的第五点就是“诚信、真诚、守时”。

《弟子规》提出的第六点就是“关爱、仁慈”，要懂得内在
美，要自信、谦虚，要端正态度，对坏事说“不”，摒弃不



良习惯。

《弟子规》提出的第七点就是“仁德”，仁，就是心灵美，
以人为本。德，在《道德经》里是万物发展的总规律，是中
华哲学的根基。所以，事事都要有仁德之心。

《弟子规》提出的第八点就是“读书的习惯”，要做到心到、
眼到、口到三到。

《弟子规》使人受益匪浅，我一定要向书里提出的这八点学
习，做一个忠孝齐全的人。

弟子规读书心得篇三

小时侯的我娇生惯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知道关心别
人，体谅别人，不理解父母，不知道父母吃了多少的苦。

时间飞逝，眨眼间，我已经上了中学，首次接触了《弟子
规》，并认真完成老师的作业，基本改掉了“小皇帝”的风
格。

在平安夜那天，教《弟子规》的于老师讲的是关于孝敬父母
的事情，讲了很多类似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话，并
且留了一个作业——为父母洗脚。这对于在家中颇有“小皇
帝”的风格的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一般，虽然在学习
《弟子规》的期间很努力的做家务，可洗脚这个作业还是无
法让我接受，因为心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字“脏”.虽然明知应
该孝敬父母，但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只是想在心
里偷偷地把这个作业深深地埋藏起来。

第二天，于老师果然问了大家有没有为自己的妈妈洗脚，磨
不开面子的我不知所措，只好随着大家举了手，老师好象猜
透了我的心思，说的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只记住了一句
话：“父母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连为父母洗个脚都不肯



吗?”当我正回味这句话时，老师说：“大家也可以读一读
《弟子规》，让心平静下来。”

放学了，写完作业后，我读起了《弟子规》，读着读着，心
情越来越沉重，读到了“入则孝”这部分中的“亲爱我，孝
何难。”时，突然想起了妈妈为我做的所有的事，我便想努
力地把作业再从心底挖出来。这时，妈妈回来了，我便拉着
妈妈去洗脚。当脱掉妈妈的鞋和袜子是那一刻，我惊呆了，
妈妈的脚被磨出了一块块的茧子，不知所措的我问了一句傻
话：“妈妈，疼吗?”“傻孩子，茧子怎么会疼呢?”妈妈边
说边抚摩着我的头。

我要感谢《弟子规》，是《弟子规》找回了我的孝敬心，是
《弟子规》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弟子规》改变了我，《弟
子规》一定会让我更完美!

弟子规读书心得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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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规读书心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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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规读书心得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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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规读书心得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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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规读书心得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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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规读书心得篇九

今年寒假，我拜读了学校为我们发放的《我爱国学》这本书，
书里有孔子老先生在临走时给我们留下的教诲和做人的道理的
《弟子规》配图分析，并且在每个篇章里，还增加了与主题
相关的感人肺腑的事情。

《大孝无言》是这本书中的故事的其一。它让我泪流满面，
同时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比这个文章的主人公差远了，很内
疚。这个文章主要讲述了做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孝心，主人公
小鹏飞，家庭非常穷，而且他在5岁时，父母离异，最后家庭



中只剩下鹏风的奶奶，而且奶奶也双目失明，所以小鹏飞成
了家里的顶梁柱，奶奶住院了，小鹏飞是“亲有疾，药先尝，
昼夜侍，不离床”。每天为奶奶服务，他每天给奶奶做饭、
送饭、喂饭，自己却偷偷地吃酱油拌饭。马鹏飞为了防止奶
奶吃错药，把药都分开放，这些药怎么吃吃几回，小鹏飞都
很清楚，就是在这样艰辛的.条件下，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学习，
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再看看我们这些整天在家被人看成“皇帝”的孩子们，和他，
真是无法比较。当我们还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的时候，马鹏
飞却背起了这个家；当我们早上还睡得很甜的时候，马鹏飞
早就起来给奶奶做早饭了；当我们被父母送去上学的时候，
马鹏飞还在家里急急忙忙地收拾家务并准备自己走着去上学。
我们都应该学马鹏飞同学那种“大孝无言、大爱无声”的精
神，比如父母回来，给他们泡杯热咖啡，给他们捶捶
背......

我从整本书中体会到，孝其实很简单，孝就在我们身边，让
我们从点滴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每时每刻做到“孝”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