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简史读后感(优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
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中国文化简史读后感篇一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在这漫长的时间长
河里，出现过众多璀璨的文明，比如文学就是其中之一。如
果把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学串联起来，就构成了一部非常厚
重的中国文学史。

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一直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你细细地去剖析
中国文学史，它就是一部漫长而辉煌的历史，许多朝代的盛
衰兴亡都能在里面找出蛛丝马迹。因此在阅读和学习中国文
学史时，不能抛开历史的层面，否则犹如纸上谈兵。

就像钱穆老先生在本书中所说的那般，讲文学应先明白历史，
并非就文学讲文学，文学只是抽出来的，并非单独孤立的。
明白了这样的关系以后，再去理解与实践，就可以更快地摸
出门道了。

说到钱穆老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它比较特别，因为
它并不是钱穆老先生本人所撰写的，而是由他的学生叶龙，
根据当年的听课笔记，整理校订之后出版的。也就是说，这本
《中国文学史》的原型是来自于钱穆老先生开授的一门课，
至今它已经沉睡了60年之久。

钱穆老先生是众所周知的一位国学大师，一代通儒巨匠，他
不仅博学，同样著作等身，开课无数。按照叶龙的回忆，钱
穆老先生在当年的新亚就开课有：中国通史、中国的秦汉史、



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文学史，以及社会经济史、《论
语》、孟子和庄子等，其他还有韩(愈)文与《诗经》。而这
些，并不能称之为全部，可见钱穆老先生的博古通今不是过
誉。

这本《中国文学史》共分为31章，从诗经一直讲到明清章回
小说，把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学完整的串到了一起，整体脉络
清晰，语言通俗易懂。尽管是完全口语化的讲述，但不少句
子堪称神来之笔，而为了活跃当时的课堂气氛，钱穆老先生
还不时穿插些逸闻趣事，钱师的幽默感也是别有特色。

钱穆老先生在讲课时多次提到今日青年人的国文根基已经很
差了，他老人家所说的今日是指当时的1955年，如今半个多
世纪过去，现在的年青人不说保持当初的水准了，能有当时
一半的水平就算不错了。提及经、史、子、集，恐怕能够完
整说出它们所指为何作品的人都寥寥可数，更别说熟读和通
晓了。

因此也难怪，当年的钱穆老先生在讲授这门课时，是以死者
的心情讲述死去的中国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白话文已经
成为主流，而经典文学的地位不仅日落西山，更是遭到了很
多人的舍弃，作为一名国学大师，那种悲壮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书中，叶龙也多次提到钱穆老先生开课时说过的一句话：
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这句看似得
罪前人的话，其实说的并不为过，因为事实就在眼前，有还
是没有很容易分辨出来。

这本书在未面世之前，叶龙先生曾在《深圳商报》上做了连
载，当时还请了很多位文教界学者一起讨论，不少人对钱穆
老先生的这本书持以赞赏和肯定的态度，钱穆老先生一生以
治史闻名，终于能在今天看到他老人家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大
作，这种心情不言而喻。而大家也都认同，文学史应该是个
性化的，它应当有独特的理论对话，对文学史的发展有独到



的描述，这些部分，钱师的《中国文学史》都完整的呈现了
出来。

当我读完这本厚重的《中国文学史》时，我仿佛看到了六十
多年前的钱穆老先生，他的音容面貌丝毫未改。他穿着蓝布
罩衫，脚蹬布鞋，操着一口无锡话站在讲台上对着我们说道：
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

但是从此刻起，钱穆老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注定会
载入史册。

中国文化简史读后感篇二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
在学习中国文化简史的过程中，我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和
体会逐渐加深。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不仅仅是一部史书，更
是对人类智慧和美德的积淀。通过对中国文化简史的学习，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重新审
视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首先，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中国是一个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农耕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种植作物和饲养牲畜，中国人民学会
了合作、耕作和生产，并从中汲取智慧。古代的农耕文化为
后来的中华文化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务实、勤劳和过日子的
精神。这种勤劳和智慧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令我钦佩
的品质，也是我努力学习的榜样。

其次，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
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其教导人们如何做一个有道德、
有良知、有智慧的人。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倡
仁、义、礼、智、信的五德。通过学习儒家思想，我明白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具备的品质和责任感。仁者爱人，义者



尽责，礼者尊重他人，智者谦虚学习，信者守信守诺。这些
传统美德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自己应该如何处世并塑造自己的品格。

第三，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变迁展示了中国人民对于生活和美
好追求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它是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延续。传统艺术、音乐、戏剧等文化
形式都是中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文化逐渐与外来文化交融，产生了新的文化形式和艺术
风格。然而，中国人民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化根基和精神，不
断创新和发展。我深受中国人民对于生活和美好追求的努力
所打动，这让我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努力充满了信心和动力。

第四，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开放心态和包容
精神。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
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这种多元文化的存在让我感受到
了中国人民的开放心态和包容精神。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
族，中国人民都能够秉持着同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共存。这
样的开放心态和包容精神值得我学习和借鉴。我相信只有在
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中，才能够实现和平、繁荣和稳定的社
会。

最后，通过学习中国文化简史，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价值观
和行为准则。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和美德给了我很多启示
和引导。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更加注重个人修养和
道德品质的培养，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倡导传统美德，为社
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瑰宝，它以其独特的价值
观、智慧和美德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通过学习中国文化
简史，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体会，也重新
审视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作为中国人，我将以中国文化为荣，
并时刻铭记传统美德，努力成为一个有道德、有责任心的人。



中国文化简史读后感篇三

今天，老师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本书，写读后感。我的这本
书叫《三国演义》。

这本书是说有魏、蜀、吴三国，创造出许多英雄人物，有吕
布，曹操、孙权，还有我最崇拜的三兄弟，刘备，关羽和张
飞，还有聪明无比的诸葛孔明，他们四人一起创造天下，成
为本书最厉害的人物。

我印象最深刻的人是诸葛孔明，因为他的机智让我赞叹不已，
尤其是孔明借东风那次，真的是太神奇了，我真想对他
说:“你为什么那么聪明呢？"也许他从小，就很努力读书吧！
我也要学习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他上知天文，下知地
理，神机妙算，机智过人。他在我心中是完美的化身。

我决定以后要更用功读书，因为我想要和孔明一样，聪明绝
顶，什么困难事，都难不倒他，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我想
这次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吧。

诸葛亮还顾全大局，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能，限他三天打造
十万支箭，逼着诸葛亮立下军令状。可诸葛亮却想出和曹操
去借箭的妙计，击破了周瑜的阴谋，又完成了联合抗曹的大
计。他的宽宏大量，让周瑜无地自容。我们当今社会上需要
诸葛亮这样的人才。不需要周瑜那样嫉贤妒能的家伙。

中国文化简史读后感篇四

在我县举办的小学骨干教师培训班中，我们有幸听到云南大学
“名嘴”金子强教授的题为《传统文化与人格修养》专题讲
座，我受益匪浅。

金教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卓越的传统——兼容并包说起，



讲述了中国北方齐鲁文化、南方荆楚文化和西部秦文化的主
要内涵，概述了儒、道、墨、法、医等诸子各家和佛教的主
要观点，并指出了他们对于今天的启示，以及传统文化中君
子应具备的品质。金教授提出，要成为优秀的人，应具
备“善良、勇气、智慧、美丽”四个基本原则。

讲座中，金教授古今贯通、广征博引、幽默风趣，为到场师
生奉上了一顿充实的精神大餐，赢得了师生的好评。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古圣先贤的教育，是老祖宗告诉我
们后人宇宙人生的真相，教导我们子孙后代做人做事的道理。
它含慨了三大内容，儒、释、道。

儒家的教育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道家的教育是以老子、
庄子为代表，释家的教育就是以释迦牟尼为代表，我们称之
为佛教。

儒家教育以《三字经》、《弟子规》为教育基础，是以自制
为核心。道家教育以《道德经》、《太上感应篇》为教育基
础，是以自省、因果教育为核心。佛家是以《修十善业道
经》、《沙弥律》为修学基础，以戒、定、慧为修学核心。

何为人生：人生就是人们的生活。何为宇宙：宇宙就是人们
生活的环境，它包含五大内容：伦理、道德、因果、哲学、
科学。

什么是伦理：就是人类关系的自然法则。也就是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它是处于道德最底线的性、姓、信的关系。我们中
国人把随顺自然落实在人事上，就是伦理五大道：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万物众生的关系
（人与万物众生的关系还包括：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人与
矿物的关系）。



以前，我只是读弟子规，读论语，觉得很好，针对自己只要
严格要求，孝敬父母、公婆。兄弟姐妹和睦相处，觉的做的
就很好了。通过这次县教育局举办小学骨干教师培训的学习，
让我对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过去我一直认为文化是
一种飘渺虚无的东西离我们很远，通过学习我了解到文化其
实就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生活创造形成的产物。是
指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生活方
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怎能不了解自己的文化呢?因为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地有新的元素融入到
我们生活中，如今许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尚、追求特立独
行，在人生进程中已迷失了自己。崇尚欧美、韩、日已经成
为了一种风尚，现在有些年轻人能够流利讲出国外的服饰，
以及饮食文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外语，却对我们中国的传
统文化了解不深，甚至不能流利的朗诵一篇孝经。中国上下
五千年文明给后代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精神财富，传统文化是
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没有了深厚
的传统文化，我们会变得野蛮、愚昧，缺少了对传统的了解
和认识，我们将变得浅薄、无知。但是在现代中国人随着一
代一代更替，这种传统精神的影子越来越模糊了。提起传统
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80后、90后、大多数没有什么清
晰的概念。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可以培养文化气质，开拓我们
的人生境界，并能启悟生命的智能，发挥理性的功能。传统
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
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该得到继承的。我们生长在华
夏文明的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着博大精深的传
统文化。当今社会面临着危机，只有传统文化才是立于不败
的民族基石，现在我们仍有必要系统地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在学习中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关于八德中“孝”的学习，百
善孝为先。传统文化教育引导我们如何孝敬父母、如何礼貌
待人、如何为人处事。首孝悌，就是说做人首先要心中有爱，
要孝敬父母。一个人如果连对他有养育之恩的父母都不能尊



敬的话，那么他就丧失了做人的根本，对长辈、对领导、对
老师、对兄长、对朋友就更谈不上发自内心的尊重，他所做
的事情也就很难得到认同。孝道的传承是家庭和谐的关键，
是社会能够长治久安的根本。因为，如果儿女不孝顺父母，
家庭就不可能和谐，社会的“细胞”家庭出了问题，社会这
个大家庭怎么可能和谐。自古以来中国老祖宗就认为“百善
孝为先”。乌鸦尚且会“反哺”，羊羔也会“跪乳”，动物
都知道报答和感恩父母。更何况是身为万物之灵的人呢?所以，
人如果丢失了“孝道”，就会忘本，会忘记了今天的幸福生
活是父母给予的，没有父母的养育，今天的所有都是不可能
有的。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认同的过程，而对自身产生影响
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例如，学习了《弟子规》，就是
要把圣人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学习《弟
子规》，我想不仅是一个提高个人修养的过程，更是一个思
想升华的过程。爱周围的人，爱这个世界。只有这样，这个
社会才会变成和谐的社会，这个世界才会变成和谐的世界。

中国文化简史读后感篇五

开展“学雷锋”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培育和推选“最美少年、
美德少年”。引导孩子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在践行
美德的过程中不仅收获了道德涵养、培育了文明习惯。下面
是整理的关于2019年学习美德少年心得体会，欢迎阅读!

今天，我在中国文明网上浏览了全国文明美德少年袁康植的
优秀事迹，感触颇深。年仅13岁的袁康植，不但是个孝顺感
恩的好孩子，而且是个热心公益的小天使，六年来他用自己
的压岁钱为汶川地震、贫困地区小朋友等捐款及不计其数的
学习用品、衣物等。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实
践着自己的感恩、责任和爱心。

在学校里，袁康植有一付热心肠。用他的爱心去关心帮助更
多的人，并带动更多的人关心帮助别人，让爱的芬芳传播开
去，弥漫开来，让整个世界充满温暖爱!



在家里，袁康植是个孝顺感恩的孩子。父母忙碌的工作，有
时无暇顾及家庭，懂事的他常常烧好热气腾腾的饭菜等候父
母下班回来。

在邻里，袁康植是个热心公益的小天使。他的家并不富裕，
但他总是把省吃俭用的钱积攒下来用于慈善和公益活动。

爱的传递已埋在袁康植的心里，他正在用实际行动浇灌出孝
老爱亲传统文明美德之花，成为新时期少年的好榜样。

看了袁康植的事迹，我的内心感慨万千，久久不能平静，这
位小哥哥用他的一言一行，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美德少年。
在现实生活中我真的应该向他学习，因为我每个月还嫌妈妈
给的零花钱不够用，真的是太不应该了。有些时候，在父母
的面前我有些没大没小了，父母生我们养我们也不容易，我
们有时应该为他们多考略一些。袁康植哥哥的家长虽然很忙
碌，但他却从不抱怨，依然一样的孝敬父母没有一丝不高兴，
这一点真的值得我好好学习。

另外我看了袁康植事迹以后，真的被这位小哥哥的品质所打
动，所以我决定，以后如果我有穿小了的衣服我捐给一些条
件比较困难的孩子，如果我有一些旧书的话我也要把他们捐
给山区里的孩子们。

以后，我要向袁康植小哥哥学习，多多帮助一些生活条件比
较艰苦的学生，真正的成为一名阳光美德少年。

王若兮 女，北京市宣武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五年级学
生。2019年，王若兮与家人到北京卧佛寺赏梅，引发了她对
推广使用环保香的思考。她带领同学们调查研究，提出了
《关于在北京寺庙推行使用环保香的建议》，在“第六届北
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奖评选活动”中获得“北京市中小学
生科学建议奖”。特地到南京、上海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就
推行使用环保香的可行性开展课题研究。2019年1月，在北京



少年科学院组织的小院士课题研究评审活动中，王若兮被评为
“小院士”，同时被中国少年科学院评为“小研究员”。

为更深入的推广环保理念，王若兮组建了一个环保小队，积
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宣传保护环境、尊重生命的理念。在
企业资助冠名的环保活动中，王若兮和她的团队获得北京地
区决赛第一名，获得“绿行者行动先锋”和“绿行者行动大
使”称号，并在第十届全国di创新思维大赛中荣获全国第三
名，拿到了去美国参加全球创新思维大赛的入场券。

贵州小女生陆佳丽是一个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彝家女孩，两岁
时，父亲病逝，一年以后，母亲离家出走，她只能和奶奶、
哥哥相依为命。哥哥外出打工后，家里面就剩下奶奶和她。
从小到大，她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大山里的生活是艰苦
的，背水、割草、砍柴、喂牲口，这些繁重的家务对她来说
早已是家常便饭。在这个好强的女孩心里有一个梦想：通过
自己的勤奋努力，靠知识改变命运，给家庭一个希望，给奶
奶一个盼头。

北京市宣武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学生王若兮在与家人到北
京卧佛寺赏梅时，引发了她对推广使用环保香的思考。她带
领同学们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在北京寺庙推行使用环保
香的建议》，在“第六届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奖评选活
动”中获得“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奖”。特地到南京、
上海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就推行使用环保香的可行性开展课
题研究。2019年1月，在北京少年科学院组织的小院士课题研
究评审活动中，王若兮被评为“小院士”，同时被中国少年
科学院评为“小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