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年级读后感(精选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四年级读后感篇一

《弟子规》全篇先为"总叙"，然后分为"入则孝、出则弟、谨、
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七个部分。下面是本站小编为
大家整理的四年级《弟子规》读后感作文范文10篇，以供大
家参考借鉴!

学校给每一个学生发了一本国学经典的书，其中有一部分的
内容是《弟子规》。于是我做完作业有时间时就会和妈妈坐
在沙发上一起读，妈妈还为我解说意思呢!妈妈常说，学习
《弟子规》对我们很有帮助，它教育了我们在生活上、学习
上很多做人的道理。

今天晚上，妈妈和我又在大声地念到：“父母呼，应勿缓，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妈
妈解说道：“父母亲叫你的时候，要立刻答应，不能迟缓;父
母亲让你做事的时候，要马上去做，不能拖延偷懒。对父母
的教诲，要恭敬地聆听;对父母的责备，要顺从地接受。”听
到这里，我低下了头，因为我想起我平时也真的做得不对。
有时我做作业或者学习不够认真，父母会说我几句，可是我
不但不虚心接受父母的教导，而且还觉得父母好啰嗦好烦，
乱发脾气。现在我看着手里的《弟子规》，暗暗下定了决心：
以后一定要听从父母的教导，还要虚心的接受父母的批评。
例如：妈妈经常说我的东西乱放，书桌上摆满了学习用品、
玩具，每次都是她帮忙收拾。以后我要用《弟子规》中还提



到的“房室清，墙壁净，几案洁，笔砚正”来警惕自己，每
次做完作业我一定自觉地把学习用品和玩具放好，不再让妈
妈为我操劳。

《弟子规》中有许多道理值得我学习，这真是一本让我百看
不厌的好书，人生在世，品行不是天生的，必须在幼小的时
候就开始培养。《弟子规》中要求我们首先要端正自身的品
德，其中包括孝、悌、礼、仁等。其次教会了我许多好的学
习方法，不仅仅要认真学习，还要学以致用，这样才能真正
地读懂好书，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弟子规》让我在快乐中感情得到了提高，也懂得更多的做
人的道理。它长养了我的智慧，震撼着我的心灵。我常常在
想，如果我早点知道这些道理，也许我人生际遇会大不相同。

《弟子规》第一章就是《入则孝》，感恩之心最先体现在一个
“孝”字上。“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
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这些都是孝顺父母的基本要求，
但我却有很多做不到。

以前我觉得父母爱子女都是非常自然的事，身在福中不知福，
无法体会父母的辛苦和委屈。弟子规里说：“亲所好，力为
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
父母辛苦供养我读书，而我有时却不能如他们所愿，让他们
非常失望;父母委婉的建议，我不但不听，还会觉得烦，有时
甚至故意做些让父母生气的事。学了《弟子规》才知道，家
庭、事业和身体的好坏，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要想
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以后一
定会孝敬父母。

《弟子规》还让我们知道在平时的一些小事上，在人前人后，
在独处时都要持恭敬的态度，恭敬才会成为一个人流露的品
质。恭敬与谦虚是分不开的，没有内在的谦虚，很难真正做
到对人恭敬。作为学生的我，知道了一个很好的道理：要在



日常生活中要作到孝敬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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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周围的每一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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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第一次翻开《弟子规》这本书时，我就被它深深地吸引
住了——封面，是如此精美，飘着淡淡的书香;内容，是如此
丰富，让我深深地喜欢上了它。是它，让我懂得了：人，原
来是这样做的!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这首悦耳动听的
三字歌谣，就是《弟子规》。

“入则孝”这一部分，向我们讲述了在家要孝敬父母、孝敬
长辈，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出则悌”、“谨而信”叙述了
日常生活和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泛爱众”、“亲仁”进一
步讲述了如何为人处世;“余力学文”叙述了如何读书求学的
道理。

“要是听到别人指出你的过错就生气，听到别人的表扬就高
兴，那么，对自己有害的人就会来到，对自己有益的人就会
离去。”是啊!现实生活中，总是存在着一些爱听别人赞美的
人，他们往往不知道，这正是一个败笔。对自己有害的人会
逐渐加害你、利用你，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但如果相反，你
得到的益处会越来越多。

《弟子规》，教会了我诸多的人生道理还有礼仪规范，以及
学习的技巧。拥有一本《弟子规》，就如同有了一颗熠熠生
辉的钻石，让你在以后的人生路途中，受益无穷。

《弟子规》，你散发的那淡淡的书香，将会陪伴我，在漫长
的人生旅途中畅行!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 泛爱众 ，而亲仁。
有余力，则学文。”每当我翻开《弟子规》的时候，都会情
不自禁地吟诵起来。

中国文学宝库中有许多珍宝：《大学》、《中庸》、《论
语》……早已闻名遐迩。《弟子规》虽然不太出名，但是它
却给我很多启示，也是我最感兴趣，感悟最深的一本书。

《弟子规》，顾名思义，是孔子平时用来约束他的弟子们的
一些规定，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前者比后者更加全面、细致。《弟子规》在大到一个人的思
想，小到一个人如何走路说话，都有一个详细的规范。让我
感受最深刻的一段话是：“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
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进必趋，退必迟，问起
对，视勿移。”意思是说：当长辈站着时，你不能坐着，长
辈坐着时，让你坐你才能坐下。在长辈面前说话声音要低，
但是又不能太低，以刚好听到为宜。长辈让你进去时，你得
快一点，让你出去时，你要等他事情吩咐完再慢慢退出。长
辈问你话时，你要站起来回答，并且眼睛要看着他。

孔子如此教育自己的学生，一定是别有用意，他要让学生懂
得尊敬长辈，这也是报答长辈的最好的方法。并且走上社会
后也会懂得尊重他人，为他人着想。而现在的一些孩子在家
里是“小皇帝”“小太阳”，天天要家人围着转，只知道自
己过得舒服，为所欲为，尊敬长辈又何从谈起，长大以后又
怎能在社会上立足呢?不尊重他人，也是不会得到他人尊重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读读《弟子规》，它简单易懂，其中又蕴含
很多为人处事的方法。是一本很实用的书藉。

先说说《替父从军》吧!花木兰，家喻户晓。她天天跟着父亲
学习骑马，练得一身好武艺。有一天，差役送来了征兵的通
知，要木兰的爹去当兵。可是父亲已经年老，怎么还能打仗
呢?思量再三，最终木兰决定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战争中，



木兰作战勇敢，立下了不少战功。最后，木兰回到自己的家
乡，换上了漂亮的女装，同伴见面前站着一位亭亭玉立、楚
楚动人的少女，都大吃一惊，没想到共同战争十二年的战友
竟是一位少女。花木兰出于孝心，替父从军，造就她成了当
之无愧的女英雄。

再讲讲《卧冰求鲤》。晋朝时期，有个叫王祥的人，他的亲
生母亲早就去世了，继母对他很坏，经常在父亲面前说坏话。
有一次，继母生病了，她说想要鲤鱼吃。于是，王祥去外面
捕鱼。那天天气特别冷，西北风呼呼地吹着，河面结了厚厚
的冰，王祥为了能捕到鱼，竟然脱下衣服，赤身在冰上，想
用身体把冰花开。这时，冰突然裂开了，露出了两条活蹦乱
跳的鲤鱼，王祥高兴极了，把鱼煮给继母吃。几天后，继母
的病好了。也是因为孝心，感动了原本冷酷的继母。从此，
她改变了对王祥的态度。

最感人至深的要属《亲尝汤药》了。汉文帝是皇帝，但他像
平民百姓一样，照顾年迈的太后。太后生病，每次喝药的时
候，都要尝一尝，看看药苦不苦，烫不烫。每天伴在太后身
边，整日整夜地没法合眼。过了三年，太后的病好了，但汉
文帝却累得倒了下去。汉文帝因为懂孝，所以懂民心，使他
成为老百姓拥戴的一代明君。

读了《弟子规》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尤其是让我懂得要孝
敬父母，我很喜欢这本书。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都是独生子女，父母是含在嘴里怕化了，
捧在手里怕掉了，俨然就是小公主，小皇帝。住着宽敞明亮
的楼房，甚至是豪华的别墅，开着别致的轿车，吃着顶级的
快餐，古人的那些仁孝义早已离我们远去。但自从我看了
《弟子规》这本书后，让我深深震撼。

《弟子规》开篇第一句就是“首孝悌。”是说做人心中要有
爱，孝敬父母。一个人如果连对他有养育之恩的父母都不孝



敬的话，那他就丧失了做人的根本。晋朝的王祥卧冰求鲤，
最终感化了继母冷酷的心。身为一代皇帝——汉文帝，日理
万机，但不忘了照顾年迈的太后，做到亲尝苦药。正因为他
的侍母至孝，才会有他的治国有道，最终成为一代名帝。

读着“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意思是，父母
呼叫我们时，我们要立刻答应。父母叫我们做事时，我们不
要偷懒。)想起以前父母叫我做事时，都觉得不耐烦，甚至对
父母大呼小叫;当父母问我问题时，总是爱理不理，慢腾腾地
回答。不禁汗颜万分。

读着“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意思是：当哥
哥姐姐的要友爱弟妹，做弟妹的要尊敬兄姐，这样兄弟姐妹
就能和睦，父母心中自然就欢喜，孝道就在其中了。)尤其是
孔融小小年纪，能够如此敬兄爱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想我和哥哥却动不动就吵架、斗嘴。吃饭时，我和哥哥都
争先恐后地抢鸡腿吃。每次有好吃的，我都是挑大的，捡好
的。现在想起来都脸红。我决定以后要和哥哥和睦相处，让
爸爸妈妈感到欣慰。

读了《弟子规》，让我懂得做人的根本，真感到庆幸!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这些熟悉的句子出自
《弟子规》。暑假我阅读并背诵了一本终身受益的好书《弟
子规》。它分七个部分，入则孝、出则弟、谨、信、泛爱众、
亲仁、余力学文。它主要记载了圣人对学生的训示，热、让
我们体会了古人的智慧，不仅了解古文化知识，还教育我们
如何孝敬父母，如何礼貌待人，如何 养成好的习惯。

我背了《入则孝》后，改正了很多缺点，现在爸爸妈妈的呼
唤，我多能及时回答，不再慢吞吞的很久才回答。对于爸爸
妈妈的教导和责备，我都会耐心的 聆听和虚心接受，不再和
爸爸妈妈强词夺理。



“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食、不
如人、勿生戚”，使我明白了学习和品德上不如别人的话，
要发奋努力，迎头赶上去。而衣服和饮食上不如别人，不要
放在心上，不可以产生攀比心。“衣贵洁、不贵华”，告诉
我们穿的整齐干净就可以了。“对饮食，勿拣择”告诉我们
不可以偏食。

“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 增一辜“我们小学生犯这样那样
的错误是难免的。要拿出勇气，勇敢面对错误，知错就改，
不能因为掩饰凡下的错误就说谎，又犯下了另一个错误，会
错上加错。

《弟子规》是我的良师益友，教我懂了很多知识，我会和它
做一生的好朋友。

暑假里我阅读了《弟子规》这本书让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
理。告诉我们对待长辈要懂得尊重、孝顺和感恩，对待朋友
要懂得谦让、包容。对待师长要懂得感恩。

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入则孝篇中的一句话“父母呼， 应勿
缓 ;父母命， 行勿懒; 父母教，需静听;父母责，须顺承;看
到这些话时，我感到非常惭愧。平时在家里时我总是和父母
顶嘴，为自己找很多理由辩解，把他们气得火冒三丈。今后
我一定虚心接受父母的教诲。

又从“亲有疾，药先尝;昼夜待，不离床;这句话中让我回想
起，每次我生病时，妈妈总是日夜不停的照顾我，而每次妈
妈生病我却是自顾自的上床睡觉。我不禁想到一句话“受人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果我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父母
都不能尊敬的话，就丧失了做人的根本，以我要学会怎样孝
敬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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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仅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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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我受益无穷，
是所有人为人处事的典范，我们一起来学习。

这还得从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说起。那时候我只知道《三字
经》，不知道《弟子规》。有一次，我看到《三字经》书背
后有许多同系列的经典书籍。当我看到《弟子规》的时候，
就很好奇地问爸爸：“‘弟子规’是什么意思啊?”爸爸
说：“它和《三字经》一样，也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书。古时
候的学生就称为“弟子”，“规”就是‘规范、规矩’的意
思。”

后来我就去书店买了这本书，认真地阅读。从中我学到了许
多学习和做人的道理。如：“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
何人?”告诉我必须要劳逸结合，不能死读书。否则是不会有
成果的。还有“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告诉
我读书要用心去想，仔细去看，专心去读。又如：“用人物，
须明求，傥不问，即为偷。”让我明白了借用别人的东西，
应先征得别人的同意，不能不说先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
举，经典作品让我享受阅读快乐的同时，明白了许多道理。
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会阅读更多的书，做一个有用的人。

三年级刚开学的时候，逯老师就教我们诵读《弟子规》。刚
开始，我只是跟老师读，回家给家长背。但是慢慢地，我发现
《弟子规》里蕴含着许多发人深省的道理，其中“出必告，
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让我感受最深。

记得有一次，我外出找同学玩没有告诉爸爸、妈妈，回家后
被他们狠狠批评了一顿。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心想：“不就
是晚点回家嘛，用得着这么凶吗?”学了《弟子规》后，我明
白那样想是不对的，爸爸、妈妈是怕我出事才这样的。同学
们，多读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书，做个听话的孩子，不要让
父母为我们操心。



四年级读后感篇二

白居易，大唐最伟大的三大诗人之一，光他的名字，就足以
让人感兴趣，“白居”易，引申过来就是说白白居住在这里
很容易。当然，以白居易惊人的文采，他就是说这样的话也
是没有任何人会反对的。

三岁时，白居易就已经会认字了，五岁时开始作诗，九岁通
声韵。想想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五岁时连说话都还不太利
索呢。十六岁时，年轻的白居易前往拜访当时文坛大佬顾况，
可顾况一听他的名字就乐了：“白居易，不对吧?长安物价不
便宜，居大不易啊。”结果，等到看完白居易投递的诗作
《赋得古原草送别》，顾况当即就夸：“我刚刚说错了，你
有这样的才华，这天下你想住哪就住哪!”从此，逢人就夸白
居易的诗人，义无反顾，为白居易免费攒流量。

当然，白居易的梦想可不仅仅是只当一个大明星，和当时无
数学子一样，他是要通过科举考试，当上大官，为国家出力。
梦想人人都有，但要实现梦想，除了天赋外，还要过人的勤
奋。而白居易不但有天赋，而且他的努力程度不是一般人能
达到的。据说，他读书读得舌头生疮，写字写得手肘生茧，
甚至由于用脑过度，以至少年白头。这样努力的人，所谓天
道酬勤，不得个功名那真太没天理了。果然，尽管他家里贫
困事多，28岁那年他一举进士及第。揭榜之日，他挥笔写
出“慈恩塔下提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其间饱含欣慰与
自得，当然，也赢得很多赞誉。

难得的是，哪怕做了官的白居易依然保持了勤奋好学习的习
惯，他丝毫没有懈怠，当校书郎时，竟写了足足三百余首诗。

都说对自己严厉的人，对他人也不会宽松。但白居易对百姓
却异常“温柔”。有一天，白居易作为周至县的县尉，来到
农田准备向农民百姓收税，可因他的满头白发，大家都没想
到他就是本县的县尉。在白居易的目光中，他看到一群都快



要被晒干了人们在烈日底下收麦，偶尔扒几口野菜。一位妇
女抱着一个瘦小的孩子前来讨食，只因家里的地全被卖光用
来交税了。而这里的众多农民也不容易，他们的麦子能否足
够交税也是个问题。白居易当时看到这心如刀割，想着自己
一年能拿三百石粮食，而辛苦种地的农民们连吃饭都不容易。
于是回到家中，便拿出纸笔，写出了一首《刘刈麦》。

在女性地位低下的古代，让人想象不到的是，白居易是一位
非常深情的人。在他还小的时候，和他妈妈一起，在符离定
居。在那，他爱上了一位叫做湘炅的女孩子。由于白母看不
上乡下人，不允许让自己的孩子与他们玩。然而，情愫的产
生又岂是禁锢所阻止的。所以，当这一对恩爱的小情侣被发
现时，白母以耽误学业为由，硬是拆散了他们。当然，白居
易加倍努力，终于考中进士，没过多久，白居易就前往长安
开始了他的仕途。过了几年，白居易的父亲去世了，但白居
易仍然没有忘记曾经的心上人。就在这一年，白居易回到家
乡，再一次请求母亲允许他们的婚事。但门第观念已在白母
心里根深蒂固，他就是不同意湘炅当他的妻子。虽然白居易
最后碍于礼教，勉强娶了一位女子杨氏，但在他的内心里，
仍然住着那位叫湘炅的女子。

纵观白居易一生的诗作成就，他被人称作‘诗魔’、‘诗
王’，可见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他写的诗大多通俗易懂。
据说，他每写好一篇，只有老婆婆能听懂，他才会使之流传
开来。

一生为百姓担心，半生为情所扰。少年寒窗苦读，暮年名扬
当世。白居易，一位伟大诗人，一名政坛名宿，一个流传千
古的才子。他的一生，足以成为无数人推崇的榜样。

四年级读后感篇三

小时候，我认为狼是恶的化身，因为奶奶给我讲过《小红帽》



《三只小猪》《狼来了》的故事，所以狼在我的心目中是狡
猾，凶狠的动物。

自从阅读了《重返狼群》这本书，我对狼有了更近一步的了
解。《重返狼群》讲的是一个年轻的画家李微漪，去若尔盖
大草原写生，救了一只快要断气的小狼，并视它为亲子，抚
养他长大的故事。有一天，“妈妈”病了，小狼格林就把自
己的肉留给妈妈吃，可以说，狼不是冷漠的，它的心中也有
一份爱，狼也懂得感恩。

去年，我还阅读了《狼王梦》这本书，里面狼妈妈为了能让
自己的孩子继承狼王位，放弃了爱情、生活，甚至放弃了生
命。狼的母爱，比人类的母爱还要大，狼也有爱。

如今，人类要杀狼赶狼，想要狼皮、狼牙，可是如果把狼杀
完了，草原上就会传染病菌，天不蓝了，水不清了，兔子也
越来越多，草也会被吃完，牛和羊也就没有草吃，最后受伤
害的还是我们人类。

四年级读后感篇四

大自然是美丽的，也是残酷的，《雄狮去流浪》是一个有些
悲伤的故事。

雄狮长大后是要被赶出狮群的，被赶的雄狮如果没有争到一
片地盘，就是流浪雄狮。故事是这样的：从一个狮群赶出了
五只雄狮，老大被长颈鹿踩死了，老二与野猪同归于尽，老
三死于人类的枪口之下，老四身陷泥潭。只有老玄——红飘
带活了下来，历尽坎坷成了狮王。

有人说自然过于残酷，一只狮子的成长之路都这样崎岖，从



家中被赶出不说，天天都九死一生地去猎食。命运这样小气，
一只狮子也不放过。

有人说雄性的本性过于自私，为了自己一点也不想孩子会怎
样，只是天天守着领地享福。但我认为优胜劣汰是保证种族
兴旺的根本，是大自然的自我保护，有活下去的，一定就有
活不下去的，这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永远是不变的真理。

同学们有所帮助呢?希望同学们认真阅读，祝大家学业有成。

四年级读后感篇五

他，不是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
白;也不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
甫;更不是那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王勃。
他就是那“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悲天悯人
话苍生的诗魔——白居易。

少年的他，书香门第，勤奋好学;青年的他，刻苦求学，为民
作诗;中年的他，维护正义，受人谗言;老年的他，太子太傅，
潇洒人生。白居易的一生如此不平凡，真不愧为“缀玉联珠
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白居易的诗像一幅来自民间的水墨画，描绘着百姓的心声，
抒发着民众的疾苦。“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让我们
看到老妇人的悲惨遭遇以及当时农民生活的艰辛和赋税的繁
重，使诗人感到“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不仅《观刈
麦》中描绘了人间疾苦，《卖炭翁》也是这样，“半匹红绡
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中，那位老翁为了生活早早地去
卖炭，渴望卖一个好价钱。然而万万没想到，“一车炭，千
余斤”，却只换得几块布，可见朝政的昏庸，统治阶级的蛮



横和官吏们的霸道行为，只有白居易愿为民控诉世态炎凉。

白居易的诗是我们中华民族最灿烂的明珠，是祖国文化经久
不衰的瑰宝。那一曲曲动人心弦的诗词给了我们美好的感受，
那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佳作给了我们无尽的享受。这就是我心
中的白居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