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研读与诵读心得体会 国学经典演讲稿
(大全8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
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国学研读与诵读心得体会篇一

“《论语》，二十篇;孩子们，记住好话……”听着，这是我
们xx小学的学生正在阅读的内容。这种幼稚的声音使我思绪
飞扬。在不知不觉中，我穿越时空，走进了两千多年前孔子
生活的春秋时期，聆听他的灌输，感受他的生活智慧，追求
诚实。

孔子的许多言行在《论语》中有记载，并流传了很久。《论
语》是一种文化经典，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包含着简单的原
理。自从武帝“弃百学子，推崇儒教”以来，它就受到世界
的高度评价，被视为治国之宝。它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的仁义
之道，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儒家学派的领导思想。它在儒
家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
的影响。《论语》提醒现代人强调美德。道德是一种，美德
是要遵守天上的律法和宇宙的法则。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孔子认为，一个致力于慈善的人具有思想支持的力量，积极
面对生活世界，逐步树立生活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例如，
孔子在《魏政》一文中说：“对于北辰这样的政治事务，明
星将代替他们。”正义是，如果君主利用道德教育来统治政
治事务，他将像北极星一样生活。某个位置，星星将围绕它。
这将反映出君主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论语》不仅谈到了治国的伟大原则，而且还告诉我们保持
人类内心的和平。淡泊清澈，和平与深远，保持内心世界的



宁静是一种修养，一种智慧，一种境界，也是实现事业的必
要条件。和幸福。只有一个内心平静的人，才能在复杂的世
界中看到深刻而遥远的事物，才能以智慧的智慧使自己的思
想发光，并能够更加彻底和完整地看到自己的生活。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工人在仓库里搬运货物，不
小心丢掉了手表，到处找不到。后来，同伴也加入了搜索。
每个人都穿过橱柜，却一无所获，所以他们不得不沮丧地回
去吃午餐。这时，一个小男孩偷偷溜进了仓库，发现了这只
手表，没有太多的努力或时间。人们很惊讶他是怎么找到它
的?小男孩回答：“我只是躺在地板上，保持安静，我马上就
听到了手表的滴答声。”在巨大的仓库中寻找一只小手表。
不容易。但是很多人不能做的事情可以由一个人完成，而成
年人不能做的事情可以由儿童完成。

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在生活中，理想，野心和
勇气很重要，但是如果整日没有平静，恐慌和不安，就无法
实现。

《论语》传达了一种态度，即对生活的一种简单而热情的态
度。孔子的这种态度也影响了他的学生。他最喜欢的学生之
一是颜辉。他曾经称赞这位学生说：“仙雅，回来!后巷子里
的一种食物，一杯饮料。人们难以忍受。担心，返回并不会
改变它的幸福。贤惠，返回。”即使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非
常繁荣，享受这种文明成果的现代人仍然会感到复杂的精神
混乱，只有真正的圣贤不能被物质生活所负担，并且始终可
以保持那种宁静祥和的心态。

孔子的学习态度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三个人，一定要有
我的老师严”，“敏锐易学，不要as愧。”这是《论语》中
两篇最感人的文章。第一个说，如果几个人一起散步，一定
有人可以当老师。第二个告诉我们要快速而努力地学习，不
要以问一个不如我们自己的人为耻。尽管这两个句子是在两
千多年前从孔子的口中提出来的，但它们仍然是最合逻辑和



最有意义的。“三人行必须有我的老师。”这句话包含一个
广泛的原则：有能力的是老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
都有很多人需要联系，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势，值得学习，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向我们周围的普通民众学习更
多，就像万绿灌木丛中的幼苗吸收大量养分一样。山脉如此
雄伟而绵延。大海是如此宏伟无边。这座山之所以高，是因
为它永远不会击退每块小石头。大海之所以宽阔，是因为它
积极地聚集了几滴不起眼的水。俗话说：宽容是伟大的。如
果我们想拥有高山的感觉和大海的深处，我们必须善于吸收
普通人的力量-“选择好人并跟随他们……”。

《论语》中生活中有太多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智慧。我很
幸运，润馨浓郁的学术香气浸透了我。我深深地感到，由于
中国经典的影响，我很幸运来到润新。我很高兴来到润新，
因为润新的校园里充满了丰富的奖学金。我知道在学习任何
经典作品时，祖先的经历最终只有一个道理，那就是使我们
的生活在智慧的光芒下，提高效率，缩短学习过程，以便我
们尽早树立绅士的爱情。，它将真正有效地建立起来。生命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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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赴海返潮易，一叶报秋归树难。

百善孝为先，孝乃人之本。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家家有老当重孝。在历史的舞台上，孝总是演绎着最精彩的
角色，多少故事已成为今日的千古美谈。

孝，写在纸上是几笔墨影，但在生活中是一件简单却难以做
得到的事情。

无论你身在天涯还是海角，有一些人，他们总是占据你内心
的黄金位置。“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是他们的真实
写照。他们就是你的父母。在一生中，他们的关爱是最无私



的。孩提时代，总是在母亲的故事声中才能酣然入睡，总是
在父亲坚实的臂弯下蹒跚学步，总是在老双亲的呵护中茁壮
成长。但你可曾想过生病时，父母为你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你可曾想他们鬓角的青丝为谁而生。但是，或许你还不知道
他们的手机号码，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和生日。蓦然回首，
从前的我们知道些什么？只知道调皮和叛逆。

面对父母的爱，能够当之无愧地说我消受得起的人简直是子
虚乌有。在父母加班加点工作时，看看我们在做些什么？上
课睡觉、疯狂的玩游戏、逃学、旷课，甚至是把烟头一弹，
轻描淡写的说一声无所谓！我们没有顾及他们的感受，只是
昧着自己的良心去干一些愚昧的傻事，傻傻地以为逃过了心
灵的那一劫。其实我们错了，这内心的谴责是无法逃脱的。
我们总是无休止的消耗着自己的青春热血谱写他们脸上的道
道皱纹。也许某一天，我们自己当父母时才能感受到他们那
暗地里的辛酸。

其实回报父母之恩，不需要惊天动地。历史的长河中，木兰
替父从军，王祥卧冰求鲤、羔羊跪乳、乌鸦反哺……一件件
小事，足以让他们的心中暖融融的。当父母年老时，牵着他
们的手去赏夕阳美景；在他们生病时，做到“亲有疾，药先
尝，昼夜侍，不离床”。但是，虽然报恩简单，却要我们用
一生一世去持续。

古时候，有一个叫王祥的小孩子，他的生母去世了，父亲再
娶了一个妻子，就是王祥的后母。后母不喜欢王祥，可是，
王祥很听后母的话，后母叫他做的事，他都尽力做好。

王祥想：我可以用体温使冰块溶化啊！他脱掉衣服，卧在冰
上，刺骨的寒冰冷得他牙关打颤，全身颤抖，但他仍然强忍
着、忍着……突然间，他身体下的冰块裂开了，两条鲤鱼跳
了上来。王祥大喜，抱着鲤鱼飞奔回家，煮鱼汤给后母吃。

其实非也。孝在一句关心的话语中。“身体好些了吗”最朴



实的话语却令他们感动。孝在一只手上，搀扶他们便是温暖。
( )

同学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社会，怀着一颗孝顺的
心，去看待父母，，你将会发现自己是多么快乐，放开你的
胸怀，让绵绵细雨洗刷你心灵的的污浊。学会孝顺，学会感
恩，这会使世界更美好，使生活更加充实。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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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触国学之前，我总以为那些四书、五经是前人的事，是
他们考取功名的途径，是远离我们几千年的过时的古思想，
与我们现代人没多大关系，况且那些之乎者也的东西既看不
懂也听不懂。然而生活中的两件小事改变了我的看法。

前年我们家铺地面，请来了一位瓦工师傅。我在一旁看他干
活，他拿着水管找水平，用墨线吊直，又用尺子量过来量过
去，我觉得他干得太慢，便催促道：不用太认真，差不多就
行了。他却说：马虎不得，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我当时一愣，他这句话来自旧唐书《大戴礼记保傅》：《易》
曰：‘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君子慎
重始也。他用得如此自然，如此恰当。还有一次，我去一个
服装店买衣服，服务员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各种衣服，我有些
心烦就说：我长得又矮又胖，穿上不好看。她说：大姐，看
你心广体胖，多有福气。一句话说得我乐滋滋的。她会用
《大学》里的一句来讨顾客的欢心。

这两件事告诉我，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一直在中
国百姓中传承，这国学经典是我们百姓的道德水准，是生活
行动的指南。



是的，仔细想来，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也正是因为有它
的传统文化为基石，才使各种灾难望而却步。08年汶川地震
后，我们的温总理第一时间到达灾区，亲自指挥抢险救灾，
在被掩埋的小学废墟旁，温总理用嘶哑、哽咽的话语，向废
墟中的孩子喊话，年过花甲的总理，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

营救中他亲自动手帮忙。当他得知由于桥梁倒塌，彭州市10
万群众被堵在山中，救灾人员和物资无法运入时，救人心切
的总理在电话里大喊：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
众脱险，这是命令!之后他把电话挂了。记者还看到总理向前
往汶川的登机部队领导发出指示，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养育
了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我们的总理爱民如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大学》里
如保赤子的思想。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
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总理给人民树立
的榜样。因此，中国人民是优秀的。地震中，面临生死考验，
都江堰市聚源中学15名上课老师放弃了转瞬即逝的逃生机会，
用自己的生命给孩子打开了一条条获救之路。

德阳市汉旺镇50岁的谭老师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挽救了四
名学生。遵道镇欢欢幼儿园的瞿老师用身体挡住了水泥板，
救了怀里抱着的孩子。

从国家领导到普通百姓，从老、中、少三代人的身上，我看
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于是，已过不惑之年的我拿起了
《论语》，去学习如何用平和的心态去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
苦难，去学习如何交友，如何做君做臣，感悟儒家学说的中
心思想仁、义、礼、智、信。

拿起了《大学》去领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思
想，去领悟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去领悟生
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
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的财富观。

也拿来起《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学习古人遵循自然之
道，追求和的理念我也将拿起《孟子》及更多的国学经典去
学习品读，尽管很多地方还不能领悟，尽管由于年龄的原因
记不住多少，但我依然坚持去学习，因为我是一名教师，站
在讲台上，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要去做一个国学薪火
的传承者。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滚滚黄河，滔滔长江，翻涌万年不息;巍巍中华，泱泱大国，
沉浮千年不变。这就是我们可爱的祖国!一个响彻世界的名
字——中国!

在华夏大地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竖立着一面千古流芳的旌旗，
她，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精神，就是我们世代相
传的中华魂!

勤劳与奉献的品质就是中华魂，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回首
历史，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杜甫的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儿时记忆
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的诗句让我们懂得了中华魂的流芳与不朽。

宋芳蓉这个名字应该不会让大家陌生。她的家境贫寒，历经
苦难和艰辛，年仅15岁就走上山区小学的讲台，做了一名乡
村教师，扎根山间十几年。朋友们推荐了许多比教师职位好
一百倍、一千倍的工作给她，可她不愿放弃播种明天的花朵



与希望，舍不得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望知识和未来的眼睛。

虽然教学条件很艰苦，她执著地以勤劳度日，以奉献为生，
她种菜去卖为的是替孩子们交上学费，她放假打工为的是不
让孩子们辍学，她放弃优越是为了让孩子们懂得还有一种精
神：勤劳与奉献。

宋芳蓉在艰苦的条件下，在家乡的土壤里用她的精神播下了
一粒又一粒希望的种子，她用最好的方式为中华魂做了最好
的注解。

像宋芳蓉老师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有很多，但丢掉中
华魂，丢掉勤劳品德甘心做寄生虫的人却让我们蒙羞，为社
会所不耻。

是农民就得这样!他们真以为自己是所谓的“纯种血”、“上
等人”吗?他们错了!其实，辈儿往上翻翻，他们家也是地道
的农民!虽说现在住在城里，可农村有每个城里人的根啊!他
们眼里只有荣华富贵，不知道勤劳和奉献，他们丢了最不该
丢掉的中华魂!一个丢掉了自己民族灵魂的人，还有什么资格
说自己将来可以做社会栋梁!

失去朋友，可以再交;失去金钱，可以再挣;但失去灵魂，却
永远找不回来。一个没有品质和灵魂支撑的民族与国家是悲
哀的。

让我们的中华魂世代相传，让我们的中华精神永存!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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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



非常有幸，今天能在这个讲台上和大家一起谈谈，我心中的
国学。

所谓国学，从字面上理解，指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
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等。对于我来说，国学一直是以
文学的形式扎根在心底，从为萌发的种子，到后来的发芽，
抽枝，长叶，终成了一朵在神州大地上翩跹起舞的文学奇葩。

其实从文字在仓颉手中诞生的那一刻起，文学便注定要以无
限的魅力，支撑起一个民族的脊梁。请留心看看，在斑驳岁
月的甲骨上，在风尘历史的竹片里，在绚烂千年的锦帛中，
处处记录着文学的美丽容颜。

对于诗经，我们用诗的清雅去寻找，用经的深邃去看待，它
也许是我们前世的前世，我们心底曾经响过的`声音。我们曾
一起吟诵的歌谣。

诗经三百，不过是前生无邪的记忆。

国学之茎——唐诗

汉唐，中国民族五千年里最辉煌的岁月，它遗留下的风韵洒
入我们的血液里，像金子一样熠熠生辉唐朝是我国古典诗词
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在所有的古代文学体裁中，兴许是
我们最熟悉的。很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或老师就一字一句
教予我们”床前明月、春眠不觉晓。“但当时也只是学得囫
囵吞枣，不求甚解。殊不知，唐诗也有它的美丽与哀愁。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
流。“王维的《山居秋暝》。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天色已
暝，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
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清幽明净的自然美，宛若一缕清风，渗
入心扉。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
人。“李白的《月下独酌》。月和酒，一直是李白的最爱，
可两者都蕴含孤独，不得志，愁闷之意。前一句”独“，后
一句”孤“，李白在尘世中活得无可奈何，唯一可以陪伴左
右的，只是影子，单薄且虚妄。

不同的诗人，会有不同的人生经历，笔下诗句的情感也会迥
然不同。而唐诗，也正因此变的瑰丽多彩。

国学之枝——宋词

宋词从唐诗发展而来，汲取了《诗经》《楚辞》的营养，一
直到现在，仍陶冶着人们的情操。

柳永、李清照、晏殊用柔婉的文笔，细密的心思，写尽人性
感情中委婉哀愁的一面。《雨霖铃》中的一句”多情自古伤
离别“在秋风萧瑟时，柳永将自己的真实情感用文字表达得
如此凄婉动人。而晏殊用”夕阳西下几时回“的慨问道对美
好景物的留恋。反之，苏轼、辛弃疾的气魄便如虹，慷慨的
高昂之调用一句”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便
能震撼住人心。

国学之叶——元曲

元曲给我的印象一直以来都是十分独特的，所以它才有资格
与唐诗宋词鼎足并举。

从马致远一人，影射出元代作曲家水平之高超。一方面，元
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
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
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这些均是元曲用葆其艺术魅力。

国学之花——文学



我心中的国学，是古代文学这株摄人心魂的美丽花朵。从清
雅的诗经。到瑰丽的唐诗宋词，缠绵的元曲，无一不诠释华
夏五千年的文明。大家也许都读过中国的四大名著，那就更
应能深体会到古代文学的吸引力，且不言水浒红楼的忠义与
酸辛，但是三国里曲折的情节，令人惊叹的韬略，就是如此
引人入胜。何等华丽的辞藻，也难以形容其艺术程度之高。

因此，古代文学无疑是中国国学中犹唯突出的传统学术文化。
它罩着迷离唯美的光环，溢出清淡纯粹的芬芳，却又不失历
史沉香的气息，即使在世界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后，愿我心中的国学能如冲天的火焰，点燃越来越多龙之
传人的瞳孔!

谢谢大家。

国学研读与诵读心得体会篇五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传承国学经典》

《弟子规》是人们的生活规范，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诲编
写而成，教导学生为人处世的规范，做到与经典同行为友。
《弟子规》是儒家的基础，人性的基础。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年
至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学而篇”弟
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
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
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
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 祖
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废经废



伦，治安败坏根由。贪瞋痴慢，人心堕落原因，欲致天下太
平，须从根本着手。图挽犯罪狂澜，唯有明伦教孝。误根本
为枝末，认枝末为根本。为求解决问题，反倒制造问题。君
子唯有务本，本务邦国自宁。 俗云：「教儿初孩，教妇初
来」，儿童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先入为主，及其长而不
易变;故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凡为人父母者，
在其子女幼小时，即当教以读诵经典，以培养其根本智慧及
定力;更晓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尽分之道;若幼小时不教，
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无能为力矣! 三字经曰：「养不教，
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教之道，贵以专。」，而非
博与杂;故一部经典，宜读诵百至千遍，苏东坡云：「旧书不
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现在教学，坏在博与杂，且不重因果道德及学生读经、定力
之培养，至有今日之苦果。企盼贤明父母师长，深体斯旨;此
乃中华文化之命脉所系，中华子孙能否长享太平之关键，有
慧眼者，当见于此。 几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一直
坚信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小孩子在他年少时(0～13岁)，记
忆力非常好，应该把前辈的人生经验、生活智慧记忆下来，
牢牢地背记，并烂熟于心中。尽管此时他还不理解其深刻含
义，但是先记住，好比牛先把草吃下去，有时机再反刍一样，
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能力也在成长，到了一定年龄自
然酝酿发酵，必然有更深的理解和领悟。如果在孩子在记忆、
记忆力强的时候，不给他一些经典的东西储存到脑子里，没有
“厚积”，怎么能“薄发”呢?怎么能融会贯通、触类旁通
呢? 《弟子规》这本书，影响之大，读诵之广，仅次于《三
字经》。“弟子”是指一切圣贤人的弟子，“规”“夫见”
意思是大丈夫的见解。所以是每个人，每一个学习圣贤经典，
效仿圣贤的人都应该学的。《弟子规》没做到，学习别的经
典就很难得到真智慧。《弟子规》共360句(1080字)，概述简
介，以精练的语言对儿童进行早期启蒙教育，灌输儒家文化
的精髓。

国学经典是中国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传承国脉的



精神纽带，是炎黄子孙奋斗不息，富国强兵的力量源泉!它犹
如一束光芒润泽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还记得精忠报国的岳飞，力抗金兵，保家卫国，即使皇帝昏
庸，奸臣当道，却依然诵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和月。“的民族气概!

还记得一代枭雄曹操，东临碣石，酾酒临江，即使岁月染白
了他的须发，仍旧高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壮怀好歌!

还记得乱世漂泊的李清照，将国家之恨纺成染柳烟浓，吹梅
笛怨的哀愁，纵然帘卷西风，瘦比黄花，仍旧吟出“生当做
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言壮语!

那或铿锵或柔美的词章，溅落在历史的长河里，激起遥远的
绝响!

国学的经典，华夏的辉煌，成就了伟人的不朽，缔造了民族
的昌盛。国学文化，是华夏民族的灵魂，是炎黄子孙的精神
脊梁!让我们一起诵读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化，肩起民族复
兴的伟业，让中国这条龙腾飞在世界东方!

国学研读与诵读心得体会篇六

大家上午好！

经典浸润童年，智慧点亮人生。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五千
年历史长河中，名篇佳赋，灿若星河，大浪淘沙，留下一部
又一部闪烁着光辉思想和深远智慧篇章，这些经典已经成为
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精神宝藏！

为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激发全体学生对祖



国语言文字热爱，全面提升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综合素
质，我校举行这次集吟诵、演唱、表演、背诵为一体国学经
典诗文诵读比赛。

品悟中华文化，传承民族精神，就需要我们诵读经典诗文，
在诵读中品悟，在品悟中传承。阅读经典可以使我们心情愉
悦，眼界宽广；可以使我们拨云见日，柳暗花明。《论语》
字字珠玑，教我们如何做谦谦君子；《弟子规》谆谆教诲，
教我们学修身齐家；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告诉我们怎样做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告诉我们如何尊老爱幼；“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告诉我们懂得怎样感恩。一篇篇经典美文，一句句哲理结晶，
不仅能让我们享受阅读快乐，还能让我们悟出做人道理，从
而提高人格品位，提升精神境界，追求美好人生。

同学们，老师们！国学经典诵读比赛是短暂，但是，诵读任
务是延续，是长久。爱中华，读经典，让每个人，每个青少
年学生都参与到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活动中去。在中华美德滋
养下，让我们生活更加阳光灿烂，我们诵读千古美文，在书
声琅琅氛围里，让我们人生更加丰富多彩。我们举办经典诵
读比赛，就是要让经典滋润我们心田，伴着我们成长，使文
明溢满校园。

最后，衷心地祝愿我们这次经典诗文诵读比赛活动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国学研读与诵读心得体会篇七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读国学经典，品中华文
化”。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滚滚长河，民
族的浩瀚星空，人生的坎坷历程，无不浸透着中华文化的精
神。神州大地上，国学文化已传承了千年！何为国学？是司



马迁熟悉华夏文明，留下了传承民族魂魄的《史记》？是李
时珍涉足千山万水，遍尝百草，用自己的亲身体验造福于后
人的《本草纲目》？还是纪晓岚精通经、史、子、集整理出
浩瀚的《四库全书》？国学，不就是那经得起时间洗炼而沉
淀下来的，能够在千百年后还能给人以深刻启示，让人从中
获益的精神财富、文化积淀吗？在浩瀚的国学宝库中，《弟
子规》无疑是一朵奇葩。《弟子规》是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
教诲编写而成，教导学生为人处世的规范。它是儒家的基础，
人性的基础。

《弟子规》以《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
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教
以应该怎样待人处世。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
经书不可不读。废经废伦，治安败坏之根白；贪嗔痴慢，人
心堕落之原因，皆在误根本为枝末，认枝末为根本，为求解
决问题，反倒制造问题。欲致天下太平，须从根本着手。图
挽犯罪狂澜，唯有明伦教孝。君子唯有务本，本务邦国自宁。
《弟子规》这本书，正是从根本出发，明伦教孝，务其根本。
《弟子规》没做到，学习别的经典就很难得到真智慧！类似
《弟子规》这样的国学经典是中国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传承国脉的精神纽带，更是炎黄子孙奋斗不息，富国
强兵的力量源泉！它犹如一束光芒，润泽着一代又一代华夏
儿女！

还记得精忠报国的岳飞，力抗金兵，保家卫国，即使皇帝昏
庸，奸臣当道，却依然诵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和月”的民族气概。还记得一代枭雄曹操，东临碣石，酾酒
临江，即使岁月染白了他的须发，仍旧高唱“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怀好歌。还记得乱世
漂泊的李清照，将国家之恨纺成染柳烟浓，吹梅笛怨的哀愁，
纵然席卷西风，瘦比黄花，仍旧吟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
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东江。”的豪言壮语！那或铿锵
或柔美的词章，溅落在历史的长河里，激起遥远的绝响！国
学的经典，华美的辉煌，成就了伟人的不朽，缔造了民族的



昌盛。国学文化，是华夏民族的灵魂，是炎黄子孙的精神脊
梁。让我们一起诵读国学经典，传承华夏文化，肩负起民族
复兴的伟业，让中国这条龙腾飞在世界东方！

谢谢！

国学研读与诵读心得体会篇八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传承国学经典》

《弟子规》是人们的生活规范，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诲编
写而成，教导学生为人处世的规范，做到与经典同行为友。
《弟子规》是儒家的基础，人性的基础。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年
至1720xx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学而
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
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
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
贾存仁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是启蒙养
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废经
废伦，治安败坏根由。贪瞋痴慢，人心堕落原因，欲致天下
太平，须从根本着手。图挽犯罪狂澜，唯有明伦教孝。误根
本为枝末，认枝末为根本。为求解决问题，反倒制造问题。
君子唯有务本，本务邦国自宁。俗云:「教儿初孩，教妇初
来」，儿童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先入为主，及其长而不
易变;故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凡为人父母者，
在其子女幼小时，即当教以读诵经典，以培养其根本智慧及
定力;更晓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尽分之道;若幼小时不教，
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无能为力矣!三字经曰:「养不教，
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教之道，贵以专。」，而非
博与杂;故一部经典，宜读诵百至千遍，苏东坡云:「旧书不
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现在教学，坏在博与杂，且



不重因果道德及学生读经、定力之培养，至有今日之苦果。
企盼贤明父母师长，深体斯旨;此乃中华文化之命脉所系，中
华子孙能否长享太平之关键，有慧眼者，当见于此。

几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一直坚信这样一个简单的
道理:小孩子在他年少时(0~13岁)，记忆力非常好，应该把前
辈的人生经验、生活智慧记忆下来，牢牢地背记，并烂熟于
心中。尽管此时他还不理解其深刻含义，但是先记住，好比
牛先把草吃下去，有时机再反刍一样，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
理解能力也在成长，到了一定年龄自然酝酿发酵，必然有更
深的理解和领悟。如果在孩子在记忆、记忆力强的时候，不
给他一些经典的东西储存到脑子里，没有“厚积”，怎么
能“薄发”呢?怎么能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呢?《弟子规》这
本书，影响之大，读诵之广，仅次于《三字经》。“弟子”
是指一切圣贤人的弟子，“规”“夫见”意思是大丈夫的见
解。所以是每个人，每一个学习圣贤经典，效仿圣贤的人都
应该学的。《弟子规》没做到，学习别的经典就很难得到真
智慧。《弟子规》共360句(1080字)，概述简介，以精练的语
言对儿童进行早期启蒙教育，灌输儒家文化的精髓。

国学经典是中国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传承国脉的
精神纽带，是炎黄子孙奋斗不息，富国强兵的力量源泉!它犹
如一束光芒润泽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还记得精忠报国的岳飞，力抗金兵，保家卫国，即使皇帝昏
庸，奸臣当道，却依然诵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和月。“的民族气概!

还记得一代枭雄曹操，东临碣石，酾酒临江，即使岁月染白
了他的须发，仍旧高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壮怀好歌!

还记得乱世漂泊的李清照，将国家之恨纺成染柳烟浓，吹梅
笛怨的哀愁，纵然帘卷西风，瘦比黄花，仍旧吟出“生当做



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言壮语!

那或铿锵或柔美的词章，溅落在历史的长河里，激起遥远的
绝响!

国学的经典，华夏的辉煌，成就了伟人的不朽，缔造了民族
的昌盛。国学文化，是华夏民族的灵魂，是炎黄子孙的精神
脊梁!让我们一起诵读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化，肩起民族复
兴的伟业，让中国这条龙腾飞在世界东方!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