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孝经的感悟与心得(大全6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心得感悟对于
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感悟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感悟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
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学孝经的感悟与心得篇一

首先我们来看看“孝”这个字，上头是“老”字的头，下头是
“子”体现了孩子应对父母的恭敬。

《孝经》云“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如汉文帝，康熙都
有是以孝治国，国家也都十分强大。自古以来求忠臣必于孝
子之门，孝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是一切爱的基础。孝经
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古人还有一
句话，“百善孝为先”，几乎所有的祠堂都上书“入孝”
和“出悌”，门口还刻有二十四孝。

一个人不爱自我的`父母，怎样可能爱他人，爱国家呢孝经
云“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
谓之悖礼”。《弟子规》说“首孝悌，次谨信”。《论语》说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父母，父母给予我们一切，没有父母伟
大无私的爱，我们很难健康地成长，父母是我们第一任教师，
也是终身的教师，父母的眼睛时刻关注着我们，父母对孩子
是无微不至，劳而无怨。

谁请我们吃一顿饭，或者我们饥饿时，别人给我们一杯水或
一块面包，我们都有很感恩，可是父母给我们做过多少顿饭，
给与我们多少吃的，用的，给我们付出多少，并且是把最好
的给孩子。



乌鸦知反哺，羊羔知跪乳，人又怎样能不孝。

学孝经的感悟与心得篇二

第一段：引言（150字）

心存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作为一名
学生，掌握并践行孝道，不仅可以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
髓，更能培养良好的家庭观念和社会责任感。自我学习孝经
以来，我对于孝道的理解和心得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这
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学习孝经的体验和体会。

第二段：了解孝经（250字）

通过阅读孝经，我深刻认识到孝顺父母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
责任。孝经中有许多关于孝敬父母的故事和教诲，其中最有
名的莫过于孟子之母三问。三问中的问题深深触动了我，让
我意识到孝道是有等级和程度的。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孝顺，
更要体现在行动上。孝经让我明白，孝敬父母是一种心灵力
量，不仅仅是掏钱和供养的责任，还要真心实意地关心他们，
尊重他们的意愿和决定。

第三段：践行孝道（250字）

学习孝经后，我开始努力践行孝道。我主动关心父母的身体
和生活，经常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我也尝试将传统礼仪
融入到平时的生活中，例如遇到长辈时要行大礼，避免说脏
话等。我开始理解到礼仪之于孝道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对长
辈的尊重，更体现了我们作为后辈对于家庭价值观的传承和
传统文化的继承。在实际行动中，我尝试用心倾听父母的意
见和建议，并在自己的成长中加以实践。通过这些行动，我
逐渐感受到孝道带给我内心的平静与满足感。

第四段：孝道的影响力（250字）



在学习和践行孝道的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孝道的影响力。
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我们的孝道行为会对父母产生积极的影
响，让他们感受到关爱和温馨。同时，这也会对其他亲人和
朋友产生影响，成为榜样和引领。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后
辈的孝道行为会为社会增添温暖和正能量。社会发展离不开
孝道的传承，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孝道价值观的承载者和传
播者。通过践行孝道，我们可以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贡献自
己的力量。

第五段：结尾（300字）

通过学习孝经，我意识到孝道不仅仅是传统美德，更是一种
生活态度和人生哲学。孝道是一种无私的爱，一种奉献和关
爱的行为。通过学习和践行孝道，我深入体会到父母的辛劳
和付出，并始终怀有感恩之心。我相信，只有在践行孝道的
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父母之爱的伟大和浩瀚。作为
一名年轻一代，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传承和发扬孝道精神。我
将秉持着孝道的理念，不断学习和进步，努力成为一个孝顺
父母、尊敬师长、关爱他人的人。通过践行和传播孝道，我
相信我们可以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总结：通过学习孝经，我们深入认识到孝道的重要性和影响
力。践行孝道不仅可以让父母感受到关爱和温暖，还可以给
予社会更多的正能量。我们应该努力成为孝顺父母、尊敬师
长、关爱他人的人，将孝道的理念传承下去，为社会的和谐
与进步做出贡献。

学孝经的感悟与心得篇三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用毕生经历去完成的使命。

百善孝为先，它是我们对父母最真切的报答，对体会爱的一
种最朴实的表现。



孝心无价，唯在心灵深处才能感触。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夫孝，始于事君，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五千年一脉
相承，无论中国的体制怎样的变幻，中国人民历经了多少的
磨难，孝道，依然是中华民族的结晶，当我们呱呱坠地来到
这个世间时，注定我们将来要承担这份责任。

我们无法体会母亲在一天天衰老，从黑发到白发，从紧俏的
皮肤到渐渐变得粗糙的脸，岁月将这份见证深深地刻在他们
的脸上。

有人说：当我们长大成人后，我们将不再需要父母，甚至会
认为他们很烦。

有时候看看这个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社会，你很难再想起
家中年迈的父母，他们盼望着子女能早点回家，可是他们的
子女却不知在哪里彻夜狂欢，古人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
敢毁伤，孝之始也被忽略了，扬名后世彰显父母也被遗忘了，
只有个人主义的安逸和享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和
对生活的得过且过。

有人说，等我有钱了，我要大把大把的钱塞给爸爸妈妈，让
老人家坐在钱堆儿上随便花;等我有时间了，我就带着爸爸妈
妈，游完国内，游国外，让爸爸妈妈在有生之年潇洒个痛快!

父母要那么多的钱干什么呢?他们吃不了多少，也穿不了什么，
他所缺的应该是与子女们其乐融融的相处!他们所缺的是在他
们难于动身时的一个代步，在他口渴时的一杯清茶，在他寂
寞时候的'陪伴，在他生病时的一次次问候，儿女在外再忙，
也能抽出时间每周按时和父母聚在一起……这些都是老人内



心所渴望的!

实在抽不出时间回家的，咱就每天，或者最少三天给爸妈去
个电话，问问好，拉拉家常。

父母不求别的，就希望年老时子女能惦记着……

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

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

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

“孝”是稍纵即逝的眷恋，“孝”是无法重现的幸
福，“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往事，“孝”是生命与生命
交接处的链条，一旦断裂，永无连接。

赶快为你的父母尽一份孝心。

也许是一处豪宅，也许是一片砖瓦;也许是大洋彼岸的一只鸿
雁，也许是近在咫尺的一个口信;也许是一顶纯黑的博士帽，
也许是作业簿上的一个红五分;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也许是
一只野果一朵小花;也许是花团锦簇的盛世华衣，也许是一双
洁净的旧鞋;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金钱，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一
枚硬币……但“孝”的天平上，它们等值。

枝叶繁盛的树木，扎根于厚实的土地;流水汤汤的江河，溯源
于雪岭山脉的蕴藏;乌鸦孝亲反哺，羔羊感恩跪乳，动物尚且
懂得回报于亲恩，万物之灵的人类，也从“上代而来，从己
而出”的血缘关系中，将人性的真爱与善美发挥到极致，推
及宗族、群我，传承了代代的伦理之爱，稳固了人类生活的
秩序。

世事沧桑，岁月无情，而人有情，你的关爱会抚平父母额头



上的皱纹的。

然而“最美不过夕阳红”，呵护这份美吧!用心去碰撞出音符，
奏出世间最温馨、最美好的敬老乐章吧!让歌声在广袤的天地
间永远回荡!

中国的孝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孝道一直是中华民族的
基本价值观，关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孝指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是传统美德。

至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系统地论述孝道。

《孝经》中，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
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夫孝，德
之本也"。

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应该身体力行的。

诚然，儒家孝道也有时代局限性的陈旧观念，夹杂封建性的
糟粕，比如"父为子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不
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年之丧"，均已过时，应毫不吝惜
地抛弃或予以批判。

《孝经》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特别是西汉
统治者宣扬“以孝治天下”之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它
成为人们修养的必读书目之一。

《孝经》，是古代的圣人孔子的学生曾子所著，它是儒家经
典著作中专门谈“孝”的一部著作。

《孝经》一共有十八章，每一章都是经典。

第一章为开宗明义章，是全文的主旨：“夫孝，德之本也，
孝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



始也。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短短33个字就总
结了孝之始，孝之终。

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为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和
庶人章，规定了不同地位的人的孝道标准。

第七章为三才章，强调了孝的地位和作用：“夫孝，天之经
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孝经心得体会范文大全

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利天下，是
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第八章为孝治章，讲圣
明的君王如何以孝治天下。

第九章为圣治章，讲圣人如何用孝道教化百姓。

第十章为纪孝行章，讲孝子应如何孝敬父母。

第十一章为五刑章，讲不孝为诸罪之首。

第十二章为广要道章，讲孝为什么是重要的道理。

第十三章为广至德章，讲孝为什么是最高的德行。

第十四章为广扬名章，讲孝道与扬名后世的关系。

第十五章为谏诤章，讲父母有了过错孝子应该怎么办。

第十六章为感应章，讲孝道与神明的关系，孝道达到极点就
可以感应神明。



第十七章为事君章，讲孝子与事君的关系，孝子事上，“进
思尽忠，退思补过”。

第十八章为丧亲章， 讲父母去世孝子应该怎么办。

《孝经》，短短十八章，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孝道上至诸侯、天子，下到黎民百姓无一不是要遵守孝道的。

《孝经》，它不仅能教我们学会孝，还有教我们要效法天地，
自然和万物!

学孝经的感悟与心得篇四

孝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国古代儒
家经典之一。在孝经序这一篇贯穿整部经书的开篇，我们可
以看到儒家思想对于家庭伦理和个人修养的重视。通过阅读
孝经序，我对于孝顺父母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同时
也理解到了作为子女应该怎样去做，去孝敬父母。本文将通
过五段式的结构，表达我在阅读孝经序时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孝经序的重要性

孝经序作为孝经的开篇，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它通过对于孝
悌这一思想的阐述，强调了子女对于父母的尊敬和照顾的重
要性。在古代社会，孝敬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义务，也是体现
个人品德和家庭伦理的重要标志。孝经序以“养育之恩受之
爱，未能庆念母父之恩者，一以孝为始，至以之善事母父”
作为开篇，强调了孝敬父母应该成为每一个人做人的起点和
基本要求。

第二段：孝经序对于家庭伦理的影响



孝经序不仅仅强调了个人对于父母的孝顺，更涉及到了整个
家庭伦理的观念。它提出了“以家为国，以孝为仁”这一观
念，强调了家庭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子女对于父母的孝顺关
系到整个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孩子们孝顺父母，父母能够安
享晚年，家庭温馨和谐；反之，孩子若是不孝顺，家庭则可
能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这个观念的指引下，每个家庭
成员都应该履行自己的责任，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的家庭。

第三段：儒家的家庭价值观

儒家思想强调家庭作为一个基本单元的重要性，它认为家庭
是一个人修养和为社会做贡献的基础。孝经序中提到“族世
终南，子孙不绝”这一观念，意味着每个家庭都应该传承和
发扬良好的家庭价值观，使得愿意孝敬父母的思想代代相传。
儿女孝敬父母，并不仅仅是表面的奉养和照料，更是通过正
确的教育和行为示范，使得父母的精神世界和人品得到提高。
只有这样，家庭才能够代代传承良好的家风和家训。

第四段：做一个好孝子孝女的责任

作为子女，我们有责任去孝敬父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
报他们的养育之恩。孝经序中提到“惟孝子为而鞠养之者，
必优礼于未尝见之深心也”这一观念，强调了我们要用尊重
和爱心来对待父母，用诚心来行孝。在生活中，我们要积极
关心父母的身心健康，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也要学
会倾听他们的心声，给予他们关怀和陪伴。只有真正做到这
些，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好孝子或好孝女。

第五段：世代传承孝道

孝经序中提到“孔氏之学，则贵孝而卑贫贱，甚矣此谓贵竹
本而不短也”的观点，强调了孝道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
孝敬父母既是我们个人修养的需要，也是家庭伦理和社会和
谐的基础。我们应该用自己的言行来示范和教育下一代，让



孝道代代相传，使得这一传统美德在家庭中得到弘扬。同时，
我们也要积极参与社会，推广孝道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并
践行孝经序中所强调的孝敬父母的重要性。

通过阅读孝经序，我对于孝顺父母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
理解，也体会到了作为子女应该如何去孝敬父母。我们要积
极关心父母的身心健康，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也要
学会倾听他们的心声，给予他们关怀和陪伴。我们要成为一
个好孝子或好孝女，并将这一传统美德代代相传，推广孝道
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构建一个和谐的家庭，为社会
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学孝经的感悟与心得篇五

第一段：导言（150字）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受到了我们祖先们的高度
重视和广泛传承。现代社会，孝顺父母仍然是我们每一个人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近年来，学孝经成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方
式，引起了广泛关注。通过学习孝经，人们更加了解了孝敬
父母的重要性和方法，并从中获得了深刻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孝敬的重要性和方法（250字）

孝敬父母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也是每个人最基本的
美德。孝顺父母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心态和态度。
在孝经中，孝的内涵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含义，不仅仅表现
为孝行的具体行为，还包括了对父母的敬爱、尊重和关怀。
孝敬父母的方法也因人而异，主要取决于父母的需求和喜好。
要实现真正的孝敬，我们需要全身心地关注父母的生活需求，
如饮食起居，身体健康等方面，并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同
时，我们还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用自己的行动和成就
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第三段：学孝经对人生的启示（300字）

学习孝经不仅仅是为了孝敬父母，更是为了让我们在人生的
道路上有所依仗和指引。孝经教导我们如何正确的对待家庭
关系，更加注重亲情和家庭责任。家庭是每个人的起点和归
属感的来源，只有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我们才能够在外界
去追求更高的成就和目标。学习孝经还增强了我们的交往能
力和合作意识，通过与父母的相处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
合作，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和尊重他人，在社会中更好的去
发展自己。

第四段：心得体会（300字）

学习孝经，让我受益良多。我深刻地体会到孝敬父母的重要
性和美好之处。通过亲自行动，我更加能够感受到父母无私
的付出和关心。而且，我也收获了更多的家庭温暖和成就感。
学习孝经也让我更加懂得父母的辛苦和不易，激励我更加努
力地学习，为父母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同时，我也发现通
过学习孝经，我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得到了提升，我更加注重
与他人的关系，更加懂得尊重和感恩，与人为善。这让我在
学校和社会生活中更加顺利并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帮助。

第五段：结尾（200字）

学习孝经，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去完成的任务和义务。通过学
习孝经，我们在孝敬父母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更
多的动力和意义。孝敬父母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准则，更是一
个文明社会的基石。只有通过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才能够建
立和谐美满的家庭，进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学习孝经
不仅仅是为了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更是为了培养我们自身
的人格和品德。只有在孝敬父母的路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自己和社会带来更多的幸福和和谐。



学孝经的感悟与心得篇六

本周聆听了王宝寨老师开解的《孝经》的《天子章第二》，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
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
《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末学觉得王老师的智慧开解妙就妙在无论你是一个什么层次
的人，你都能从中获得智慧。你看，这里的表面上是在说天
子，好像与一般的.老百姓无关。其实，老师一推展开来，就
什么人都可以用得上这把钥匙了。怎么说呢？因为王老师在
讲解《开宗明义章第一》的时候就说了，“先王有至德要道，
以顺天下。”这里的“天下”就可以推展到任何一个团队、
一个集体、如一社区、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市、一个
省。那这里的“天子”当然就可以推展到任何一个团队、一
个集体的一把手了。是不是当一把手的人都容易有跟天子一
样的习性？有傲慢心、好恶心？这么一来，我们就很容易对
照自己了。

比如一个班主任，回到家还像班主任一样教训丈夫，这是傲
慢心。看孩子呢？这个不顺眼，那个很可爱，这就是好恶心。
那如何去掉这两种心呢？还是得回到根本，要培养自己
的“孝心”。“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没有以亲爱、恭敬的心情尽心尽力地侍奉双亲，在和学生、
家长打交道的时候，就不可能有“爱、敬”之心，所以处理
问题往往就不顺利。因为“悌道”是从“孝道”延伸出来的，
找到了“孝道与悌道”，才有可能“泛爱众”。才有可能爱
护、恭敬一切生命。

我以前做事情，常常生烦恼，只能处顺境，不能处逆境。这
其实呀都是孝心还没有完全打开的原因。怎么这么说呢？如
果真正懂得“孝”了，应该是“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
百姓，刑于四海”，那么对应过来，做为班主任，应该
是“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家长、学生，刑于班级”。



那为什么我现在对自己的父母懂得爱敬了，还是无法完全刑
于班级呢？那我觉得就是因为“亲爱我，孝何难？”我父母
都那么爱我，我孝敬他有什么难的呢？所以影响力就不那么
强了呀。你看舜帝，他的后母想方设法地想害死他，他不但
不怨恨母亲，还总是反省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而让
母亲如此恨自己。他的这种孝才是“亲憎我，孝方贤”，所
以舜帝能感化天下人民啊。而我如果是真正把孝领悟透彻了，
就应该是从孝敬自己的父母，到孝敬别人的父母，这才是真
正的拓宽心量。那教学生与别人的父母有什么关系？把学生
教好了，学生的父母不是就安心放心了嘛？学生的父母的父
母不是也安心放心了嘛？那学生不好教，怎么办？我就抱怨
他们的父母吗？那如果学生都好端端的，他父母把孩子都培
养得品德优秀，那还要我们老师干嘛呢？老师不就可以下岗
了么？你会说，我们在学校教给孩子很多知识啊。在这个全
球信息化的时代，如果我们只是教孩子知识技能，那不用我
们教师，电脑就行了。而我们教师最关键的使命是什么？
是“传道、授业、解惑”，我们如果不传道，不解惑，光是
授业，那就有辱教师这门神圣的职业了。那即便这此道理都
懂了，我也愿意好好去传道了，学生还是难教，怎么办？那
还是我们的德行不够，感动不了别人，这时候就想想“亲憎
我，孝方贤”。给孩子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孩子还是不听话，
家长也不理解，那这个时候，就是提升自己最好的境缘了。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能一如既往地爱孩子，想尽一切
办法去帮助他，而不是厌恶他，也没有丝毫地怨恨家长，那
我们的心就真的是“慈悲心”了，也就是真正地放下了自我，
放下了名利，就有一颗清净心了，这样烦恼也就随之消失了。

所以，我总结，要想断除自己的烦恼，第一是要从孝道入手，
完全打开自己的良知，同时也打开学生的良知、家长的良知；
第二就是要明白自己做为教师的本分，就是要敦伦尽分。不
然总觉得自己做的努力好像是额外多做的事情，于是就想着
回报，得不到回报就生怨恨。第三是要明因果。我所存的一
切善念与所做的一切好事都不会白废的，“积善之家必有余
庆”嘛。关键是不能是假善，不能是为了名利去行善。不能



是为了别人说你的好你才行善，这样的果报会完全不一样的。
同时，明因果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你所有遭遇的逆境都不是
偶然的，你应该心平气和地去接受，一旦抱怨命运不公，抱
怨老天爷，老天爷就可能还要给你点颜色看看，因为如果不
这样，你还是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的问题嘛。

很长一段时间，我带着孩子们学习《孝经》的同时，一边在
听着《太上感应篇》的讲解，如今大德老师建议我多读读
《了凡四训》，我觉得这些学习对自己真的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感觉我的心真的就慢慢平静下来了，看到不听话的孩子，
没有以前那么急躁了，目光柔和了很多，我的心也渐渐更加
柔软起来。我想真正清净心现前，智慧也就会现前了。这些
先贤的教诲真的是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我生命的旅程，让
我少了很多迷茫、很多纠结、很多挣扎，我发愿我会一直当
个好学生，老老实实地一直学下去，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