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语演讲稿三分钟(大全8篇)
演讲稿具有观点鲜明，内容具有鼓动性的特点。在社会发展
不断提速的今天，需要使用演讲稿的事情愈发增多。那么我
们写演讲稿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论语演讲稿三分钟篇一

寒假里，我和妈妈一起读了《论语》。

《论语》一共有20章，是孔子的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一本书。
它主要讲述了人与人如何相处、如何勤奋学习、如何在社会
上努力奋斗和如何孝敬父母的一本书。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
一句话就是”学而第一“里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
乎“这句话。

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的力量是不可缺少的。俗话说：”一
个巴掌拍不响。“光凭自己单薄渺小的力量是远远不可能创
造出大事业的。由此，我想到到了管仲和 鲍叔牙的友谊故事。

管仲和鲍叔牙小时候是一对好朋友。管仲小时候家里很穷，
所以常常偷鲍叔牙的钱，但鲍叔牙不但不记恨他，反倒对管
仲更加友好。几十年过去了，管仲在为公 子纠争夺王位时差
点杀死公子小白。在公子小白继承王位时，鲍叔牙也成了宰
相。鲍叔牙不计前嫌还推荐管仲，可见鲍叔牙的心胸是多么
宽广呀!

还有一个是有关伯牙和钟子期的友谊故事，当琴师伯牙在荒
山中弹琴时，樵夫钟子期竟然能够听出”巍巍乎志在高
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十分高兴找 到了自己的知
音，但是钟子期死后，伯牙再也找不到知己了，便摔掉琴，
发誓不再弹琴。可见在一生中友谊是多么可贵，多么重要呀!



这些事例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我的好朋友小董来我家玩，一
开始我俩还相处挺好的，也合得来，但没过了几天，我们便
经常为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吵得天昏地暗， 不可开交。最后，
妈妈告诉我们俩要团结友爱，才能做好每一件事，还告诉我
们”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过了几天，我的朋友小杨来我家作客，我吸取了教训，与小
杨开心的度过了一天。在生活中，友谊真是无处不在，只有
在经历磨难后，才能真正体会到友谊的珍 贵。

读了《论语》，我受益匪浅。它教育了我怎样与朋友交往，
我一定要把小主人做的更好。

论语演讲稿三分钟篇二

大家好！

读《论语》，本来只是为了完成老师的任务，可是，当我读
完这本书时却发现，“仁”，这个字贯穿了全文，“仁”中
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
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忠、恕、礼、知、勇、
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
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这一点上，和孔夫子几千年前提出的
主张“仁与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两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
为什么相隔千年，提出的观点却是惊人的相似毫无疑问，两
人都是把“仁与德”当作自己去不断努力实现的目标，不断
的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修养与品德，这是有必然性的。

《论语》中的许多的词句都是发人深思的。子曰：“人而不
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个句子常挂在我的嘴
边，让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心中都充满了“仁”。孝是中华



人民的传统美德，但现在也慢慢开始退色了，子曰：“父在，
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这句话，把中国人内心有唤醒了，明白了“孝”的意义。为
了学习，可以三月不知肉味，这足以见孔子的勤奋，可如果
仅仅是勤奋，恐怕孔子就不会得到世人的尊敬了。他的好学
表现在方方面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谦虚;我不如老农，
我不如老圃，这是实事求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是一
种乐观。他的学习精神，不仅仅限我们常人的思维：这个是
学问，那个不合适。孔子会以最博大的胸怀，去包容世间万
物，这就是我们所不及的。我们不难发现，在饱经过几千年
的风霜后，是它，唤醒了中华人民的传统美德!是它，唤醒了
中华人民的精神！

可是光说不实干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要学习孔子，用“仁”
却面对世间的万物，用谦虚对待人生，永礼来对待你身边的
每一个人，还要用勤奋来充实人生。《论语》也是我们犯错
时的教育书，指引我们正确得道路。总之，它就是教你人生
之道。

《论语》是道德与智慧的凝结，是中华文明的汇聚，是一位
谆谆教导的老师教会了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更是引领我么
向上的阶梯。

论语演讲稿三分钟篇三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编撰而成。包
含着政治思想、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理念等，是经典中的
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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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论语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则，
它的意思是：后生小子，在父母跟前， 就孝顺父母;离开自
己房子，便敬爱兄长;寡言少语，说则诚实可信，博爱大众，
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后，有剩余力量，再去学习



文献。孔子认为，弟子 首先要懂得孝悌、谨信、爱众、亲仁，
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和，如果还有闲暇时间和余力，则用以
学习古代典籍，增长文化知识。这表明，孔子的教育是以道
德教育 为中心，重在培养学生的德行修养，对于知识，则放
在第二位。

中国有句古话：“百善孝为先”。意思是说，孝敬父母是各
种美德中占第一位的。古人也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懂得孝的做 人之道。

古时候，有一则关于子路借米孝敬父母的故事。子路小时候
家里很穷，长年靠吃粗粮野菜等度日。有一次，年老的父母
想吃米饭，可是家里一点米也没有，怎么 办?子路想到要是
翻过几道山到亲戚家借点米，不久满足父母的这的要求了吗?
于是，小小的子路翻山越岭走了十几里路，从亲戚家背回一
小袋米，看到父母吃上了 香喷喷的米饭，子路忘了疲劳，邻
居都夸子路是一个勇敢孝顺的好孩子。可见，孝道在炎黄子
孙心中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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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给我感受最深的语句。不仅如此《论语》
也是经典中的经典，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阅读《论语》我受
益匪浅，更重要的是明白了做人的仁德，以及品味哲学的思
想情操。

论语演讲稿三分钟篇四

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兴起了诵读国学经典的热潮，我们学校
也开展了“诵经典，润童心”的课题，通过一段时间和学生
一起参与到经典诵读活动中，也颇有受益。众所周知，《论
语》是一部闪烁着理性光芒、蕴涵着朴素道理的文化经典。

在现在社会中，所谓的孔孟、老庄已经离人们越来越远，圣
贤与经典也逐渐模糊，纷繁世界的庸俗烦琐和思想的高贵纯



粹似乎缺少了一些必要的链接。用一个现代人对社会，对生
活，对人生的感悟去重读《论语》，灰色的孔子一旦链接了
这个多彩的世界，催生而出的是一种纯粹的积极的态度，是
道德品性、情感智慧的升华。尤其作为教师《论语》更是我
们生活和工作的指南。

首先，我们以怎样的心态去“教”？

子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学而不厌”。作为教师尤
其要做到这一点。教师是学生的示范，我们希望学生做一个
终生学习的人，首先教师要做一个终生学习的人。“身教重
于言传”，“亲其师，信其道”，教师应该是学生很好的榜
样。

教师要做到“诲人不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教师
教育孩子要耐心”，我们经常这样说。但事实上，我们许多
老师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老师会在课堂上生气发火，这
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耐心的佐证。

教师在课堂上失去理智，感情冲动，除了伤害了孩子的感情
以外，别无他用；教师的`喋喋不休，除了让孩子耳根的茧子
更厚以外，没有其他功能。这些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
要的是什么呢？我想无非是希望孩子好好学习，好好成长，
如此而已。有没有更有效的办法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
不可以这样尝试一下？当孩子上课走神的时候，原谅他，提
醒他，毕竟学习是孩子的事，他没做好，希望得到的是老师
的帮助；当课堂秩序乱的时候，不要对孩子大呼小叫，我们
应该考虑是不是我们的课堂对孩子没有吸引力呀？及时调整
自己的课堂，把孩子们吸引过来；当孩子犯了错误，耐心一
点，调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找出孩子存在的问题，有的
放矢的去跟孩子谈，帮他认识自己的错误，这才是我们教育
的目的。

“诲人不倦”四个字简简单单，但蕴含的是教师浓浓的情，



深深的爱！

其次，我们以怎样的心态去“学”？

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
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赞扬
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
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其次，要“默而识
之，学而不厌”。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
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读书的
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世俗所累。
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
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孔子认为所谓能力
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
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事实上孔子自己就
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第四，要
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
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同时，孔子提倡和赞
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
不贤而内自省也。”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
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
矣。”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求人们
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
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
浅尝辄止。

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
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
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由此可见，读
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
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子夏曰：“仕而优则学，



学而优则仕。”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
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就是孔子的学习！这就是圣人的学习！

也许我们这些凡人是永远无法领会万世师表的学习的内涵，
但每一个人也许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论语》里有太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生大智慧。我庆
幸是校园的浓浓书香浸润了我。让我深深感到来到西川中学
是幸运的，因为有国学经典的熏陶；来到西川中学是幸福的，
因为校园充满了浓浓的书香。我知道学习任何经典，先人的
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
的照射下，提高效率，缩短历程，使我们尽早建立一个君子
仁爱情怀，真正建立起来有效率、有价值的人生。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听，这是我们的
学生在诵读。这稚纯的声音，让人的思绪飞扬。不知不觉中，
跨越时空，走进了两千多年前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让我们
一起去聆听他的谆谆教诲，去追寻他的敦厚之风，去感受他
的人生智慧！

重温国学经典，做智慧教师！

谢谢大家！

论语演讲稿三分钟篇五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语录，它流传了2500多
年，一直被奉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渊源，影响着世代中国人。
它的经典语句，每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 温故而知
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让现代
教育越来越重视经典教育，越来越注意到古代文化对人生的
影响意义，所以，我们小学生从小读 《论语》，意义重大。



《论语》，是孔子思想的典型代表，它涉及哲学、政治、经
济、教育、文艺等许多方面，虽然是一问一答、零零碎碎的
片语，好像没有什么逻辑性，但是认真研 读，深刻领会，其
内容非常丰富，言简意顺，无所不包，博大精深，也是教学
最重要的经典。宋代的开国宰相赵普自称“以半部《论语》
治天下”，由此可见《论语》 的历史地位，《论语》之真理
穿越千古、深入人心。

人的一生是从学习开始的。《论语》的第一篇就是关于学习
的问题，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
开篇即提出了以学习为乐事，反映出孔 子一生学而不厌，注
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有
很多不可知部分，但是知识可以增长才干，智慧可以改变命
运，因此，经常学习新知 识，温习老知识是一件让我们感觉
愉快的事情，我们要养成时时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伟大的话真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啊。学问从学习中来，能力从实践中来。学而常习，
习而常学，便可以海阔天空般事事无碍。而今天观看于丹老
师的《论语心得》，更是令自己开见识大长。

孔子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修炼的一生，境界越高就越注意
学习修炼。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 所欲不逾矩。”，
意思是说孔子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能够自立，四十岁
不被外界的事物所迷惑，五十岁懂得了天命，六十岁能正确
对待各种言论，七十岁随心 所欲不越规矩“。孔子自述了一
生学习和修炼品性的过程，从求学、立身和思想境界的不断
提升，不难看出孔子也非天生的圣人，自己的知识和修养在
学习中提高， 良好道德的养成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自我
约束到随心所欲，思想和言行的高度统一。已经达到了道德
修养的最高境界，此所谓慎独，就是一个人独处时候也能做
到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这也使我们懂得了伟大来至与平凡
的道理。



通过于丹老师对《论语》的讲解，使我明白了许多为人出事
的道理，仿佛达到了进入到了书中的境界。直到现在，《论
语》中的内容还让我难以忘怀。

《论语》的内容真丰富啊！希望同学们有时间多看看。身为
小学生的我们，仔细阅读《论语》一定会让我们憧憬的童年
变得跟《论语》一样丰富多彩！

论语演讲稿三分钟篇六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编撰而成。包
含着政治思想、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理念等，是经典中的`
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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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论语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则，
它的意思是：后生小子，在父母跟前， 就孝顺父母;离开自
己房子，便敬爱兄长;寡言少语，说则诚实可信，博爱大众，
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后，有剩余力量，再去学习
文献。孔子认为，弟子 首先要懂得孝悌、谨信、爱众、亲仁，
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和，如果还有闲暇时间和余力，则用以
学习古代典籍，增长文化知识。这表明，孔子的教育是以道
德教育 为中心，重在培养学生的德行修养，对于知识，则放
在第二位。

中国有句古话：“百善孝为先”。意思是说，孝敬父母是各
种美德中占第一位的。古人也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懂得孝的做 人之道。

古时候，有一则关于子路借米孝敬父母的故事。子路小时候
家里很穷，长年靠吃粗粮野菜等度日。有一次，年老的父母
想吃米饭，可是家里一点米也没有，怎么 办?子路想到要是
翻过几道山到亲戚家借点米，不久满足父母的这的要求了吗?
于是，小小的子路翻山越岭走了十几里路，从亲戚家背回一



小袋米，看到父母吃上了 香喷喷的米饭，子路忘了疲劳，邻
居都夸子路是一个勇敢孝顺的好孩子。可见，孝道在炎黄子
孙心中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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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给我感受最深的语句。不仅如此《论语》
也是经典中的经典，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阅读《论语》我受
益匪浅，更重要的是明白了做人的仁德，以及品味哲学的思
想情操。

论语演讲稿三分钟篇七

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兴起了诵读国学经典的热潮，我们学校
也开展了“诵经典，润童心”的课题，通过一段时间和学生
一起参与到经典诵读活动中，也颇有受益。众所周知，《论
语》是一部闪烁着理性光芒、蕴涵着朴素道理的文化经典。

在现在社会中，所谓的孔孟、老庄已经离人们越来越远，圣
贤与经典也逐渐模糊，纷繁世界的庸俗烦琐和思想的高贵纯
粹似乎缺少了一些必要的`链接。用一个现代人对社会，对生
活，对人生的感悟去重读《论语》，灰色的孔子一旦链接了
这个多彩的世界，催生而出的是一种纯粹的积极的态度，是
道德品性、情感智慧的升华。尤其作为教师《论语》更是我
们生活和工作的指南。

子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学而不厌”。作为教师尤
其要做到这一点。教师是学生的示范，我们希望学生做一个
终生学习的人，首先教师要做一个终生学习的人。“身教重
于言传”，“亲其师，信其道”，教师应该是学生很好的榜
样。

教师要做到“诲人不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教师
教育孩子要耐心”，我们经常这样说。但事实上，我们许多
老师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老师会在课堂上生气发火，这



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耐心的佐证。

教师在课堂上失去理智，感情冲动，除了伤害了孩子的感情
以外，别无他用；教师的喋喋不休，除了让孩子耳根的茧子
更厚以外，没有其他功能。这些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
要的是什么呢？我想无非是希望孩子好好学习，好好成长，
如此而已。有没有更有效的办法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
不可以这样尝试一下？当孩子上课走神的时候，原谅他，提
醒他，毕竟学习是孩子的事，他没做好，希望得到的是老师
的帮助；当课堂秩序乱的时候，不要对孩子大呼小叫，我们
应该考虑是不是我们的课堂对孩子没有吸引力呀？及时调整
自己的课堂，把孩子们吸引过来；当孩子犯了错误，耐心一
点，调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找出孩子存在的问题，有的
放矢的去跟孩子谈，帮他认识自己的错误，这才是我们教育
的目的。

“诲人不倦”四个字简简单单，但蕴含的是教师浓浓的情，
深深的爱！

厌”。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
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
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
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
中道而废，今女画。”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
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
有坚持到底的缘故。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
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
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体
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
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



矣。”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求人们
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
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
浅尝辄止。

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
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
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由此可见，读
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
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子夏曰：“仕而优则学，
学而优则仕。”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
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就是孔子的学习！这就是圣人的学习！

也许我们这些凡人是永远无法领会万世师表的学习的内涵，
但每一个人也许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论语》里有太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生大智慧。我庆
幸是校园的浓浓书香浸润了我。让我深深感到来到西川中学
是幸运的，因为有国学经典的熏陶;来到西川中学是幸福的，
因为校园充满了浓浓的书香。我知道学习任何经典，先人的
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
的照射下，提高效率，缩短历程，使我们尽早建立一个君子
仁爱情怀，真正建立起来有效率、有价值的人生。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听，这是我们的学
生在诵读。这稚纯的声音，让人的思绪飞扬。不知不觉中，
跨越时空，走进了两千多年前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让我们
一起去聆听他的谆谆教诲，去追寻他的敦厚之风，去感受他
的人生智慧！

重温国学经典,做智慧教师！



谢谢大家！

论语演讲稿三分钟篇八

我庆幸是校园的浓浓书香浸润了我。让我深深感到来到西川
中学是幸运的，因为有国学经典的熏陶;来到西川中学是幸福
的，因为校园充满了浓浓的书香。我知道学习任何经典，先
人的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
光芒的照射下，提高效率，缩短历程，使我们尽早建立一个
君子仁爱情怀，真正建立起来有效率、有价值的人生。】
《论语》使我们修身养性，德行人生。《论语》花了相当篇
幅直截了当的阐明君子和小人的不同点，如“君子坦荡荡，
小人常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子一
生都主张“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教会我们如何做仁人。《论语》的真谛，就是要告诉大家，
怎样才能攀上人生的高峰，怎样才能体会到人生的意义，怎
样才是真正地对人有“仁爱”之心，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
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

近年来，深邃、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重视。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天天背诵着弟子规，大街小巷里开了很
多的国学诵读班，电视里的科教频道也是充满了各种国学讲
座。

为何国学如此之重要？

国学以他简练的语言，传奇的故事，时时让人感觉到中国文
化的源远流长和文人的思想火花。

国学又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术数，等等，内容比较完备，
文学大师的生花妙笔，史学家的考据论证，，传奇的神话故
事，古老的笑话典籍，让人大开眼界。

是中国的骄傲，那些沉积着一个伟大的名族不变的精魂，国



学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使我们修身养性，教会我们如
何做真人，教会我们分清美丑，明辨是非。“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的超然之道;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的昂然之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泰然之志；“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
毛”，的豁然之明；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
然之气。 这些都在为我们照亮前方的人生道路。

国学应该如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