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孟子读书名言 孟子读书心得(模板6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孟子读书名言篇一

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我
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之见
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我
即使局物的本质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物利
益关系的短视而仁、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有“舍生取
义”、“舍利取义”之说。狭义的“仁义”是指封建时代人
伦的忠义孝悌实则是千百年来对孟子的误解因为从五四新文
化运动以来三纲五伦已革了命;《中庸》讲：“道不可须臾离
也可离非道也。”那末此“仁义”还有永恒的意义可言吗?所
以我们今天理解孟子的“仁义”实应站在高处从广义入手：
如同道家的“道”、佛家的“菩提”都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
认识孟子的“仁义”也不二致。而这种认识可让孟子如一熟
练渔夫的手钳在了螃蟹扼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纵有大腿
大脚亦是摆脱不了。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
或困难孟子皆显得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
而绰绰有余。

当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统论”、“系统思考”虽口口声声反
对舍本逐末而要动态、长远地看事情说透了：皆可从孟子的.
仁义思想找到雏形。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
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一是



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驭形势的
气魄。

孟子读书名言篇二

《孟子》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诠释学思想，孟子十分重视立
志，认为道德教育的首要问题便是“尚志”、“持志”，即
坚持崇高的志向。下面是本站，为大家准备的孟子读书心得
体会，希望大家喜欢!

一、正义感跟正义是两回事儿，孟子的正义感很强，但是仍
然去做一些不正义的事儿。这一点跟我们很相近。

二、鲁邹交战，邹国失地，邹国百姓冷眼旁观，孟子认为这
是对的，因为他们在邹君统治之下毫无民权可言，鲁君打进
来，再差也未必会比邹君更差。这就像后来英法联军火烧圆
明园，中国百姓趁机拣洋落。民权都没有，争什么主权?外人
进来也好，不进来也好，主权都不是你的，而是一小撮专制
集团的。有人说先有主权才有民权，嗯，恭喜你洗脑成功。
事实是：只要主权背后藏着君权，那么永远都是主权越多，
民权越少。帝国大一统，万马喑无声，主权争到手，处处万
人坑。

三、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如果领袖作恶，就规劝他;如
果规劝不听，就杀了他”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勃然大怒，说：
“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众所周知，在1957年，毛泽东
也说过鲁迅类似的话。

四、朱元璋不喜欢孟子，后来仍然供了孟子，因为孟子早已
死掉，供他已无风险，不但没风险，还能博取政治上的好处。
今日供鲁迅亦如此。假如鲁迅还活着，在新浪开博客继续写
杂文的话，不出俩月，你再去点击他的博客，就会发现四个



血淋淋的大字：封杀用户。

看完了深奥的后，我开始研读表现温、良、恭、俭、让、仁、
信、义礼、智、信的孟子。

看完后我感触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句话
的意思是：老天将要降大任于你，你必须要多用心，多劳动，
少吃饭，空乏你的身体才行。想想我自己，这四条原则中我
又做到了哪些?就先说苦其心志吧!翻开名人史，发现自己并
没有勾践那么卧薪尝胆，就算是小事，我也不刻意去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这一点我虽经常做家务，可没有哪次我是自愿
的，少了那种主动性，我每次干活都有气无力的。饿其体肤
更是遥不可及，少吃?多吃还差不多。至于空乏其身就更不可
能了。这每一样都不可能，别提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是人
也”了。

虽然不能用古代的要求来约束现代人，但这做为目标却激励
着人们不断向前。汶川大地震引证了这句话，老天就是要降
大任于中国，降给中华龙，地震不是痛苦，而是会心的动力!
就像《真心英雄》唱的一样：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
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让我们记住这句话——不经历风雨怎能
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孟子雄心勃勃，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可是他四处奔波，最终
也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孟子自己害了自己。因为他没有统治阶级那样的野心，更没
有他们那样的残忍之心，他的心里装满了仁义，所以他有再
大的政治理想也难实现。

面对这样的结局，孟子无可奈何，但又不甘心失败，不能让
自己空有满腹经纶。于是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统治阶
级。



诸侯争霸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气候，这种大气候注定了孟子
的命运，他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四处踫壁，或像一只皮球被诸
侯们踢来踢去。

孟子所推崇的王道和仁政的终极结果就是专制。虽然他是一
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但他的王道和仁政思想却毒害了世世代
代中国人民。他虽然自由了，但世世代代的人民失去了自由。

孟子不愧为王者师，他天衣无缝的说理让王们深信不疑。例
如：在梁惠王(上)篇中，他抓住梁惠王所讲的“利”进行说
理，“王曰：‘何以利我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我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乍
看此言，似乎没有什么反驳的，但在当时那种大气候下，梁
惠王考虑“利”不是没有道理的。诸侯争霸，你不考
虑‘利’，也许就会成为他人的口中食了。由此我联想到了
现实的美国，到处考虑自己的‘利’，如果其利益受到损害，
便进行制裁，甚至战争。正因为考虑利，其国家就强大，其
人民就富裕，这有什么不好。

孟子的有些说理偏离现实，这只不过是他仁政理想而已。比
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的这种
推恩理想在现实中往往难实现。

“仁政”与“民主”无法比拟，“仁”与“自由”无法比拟，
我们宁可要“民主”也不愿要“仁政”，宁可要“自由”，
也不愿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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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读书名言篇三

大家好！

我爱读书，因为书像一条时空隧道，打开它，就仿佛来到蓬



莱仙境，与八仙共同交流，又仿佛来到七个小矮人的住处，
与他们一起载歌载舞。

我爱读书，因为书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善、恶、美、丑。当白
雪公主逃脱了恶人的诡计，我禁不住大声叫好；当神农氏重
获新生，我快乐无比；当福尔摩斯巧妙地揭穿骗局，我悬着
的心才渐渐平静。

我爱读书，书让我开阔眼界，让我知道了爱迪生经过重重磨
难，失败了两千多次，终于发明了电灯，它让我知道了不屈
不挠、锲而不舍的海伦凯勒，它让我知道了贝多芬优美动听
的月光曲的由来，读书似嗅着春季的鸟语花香，听着夏季的
雷鸣雨飘看着秋季的梧桐落叶，欣赏着冬季的冰封雪雕。

读书，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快乐。捧起它，是圣洁的，翻
开它，是万能的，阅读它，是美妙的，拥有它，我们就拥有
了整个世界！

雄鹰要到宽阔的碧空中搏击风雨，鱼儿要到无边无际的海洋
里劈波斩浪，我也要到丰富的书籍里去获取精神食粮！“半
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同学们，让我们畅饮这“源头活水”，攀登这
人类进步的阶梯，成为知识的富翁，精神的巨人，成为祖
国21世纪的高素质的建设者吧！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我想：不爱读
书的人，是不可能理解这句话的真谛的。我爱上读书，还得
从小说起，六岁时，我就学完了所有的拼音，尽管学得比较
扎实，但要想读一连串拼音还是感觉力不从心，所以，读拼
音读物就感觉很累。我的妈妈特别有耐心，只要一有空，准
会坐在旁边陪着我一起读。有时候，读完一句话，都要花上
好长时间，读了后面的就忘了前面的。我多么希望妈妈能读
给我听啊！可是妈妈总是说：“如果你自己能看了，就随时
随地可以看。拼音读得多了，自然就熟练了。”在妈妈的鼓



励和鞭策下，我就学着自己读带有拼音的书籍，有时看完一
本小人书要半天时间，可我总是饶有兴致地读着。因为速度
慢，常常一本书读完，里面讲些什么都记不清了。这时妈妈
就建议我再看一遍。果然，读第二遍速度快了许多，而且书
里的内容也清晰起来。我喜出望外，立刻投入到了下一本书
的阅读中。就这样，我读的拼音读物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厚。
《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成语故事》、《一千零
一夜》，我都喜欢。每读完一本书，我都受益匪浅。后来，
随着识量的增加，我的阅读范围越来越广，文学类的、百科
类的，历史丛书，小说故事，只要能读懂的，我都爱看。小
说教给我做人的道理，诗歌唤起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童话
让我感受到美与丑、真与假……《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运
筹帷幄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
柯察金的精神激励我在困难面前不退缩，我也曾为卖火柴的
小女孩冻死街头而哭泣，为岳飞将军的壮志未酬鸣不平，
《哈里波特》把我带进了魔幻世界，让我明白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长处，重要的是要学会相信自己；《上下五千年》陪伴
我进入历史的长河，走过一个个朝代，懂得了"以人为鉴，以
史为镜"的道理；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的故事更是激励我尽情
地遨游于书的海洋中。

就这样，我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双休日，我喜欢泡在新华
书店里或者一个人关在家中，在书中静静地遨游、徜徉……
每天中午半小时的午阅时间，更是让我如鱼得水；平时做完
作业，我准会一头扎进书堆。我的枕边，也不忘放上一本书，
临睡前都要看上一会儿。有时连上厕所都要带上一本书，妈
妈说我是名副其实的“小书迷”了。

其实，我爱读书，离不开妈妈的熏陶。平时，我做作业时，
妈妈准会坐在一旁。她的手中，不是一本新买的《读者》，
就是一份当天的《扬子晚报》，有时见妈妈看书出神，我都
不忍心打扰她呢。我家里藏书也很丰富，每年，妈妈都会帮
我买几套新书。我自己也买，学校里每次的旧书交易会，我
都会拿出平时舍不得花的零用钱买上几本；每学期老师布置



买必读书目的时候，我不忘让妈妈多买几本；生日时，爸爸
妈妈不用问我，就知道我渴望得到的一定是书。所以在我家
的一排大书柜里，从小小的、薄薄的带拼音的小儿读物到大
大的、厚厚的百科全书，应有尽有。这学期，学校图书室的
开放，又给我们充实了书源，只要我愿意读，就不愁没书看
了。

读书，使我的理解能力、写作能力逐渐提高。一段陌生的文，
人家二十分钟能背出，我就能在十五分钟内搞定。是书，打
开了我心灵的窗户，让我看到了广阔的世界，看到了银河外
的星体，看到了明天和未来；是书，使我学会了庄严地思考，
尽情地欢乐，让我的每一天都变得丰富与充实。

孟子读书名言篇四

俗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言一声暑天寒。”无论
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喜欢受到表扬和鼓励，尤其是孩子，鼓励
孩子会使他们更加健康发展，而批评打击的一句话，会让幼
儿变得畏缩犹疑。 作为教师，首先要看到孩子的进步，让孩
子也看到自身不断增长的智慧和力量。

只要我们从孩子的实际出发，把孩子的今天和昨天相比，你
就会发现孩子是在不断成长进步的，从而对他们加以表
扬。“你刚刚学画时，连笔都拿不住的，现在已经会画手绢
了。”“你这次做得比上次好多了。”孩子受到鼓励后，学
习热情和思考探索的积极性会很高。有意识的表扬，对与幼
儿良好学习行为的养成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在活动课上，还有在幼儿园里的一些简单劳动、游戏或其他
活动，教师要鼓励孩子有一定目的的多观察、多思考，如外
出参观、游玩，目的是让幼儿与外界多接触，从而放松身心，
在潜移默化中学习知识，这样教师就要对认真、能积极思考
的幼儿多表扬，这既激发了这样的幼儿的学习积极性，对其
他幼儿也起了一个正向引导的作用。在劳动中，有的幼儿不



怕脏、不怕累，而有的幼儿则拈轻怕重，有躲避劳动的倾向。

教师就要讲明劳动的意义，大力表扬前者，对后者既不批评
又不纵容，而是诸如此说：“_平常非常热爱劳动，今天的劳
动热情还没全发挥出来，希望_成为小朋友中最能干一位。”
这么一说，大家肯定都干得热火朝天，结果是既美化了环境，
又培养了幼儿从小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对孩子的鼓励，不一定必须用语言表现出来。老师满意信任
的目光，亲切喜悦的笑脸，都会给孩子带来力量。他们从老
师的表情中知道自己做对了，“啊，我进步了老师多高兴呀。
”于是孩子在盘算着，怎样让老师更高兴，不用你唠唠叨叨
的数落孩子，他们自己会给自己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这样孩
子会在鼓励声中一步步向更高的水平攀登。

让我们用真诚的鼓励来帮助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成功、进
步，但是我们也应该允许他们失败。同时，不要忘记留给他
们时间和空间，这样孩子才会在我们的掌声中走向成功。

孟子离娄读书心得篇2

孟子读书名言篇五

孟子是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孟子
非常重视民心民意，所以才会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其次，
君为轻的理念，以彰显民心的重要性，他在政治上推行法先
王，行仁政;在学说上有推崇孔子，攻击杨朱，墨翟。从这里
也足以看出孟子对于平民百姓的热爱之心。

孟子继承了孔子，并提出了忧患的概念，他认为人的生命之
所在，事业之兴败，国家之存亡，都与是否具有忧患意识相
关联。忧国忧民之心也便是责任意识与承担意识的重托。乐



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其意为：君
主若把百姓的忧乐当作是自己的忧乐，这样百姓也会把君主
的忧乐当作是自己的忧乐。这也是孟子对于君主寄以希望，
可以仁政为国，爱民如子。

《孟子》一共七篇，主要的两个方面内容，一为孟子与君主
讨论政治，另为孟子与儒家其他门人、弟子相互交流行事为
人之道。《孟子》的文笔犀利，富有说服力，奈何孟老夫子
的良方，和战国各诸侯国所走的霸道路线合不到一起，因而
不受欢迎，这也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真实写照。

以意逆志便是孟子在《万章·上》中所提出对于诗理解的方
法。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
之。评论诗的人，既不能根据诗的个别字眼就断章取义，曲
解诗句，也不能有辞句的表面意思曲解诗句的真实含义，而
因根据作品的全篇立意，来探索作者的所思所想。知人论世
也便是评论他人作品的原则。

对于孟子，我们并不能以三言两语概括全部，因为他的`思想，
使我们根本无法理解透彻的，他的精神和气魄，犹如拨开云
雾的万丈光芒，哪怕他存在的时代已经距离我们1723年了，
但我们局限于世的视野和眼识，亦能感受到他散发出的耀眼
光芒。

孟子读书名言篇六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说“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当代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曾说“三十岁后，我做人处
世全靠孟子”。孟子被誉为亚圣，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
教育家，政治家，他将孔子的思想发扬光大，构建了自己思
想的完整体系，提出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创见。孟子主张“仁
政、兼爱、非攻，和平，反对战争，人性向善”。个人感觉
《孟子》比《论语》更为丰厚可读，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



一，也是现代人不可缺少的精神营养。今天，我坐下来静静
的摊开这本书，再次让思想在孟子的精神世界中遨游感悟。

在《梁惠王上下》中，孟子认为：王道和仁政是立国的根本。
为政者应该施行王道，反对霸道，实行仁政，反对暴政。仁
义的准则应该是为政者处理国家政事的根本立脚点。仁义的
思想应该贯彻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制民之产，必
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
亡”。这句话说的是，如果在经济上能使大家安居乐业，社
会自然就安定，政权自然就巩固了。而在思想上，要树立
起“不忍人之心”，要树立起仁爱的观念。在关心民众疾苦，
要为解除民众的疾苦而尽心竭力，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有无幼以及人之幼”。

在这篇《梁惠王上下》中，体会到一个国家的安定繁荣和发
展，需要做到优则与民同忧，乐则与民同乐。在《公孙丑上
下》中，孟子倡导仁义，主张施行仁政。他认为：“天时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行仁政，
得人心，就多助;不行仁政，不得人心，就寡助。在《滕文公
上下》，孟子强调士大夫要有“大丈夫”的气概，在立身行
世方面要注意节操;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要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向天下之
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在我认为，孟子是怀有匡正天下的巨大抱负的。在《离娄上
下》中，讲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我看
来，修、齐、治、平，从本质上说，就是施行仁义之道。得
天下，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行仁政。孟子是以集成儒家的
道为己任的。在《万章上下》中，通过对历史的阐述，宣
扬“君权神授”的思想，在《孟子·尽心上下》中“孔子登
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
人之门者难为言”孔子登上鲁国的东山，整个鲁国尽收眼底;
在圣人门下学习过的人，便难以被其它言论所吸引了。



表面上指泰山之高，实际指人的眼界。这一点告诉我们要不
断寻求突破，超越自我，不断积淀，使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
远，形成更开阔的视野和人生境界。在生活和事业的征途上，
我们经常都只能看到眼前的事物的发展，或者“一叶障目”，
被一点小障碍阻挡了视线。为眼前利益的迷惑而看不到长远
的发展呢，为视野不够开阔而错失了机遇。因此我们要努力
登上人生的“泰山”，观到事业的“大海”，摒弃“井底之
蛙”的心态，做一只向往“井外世界”的“青蛙”，向着更
高更远更开阔的境界靠近。

感触最深的是《告子上下》这篇，在阐述行善论的学说。

第一，人性本是善。孟子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水有无不下。”人的性善，是普遍的共同属性。

第二，人性之所以是善就在于人们都有一种内在的先天固有
的道德意识。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正因为人们存在着内在的鲜艳的道德意识，所以人性是善的。

第三，人们的行为如有不善，是由于后天的外在环境造成，
不是人性本身边不善。

第四，对于这种善的本性，或者善的本心，必须着意的加以
培养。培养的途径和方法，在于专心致志的存心养性。

作为儒家文化的先祖，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对中国的影响
长达几千年，直至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的为人处世，思想道
德。其思想精华博大精深，今天我只是管中窥豹摘录下自己
浅短的感受和心得，孟子思想的厉害之处在于不管是阐述怎
样施行仁政治国平天下，还是做人处事，他都能先从一般事
物说起，再慢慢引出道理，让别人不知不觉间承认自己的错
误。



总之《孟子》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每次诵读都会使人感受颇
多，受益匪浅，它可以平和我们烦躁的内心，可以让我以圣
人的精神为指导，在现实生活中做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