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语心得体会感悟工作(精选9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你知道心得
体会如何写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论语心得体会感悟工作篇一

论语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读论
语不仅可以了解儒家思想的精髓，还可以使人具备正确的价
值观和人生观。在读论语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其博大
精深之处，以下是我对于读论语的心得体会总结。

首先，读论语让我明白了“仁者爱人”的核心理念。在论语
中，孔子多次强调“仁”，并将其作为核心要义。在我看来，
仁是指对他人的关心和关爱，是一个人应有的道德和操守。
读论语让我明白了一个真理：只有当我们愿意付出关爱、理
解和宽容的心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而这种仁爱
之心，不仅要体现在将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的地方，还要表
现在关心弱者、帮助他人以及宽容他人的态度上。

其次，读论语让我认识到了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的重要性。在
论语中，孔子经常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我明
白了学生的第一要务是学以致用，将所学之道融入到自己的
生活中。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完善，努力成为一个有道德、
有素质、有责任心的人，才能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
标。

再次，读论语启发了我对于学习的认识。孔子曾说：“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学习
不仅仅是单纯的记住知识，更是要进行深入地思考和理解。
只有通过对所学知识进行思考和运用，才能真正融会贯通，



发挥出知识的价值。在读论语时，我意识到要培养自己的思
考能力，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另外，读论语让我明白了待人处事的重要原则。在论语中，
孔子提到了诸多关于待人处事的原则和要求。例如“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君子不器”等。通过阅读和理解这些篇
章，我学到了待人处事的道理和方法。在与他人交往中，要
学会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关心他人，做到在言谈举止上得
体，不伤害他人的自尊心和感受。只有这样，才能与他人和
谐相处，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最后，读论语让我明确了自己对于人生的追求。读论语不仅
让我对于人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让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了
更明确的规划。在论语中，孔子提到的德行、学识、修养等
方面的要求，让我明白了个人的追求应当是永无止境的。只
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追求卓越，才能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

总之，读论语是一次令人深思的旅程，我从中获得了许多心
得体会。读论语让我明白了仁者爱人的核心理念，认识到了
自我完善的重要性，启发了我对于学习的认识，指导了我在
待人处事中的行为原则，并让我明确了对于人生的追求。通
过不断地读论语，我将会更好地实践这些道理，为自己的人
生增添更多的意义和价值。

论语心得体会感悟工作篇二

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
一切事情的根基，修身是放在第一位的。

从《诗经》到《易经》从《左传》到《史记》都能如此说，
但要找到一本能够长远地影响中国发展进程以及对中国人的
精神品性有着千丝万缕的渗透的书，恐怕也只有儒家的经典
之作——《论语》。



孔子的至理名言，比不上老子的意味深长，比不上庄子的逍
遥洒脱，却是一剂朴素的灵丹妙药，短短几句，往往就能使
人受益一辈子。

在开篇的“天地人之道”里作者首先提到的就是人。

相之于天地的永恒，人的生命是何其短暂，孔老夫子从各个
角度，各种层面不断地教诲我们，怎样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变
得更有质量。

处世：“以真报怨，以德报德，率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
而不怒。

交友：“事君数，斯辱矣。

朋友数，斯疏矣。

是对我们的忠实劝告，并提醒我们广交益友，不交损友，

对待事业：“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是最有行动能力、最有
人格魅力的人、并且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不是语
言的力量。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
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

《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
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给我印象最深的几则，莫过于“子欲居九夷。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
言。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

第一则说孔子想住九夷那蛮荒之地去，大家觉得奇怪，就去
问他怎么去住那么落后的鬼地方呢？他却答“君子住在那，
又怎么会闭塞落后呢？”此话又说到了两个方面，一是君子
不回在乎外界环境的好坏，毕竟自身内心的清净重要于外界
环境的清净。

二是人改变环境，还是环境改变人，有一则小故事说把胡萝
卜放到开水里，胡萝卜变软了，把鸡蛋放水里，蛋清蛋黄都
凝固了，把咖啡豆磨碎了放开水里，水就成咖啡了，这足以
说明三种对于外界环境的态度，是“穷忍着，富耐着，睡不
着眯着。

直到被环境慢慢改变还是与环境对抗，亦或者是如咖啡豆一
般的改变环境，孔子正是说，君子能到九夷去像咖啡豆一般
的改变环境，那里就不会闭塞落后了。

对于第二则，我有切身体会，以前，我有一个朋友是广东番
禺人，一次和他闲聊时，我突然忆起鲁迅的《故事新编》中
的一篇曾提到，禺是古代对一种猴子的称呼，后来我查了词
典，也的确如此，而番字的另一音番有外国的意思，于是我
故作神秘的问他是否知道番禺在古语中的意思，然后又拿出
词典，一边笑着一边查给他看，他的脸色便慢慢的难看起来，
我却自顾自的补充道“你们番禺人就都成外国猴子了”话没
说完，他勃然大怒，扭头就走。

后来我也觉得是自己没考虑他人的感受，没做到“慎于言”，
便向他道了歉。

至于第三则，我每到一个新的班级就会有这样的感受，每一
个看似不起眼的同学，都可能有自己的几个独门“绝技”有
篮球猛将，堪称乔丹第二，有数学天才，堪称华罗庚再世，
有科学爱好者，大有创造超越《相对论》的《绝对论》的雄



心壮志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想像大海一般的渊博，就得
学会向身边的人学习一点一滴的精华，如此的好学精神，才
造就了孔子那样的伟人。

小小的一本语录体书籍，从治国，到为政，再到做人，无不
有详细的思想与感悟，宋朝的宰相赵普曾称，他以半部《论
语》治天下，现在我们普通人也能说，我们以一本《论语》
治人生。

论语心得体会感悟工作篇三

《论语》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经典著作，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
人生、社会、道德等方面的思想和智慧。阅读《论语》不仅
能够提高自己的思考能力和文化修养，还能够对自己的人生
有所启迪。在阅读《论语》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悟到了很
多道理，受益匪浅。

第二段：学习方法

阅读《论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我们采取正确的
学习方法。首先，我们要尽可能地搞清楚作者的生活背景和
历史背景，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其次，我们还
需要注重翻译版本的选择，因为不同的翻译版本可能存在差
异，有些版本可能并不能很好地传达作者原意。最后，我们
还需要注重笔记的整理，将自己的感悟进行记录，这样才能
更好地巩固学习成果。

第三段：人生哲学

《论语》中的许多思想都具有深刻的人生哲学意义。例
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等等，这些言论无不教诲我们要持续不断地学习进步，关注
他人感受，以及学会忍让和包容。在人生的道路上，这些思
想都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困难，走向成功。



第四段：处世之道

《论语》中也蕴含着很多处世之道。例如，“君子务本，本
立而道生”、“以德报怨，何以报德”等等，这些言论教导
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始终坚持正道，遵循良好的道德准
则。只有通过投身于公益事业，用行动去回报社会，才能最
终赢得他人的尊重。

第五段：总结

阅读《论语》虽然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收获也是
十分丰厚的。《论语》教会我们如何思考人生，如何处世立
身，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认识到，仅仅依靠知识和技能，并不
能保证一个人的成功，唯有从思想上、精神上得到提升和升
华，才是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我相信，在未来的人
生道路上，我会不断地阅读《论语》，获得更多的思想启迪
和智慧感悟。

论语心得体会感悟工作篇四

这里讲的是如何调和“学”和“思”的矛盾。作为一个理科
的学生，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有相对深入的理解。只学而不
思，不易发现别人的错误，也不容易有自己的思想。就像读
《论语》，买一本书回来，刷刷几下读完，即使过目不忘，
学到的也是别人的东西。思而不学，则会进展缓慢，而且容
易钻进牛角尖出不来。这时如果能够参考一下以往人们对同
一问题的看法，则很可能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荀子也说
过“吾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所以，孔子告
诉他的弟子，在学习中要把握好“学”和“思”这对矛盾。

我读《论语》这部书，当然不是想从中觅得修身、齐家的孔
门秘传。我只是在这部书中认识了一个迂阔率性、明知其不
可而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诲人不倦的孔子，一个食
不厌精、懂得生活乐趣的孔子。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常把孔子



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民主政
权处死的，据说是自由精神阻止他逃亡。但我更喜欢孔子的
直言不讳：“道不行，乖桴浮于海”，这同样是一种自由精
神。打开《论语》去读，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
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产生了孔子一个伟大的思
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
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
想――中庸之道。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
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是有必
要一读的。

“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
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
了。”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同。
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贪污或是抢劫，
触犯法律，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母都希
望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出
发点。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能够
按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的孝。

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知，不
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博学而
笃志，切问近而思”。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
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吗?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学而实习之不亦说
乎。”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
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可见学习的重要性，
治学是仁信的基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
《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
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
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



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
义至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
的道理：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
甚多，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
为我们良师益友。就说我们班上的吧。在这个近80人的班集
体里，就有篮球上的猛将、绘画巧匠、书法好手、象棋大师。
有的是上晓天文，有的是下通地理;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
的能歌善舞……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
身于万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
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
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
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
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三人行必有
我师焉”。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
民百姓同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广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
耻下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

仁义礼智信，国人都按这一标准去做，社会会更加和谐，我
们的国家会成为文明、昌盛、礼仪之邦。

论语心得体会感悟工作篇五

一、引言（200字）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言行的记录，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
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之一。读完《论语》，我不仅对孔子的
智慧和处世哲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在心灵上得到了启迪。

二、重要思想（200字）

《论语》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是“仁”。孔子认为，“仁”
是人之本性，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今天
的社会中，这个概念仍然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对他人怀有仁
心，才能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此外，孔子还强调 “学习”，



提出“不怨天，不尤人”的观念，以及许多其他的思想，都
对今天的人们有很深刻的启示。

三、倡导自我修养（200字）

作为一部经典的著作，《论语》倡导自我修养，这也是我从
中受益最大的方面之一。孔子强调读书、修身、正己等方面
的修养，这都是培养一个人内在修养的重要途径。只有当我
们有了正确的道德品质，才能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

四、积极的思考方式（200字）

在阅读《论语》的过程中，我发现孔子在思考问题时，总是
和学生进行的互动式交流而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的想法灌输给
他们。他的思考方式非常积极，总是鼓励人们去寻找答案，
而不是权威式地告诉他们。我认为这种思考方式非常值得借
鉴，探讨问题要敢于提出问题并进行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
表面的回答上。

五、总结（400字）

《论语》是一部理性和感性都十分丰富的著作，读之有益无
穷。它不仅让我明白了“仁”与“学习”等重要概念的内涵，
在探索哲学和人生上也有很多的启示。读完《论语》后，我
领悟到：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都
已深深地懂得与人相处的智慧和经验。相信在今天，仍能通过
《论语》这本厚重的经典，汲取智慧的精华，使之融入到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人们带来更多的想象与启示。

论语心得体会感悟工作篇六

《论语》的交友观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挖掘，但有一点好像没
有涉及到如何处理一个朋友群的关系。即，几个人彼此都是
朋友，三五成群。这里面就不仅存在单纯的两两交往的问题，



还包含更复杂的一对多，多对多的问题。四、孔子和他的两
个学生说了这么多《论语》中的交友观，由于《论语》主要
记载的是孔子的思想，我倒对孔子的朋友产生了兴趣。我想
孔子应该有很多朋友。

单就《论语》来看，我却只找到两处。一处是“原壤夷俟。
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
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
‘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
成者也。’”另一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朋友死，无所归，
曰：‘于我殡’。”后者不知从何考证，前者看来只是孔子所
“和”之人，并非所“同”之人。孔子有没有纯乎价值认同的
“知己”呢？仅看《论语》，似乎没有。子曰：“莫我知也
夫！”子贡曰：“何为其莫如知子也？”子曰：“不怨天，
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退而求其次，孔子
的学生中有没有人能充当这一角色呢？有时，师生关系也可
到达一种朋友关系。我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了颜回和曾参。

“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
候，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
是他对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
孝了。”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
同。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贪或是抢
劫，触犯法律，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母
都希望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
的出发点。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
能够按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
的孝。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
知，不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
博学而笃志，切问近而思”。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
求是，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吗？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
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学而实习之不
亦说乎。”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
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可见学习的重



要性，治学是仁信的基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
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
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
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
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
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义至大。“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能者为师。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甚多，而每个人都有
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为我们良师益友。就
说我们班上的吧。在这个近80人的班集体里，就有篮球上的
猛将、绘画巧匠、书法好手、象棋大师。有的是上晓天文，
有的是下通地理；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的能歌善舞。多
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身于万绿丛中的小
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伟，绵延；大海是
那样地壮丽无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不排斥每一块小
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一滴不起眼的
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须善于从平凡
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个几
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民百姓同样没有
史学家的见识广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耻下问”而造就了
许多伟人。

论语心得体会感悟工作篇七

论语是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是中国儒家经
典之一。通过学习论语，我深感其内涵丰富，让人受益匪浅。
在我阅读并思考论语的内容时，我获得了许多心得体会，总
结如下。

首先，论语教导我们重视品德修养。孔子强调“君子务本”
（《论语·子罕第九》），他认为一个人的品德是其修身养
性的根本。一个人只有修养好自己的品德，才能够受人敬仰。
同时，孔子还提倡“学而优则仕”（《论语·学而第一》），



表达了他对知识和能力的重视。他强调，只有将学问运用于
实际生活，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其次，论语告诫我们要尊重他人。孔子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
系紧密相连，他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
语·颜渊第三》）的原则。这句话概括了仁爱之道，教导我
们在与他人相处时要始终保持善良和谦逊。只有尊重他人，
我们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促进和谐发展。

第三，论语教我们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孔子提倡“恕己及
人”（《论语·卫灵公第二》），告诫我们不能对自己的过
错过于放纵，要对自己有责任心。同样地，他也强调我们对
他人的行为应该持有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我们应该在面对困
难时保持冷静，学会妥善处理问题，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利益，
也要考虑他人的感受。

其次，论语提醒我们要注重家庭伦理。孔子非常重视家庭关
系，他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论语·为
政第十二》）。他认为一个人的品德和行为反映出他在家庭
中的表现。他强调要尊重父母、敬爱长辈。我们应该珍惜家
庭的温暖和亲情，对家人负责任，以此为基础树立自己正确
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最后，论语鼓励我们要积极向上。孔子一直强调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理念。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
语·学而第一》）。他认为学习应该不断进行，不断积累知
识和经验。只有不断进取，我们才能够不断提升自己，实现
自己的人生目标。同时，孔子也告诫我们应该追求公平和正
义，要为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通过研读论语，我深入理解了孔子的思想，也得到了许多启
示和帮助。这些心得体会不仅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现代。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我们要尊重他人、谦虚有礼；我们要注
重品德修养、不断进取；我们要关心家庭、珍惜亲情；我们



要积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追求公平与正义。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真正价值的人，为社会发展和谐进步
贡献自己的力量。

论语心得体会感悟工作篇八

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统计“君子”一词在《论语》
中共出现了107次，涉及到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足见得孔子
对君子形象的着重渲染和推崇。

君子形象，借余秋雨先生之言概括便是，“君子怀德、君子
之德风、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坦荡荡、君子
中庸、君子有礼、君子不器和君子知耻”。在重读《论语》
后，我对当中的君子坦荡感触颇深。

《论语·述而》有言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
言蔽之，就是“诚”：内不欺己外不欺人。

我想首先，应该是对自己不知、不足坦荡，简言之，就是谦
虚。在《论语》中有多处体现。孔子曾教育子路道：“君子
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
矣。”认为君子应对自己不知之处持待定态度，不可随意定
论。《子罕》中孔子提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四
绝，意为切忌臆测、武断、固执、主观。再加上《为政》说
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由此可得出，
君子应要谦虚内省，对自己的不知处有足够的坦诚。“见贤
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同样地，还要坦荡于自己的缺
陷不足。倘若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就如东施之于自己容貌，
井蛙之于自己的眼界，只不过见笑大方之家耳，更不必说修
正提升了。

再次，应该对自己所处处境坦荡，简言之，就是豁达。在周
游列国，四处碰壁时，穷愁潦倒的孔子仍怀坦荡胸襟，豁达
心境。《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适郑，与弟子相



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
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
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
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坦然承认自己
落魄“累累若丧家之犬”。又如《论语·乡党》里所记载，
孔子对酒“惟酒无量，不及乱。”世人多溺于酒色不可自拔
以避世事艰辛，但这寥寥数语便可勾勒出孔子不为酒困，让
酒服从于和谐的内心。虽然生活有困难，理想有挫折，但心
中没有悲情，没有顾影自怜。借着一点点酒力，笑对自己的
处境，也笑对这个颠倒的人间。

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从吾所好四字说明还应坦荡于自己的渴求，简
言之，出于本心。承上述之言，君子坦荡，是为了内心安定。
我们都会面临“能做的事”与“想做的事”之间的选择。日
夜奔波、左右逢源的人也许是充实的，他们打一开始就放弃
了自己的判断，追求人人趋之若骛的成功，用忙碌代替思考，
用别人羡慕的目光遮蔽自己眼中的失落。然而，子曰“亡而
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用别人的标准
来定义自己的幸福，是牺牲最大的妥协。《月亮与六便士》
的斯特里克兰为了画画抛弃名利，抛妻弃子，抛弃对他有救
命之恩的朋友和朋友之妻，甚至抛弃自己。但他很满足，在
病痛和贫穷中，他一墙为纸，以内心的挣扎，一生的感悟为
墨，在创作中得到圆满，对自己的选择无愧于心。诚然，孔
子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精神家园，但无论如何，他从未改变
自己的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仅管宿愿未尽，仍可喟
然长叹：人生如斯，亦可知足常乐耳。从这段诗意浪漫语言
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快乐的源泉所在。

“从吾所好，坚持本心”对每个人而言，是最自然简单，也
最坎坷艰难的选择，在纷乱华丽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坐标，
无论知足常乐还是贵在进取就都有了方向。对自己的渴求坦
荡一点，无愧于心，才能找到自己的初心。



当然，不仅要诚实待己，还要诚恳对人。子曰：“巧言令色，
鲜矣人。”尽管有人满口花言巧语，满脸讨人喜欢的伪善神
色，但这种人得势是不多的。唯有“居处恭，执事敬，与人
忠。”与人为善，待人坦荡，推己及人、立己达人者才可值
得信赖。

李开复在《做最好的自己》一书中说“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
变的事情，有胸怀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区别两
者的不同。”我想，不外乎是“坦”一字。可改变的事情需
要坦荡，对自己有足够的认识与理解;不可改变的事情需要坦
荡，对境况的适应和对自己理想的坚持。在这个以信用为基
础发展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坦荡为人者，便如“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使人心向往之。

论语心得体会感悟工作篇九

读完于丹论语心得这本书，心灵有所触动：它使我重新认识
了孔子，让我领略到了一种独特的智慧，一种正确的心态，
一种融入到当今社会中理性的道德。

《论语》是一本记录着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教学和生活的语
录。记得读中学时，我在语文课上机械地背诵着“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实并未真正
读懂。而今，于丹教授用自己独到的视角，将这样一本古老
的书籍，用现代的眼光进行系统的解读和阐释，拉近了我们
普通人和圣贤之间的距离。

在我的心目中，孔子是一位离我们很遥远的古代圣贤。可是
现在，于丹教授将一般人艰涩难懂的《论语》和现在这个缤
纷的世界联系起来，通过心得的方式来解读，用深入浅出的
语言，结合现代实际生活娓娓道来，阐述其深刻内涵。其中，
她的许多独到见解，仿佛让人欣赏到了一个个曲径通幽的胜
地，宛如久闭的心门打开了一扇窗，丝丝缕缕的阳光透进来，
心里明亮了许多;又如涓涓细流注入心田，沁人心脾而美不胜



收。

(一)为人之道。在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因为生活节奏快、
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等问题，人们显得越来越浮躁，精神
世界十分空虚，很多人心态不平衡，怨声载道。其实人的生
命是短暂的，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做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人?于丹〈论语〉心得》告诉我们，要想让自己有限的生命
变得有意义，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要做到：精神富足、心理
健康、积极生活、和他人和睦相处，爱岗敬业、安于本职，
献于社会。

(二)处世之道。在社会交往中，无论是工作还是处世，人们
都想找到一个法则，既对自己负责任，又要对他人负责任。
《于丹〈论语〉心得》中提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要越俎代庖，你在什么位置上，就要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越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
事，不在其位，就不要谋其政。在工作上如此，在与人相处
方面也要如此。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人与人
是近了，但也可以说人与人更远了。因为通讯和交通工具的
使用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在钢筋混泥土的城市中，
对门的邻居却往往成了陌路人。记得顾城写的一首诗《远和
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
时很近。”这首诗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述得非常形象、非
常微妙。人与人之间，即便走得再近，也还是会有可能产生
距离。如何与人和谐相处，于丹在《论语心得》中借用《论
语》之语总结了与人相处的几点原则：第一、多闻阙疑，慎
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
寡悔，禄在其中矣。第二、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
百姓。第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
至云尔。从三点原则中我们可以悟出，相处之道的确是一门
艺术，其前提是要保持一个乐观和积极的心态，其关键是要
把握好相处的尺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与人和谐相
处。



(三)交友之道。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很多的朋友，但究
竟有几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朋友呢?究竟有谁会在自己需要帮助
的时候伸出手来帮一把呢?《于丹〈论语〉心得》中说，对待
朋友要有一定的尺度，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要保留一条界限，
这样朋友也才能够交往得长久。可见，通过《于丹〈论语〉
心得》，《论语》告诉我们的是一种交友方式：怎样交朋友，
交怎样的朋友并要怎样维护友情。

(四)理想之道。一个人应该有理想。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
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本是
修身，修身是放在第一位的。修身可理解为：外在能力完善，
懂得变通，与时俱进，内在心灵完美、富足。因为只有内心
修为提升了，自身能力提高了才能更好地去处事。通过《于丹
〈论语〉心得》，我们知道了这是孔子对人生理想的总结，
这也被后人奉为人生理想的指南。

(五)人生之道。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踰矩。”这是孔子自道的人生轨迹，却也成了后人的人生
坐标和价值体系。它就像一面镜子，人们可以通过它比照自
己的人生轨迹。当然，人的年龄有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
会年龄，但如果我们能在二三十岁时就能提前感悟到四五十
岁的境界，并在内心建立起明晰的人生价值体系，做到淡定
从容，那这样的生命一定是有效率、有意义的生命。从《于丹
〈论语〉心得》中，我读到了这份人生的价值体系。

于丹教授对《论语》的感悟是快乐的、丰富的、给人启发的。
通过读《于丹〈论语〉心得》，我学会了修身养性，品味人
生的生活道理。只有以淡泊的襟怀，旷达的心胸，超逸的性
情和闲适的心态去生活，并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融入到自然
的状态中，才能寻找到自己内心的那份安宁，也才能如孔子
教导我们的那样：快乐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