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得体会孟子孔子的精神(通用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我们应该重视心
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和分享。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心得体会孟子孔子的精神篇一

孟子与孔子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他
们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是在家庭伦理、
政治治理还是道德规范方面，他们都给予了人们深刻的启示。
在深入研究孟子与孔子的思想后，我有了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二者都强调了仁爱之道。孔子强调“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他相信人们应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亲友
之间应该互相扶持，社会成员应该同心协力，共同为和谐社
会做出贡献。同时，孟子进一步强调了“仁政”，他认为政
府的目标应该是使人民生活美好而幸福。这种追求仁爱的精
神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提醒我时刻保持善良和同情心，
并在家庭和社会中传递这种积极的情感。

其次，孟子和孔子的思想都强调了修身为本。孔子认为修身
是实现道德完善的关键。他主张通过学习和自我反省来提高
自己的道德水平，建立良好的品德。孟子进一步强调了“知
行合一”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
正使自己成为有价值并受人尊敬的人。我深受其影响，意识
到纸上得来终觉浅，学以致用才能真正改变自己。

第三，孟子和孔子的思想都强调了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孔子
非常重视家庭生活和家庭伦理，他强调孝道，主张子女应该
尽孝道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三纲五



常”的观念，认为男女都应该尽到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我
的家庭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应该时刻关心家庭成员的需
求，尽力为家庭的和谐和幸福做出贡献。

第四，孟子和孔子都关注政治治理和道德规范。孔子提出
了“君子六艺”，主张政府应该通过德行来影响人民，而不
是仅仅依靠法律和惩罚。孟子进一步强调了圣人的威德，认
为政府应该具备高尚的品德，如仁爱、诚实和公正，才能够
有效治理社会。这种强调道德的政治治理方式对我来说是前
所未有的启发，使我深信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繁荣与发展离不
开道德的引领。

最后，孟子和孔子的思想都给了我信心和希望。他们深信人
性本善，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修身自律来实现个体和社会
的完善。他们的思想告诉我，无论环境如何，只要每个人都
勇于正义，积极行动，那么美好的社会将会实现。我坚信孟
子和孔子的道德观念是符合人类永恒价值的智慧，他们的思
想将继续指引我们走好人生之路。

总之，通过深入学习孟子和孔子的思想，我对仁爱之道、修
身为本、家庭伦理、政治治理和道德规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和体会。他们的思想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和谐具有重要作用，
对我的个人修养和价值观的塑造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我愿意
将孟子和孔子的智慧融入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积极向上、
有道德修养的人，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心得体会孟子孔子的精神篇二

今年4月15、16日我校聘请闫合作老师来我校手把手的教老师
们学习中式教育——孔子教学法。闫合作老师是河南省孔子
学会副会长，王屋山道学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研究最深的是
《论语》、《老子》、《大学》、《学记》等经典，在此基
础上构建了中国式教育理论体系，总结了孔子教学法。给每
位教师系统的讲解《孔子的教育智慧》、《跟孔子学教学》、



《跟孔子学上课》等中国是教育理论著作，向经典汲取智慧，
向圣贤学习教学。特别是在当今课堂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
浪的新时期，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让学生逃出题海战术，牺
牲休息时间的战术，孔子教学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孔子教学法能用提升学生素质的方法全面提升学生
的成绩。

闫合作老师把课堂教学分成着几个板块。

（一）开口

（二）学前习

（三）学中习

（四）学后习

具体的实施步骤如下：

为了能够充分的学习积极性，特意的在上课之始，设立师生
互动的开口环节来调动学生进入学习状态，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让每个学生都学习的有兴致，让每个学生都学习的
很开心。接着进入学前习阶段，学前习的重点是温故以学习
的旧知体系，很自然而然的引入新知的学习，对后进生的转
化工作有了很大的帮助，真正的做到了循序渐进，由表及里，
逐步延伸的新的教学理念，使后进生也有了较大的学习兴趣，
充分的发挥了课堂面向全体学生，充分做到了学生为主体的
教学模式。在学中习的环节，由于前面的铺垫进行了较好的
延伸，学生的学习难度就大大减小，使后进生的学习难度大
大的减少，从而就调动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在学中习的环
节里，用闫老师的话说：“就是让学生多说，通过学生的说
和练达到记忆的功能，从而提高学生的成绩，提高教学的效



率。”在学后习环节中老师就布置适当的作业，来让学生多
说，多动口的办法来提高学生忆的能力，从而加强了学生知
识巩固律，在心理上也增加了学生的成就感，从而就更能调
动学生主动的学习积极性，真正的做到了向课堂要效率。同
时，也能使学生更好的形成新知，温故旧知，重新构建了学
生的知识体系，重新构建了学生思维体系，是学生学的高兴，
学得轻松。解放了教师，解放了学生，使学生脱离了题海战
术，真正的做到了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使课堂变轻松，学
习变愉快，师生都幸福的学习氛围。

二、运用孔子教学法真正的做到了教育面向全体

运用孔子教学法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面向全体学生，孔子教
学法的目的就是让老师做到“心中有学生”，只要老师的心
中时时刻刻的做到心中有学生就做到了面向全体学生，老师
要重点关注学困生，把知识的起点降低，让学困生有学习的
兴趣就更应该做到心中有学生，只有做到了心中有学生，才
能让学困生每天进步多一点，而不是让他们把不会的只是一
点点的增加而是让他们不会的知识一点点的减少，真正的做
到了教育面向全体，知识回归本真，教育回归本真，是学生
学得开心，乐学，更有利于克服学困生的厌学心理，进而调
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提高课堂效果。

三、运用孔子教学法能解决学与习的关系闫合作老师说
过：“学困生”为什么是“学困生”最主要是缺少了“忆”
的功能，学困生主要是缺少了忆的功能，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好学生对旧知一下就能忆起，而学困生就需要长时间的去思
考甚至翻书才能想起这就大大的减少了他们对新知的接受能
力。增加了学习难度，所以通过孔子教学法，让他们反复地
说,反复的记忆，就能加强旧知的巩固，从而给新的数学知识
打下坚实知识体系，来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动性，增加解决问
题的能力从而就解决了为何学，何为学，学而习，习而精的
教学体系。从而解决了学和习的本末关系，学是基础，习是
延伸，学是为更好的习，习又为学提供了动力和基础，是为



更好地学习做好的铺垫。从而解决了学生的被动学习到主动
学习的延伸和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由老师让学生知识生
成和学生通过学习自行生成知识的新的教学理念。解决了学
与习的关系就能解决好学生不够吃，差学生吃不下的教学难
题，对学生整体能力的提高，对提高全体学生的教学成绩就
不再是空谈，就不再是难题，真正的做到了教学面向全体，
师生共同提高，师生幸福成长，使教学变轻松学习边愉快不
再是空话。让课堂真正的变成了掌握知识的地方，让课堂真
正的成为学生素质提高的地方。孔子教学法回归了知识的本
真，回归了教育的本真，回归了学校的本真。

四、孔子教学法真正的做到了无为教学

人们都知道读书学习本身就是一件枯燥无味的事情，一些学
生在课堂上往往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或不愿意主动思考老
师提出的问题，他们总会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老师不会让我
起来回答。可是看了闫老师在我们学校七二班上的课，我的
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闫老师不是和其他老师一样站在
讲台上高高在上的给学生讲课，而是走下讲台不停地在教师
走动用非常亲切的眼光关注着每个学生，把学生的每一个细
微的动作都进行了纠正，包括坐姿，站姿，以及回答问题的
语言及表达的方方面面都做到了纠正，使学生能够长时间的
保持在高度集中的精神状态下来回答老师的问题，来随着老
师的问题进行思考，解决问题。在热烈有效的氛围中构建了
良好的师生关系，增进了老师和学生的亲和力，增加了学生
学习的兴致，增加了学生强烈求知欲，调动了进取心，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能力，真正的做到了使课堂变有效，学习变轻
松。

总之：通过闫老师的手把手教我们学习中式教育——孔子教
学法使我受益匪浅，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积极学习孔子教学
法，践行孔子教学法。俗话说：“备课先备己，要先装备自
己的知识、能力、智慧。学·习课堂教学设计，转变教学理
念，转变教学观念，改变教学方法，心中装着学生，心中有



孔子教学法，注重有效备课，勤加践行孔子教学法，提升自
己的智慧，知识和能力，是重中之重。从而由衷的感谢闫老
师给我们每位教师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机会，给我们每一位教
师送来了精神大餐，送来了解决围绕提高学生成绩问题的进
步阶梯。

陈灵刚

20xx.4.28

心得体会孟子孔子的精神篇三

其实，人往往是自私的。只是有的人私心特大，有的人私心
较小而已。但这个世界是公平的，自私的人永远是不受欢迎
的。世界是由许多人组成的一个整体，我们都是只有一只翅
膀的天使，只有拥抱着才能飞翔，人与人之间需要尊重和理
解。人活一辈子，其实就是与其他人沟通。要能够沟通，就
必须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现在许多人就如前面那个富人，一有些钱就目中无人，说话
也变了味，这样的人浑身尽是铜臭味，他只愿交往比他富的
人，完全忘记了“达者兼济天下”这句话，别人在他眼里都
是穷光蛋，说话不客气，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样的人
是要吃大亏的。

陈世美一心只想荣华富贵，他攀龙附凤，杀妻灭子，终究是
人才两空，死在包大人铡刀之下。唐明皇宠信杨贵妃，不顾
百姓劳顿，岭南快马送荔枝往长安，终究弄得众叛亲离，江
山破碎。

而唐太宗则知道这个道理，他采纳魏征的“十思”而天下大
治，百姓安居乐业，自然国泰民安，历史上才有贞观之治的
美誉。



孟子进言齐威王，以“齐桓晋文之事”晓之以理，阐述了要
体谅百姓，使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则天下
可运于掌上，民之归如水之下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多为别人想想，世界将更加和平。
想想那些医疗事故，那些残疾人，如果是你呢？想想那些被
虐待的战俘，那些流离失所，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难民，如
果你也在其中呢？想想那些被端上餐桌的猴头、熊掌，难道
动物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吗？这些太可怕了，可这却是一些人
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将被人们唾弃，他们终有受到惩罚
的那一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别人着想，别人也会为你着想，真
诚才能换真心。生活中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世界一定
会更加和平，安宁。生活得更加和谐，充满快乐。

心得体会孟子孔子的精神篇四

春秋割据，各国战乱，孔子的年代就穿插在这样的乱世中。
他和他的弟子们颠沛流离，周游列国十几年。一直未曾放弃
的是礼义仁和。

我带着并不是很高的期望去看这部影片。两个多小时，和场
内的观众一起，很安静地看完。正如胡玫所说“《孔子》是
一部一定能让你记住很多故事情节的影片”。但孔子带给我
的，不仅是故事和情节那么简单。他留下的，是一个形象，
一种精神，连同他身后的弟子一起，或许大多是文文弱弱的
读书人。但你感觉到的必定是如海涛般的千军万马，统领着
一个时代。

电影中孔子出身于当时一个小诸侯国——鲁国的没落贵族家
庭，为社会的混乱情形而忧心忡忡，希望以他超越时代的思
想和智慧来影响春秋诸国的历史进程。然而就像历史上的其
他圣贤早年的经历一样，彼时孔子的时代还未到来。虽曾仕



官于鲁国，并以其勇敢和智慧带给鲁国以尊严和强大的希望，
但最终政治理念破灭于现实之前。随后孔子为了理想率领众
弟子奔走在列国之间长达十四年之久，传播其思想，想与整
个时代抗争，只可惜霸道如此世间，不容其主张。他曾数度
被乱军围困而身陷绝境，也曾被卷入政治阴谋的旋涡，甚至
曾被世人误解……于晚年返乡祖国——鲁国，他归而不隐，
不懈于教育弟子众人及进行文献整理工作。

孔子力主禁止活人献祭的戏，十分精彩。朝堂之上发哥舌战
群儒，圆形的会场，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这样的，整个场景很
像古罗马元老院或者现在英国议会，呵呵，对待公山狃这种
小人，最经典的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给个话
啊”，展现了孔子的从容和智慧，更大是幽默。

另外就是老子和孔子那段仙境般的对话，也可在历史上找到
印证，史书中有关于孔子向老子请教学问的记载，而电影中
编剧为了剧情的需要，让孔子去回忆他和老子的对话，此情
节并无不妥，反而可以从他们的对话中表现了儒道两家思想
的同异。

颜回、子路、冉求，性格各异，但爱师如命，遵循礼仪仁和
的精神如命。子路助卫国，冉求回鲁国效命。最牵动人心的
是颜回，颜回是孔子最钟爱的弟子，外表文文弱弱却机智灵
活、意志坚定。他死得那一幕，有很多人给出了负面的评价：
矫情、假、搞笑。但我被感动了，我相信颜回不顾生命，甚
至都没有想到生命，反复潜入水中挽救竹简的那一刻，很多
观众也落泪了，我也相信当孔子一直抱着死去的颜回不肯放
手的那个场面，震撼了万千人。

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孔子的弟子颜回之死，颜回是孔子最得意
的弟子之一，颜回为了抢救夫子的书简，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这点让我很感动，在颜回的眼中，孔子的书简比自己的命都
重要，仔细想想，正因为后来有着无数个颜回，我们现在才
可以领悟到孔子的精神。当我看到孔子抱着颜回的尸体大哭，



弟子们劝他：已经三个时辰了，已经缓不过来了。可是夫子
依旧抱着，那个场面真的和悲惨。还有就是子路之死，子路
其实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但是他始终记着夫子的教诲，直
到死的那一刻，仍记着夫子说过的：“君子正其衣冠”。夫
子得知子路的死后，丧徒如丧子，但是夫子没有让泪流下，
夫子依然很欣慰，欣慰的是自己的弟子虽然没有如偿所愿，
但已得为仁。

我从电影《孔子》中感受到，我们应当学习孔子钻研学问的
严谨态度，以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秉承
孔子“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的做人格言，努力学
习，提高自己的素质，成为一个有学问、正直、光明磊落、
对国家有用的人。

心得体会孟子孔子的精神篇五

上周,我有幸参加了闫老师的孔子教学法培训,学习期间收获
颇多。

首先,我觉得孔子教学法的课堂是有温度的课堂,师生的每一
句对话都是有爱的,真心的',身临其中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
被这种氛围给带动—我想成长,我想表达。

万物本无情,因有情心而有情；万物本有情,因无情心而无情。
通过此次培训,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应该
是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所谓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教育的目的是面向全体学生,为了培养学生的能力,提升学生
的素质,开启学生的智慧。教:开智为教;施善长善；有效有益。
育:重生为育,耐心呵护,长期反复,自我成长。

觉呢?觉着呢?学而时习,学,觉悟也。学什么,学觉力,悟力。
怎么学?带着觉力,悟力学。作为教师,更是如此。其中,备课
就是带着觉力悟力去学习,所谓,备课是为了成长自己的载体。



今后,我要以备课为载体,继续学习,真正地领悟闫老师的孔子
教学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