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孔子的心得体会 孔子的故事心得体
会(大全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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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小编给大
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
有所帮助。

读孔子的心得体会篇一

大凡读过《孔子的故事》一本书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对孔
子发出由衷的赞叹，深深地敬佩这位博学多才的杰出人物，
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过这么一位伟大人物而感到无比骄傲。

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博学多才的人，是因为他谦虚好学。孔子
曾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思是：
懂就懂，不懂就不要装懂，这才称得上聪明。聋的人就报着
这样的学习态度，虚心地向他人学习，以此来充实自己，使
自己成为一个聪明的人。当他取得了成绩后，仍没有满足，
继续向别人请教，从不放过一个增长知识得胜机会，孔子的
这种精神对于后人也是一种鞭策和激励，使我这个与他相逢
两千五百多年的少年受到了深刻的启迪。

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有点自以为是，瞧不起别人，为此
不知挨了多少批评，但总该不了。我上课不愿意认真听别人
发言，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失去了许多增长见识的机会。

影响了自己的进步。从孔子身上，我懂得了要真正学到一点
东西，必须抱着虚心的态度，骄傲自满是学习上的最大障碍。
孔子谦虚好学的精神将成为我前进的指路明灯。

孔子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的文明做贡献，还因为他能勤学苦读。



孔子出身贫寒，很早就失去了父亲，他过早地担当起生活的
重担，然而他没有被压倒，而是更刻苦地学习。艰苦的环境
磨练了他的意志，艰辛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孔子成了
一位举世闻名的大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我从孔子勤学
苦读的一生中体会到，一个人即使身处逆境，也要发奋努力。
孔子那种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意志和毅力会永远激励我前
进。

我要以勤奋、刻苦、顽强的精神，战胜困难，成为一个有作
所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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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孔子的心得体会篇二

在《论语》等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孔子在处理问题上
灵活采用“无可无不可”、依时处事的例子。

一是孔子拒见阳货的例子。据《论语·阳货》记载，执掌鲁
国大权的季氏家臣阳货想会见孔子，孔子不愿见他，他就先
送去一个煮熟的小猪作为礼物。根据春秋时期的礼节，接受
礼物的士人应该亲自前往馈赠者家里拜谢对方，但孔子不愿
见阳货，就“时其亡也而往拜之”，就是趁他不在家的时候
去拜谢。虽然孔子在路上还是遇到了阳货，但不管如何，孔
子这样做，正体现了他依时处事的灵活性。

二是孔子见南子的例子。这件事在《论语·雍也》中有记载。
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貌美风流，虽名声不太好，但她却一心要
见孔子。这是孔子在卫国遇到的一件麻烦事。在一般人看来，
孔子不应见她，因为去见一个绯闻不断的女人有失斯文，孔
子的弟子子路就竭力反对。但孔子却出人意料地去见了南子。
事实上，孔子客居在卫国，还带着一帮学生，国君卫灵公的



夫人求见，国君本人并未阻拦，应邀前往应是合乎情理的，
这对他自己和学生在卫国的活动有利。更何况孔子一身正气，
身正不怕影歪，因此孔子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力排众议，采取
了灵活变通的态度。

三是孔子灵活施教的例子。《论语·先进》记载了孔子和弟
子的一段对话。当子路问他“闻斯行诸”时，孔子的回答
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而当冉有问这个问题时，
孔子的回答是“闻斯行之”。公西华听后疑惑地问：同样
是“听说了是否就该去做”这一问题，当子路问你时，你
说“有父亲兄弟在，怎么能一听说就去做”;而当冉有问你时，
你却回答“听说了就去做”。你怎么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不
一样呢?孔子说：冉有好谦让，办事不够大胆，故鼓励促促他。
子路争强好胜，故抑制压压他。这正是“无可无不可”思想
的具体体现。

四见《论语·宪问》中孔子的一段话：“邦有道，危言危行;
邦无道，危行言孙。”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要言语正直，
行为正直;国家政治黑暗，要行为正直，言语谨慎。这是在告
诫他的学生，在暗无天日的混乱世道，要善于保护自己，不
能还像太平光景那样口无遮拦。这段话也集中体现了孔
子“无可无不可”、依时处事的思想。

读孔子的心得体会篇三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思想影响了中国
两千多年的历史。《孔子传》是许多人研究孔子生平及其思
想的重要资料之一。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
解孔子的人生历程和其重要的教育思想。

第一段：对孔子的印象和感悟

读完《孔子传》后，我对孔子的印象更加深刻。他是一个渴
望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的人，但由于当时社会的变化和各



种不利条件，他最终只能成为一个孜孜不倦的教育家。他主
张以“仁爱”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强调人的自我完善和社会
责任感。他的思想影响了几乎所有后来的中国哲学家，并对
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段：孔子的生平和思想

《孔子传》详细记载了孔子的生平和思想。孔子生于春秋末
期，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和乱世的冲击。由于他的教育思
想和治学方法，他在周围的地区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并有许
多学生来向他学习。他强调道德规范和自我完善，同时也注
重社会关系和孝道。他认为仁爱是人类智慧的根本，并将其
作为教育的中心。他的经学思想思考人的本性和社会关系的
互动，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段：孔子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思想

孔子的教学方法十分严格，他鼓励学生发问和思考，同时也
要求学生要有谦虚和自持之心。他注重实践和体验，认为学
生要亲身体验某些事物才能真正理解。在孔子看来，教育的
根本目标是人的自我完善以及对家国天下的负责任态度。他
的教育思想将爱、仁、义、诚等价值观融入了教育中，强调
强化学生的情感、道德和智慧，培养出具有公德心和责任感
的人才。

第四段：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子的思想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对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稳
定具有积极作用。他鼓励人们关注和保持道德规范，强调亲
情和爱人的重要性，这对于当今社会中的道德风气的整合、
家庭和谐的构建十分重要。他主张推崇礼仪和人文关怀，注
重人的内心改造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现代社会的教育和
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提示作用。他的教育理念强调培养学生
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让学生成为“君子”，这对于当



今社会中优秀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段：总结

总之，阅读《孔子传》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孔子的思想和生
平，同时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我相
信孔子的思想将会继续影响着西方和东方几乎所有领域的发
展和进步，形成中国迈向世界文化强国的道路上一道亮丽的
风景。

读孔子的心得体会篇四

影响了数千年的孔子被后人尊称为圣人，然而他的命运却是
充满坎坷荆棘。在历史的书页中，孔子和弟子驾着木车，滚
动的声音在各国之间沉重发响，但由于各国之间矛盾重重，
大夫相互倾轧，孔子车辘的痕迹便在长达14年寻求认可的道
路上深深落印；对后人来说，孔子的远见卓识，礼仪之见和
理想理国之道是万世不朽的传世乐章；但坎坷的人生似乎是
对立的，又似乎在情理之中，所以我们需要细细解读。

该影片首先是从孔子在鲁国的仕途开始演绎，他热爱祖国，
一心希望用自己的品德来使国家更加文明昌盛，富庶强大，
鲁国国君起初亦是英明果断，乐意采纳孔子的意见，但随着
鲁国大夫们的矛盾日益尖锐，鲁君日渐消沉，孔子大失所望
只好弃官离鲁，伴随孔子的还有弟子子路，颜回和子贡等。

来到卫国的原因着实让我费解，黄韦林所著的《孔子的魅力》
一书中写道孔子自己选择来到卫国，久待之后经别人推荐给
卫灵公加以重用。该影片中说的是因南子早闻孔子才德兼备，
让卫灵公下书邀请，卫灵公素来对南子百依百顺，所以重用
了孔子；大相径庭的两种重用途径实际暗含太多的信息。以
影片来说，充分表明了南子是极其聪慧的，虽有着恶名，却
是一个才华横溢，聪明干练，有胆有识的女子；她要会见孔
子，孔子抛开舆论的忌讳，以礼相待，他们之间相互的膜拜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理解。南子说“人们只知道夫子痛
苦，却不知道夫子在痛苦中领悟到的境界”。南子如此理解
孔子，不仅仅只是因为欣赏。

卫国的内外隐患迫使孔子离开了卫国，带着弟子过着漂泊的
生活，路途中，师徒皆受饥饿的折磨，在困顿恶劣的环境中，
他弹起了琴，众弟子在琴声中手舞足蹈，带着悲愤的欢呼，
尽情宣泄。也许并不是悲愤，是在历尽挫折颠簸，人间沧桑
后对内心无奈的释放。

颜回的死很是让人感伤，在冰天雪地里寒彻的河水中打捞者
散落的书籍，一次次的来来回回，颜回的这番行为足以表明
他对孔子的情谊远远超越了生命的价值，最后被活活的冻死
了，颜回的死沉重的打击了孔子，孔子弃乡离家，追随他默
默支持他的是众弟子，他对弟子的情谊远远超越了对妻子和
儿女的感情，他渴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命运让颜回
变成了支持他伟大抱负的牺牲品，给他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道
很深的伤疤。

孔子是个清贫的人，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
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
喜欢在清贫生活中执着于理想的人，从影片中我们看到孔子
的生活就是清贫艰苦的，但又非常执著自己的理想，正因为
如此，才达到了“志士仁人，无杀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
仁”的境界，他将修为置于一种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中，所
以成就了中国伟大的哲学家。

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对孔子是由衷的佩服，汉高祖刘邦变贬
孔为尊孔，李约瑟对孔子有“中国的无冕皇帝”评价…孔子
的思想渗透在各个领域中，其魅力所在值得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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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孔子的心得体会篇五

孔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的思想对于中
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孔子传》是一本对孔
子传记的经典著作，其中记录了孔子的生平事迹、思想和教
育理念。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很多启发和感悟，
下面将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孔子的思想和教育理念

孔子提倡“仁政”，即政治必须以仁慈为基础，在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同时，关注人民福利。他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基
础”，强调“君子不器”，即重视道德修养和智慧而非单纯
的知识技能。孔子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正
确的价值观比个人利益更加重要。这些思想和理念对于现代
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第二段：孔子的人生态度

孔子从小就非常勤奋，在追求知识和提高自我的道路上不断
克服困难。他非常珍视“时”和“机会”，认为人生中有很
多时机必须要抓住，以便实现自己的目标。正是因为这种不
屈不挠的精神和人生态度，孔子才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
的思想家之一。

第三段：孔子的教育方法

孔子的教育方法主要是“以身作则”，让学生从他的言行举
止和思想方法中受到启发。他鼓励学生自主思考和总结，而
非机械地死记硬背。孔子通过提问和讲故事的方式培养学生
的思维能力和道德品格。这种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化发
展的教育方法，对于现代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参
考。



第四段：孔子的困惑和矛盾

在《孔子传》中，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孔子的困惑和矛盾。例
如，他在与弟子们讨论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问题时，表现
出很大的分歧和纠结，不知道应该坚信哪一个观点。这种困
惑和矛盾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角度，即在理论
上不断探究和辩证，才能够得出更加全面和客观的结论。

第五段：孔子对后人的影响

从《孔子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在自己的时代并没有得
到很大的认可和支持，但是他对于后人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
和广泛的。他的思想和教育理念被继承和发扬，成为了中国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很多学者将孔子的思想运用
到社会和政治的改革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和进展。

总结：孔子是一个充满智慧和魅力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
思想和理念超出了其所处时代和地域的范畴，成为了世界上
广泛传播和影响的文化宝藏。阅读《孔子传》，让我深刻体
会到他的思想和教育理念的内涵和价值，更加坚定了我对于
人生追求、教育改革和社会进步的信念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