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儒家道家思想核心 儒家思想经典语录
(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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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
大家分享阅读。

儒家道家思想核心篇一

2、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礼记》

3、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

4、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尚书》

5、有忍乃有济，无爱即无忧。《尚书》

6、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礼记》

7、一轨九洲，同风天下。《春秋》

8、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论语》

9、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

10、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左传》

11、惟上帝弗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尚书》

12、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



安无倾。《论语》

13、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经》

14、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
《论语》

15、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礼记》

16、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

17、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

18、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

19、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化。《礼记》

20、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诗经》

21、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
以使人。《论语》

22、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
以别乎？《论语》

23、北风其凉，雨雪其雾。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诗经》

24、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
《左传》

儒家道家思想核心篇二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时代变
迁后的今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学习了儒家思想后，我



有了很多的体会及想法。

学习了儒家思想，深深地体会到“仁”的核心，“仁”字虽
然简单，所含的意蕴却是深刻的，在这个社会里，如果每个
人都能心怀着一个“仁”字，那些大义不道，烧强掠夺，不
孝不敬等不良行为也就不会发生，人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美
好，社会也会更加和谐，这令我想起了陶渊明的“世外桃
源”，我认为，“世外桃源”就是一个充满“仁爱”的世界，
在这个充满仁爱的世界里，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爱互助，生
活得非常和谐美好。而我又认为，儒家思想不仅是提倡
用“仁”对人，还提倡用“仁”来对待自然，心怀“仁爱”
的人是懂得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而不是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
破坏自然。儒家思想提倡的“仁”是需要我们好好学习思考
的，获得“仁爱”之心，最重要的是自己有那种想要达
到“仁”的决心，就像孔子说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

学习儒家思想，习得了进取的人生态度。人生活在世界上，
有进取心和能够独立自主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要有进取心才
能够不断地取得进步，从而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仔细想
想，我觉得作为一名大学生，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很重要
的。因而在平时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必须要培养自己的进取
心，不断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儒家思想还提出了很多怎样与别人相处的问题，这让我受益
匪浅。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信用问题和“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

人在社会里生存，就要懂得怎样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重要的还是要诚信。从小学到大学，
老师强调得最多的就是做人要讲信用，只有讲信用的人才能
得到大家的相信。但放眼当今社会，不讲信用却大有人在，
翻开报纸，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不良商家为了一己私利而
在商品里加入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或者制造假冒商品的新闻，



这是商家们不讲信用的最典型的例子。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怎样做到诚实守信呢？学习儒家思想后，我总结了
几点：首先，在作出承诺之前要好好想想自己的实际情况，
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兑现这个承诺。其次，做出了承诺以
后就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兑现，不能轻易放弃。最后，如
果尽了最大的努力后，承诺还是因为意外情况的发生而无法
兑现，要及时向对方说清楚，请求对方原谅并且与他一起想
办法。我觉得一个人若能做到这几点，那他便是个讲信用的
人了。

同时，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让我体会很深。
在与人交往中，我们确实需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要懂得
将心比心。把自己不喜欢的，厌恶的东西扔给别人的人是不
礼貌的，同时也是自私的，这样的人是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的。在日常生活中，这句话总在时时地提醒着我要多点考虑
别人的感受，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

因为自己是个师范生，以后成为一个教师的机率很大，而学
习儒家思想能给我很多关于以后从事教育事业的感想。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思想强
调教师要以身作则，在学生面前树立好的榜样。一个做到以
身作则的老师能得到学生的尊敬，同时也能对学生起着持久
的积极影响。所以，现在我就必须要好好地充实自己，增强
自己，不仅要知识扎实，丰富，还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心
理修养。并且，在未来的教育事业中，要求学生做的事情自
己要先做到。

孔子说：“有教无类。”我想，作为一个教师，明白到这一
点是很重要的。一个班的学生，有听话的，自然也有不听话
的，有聪明的，也一定会有天资不是很好的，而当老师的就
应该对学生一视同仁，不能因为学生不听话或天资不高而对
他们漠不关心，忘记了每个学生都有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儒家思想强调德育，认为德育是教育的中心。这一点给了我
很大的启发，是的，一个人连基本的道德素养都没有，那他
再学习也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所以倘若以后我真的成为一
名教师，我一定不会忽视道德教育，不仅要教书，还要育人，
让我的学生不仅学到科学知识，还要学会如何做一个有道德
的人。

儒家思想是蕴含非常丰富的思想体系，学习儒家思想后，我
学到了很多，也有了很多体会，但毕竟自己的水平还是很有
限的，所以，我决定，在以后我将会继续学习儒家思想，希
望能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及体会。

儒家道家思想核心篇三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对中国
人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的
核心是以仁义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观念，通过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学习和研究儒家思
想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其核心观念的重要性和普遍适
用性，下面将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方面来谈谈
我对儒家思想的核心的体会。

首先，修身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修身强调个人自律和道
德修养，要求个人具备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道德品质，以此
来对抗与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冲击。在儒家思想中，仁德是最
核心的道德观念，它要求个人对自己和他人怀有关爱之心，
以仁义为准绳来审视自己的行为。在我看来，修身的核心在
于自我反省和反思，通过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不足之处来提高
自己的道德水平。只有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才能
实现长治久安。

其次，齐家是儒家思想核心的延伸。齐家是从个体到家庭的
拓展，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和家庭的和谐发展。在
儒家思想中，齐家是建立在仁爱之基础上，通过家庭成员之



间的相互关爱来构建和谐家庭。在我看来，齐家需要家庭成
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包容，以及亲情的维系。只有在和谐的
家庭氛围中，个人才能获得适当的教育和培养，从而更好地
为社会做出贡献。

第三，治国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治国是将个人修身和家
庭和谐延伸到整个社会，通过道德规范来管理社会秩序。在
儒家思想中，治国强调君主应当以仁德为标准来执政，提倡
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并通过为民造福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
安。在我看来，治国需要领导者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和明智的
决策能力，同时也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在一个
有着公正、廉洁和互相尊重的治理下，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最后，平天下是儒家思想追求的最高目标。平天下是基于修
身、齐家和治国的基础上，将和谐与稳定延伸到整个世界。
在儒家思想中，平天下强调和谐共处、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
并以仁义之心对待他国和其他文化。在我看来，平天下需要
建立在互相尊重和互相包容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
决国际间的问题。只有真正实现平等、和谐和共同发展，世
界才能实现长期的和平与稳定。

总之，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以仁义为中心的人本主义，
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
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在现在的社会
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学习和实践儒家思想，我深刻体
会到了个人修身和家庭和谐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了一个
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共同努力。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守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努力将其付诸
实践，我们的社会将会越来越和谐、和平与稳定。

儒家道家思想核心篇四

作为一名大学生，儒家思想在我的成长道路中具有重要的意
义。儒家思想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以仁义为核心，倡导克己复礼，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儒家思想从不同的角度指导我们
的学习、生活和社会交往，对塑造我们的性格和价值观发挥
着重要作用。

第二段：儒家思想对大学生修身养性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修身养性，培养高尚的品格。大学是我们青年
时期最重要的阶段之一，正是在这里，我们不仅接受专业知
识的熏陶，更需要塑造自己的人格和品质。儒家思想注重培
养人的仁义道德，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和实践思考，我们可以
更好地理解道德的本质，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养成良好
的品行和道德习惯。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们不仅注重自己
的修身养性，也关注他人的需要，愿意承担起社会责任，参
与公益活动，为社会做出贡献。

第三段：儒家思想对大学生学业的启示

在学业方面，儒家思想也给大学生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儒家
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并提倡博学多才。通过学习经典和与他
人交流，我们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学识，不断开拓自己的眼
界。同时，儒家思想也教导我们要持恒不懈地努力，努力追
求卓越。每当我们遭遇挫折和困难时，儒家思想告诉我们要
坚持不懈地学习，以此来克服困难，取得成功。儒家思想不
仅是学术的指导，也是追求真理的动力。

第四段：儒家思想对大学生社交能力的帮助

在大学生活中，社交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儒家思想倡导以人
为本，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大学期间，我们需要和各
种各样的人交往，如同学、老师、同事等。儒家思想启示我
们要以仁义为准则去对待他人，尊重他人的利益和权益。同
时，儒家思想还要求我们要做到真诚待人、友善相处，注重
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些儒家思想的观念有助于我们建立



起良好的社交能力和人际关系，促进我们成长为全面发展的
人才。

第五段：儒家思想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意义

作为大学生，我们不仅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底，还要具备高尚
的道德品质。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行为的重要性。
在当今社会，人们的道德伦理问题层出不穷。儒家思想能够
帮助我们认清道德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
道德观念，坚守底线、坚守原则，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正
是儒家思想的指引，我们才能在道德困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坚持正确的道德选择，成为有价值观念的大学生。

总结：在当代大学生中，儒家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它从
修身养性、学业、社交能力到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为大学
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指引。我们应该通过深入学习儒家思
想，将其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
与品质，为自己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儒家道家思想核心篇五

儒家文化是强调“修身”的文化。儒家的“修身”思想底蕴
相当深厚，内容十分丰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理
论体系。本文试就儒家的修身思想体系作一些初步探讨，以
就教于方家同仁。

一、儒家修身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儒家修身思想作为一个完善的文化体系，是以人性理论为其
立论依据和思想基础的。儒家关于人性的讨论历史久远，贯
通古今，其人性理论集中在人性善恶、品级及二种人性等问
题上。

1．性分善恶。



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孟子在此基础上对人性的性质进行了厘定，在孟子看来，人
性是善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就下也。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人性善的本质是先天
的、与生俱来的。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指出人应加强后天修
养以使先天的善性得以扩充和发挥。荀子则不同意孟子的性
善论，认为人性是恶的，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的命题。他说：“今人之性，生而离其
朴，离其资，必先而丧之。用此观之，然而人之性恶明矣，
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同
上）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是恶的，但是“可化”。他说：“今
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待礼义然后治。”（同
上）“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荀子・
儒效》）荀子根据性恶论，强调人们应该通过后天的道德修
养来改变先天的恶性，“化性起伪”。

汉代扬雄从调和孟、荀人性善恶之争的角度出发，提出
了“人之性也，善恶混”（《法言・修身》）的命题。扬雄
认为人性之中兼具善恶两种品性，“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
恶则为恶人。”（同上）扬雄根据善恶相混说，认为应加强
后天的修养，以为善人。进入唐代以后，李翱继承和发展了
其师韩愈的人性理论，提出了性善情恶的观点。他说：“人
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苦、怒、
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
矣，非性之过也。”（《复性书》）性是善的根源，情是恶
的根源，性无不善，情有善有恶。人之所以有恶乃情所为，
情迷乱了性。“情本邪也，妄也，”（同上）所以要“忘
情”、“复性，”通过后天修养，恢复、扩充人的善性。

2．性分品级。

汉儒董仲舒的人性理论很具代表性，他提出了“性分三品”
的学说。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
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



性》）“圣人之性”是上品，纯善无恶；“斗筲之性”是下
品，恶而无善；“中民之性”是中品，“待渐于教训而后能
为善。”（同上）可见，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注重通过后天的
修养和教化使人向善。

宋明理学的先驱韩愈也认为性有三品，他说：“性之品有上
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
者，恶焉而已矣。”（《原性》）韩愈的性三品说与董仲舒
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认为上品人性善而无恶，下品人性恶
而无善，中品人性通过后天教化可导善恶。

3．性分二类。

张载首先提出把人性分为两类的观点，他说：“形而后有气
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
篇》）“天地之性”是天地共同的本性，纯一至善；“气质
之性”是气聚为形而后具有的属性，气有清浊之分，故性有
善恶之别。所以必须努力做“善反”的修身功夫，变化气质
之性，回复到天地之性。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张载、二
程人性论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了两类人性的理论。他说：
“论天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而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
言之。”（《朱子语类》卷第四）天命之性是气质之性的本
然状态；气质之性则是无命之性受气质熏染发生的转化形态，
是对每个人直接发生作用的现实人性。形而上的天地之性是
至善的`，形而下的气质之性是可善可恶的。人应加强后天的
修养，祛除“污染”，修身向善。

二、儒家修身思想的核心和判断标准

儒家的修身思想主要是围绕“仁”来展开的，所谓“修身以
道，修道以仁。”（《中庸》）孔子就强调：“如有博施于
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论语・雍也》）“能行五者
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
（《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博施济众，行恭、宽、信、



敏、惠五者于天下，这就是仁德，也是修身思想的核心内容。
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仁义核心的修身思想。他
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
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
离娄上》）人心是仁，人路是义，内心修养达到了仁义境界，
仁就会充塞于心中。

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张载、程颢、朱熹、王夫之等人在孔孟
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向前发展了以“仁”为核心的修身思想。
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泛道德主义，强调以人心
之“仁”泛爱天地万物。程颢认为先秦儒家的仁学强调博施
济众、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这还不是“仁”之体，而只
是“仁”之用，道德修养应以“仁”之根本为重。明清之际
的王夫之说：“‘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在人之天道
也。”（《思问录・内篇》）仁义是圣人之德，人之修身主
要是行仁义，不违天道，与天合德。

三、儒家修身思想的基本模式和主要内容

儒家十分注重个人的自我修养和道德自律，即“修己”，并
以此作为修身的基本模式。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论语・颜渊》）“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己功夫做得好，
内可以持敬，外可以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修身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是一个人毕生坚持不懈的事情。《中庸》
云：“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乃为“天下国家九经
之首。”（《中庸》）只有“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大学》）更何况“治国、平
天下”呢。这就是说人只有提高了自己的品德修养，而后才能
“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天子至百姓，一律要把自身的
修养作为根本。不修己，就不能整治好家族，甚至不能行于
妻子。



孟子从他的“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一整套“尽心”、“求
放心”的修己思想。“尽心”就是尽心官能思的特点，去发
现、去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求放心”就是要力求找回因
不能“寡欲”而丧失的“善性”。可见，“尽心”、“求放
心”都是讲究人的内心修养，即“修己”。荀子从“性恶
论”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修己方法。他说：“故圣
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荀子•性恶》）强调通
过人的主观修养和伦理道德的实践，“起礼义，制法度”，
使先天之“恶”变为后天之“善”，从而转化人的“恶”的
本性，使之符合道德规范。

成熟于先秦的儒家“修己”思想在汉代、宋明时期又得到了
进一步的发展，尤以宋明理学家最具代表性。如:二程“损人
欲复天理”的思想，朱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思想，
陆九渊“修其本心、存心去欲”的思想，王守仁“去人欲，
存天理”的思想。这些思想无不强调自我修养和道德自律的
重要性。具体地说，儒家修身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内心修
养和道德践履两个方面，具体包括“博学”、“正
己”、“尚义”、“中和”、“多思”、“慎独”、“重
节”、“重行”等方面。

一是“博学”。《论语》首句即为“学而时习之，不亦乐
乎？”孔子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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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
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
语・阳货》）孔子所讲的学，是要求学好礼节，方能立身做
人。否则，仁、智、勇、直、刚等品格就要流入弊端。孔子
认为人要上进，就必须博学，做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
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孔子还提出了“学而优则
仕”的主张，“使之四方，不辱君命。”假如一个人“授之
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论语・子路》）
就不能为官。孟子提出了“先富后教”的思想。他认为民众
富裕之后，还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
子・离娄上》）教化人民，目的是使民众从内心“明人伦”，



只要“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
政局自当安定，人心自当安宁，社会自当和谐，百姓自当乐
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