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语心得体会(精选10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优质的心得
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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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心得体会篇一

论语心得——“礼”

说到“礼”字，很自然我们会想到“礼貌”、“礼节”等词
语。“礼”的本义是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在儒家看来，礼
是个体生存的根本，正如孔子所说，“不学礼，无以立。”
礼，是一切的根本，我们万事都要以礼为先。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他们的大事小事都做得恰当。如果有
行不通的地方变为恰当而求恰当，用规矩制度来加以节制。
如果一个君主以礼治国，大到国家政治格局不会动荡，小到
百姓生活不会出现偷盗之事。正所谓“是故谋闭而不兴，盗
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
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
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君子使用臣子，臣子服侍君主。君主应该以礼来使用臣子，
臣子应该忠心的服侍君主。君主应当知人善任，虚心纳谏。
臣子应当尽心尽力，忠心爱国，为国家大业出谋划策。臣子



上朝时，君主没有到来，同下大夫说话时应呈现温和而快乐
的样子。同上大夫说话，因呈现出正直而恭敬的样子。等到
君主来的时候，因呈现出恭敬而心中不安的样子，行步安详
的样子。这便是君臣之礼，臣对君恭敬，君对臣赏识。共同
为国家大业付出，使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行乡饮酒礼后，要等老年人都出去之后，自己这才出去。这
是对长者的尊敬以及对自己行为的约束。不与长者计较，对
长者保持尊敬，虚心向长者学习，让自己品格得以升华。这
便是礼。

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不再是君主制国家。但在那
个时代，礼制非常重要。君与民之间的礼，使得百姓安居乐
业。君与臣之间的礼，促进国家兴旺发达。民与民之间的礼，
增进人们之间的感情。然而在这个浮躁的世界，礼已经逐渐
淡化，邻里之间没有往来，对待亲人态度冷漠，对待老者态
度敷衍。这都是我们应该修正的行为。我们应该懂礼，用礼，
以友好的方式待人，以奉献的精神报效国家！

论语心得体会篇二

孔子是非常重视友情的，朋友在他心目中占据着很高的地位。
他关于“友情”、“朋友”的言论，在我们今天，仍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孔子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不是志同道合，根
本就不会在一起策划，就更谈不上交友了。因此，有着相同
的追求，共同的爱好、志趣，才有可能成为朋友。曾子是孔
子的学生，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曾经说过，以文会友，以
友辅仁。他认为，朋友之间交往，还应当有利于培养提高彼
此的道德素质。



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静下心来思索的机会越来越少，
从而带来情绪上的浮躁，情感上的淡漠。真正的友情、朋友，
才显得如此珍贵。我非常赞赏刘心武先生的说法：友不过三。
他认为，在人的一生中，真正的朋友不会超过三位。检视自
己，在芸芸众生中走过了几十年，其实真正能够称得上“朋
友”二字的尚不足三位，人来人往，常不过是泛泛之交，过
眼烟云。正因如此，我们更要学会珍惜，好好把握。在生活
中一旦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实属不易，一定要认真交往，用
心呵护这份友情。如果缺少机缘，无缘相逢，也不必过于急
躁，拥有一份宁静的心情不被打扰，也是一件美丽的事情。
世间事大多是不能够强求的。

其实，只要我们用心感悟，用心寻觅，真正的友情一定在不
远处微笑着等待我们。

以上是《教师学习《论语》心得》的详细内容，主要描述朋
友、我们、友情、真正、孔子、认为、用心、交友，看完如
果觉得有用请记得收藏。

论语心得体会篇三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也逐渐受到人
们的重视。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是
我们了解中国思想、道德和文化的重要引导。而作为研习论
语的人来说，我深感论语的博大精深，让我从中受益匪浅。
在我学习论语的过程中，我对于孔子的思想与他的教诲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认识到论语对于我们的人生道路的指引作用，
以及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在此，我愿与大家分享一下我
对于论语学习的心得体会。

首先，在学习论语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孔子对于修身养
性的重视。论语中，孔子先生多次强调了人的修养与德行的
重要性。例如，他告诫我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道
德是人之本，德行是立身之本。通过研习论语，我认识到要



成为一个有德之人，首先要从修身做起，要不忘初心，继续
向上进步。只有通过不断自省、反思自己的言行，不断追求
道德的完善，才能在人生道路上赢得尊重和成功。因此，我
开始注重自己的人格塑造和思想修养，通过努力使自己成为
一名真正有品德与道德的人。

其次，研习论语让我深刻领悟到了孔子对于教育的重视。孔
子强调了“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理念，强调教育的个
性化和因材施教的原则。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其特长和潜能，
只有在充分发掘与培养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最好的学习效果。
这让我深思：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要关注每个学生的特
点和需求，尊重他们的个人差异，发掘他们的潜力，提供个
性化的教育。同时，也要关注自身的学习与成长，不断追求
教育的专业化和创新化，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发展。

此外，在学习论语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孔子对于社会和
人际关系的宝贵教诲。孔子教导我们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
处理人际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礼待人”。通过研习
论语，我认识到只有通过尊重和理解他人，才能建立良好的
人际关系，化解矛盾，实现和谐。因此，我开始注重自己的
待人方式和沟通技巧，学会倾听和关心他人，尊重他人的个
人选择和观点，以及妥善处理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这些都有
助于我建立更牢固的人际关系，并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更好
的发展。

最后，学习论语还让我认识到孔子对于政治与社会的关注和
思考。论语中，孔子多次强调了君子的责任和作用，提出了
规范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理念。通过研习论语，我明白了作为
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应该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积极参
与公共事务，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在此过程中，我明确了
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使命，认识到只有通过个人的奉献和努力，
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综上所述，通过研习论语，我对于孔子的思想与教诲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认识到论语对于我们的人生道路的指引作用，
以及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我将继续坚持学习论语，不断
提升自己的思想修养和道德境界，努力成为一个有品德、有
责任心、有担当的人。我相信，通过论语的启示与指引，我
们会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明晰和坚定地前行，为社会发展与
人类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论语心得体会篇四

一、论语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读论语可以学到很多为人处世
的道理和智慧。研读论语，让我深受触动和启迪。在我的心
中，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导师，他的言行举止都引领
着我。

二、通过阅读论语，我学到了很多做人的准则。论语中强调
了诚实、宽容和尊重他人的重要性。孔子说：“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
亦远乎？”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人应该有远大的目标和奋
斗的精神，要为他人着想，才是真正的仁人。这让我深受感
动，也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

三、读论语让我受益匪浅，尤其是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孔
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句话告诉我，
一个人要有知识渊博、正直仁爱、勇敢无畏的品质。在我遇
到问题时，我经常回忆起这句话，让自己变得坚强勇敢。我
也明白了，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我才能在人生的道
路上不断成长和进步。

四、论语中孔子的思想也对我的学习方法和态度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告诉
我，学习是需要不断努力和重复的。通过认真学习和不断的
实践，我能够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此外，孔子还提到
了“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这句话让我明白，要有自己的
立足之地，就要通过努力和自我提升，才能够获得成功。



五、除此之外，论语中孔子关于教育的思想也给了我很多启
示。孔子说：“教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告诉
我们，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
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我深信，只有通过培养学生的独立思
考和创新能力，我们才能培养出更加优秀的人才，推动社会
进步。

总而言之，研读论语让我看到了人生的真谛，并教会我如何
正确地面对人生的挑战。论语中的智慧和道理是永恒的，它
们可以指引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真实、正直的品行。
通过读论语，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并且明白
了应该如何去做一个好人。我将继续学习和实践论语中所教
导的道德准则，努力成为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

论语心得体会篇五

第一段：引言（100字）

论语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它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论语》以其精炼的文字、深刻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
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学习《论语》，我不仅更加了
解了儒家思想，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其中的智慧和道理。在这
篇文章中，我将跟大家分享我从《论语》中得到的一些心得
体会。

第二段：孔子的道德教育（250字）

《论语》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孔子对道德教育的强调。孔
子认为，“修己以安百姓，射利亦不吝矣。”他强调个人应
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自我修养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与
安定。孔子的这种思想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日常生活
中，我更加注重个人的修养，努力做到心态平和、待人和善，
乐于助人。我发现，当我以积极的心态对待他人时，周围的
人也会抱有同样的态度，这样我们的沟通和交流就更加顺畅。



第三段：孔子的教育方法（250字）

在《论语》中，孔子提到了许多关于教育的观点和方法。他
强调师德，认为“朋友有君子者乎，斯可与共学也。”他也
强调学生应该有自主学习的精神，说“敏而好学，不耻下
问”，并称赞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温故而知新”。这
些观点和方法对我有着重要的启示。在我学习中，我努力去
成为一个有品德的人，通过帮助他人来提升自己。我也主动
寻找学习的机会，不仅在学校领会知识，还通过阅读书籍、
参加讨论等方式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同时，我也注重从
事后总结，通过反思自己在学习中的不足，不断提高自己的
学习效果。

第四段：孔子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300字）

孔子在《论语》中也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做了一些深入的思考。
他提出了很多关于政治、社会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原则。例如，
他认为君主应该以德治国，行为要符合道德准则。他也强调
君主的勤政，说“治人以老成”，“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他还提出了很多关于社会组织和个人行为的观点，如“不学
礼，无以立”，“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些思考给我
提供了很多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参考。在我个人角色中，我
注重以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案例激发其他人的思考，以
理性的方式处理纷争和冲突，以建设性的思维参与社会问题
的解决。

第五段：对论语思想的感悟（300字）

通过学习《论语》，我对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领会。
《论语》传承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它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智
慧的重要途径。同时，通过研读《论语》，我也发现其智慧
可以应用于现代社会。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如诚实、仁
爱、礼让等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践行这些
价值观，我们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进



步。

总结（50字）

《论语》是一部经典的儒家文化著作，通过学习它，我不仅
学到了古代智慧，也在思想上得到了很多启迪。我将继续学
习和研究《论语》，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和学术水平。

论语心得体会篇六

《论语》像一滴水珠，虽缺少掷地有声的力道，但多了慢慢
渗透的滋润。细细品读，它又会像多棱镜般折射出不同的生
活态度，令人警醒，催人奋进。

在书中，曾子有这样的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
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日常生活里，时时把
目光投向自己，以我为鉴，矫枉过正，立品行，阔达人
生——这应该是曾子留给我们最好的启迪。

回顾自身，“忙”已成为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手头堆着办不
完的事情，肩头压着干不完的工作……忙得好像没有时间来
反思。缺少反思就意味着缺少进步，反思像一面镜子，可以
反躬自审，认清自我，有助于提高自身修养。所以工作中的
我们要经常叩问自己：今天是否做了无聊无益的事情？今日
事今日完成了吗？今天过得充实而快乐吗？有了答案，工作
也就有了创新活力和促进科学发展的推力。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从中可以看到虚怀若谷、
勤学好问，看到教育家敬重他人的崇高境界。因此，我们很
容易理解孔子为何能够成为至圣，为何能够名垂千古。

工作中，我们理应结合自己工作实际与工作实践情况，定目
标，坚信心，比钻劲，于丘壑处仰望明月，于心中装有大未
来。只要有了对目标的热切追求，在经过一定的历练，我们



可能会发现，成功的'大门其实是虚掩着的——谁仰之，谁钻
之，谁都会有精彩的未来。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让我们“博学
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拿用《论语》睿智、积极地态度来
实践自己的人生梦想吧。

论语心得体会篇七

论语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一生的言行举止的综合，可谓是儒家
的`精华，儒家育人的必备品并与《大学》，《中庸》，《孟
子》合称为儒家文化的四大金典作品。

在封建时期，如果三字经是家喻户晓，那么论语就是代代相
传举一个例子跟大家交流一下他的意思，最经典的：子
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
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段可谓是论语的
经典，我可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长篇大论解释一番，然后
加个结尾就结束了。其实，第一段话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
要苦中作乐，学完之后要温习，不苦吗(老师别打我，这是我
们的心声，不信你去问)有朋友自远方来了，自己又要和“别
人家的孩子”比较了，不苦吗(爸妈，我没别的意思，饶了我
吧)，朋友来了还不理解你的话，更苦吧(我不是说大家文盲，
说这一段话我得罪了多少人啊)但我们还是要“不亦说
乎”，“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不是吗。下一段简直
就是瞎扯，有谁每天都反省自己啊，想着怎么气死老师还来
不及呢。是不是我则么一解释，我是不是又为大家树立了一
个新的世界观。

其实啊，论语远比我说得要高深，我相信我们的前辈说的话
是没错的，相信大家也是吧。



论语心得体会篇八

俗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从论语简短朴实的语句中，
每个人都可以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对于我这个初学者来
说，可能还不能完全领悟孔子说的那些治国的大道理。但自
从朱老师教了《论语》开始，我便悟出了一些人生哲理，也
慢慢喜欢上了《论语》。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开学第一天，朱老师便兴致勃
勃地讲起了《论语》。他站在黑板前眉飞色舞地讲着，而我
们却如同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呆呆地听他讲，简直就是
对牛弹琴。慢慢地，我们在朱老师的指点下有了全新的领悟，
想想孔子老人家真的非常了不起，他对社会生活独具一格的
想法，令我茅塞顿开、赞叹不已。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论语》中古人用的语言和我们现在不
大一样，书中所写的句子都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
这样不仅可以懂得孔子这句话的意思，还可以悟出许多哲理、
道理。经常读《论语》，它不仅可以使我们拥有更丰富的知
识，还能教会我们怎样学习、做人、做事。《论语》中的每
一句话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好好琢磨！

论语心得体会篇九

论语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录，它以言简意赅、
言犀利、言重，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阅读论
语，我深感其中的智慧和价值观念对我们的生活与学习都有
很大的指导意义。在阅读中，我体验到了“教而不厌、诲人
不倦”的良好教学态度，明白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待人原则，同时也收获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乐之者”的学习心态。总之，论语对于现代人的价值观与人
生态度依然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论语中的“教而不厌、诲人不倦”精神给了我很大的
启示。孔子在论语中一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教育是
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教育者不仅要有知识，更要有耐心和
责任心。这让我想起在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们作为学生
或者导师，都需要不断学习和教育他人。我们不应该厌倦，
而是要怀着一颗奉献的心，不断地给予和分享我们的知识和
经验。

其次，我从论语中明白了待人的原则。论语中有一句
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简明扼要地表达了待
人的原则，即我们应该把自己希望得到的待遇和尊重给予他
人。这让我深感待人之道虽然简单，却是非常重要的。在现
实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人际关系复杂、利益冲突的情况，
而恰当的待人之道可以化解矛盾，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最后，我在论语中体验到了一种积极的学习心态。孔子在论
语中强调“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认
为学习的目的不仅是获得知识，更是要培养对学习的兴趣和
乐趣。这让我深感学习不仅仅是为了成绩和能力的提升，更
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有内涵、更加有思考能力，让学习变
得有趣并成为一种享受。

综上所述，论语对于现代人的价值观与人生态度具有重要启
示。论语中的“教而不厌、诲人不倦”精神激励我们用耐心
和责任心去教育他人，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原
则提醒我们善待他人，培养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我们也
应该怀着一种积极的学习心态去面对学习，而不仅仅追求知
识和能力的提升。在现代社会，这些理念和态度都能够帮助
我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更好地实现
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目标。

论语心得体会篇十

《论语》，不得不说，它对后来人们的言行举止起着非常重



要的启发!

随着现代文化的逐步发展，《论语》也被人们翻译、演绎了
出来。有的为了方使人们更好的理解其中的意义、所含的人
生道理，它被人们改编成了电影、动画片等等。

人们各有各的意见。或许吧，现在《论语》的传播方法确实
各有各的意见。就像古人说所说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的确，现在的《论记》被人
们搞成了事事非非的样子，这就有违了《论语》的实质。但
这也有它对立的一面，这促进了《论语》的传播，越来越多
的人知道了《论语》。

我们不应该只片面地去看待事物，要全面地去看，去了解它
所含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像这《论语》，人们对它的传播方
式各怀意见，虽然它现在的传播方法被我们所不以同，但不
可否认的的是，它确实，真真实实地使知道《论语》的人越
来越多。这使得更多的人通过《论语》所述的，养成了高尚
的品格、良好的行为习惯。

因此，我认为通过媒体传播的方法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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