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语译注的读书心得 杨伯峻论语
译注读书心得(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论语译注的读书心得篇一

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社会上朋友是最重要
的，人与群分，你在你朋友的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在
《论语》中明确写出了交朋友。

好朋友有三种，分别是友直友凉友多闻，坏朋友也有三种，
分别是友便辟友善柔友便蟆

好朋友就是一本书，他可以打开你的整个世界。好朋友要交
正直的，要坦荡，要刚正不阿，要有一种朗朗人格，在这世
界上是顶天立地的，他的人格可以改变你的人格，在你懦弱
的时候给你勇气。好朋友要交宽容的，有时候宽容是一种美
德，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美的之一，在你反错的时候可以给你
机会，宽容的朋友可以让你自省。好朋友要交友多闻的，认
你朋友所读的书，可以变成自己的，在你犹豫的时候你可以
找你的朋友，帮你参考，你作出选择。

坏朋友可以让你变坏，让你做出违法的事情。坏朋友不能交
便辟的，他们皮气暴躁，一群人打架，把一人杀了，有人还
不知道是谁，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朋友义气，人不能靠技
术，要考明智。坏朋友不能交友善柔的，有一个东西叫机遇，
这些朋友就是阻碍你抓住机遇，在他走过你时，你想抓住他，
也抓不住。坏朋友不能交友便蟮模他们有几个面他们心怀鬼



胎，给你套上了枷锁，你不给他付出，会让你付出惨重的代
价。

论语译注的读书心得篇二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门生逐渐整理起来的记录孔子言论的书
籍。这其中有些言论是站在很高的哲学高度来说明一些治国
安邦之道理，有些言论也是孔子日常要表达某种想法的寻常
语言。所以，从一些寻常语言中也是可以看到孔子的可爱之
处的。比如《论语·雍也篇》6-25，子曰：“觚不觚?觚哉!
觚哉!”，孔子说：“觚不像个觚(一种容器)，这是觚吗?这
是觚吗?”。孔子用这种简单的事情表达他对于礼制的看法，
着实可爱。看到这一章好像有一个生动的画面出现在眼前，
孔子拿起来一个觚，一边捋着胡子一边气愤地说，这是觚吗?
啊!你们都成了什么样子!愤世嫉俗的愤青形象跃然而出。

其次，孔子是个品德高尚的人，这个不得不佩服。孔子穷其
一生的时间要达到“仁”的境界，对待自己、对待学生、对
待所有他接触的人，都是用这个“仁”字来对待。他想用自
己的一言一行以及他所传授的思想，来逐渐改变那个社会，
从而使天下变得更为和谐，更有秩序，当然，这个秩序同样
是有阶级等级的阶级秩序。但是在当时，能够有这种想法并
且付诸于实践的人已经难能可贵了。

那么，《论语》是不是就是我们现今社会的治疗良方了呢，
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归宿已经找到了呢?我看非也!《论语》大
致成书开始于春秋末期，编辑完成于战国初期，这个时代，
中国还处于十分动乱的时代，各国诸侯你争我夺，互不相让。
社会礼制崩塌，各种思想泛滥，东周其时已经是名存实亡，
各个诸侯国甚至发明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货币单位等等，俨
然一副分裂景象。而当时的孔子怀揣着一个伟大理想，游走
于各国，希望能够付诸实践。这种思想便是礼制的思想，希
望通过恢复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礼数规则，来重新构建社会。
比如老百姓能够认真耕作，士大夫能够治家有方，诸侯能够



治理好国家，这样整个天下自然就安康了，各个阶层不要总
想着越级，你是一个士大夫，就不要想着哪天把诸侯王赶下
台，不要在礼制上超越诸侯王，参见诸侯王的时候要保证诸
侯王的威严，这样社会各个阶层就都稳定下来了。所以，他
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看来是有用的，但是，他忽略了一点，
人的欲望往往是不可控制的，而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就是欲望，
所以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孔子的思想是想让所有人都和他
一样，做好自己应有的社会角色，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这
恐怕相当于乌托邦了。其实通过后代的发展也基本能够看得
出来，儒家思想用来教育人民大抵是管用的，但是用来治理
国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要严格法制才是基本出路。
比如唐朝的贞观之治，繁荣的根基正是一种“王子犯法庶民
同罪的法制思想。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要把《论语》放在一个神的位置
顶礼膜拜，也不必把他放在脚下踩上两脚，这本书是中华民
族承继了上千年的文化根基，我们不能轻易把他忘掉，因为
我们的血管中流着《论语》的血，而之所以是中国人，《论
语》是我们的根。

论语译注的读书心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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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译注的读书心得篇四

从论语的洋洋万言中，每个人都能够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作为一个基础教育工作者，我懂得了：人就应如何度过自己
生命中的每一天，作为一个平凡人，就应如何过好自己的人
生。其实，这正是我们最需要传达给学生的东西。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对政
治的关心和了解，对职业的热爱和投入，与同事的团结和合
作，对学生的尊重和爱护，对学术的严谨和进取，对自己的
要求和自律都在时时刻刻地影响着学生的学风和学校的校风，
教师形象直接关系到学生素质的培养。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立师德，铸师魂，练师功，树师表。”是这个时代的召唤，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教师不朽的追求。
教书育人是爱的事业，关爱每一位学生是我们教师的职责。
教师的爱与众不同，它是严与爱的有机体现，是理智与热情
的巧妙结合。因此，在这条道路上，我愿将青春融化在教育
的沃土中，和在座的同仁们一齐肩负起国家和人民赋予我们
的职责，将一只只凝聚着师爱的手高高擎起，搭建一片教育
的蓝天!

心并不真的认为君子务必治国平天下，人生最终的追求，仍
然是要归结到内心的平静，要能够体味到平凡生活的幸福，



而这些，其实都取决于心境。

《论语》关注的是所有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告诉人们就应怎
样去生活才能够达致幸福，它是温暖人心的。而如何生活，
是我们每个人在学习其它各种知识之前最就应学习的，也是
我们教师最需要传达给学生的，因为它关乎一个人是否能具
有健全的人格，是否能拥有充实的内心世界。在这天这个充
满了诱惑和选取的年代，孔子的生活之道值得我们去用心感
悟。

论语译注的读书心得篇五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
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
亨犹犬羊之亨。”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棘子成道：“君
子只要有好的本质便够了，要那些文采（那些礼节、哪些形
式）干什么？”子贡就说，先生这样地谈论君子，可惜说错
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本质和文采，是同等重要的。假
如把虎豹和犬羊两类兽皮拔去有文采的毛，那么这两类皮革
就很少有区别了。

对于这段话，我的理解就是作为人，本质必定是很重要的，
本质甚至可以衡量一个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不是先天的，而
后天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本质是人与动物的区别，
人是有思想的，能够完全决定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好的本质
是从好的文采和好的礼节中体现出来的，那么着能够说是君
子不需要有好的文采和礼节吗？我认为不，礼节是人与人之
间交往的方式，好的礼节可以使人们之间更加亲密和融合；
而文采就是看出这个人的文化水平了。

读了《论语译注》之后，我真的获益匪浅。让我在为人处世，
都有好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