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孟子告子上读后感(优质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孟子告子上读后感篇一

最近，笔者通读了我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孟子》一书，颇有
些感想。

《孟子》一书的内容，总起来看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个
字“仁政”。大多数的篇章就是讲什么是“仁政”，如何才
能实现“仁政”。当然，还有关于修身、学问和教育等方面
的内容，暂不讨论。

什么是“仁政”？孟子在书中并未加以解释。但从《孟
子·梁惠王章句》等篇章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关于仁政的
某些观点。你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
勿夺其食，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
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亡。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
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愿藏于其市矣。
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愿出于其路矣。跟耕者助而不
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民为贵，社稷
次这二，君为轻。”、“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
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说到底，仁政也是两个字：
“保民”。作者并椐此得出结论：仁者无敌。

应该说，孟子的“仁政”观点，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
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经典，并被当作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长
期处于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孟子告子上读后感篇二

读了《孟子》中的第一篇专辨义利的文章。

孟子见了梁惠王时的.说词。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
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已
矣。”

孟子曾言：“大人者，言必行，行不必果，惟义所
在。”“惟义所在”，这就是孟子义利之辩的最后结果。由
此可见，董仲舒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程颐所谓：“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
义当为不当为”，皆与孟子的“惟义所在”观点合若符契，
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居仁由义，大人
之事备矣”。显然，在孟子看来，仁义乃人之为人的本
性，“居仁由义”的目的非为别的，只为实现其人之为人的
本性。

不过，朱熹《孟子集注》说得好，君子不言利并不是完全不
想利，只不过不唯利是图而已。孟子之所以说的那么坚决，
是因为当时的人唯利是图不知世上有“仁义”二字，所以拔
本塞原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可用圣人孔子的“见利思义”来调节。



孟子告子上读后感篇三

孟子是亚圣，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也是儒家杰出的代表
人物，。

人的本性而言，宋代以后学者一直认为"人之初，性本善"。
傅佩荣先生经过研究认为，孔子、孟子都没有认为"人性本
善"。而实际人性并无善恶，只有"善的倾向"，即孟子相信"
人性向善"，人性是种倾向，说明人生是开放的，永远是一种
对自我的要求，且此种要求由内而发，不是由外在给予的，
因此，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实现自我向善的本性。这就不难于
理解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为何总是不辞辛苦，以天下为已任，
周游列国，不可为而为之，推行自己的"仁""仁政"思想，并
以此为乐。他们的思想是站在了泰山之巅啊！傅佩荣先生总
说，人活在世界上，就要经由不断的努力奋斗，使自己越来
越好，人性向善，行善，人格越来越高，这才会享有真正的
快乐，最大的快乐。

我们要学习孟子的"浩然之气"。我们都知道孟子的几句名言，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人性向善"，人的价值当然是由内而发，但个人价值的实现离
不开环境，不可忽视环境的因素，人的价值必须落在人际关
系的网络中才能得以实现。孟子宣扬的"仁政"思想在他生活
的年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孟子从未言弃。他有那份自信，"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这些话两千年来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对于我们凡人来
说，工作学习中也要做好每一件小事，即使是最微末的细节
也要全力以赴，在工作中成长，等到时机成熟，自然水到渠
成，"天降大任"，有承担大任的一天，发挥自己的人生价值。

孟子告子上读后感篇四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



曾皙爱吃羊枣，而曾子却不忍心吃羊枣。

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

公孙丑问道：“烤肉和羊枣哪一种好吃？”孟子说：“当然
是烤肉。”

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
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

公孙丑说：“那么曾子为什么吃烤肉而不吃羊枣呢？”孟子
说：“烤肉是人人都爱吃的，羊枣却是个别人爱吃的。正象
避讳时只讳名不讳姓一样，姓是很多人共有的，而名是一个
人独有的。”

[得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各性，只要
这个各性不出去伤害别人就可以尊重。美国西方的各性是以
民主为大旗坑别人点钱财。印度泥贺鲁和魔笛的各性是看谁
家钱财和媳妇都像自己的'，楞楞磕磕不知道自己实力，也不
需要民主大旗直接取，挨揍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样的各性
就不用评价了。

孟子告子上读后感篇五

原文：

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
也。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
何若有人？



释义：

一个人的生命本来有道，但没有反省自修，反而迷心逐物，
向外驰求，一辈子随波逐流不知去向何方，就变成平常人，
也就是凡夫、众生了。

如果作人做事，不知随时随地反省检查自己过错的话，德行
是不会有所进步的，如果能时时自我反省，发现自己的过错，
那么这一天活着的生命就是有耻，就是有惭愧心。假使犯了
过错，不但不自我反省，反而自我辩护认为没有错，甚至推
过于别人，也就根本无惭无愧了。

有惭有愧之心，是平常进德修业最大的关键。佛家学说也是
如此，认为惭与愧，是人生修养非常重要的善行。有些人，
非常聪明伶俐，做错了事，自己运用机心，很巧妙地为自己
辩护，肯定自己没有错，这一类人，就是用心极不诚实，非
常狡猾的人。惭愧两个字，对这种人根本用不上。当你不如
人的时候，假如自己还没有惭愧心，那你怎么能够做到和人
家一样呢？人都有好胜上进的心理，看见别人比自己好，却
困于自己的坏习惯，只是自卑，不肯自求进步。其实，不必
怕不如人，只要发一个惭愧、有耻之心，自己努力，别人也
许十日能做到的事，自己百日、千日总可以达到与别人同样
的程度吧，甚至超越。可是一般人，往往不会自我承认无耻，
反而容易犯自卑感的毛病，其实能够有自卑感，已经是有知
耻的动机，但是必须要拿出勇气，不要被自己的自卑感淹没，
更要奋发向上进德修业，作人做事要这样，修养心性更要如
此。

读后感：

先贤所讲的无耻之心在哪里？惭愧之心在哪里？在食品安全
问题上，道德和良心已经完全没有了底线。

好在我们还有油条哥、托举哥以及无数的志愿者和好心人，



在这些道德模范的引领下，每个人都应心存善念，心存惭愧
之心，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时一定要想想这样做能否对得
起父母、对得起祖宗、对得起自己的天良？能否不让别人批
评我、指责我？用内外的力量约束自己。

相信人只要有惭愧、羞耻心，就自然会守礼，自然能够尽义
务，企业效益自然会提升，社会环境也自然会和谐。所以从
当下做起，从自我做起吧。

孟子告子上读后感篇六

今日我读到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
所在。”我顿感心门大开。

孟子说：“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
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孟子认为，说话不必拘泥
于世俗所谓的守信，行为不必拘泥于世俗所谓的有始有终，
最重要的是以道德的大义所在来引领自己的言行。大义所在，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我这段时间有时候为这个事情烦恼，因为我前段时间被一个
朋友说我不信守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做事半途而废。我先不
管他说的有理无理。但是我觉得自己这方面确实不够好，有
时候，会做一些让人失望的事情。

孟子的话，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应该从我做事的目的开始，
如果我做的事情是符合大义的，一定会信守自己的承诺，把
事情进行到底。而有时候，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不必放在
心上。我以后要是想做一个信守诺言，做事有始有终的人，
定当将自己所做的事情，做在正途上，行在大义上。

有时候碰见别人不能信守自己的诺言或者半途而废的时候，
那得看看我们要求他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大义。



有时候我们经常像圣经里的法利赛人一样，用小义来标榜自
己，“看见了没有，我都没有违反自己的诺言。我做事都会
坚持到底的。”我们也要他人在所有事情上都要遵守承诺，
坚持到底。试问我们所要求他人的承诺和事情都符合圣经上
的教导吗？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人是义人。耶稣来是给人带
来拯救和自由。

我今后要自由的活着，那些要我在小事上同样遵守他们规矩
的人都见鬼去吧。合乎圣经上的教导，我都会听从。

我活着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但是我要是没有这么做，求神的
怜悯我，为我赦罪，使我得自由。

小小心得，如若理解出错，请大家留言纠正！

孟子告子上读后感篇七

在当今社会，理性早已经被遗忘，随意的抨击他人，随意的
下定结论，甚至因为缺乏理性而导致走向不归路。

无论何时何地何种事情，缺乏理性，就是缺乏思考。

不论网络毒鸡汤还是自我的虚荣心，都是缺乏理性的表现，
才导致很多人迷茫与无解。

所以，只有做到三思而后行，方可做到理智。

孟子告子上读后感篇八

孟子，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跟孔子是儒家学派
的鼻祖。

在了解孟子以前，我都觉得孟子是同一朝代的，可是，这本
书刚开始看，就打破了我原先的想法。其实孟子是孔子去世



很久；才出生的。小时候，孟子就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很
崇拜孔圣人，十几岁的时候，它还去过鲁国，相知孔圣人的
门第来叫自己，可是，孔子的徒弟差不多都已经去世了，于
是，孟子找到了司徒牛，这时，司徒牛也已经是个驼背老人
了，司徒牛原是子思老师（孔子的学生是最重视的学生，不
过，一场疾病导致了他不敢见人，也能为他的背上莫名其妙
的长出了一个锛俿角痫，于是他隐居与树林里，谁也没见过
他，但是孟子找到了他，司徒牛听了孟子的讲述，决定收他
为徒，三年后，司徒牛让孟子离开了那里，劝他去更加开阔
的地方展示才华。

孟子泪令老师后，回家兴学育才，凭借着他的本领，孟子成
了有名的老师。

公元前347年秋孟子带着几个门徒去了齐国。起先，他受到齐
威王的欢迎，齐威王知道他是一个人才，但孟子齐国不被重
用，因为他坚持的是仁政思想，而齐威王确性霸道，他想要
把整个天下柜为己有，这下，孟子又拿出了最令我佩服的锛
偽琻銡玗一口才，他说话滔滔不绝，有因为他学识渊博，知
道的东西很多，随后就能说出大道理来，就是利用他的口才，
孟子成功说服齐威王行仁政，他给齐威王讲了很多道理，搬
出了他脑海里基础的知识，要是我是齐威王，都会听得晕头
转向呢！

78岁时，孟子决定辞了官衖，回家安享晚年，他知道自己的
时间不多了，他觉得在怎么，也得绿叶归根，于是，在众人
的挽留下，孟子热泪盈眶地回了家，在齐国35年。

85岁，古稀之年，孟子带着邹国百姓的叹息声，徒弟的哭声，
去世了。

孟子，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孟子散文特色



试论孟子和杨朱的分歧

浅析孟子“仁义”伦理思想略论

从孟子的“王道”思想看民本政治

仁者无敌：孟子的人生哲学

孟子的性善论:养气养德论文

浅论康德与孟子伦理思想之比较

孟子“性善论”影响下的现代德育反思

先秦孟子的传播思想与传播方式探析

论孟子性善论与孩子品德教育论文

孟子告子上读后感篇九

所谓闻名不如见面，今天，我就有幸读到了这本能让我们终
身受益的书。

关于教我们怎样做人的书我读的不多，但也涉猎过一些，比如
《三字经》、《弟子规》等。但这本书对我影响比较大。这
本书主要写了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身边
发生的一些故事，我读后受益匪浅。

在这本书里有几个故事深深地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有一个
故事叫做《师友之道》。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交友要做到"物
以类聚，人以群分"。孟子说过"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妇
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心"，这"仁、义、礼、智、信"五常
之道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法则，为政治应率先垂范，身
先士卒，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通过这个故事让我知道，交友不能看这个人的财产和地位，
重要的是看这个人是否有才能，值不值得让你学习，这样才
能交到真正的朋友。

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让我受益匪浅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
《成熟自己》。在这个故事里讲的是仁义，这个经常听到的
词，在孟子看来，就好像良好的种子一样，种下去以后生根
发芽，耐心呵护，最终使之成熟收获。如果种下去了，但没
有收获，那和杂草没什么区别了。

这个故事让我懂得了，每个人都要追求人生目标，都要追求
自己理想的人格，如果半途而废，那自己付出的再多努力也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通过读《孟子》这
本书，使我真正的`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爱这本书，我不会
忘记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