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语读后心得体会(汇总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记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
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
来了解一下吧。

论语读后心得体会篇一

《论语》，论是编撰的意思，排比的意思，语是语言、话语，
论语的意思就是孔子说的话，孔子和弟子说的话，孔子的弟
子辗转听说的孔子讲的话它编撰到一讲话的意思起，第二层
意思，《论语》作为一个书名，是在这部书编成的时候，也
是孔子去世以后，但是，是去世后不久。

论语作为儒家的经典之一，一共有二十篇，有一句话，“半
部论语治天下”是宋朝的宰相赵普说的，但是，这句话是不
正确的，在那时，宋朝的朝廷里到处都是读过四书五经的文
臣，宰相赵普在皇帝的面前的`地位已经不高了，在皇帝的面
前说的，但是，他最后时被撤职了，因为仅仅一部论语对于
治天下还是不够的。

孔子讲究孝道，孝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的人们却
在褪色，对其讲孝是非常必要的，让他们明白孝是为人之本。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
候，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
是他对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
孝了。”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
同。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贪污或是
抢劫，触犯法律，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
母都希望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



女的出发点。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
果能够按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
正的孝。

论语读后心得体会篇二

《人生论语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著作，它从哲学、
历史、文化等多个角度阐述了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理解。读
完这本书，我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新的理解和认
识，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和振奋。以下是我在读完《人生论
语录》后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二段：人生的价值

《人生论语录》中有很多关于人生价值的探讨，其中我最感
动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是一个对于勇于担当、勤奋努力
的人的赞颂，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中仍然非常重要和必要。
因此，我们不应该追求一时的快乐和放纵，更应该将自己放
在长远的发展中去思考和计划。

第三段：人生的意义

《人生论语录》中强调了人的使命，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
奋斗目标，不要轻易放弃，更不要随波逐流，仅仅为了保持
一份表面的平衡和安逸。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使
命和目标，不断地努力和奋斗，才能真正地意义和价值。

第四段：人生的态度

《人生论语录》中也探讨了人生态度的重要性，它告诉我们，
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了他的人生。如果我们能够用积极的态度
面对问题和困难，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成功和成就。同时，我
们还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为过多的荣誉和成功而沾沾自



喜，更不要被挫折和失败击垮。

第五段：结论

总的来说，读完《人生论语录》让我更加明白人生的价值和
意义，同时也看到了人生态度的重要性，这些都深深地影响
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相信，《人生论语录》会不断地
陪伴我，成为我的人生指南和精神支柱，帮助我走向更为美
好、高尚和坚定的人生之路。

论语读后心得体会篇三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其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需要我们
不断地去思考、去探索、去感悟。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我们
面临着无数的挑战和选择，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些挑战和选择，
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为了帮助我更好地面对这些
问题，我不断地阅读一些有关人生的名言格言，其中《论语》
中的一些经典语录给予了我极大地启发和帮助，让我进一步
理解和思考人生的真谛。

第一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君子修道，做事，劝人”
。“修道”是指先修好自己的品格，然后才能去做出一些有
益于社会和人类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
理想，这些目标和理想需要靠我们不断地修身、齐家、治国
和平天下来实现。当我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努力地学习
和思考，懂得尊重和关心家人、亲友和社会的人，懂得为社
会做出贡献，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更有价值。

第二段：和为贵

《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曰：‘和而不同，相成也；
矛盾而相爱，其民也可与言计而未可与交易也’”。这句话



告诉我们，和为贵，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沟通和协商来解决，
而不是通过冲突和战争。在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各种矛
盾和冲突，都需要我们用更加聪明的方式来解决，通过和平
方式达成共识和谅解，才能推进社会的长远和谐发展。

第三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曰：‘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这句话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社会负起自己的
责任。当我们看到社会上的不平等和不公，不应该只是简单
地看看，我们要积极地为改变这种现状而努力，去帮助需要
帮助的人，去为社会做出贡献。即使我们只是一匹夫，只要
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可以为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做出
自己的贡献。

第四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这句话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才能够不断地提
高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
是在学习知识、提高技能方面，还是在为社会做贡献的路上，
不断地沉淀和积累是成功的关键。只有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第五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
话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尊重并非善待别人，不用自己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格和想法，我们应该
尊重差异，并尝试去理解和包容别人。最终，建立在平等和
尊重基础上的人际交往才能更加健康和持久。

总之，名人名言虽然只有简洁的几个字，却蕴含着博大的哲
学和哲理。阅读经典名言，让我们了解人生的真谛，悟出哲



学的奥义。感谢《论语》中的经典华章，让我们懂得了许多
人生道理，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为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做出不懈
努力的心志。

论语读后心得体会篇四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您能告诉我一字，使我可以终身实践，
并且永久受益吗？如果有这么个字，那就是恕字吧。就是你
自个儿不想干的事，你就不要强迫别人干。人一辈子做到这
点就够了。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因为别人欺骗了你，你也就用同样的方
法去骗取别人，这种处世方法实在是不可取的。我曾经与财
务经理说过，不能因为有客户不讲信誉，不按合同支付车款，
一拖再拖，心中产生怨气，就对我们的供应商也采取同样的
付款方法，也不讲信誉，将来公司如何生存呢？无论何时，
都要诚信为本，这样企业才能做得长久啊！

所谓恕字，拓展一点说，恕字是讲你不要强人所难，不要给
别人造成伤害。言外之意是假如他人给你造成伤害，你也应
尽量宽容。现实生活中的我，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中曾被
两个所谓的小人伤害过，尽管他们两个人目前的处境不是太
好，只是不知他们是否还象以前一样天天算计别人，曾经我
在内心暗暗发誓，将来有一天我要报复，但随着锐意进取的
学习和工作，心境不断地调整，时至今日，心境变迁，以往
那种过激的.想法已淡忘，甚至想不起来，但内心深处当时的
痛楚还隐约记忆。

现如今拥有一份宽容，奉献一份真诚，执着一份情节，，把
持一份矜持，回头再想想过去的思潮是十分的不成熟，但当
时的处境所崩发出来的想法却是成长过程的真实写照。所以
现在想想，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是很有哲理的：人是在不断总
结经验基础上日渐成长成熟起来的，如果一个人不善于总结



得失而一意孤行，必将走回头路，弄不好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的！

老师说，这很不错。但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叫做
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更高的境界是，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
且他的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
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
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

对照起来，我是否也有相同之处呢，心灵相照的快乐的生活
似乎离我不是遥遥无期了。

论语读后心得体会篇五

我读论语的时间不长，也没有通篇详细的读，但是却在字里
行间已经被孔子深深的感动，为他的胸襟和智慧折服!大家尽
管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请想一想：纵观世界历史，有哪
一位思想家象孔子这样两千多年还被后人这样敬仰和传诵?孔
子一生甚至都没有一部自己的`著作，仅凭着学生们记录他言
行的这部论语就能让我们如此受用终生。

汉初，大儒叔孙通向刘邦说夫儒者，难于变革，可与守成。
斯言一出，遂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成为两千多年来
各朝代长治久安的守成之学。建国已五十多年，五十而知天
命，和平岁月，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就
应是守成期，顺x成章的天命。其实，儒学中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精神，不仅仅可与守成，亦可催人进取，儒家文化中
蕴含的对现代生活有巨大作用的力量，不仅仅是为某个阶级
服务的政治哲学，也是直指人心的人生哲学，儒学在历史发
展中多少次沉浮坎坷，命运悬于一线之际却总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潜能，那是超乎
政治伦x之上，鲜活在平常日用之间，本于生命，进取，追求



成功的永恒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