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丹论语心得全文(汇总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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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于丹论语心得全文篇一

当我敲击键盘在写《论语心得》读后感时，20xx年的春天已经
悄然来到了我的身边，尽管春寒料峭，但也着实让人嗅到春
天的气息了。当我从妈妈手里接过这本封面古色古香又被炒
得沸沸扬扬的书籍时，自然有了一睹为快的冲动。

抛开尘世的喧嚣，披一路风尘，孔子孤身一人，踏上了为师
的道路。说是旅行，不如说一次心路历程，更是一次道德与
心灵相融。同样的一部著作，每个人的个性和经历不同，解
读自然也不同。也许，同样是《论语》，愤世嫉俗的人读出
了天人合一，急功近利的人读出了从容淡定，甘于平庸的人
读出了奋发进取，缺乏谋略的人读出了生活的智慧……我们
从中明白了“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
力量”；我们从中懂得了“理想之道就是给我们一点储备心
灵快乐在的资源”；我们感悟到了“三十而立，就是建立心
灵的自信”。

我们从小接受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伦理观念，
从孔融三岁让梨的尊礼，守礼，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患意识，无不显示着儒家学说对国
民成长过程中千丝万缕的渗透。几千年来世人仍愿意尊奉孔
子，把他的话作为座右铭，作为修身养性的准则，这与孔子的
“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做黜！”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很多人都说于丹的《论语心得》催生而出的是一种纯粹的积



极的态度，是道德品性、情感智慧的升华。读于丹说论语，
让人领略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智慧，是对自己的得失缺憾的正
确对待，是对身边朋友的理智看待，是一种心态，一种融入
在现在社会中的理性德行。

于丹的《论语心得》是从天地人之道开始谈起的。从盘古来
天开始变化达到的某种境界,叫做“神于天，圣于地”，她说：
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这里既是一片理想主义
天空，人们再次自由翱翔；还要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能够在
这个大地上去进行他自己行为的拓展。……理想主义与现实
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有了这样一个大的宇宙观，再将心
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朋友之道在这里娓娓道来，
向我们解读了孔子及论语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于现代人、
普通人及现代社会的需要。

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为人的处世之道呢？孔子
说：“过犹不及”。在孔子的眼里，做事情如果不把我分寸
的话是与没做是没有什么两样的。那么应该如何把握分寸？
当我们遇见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自
己身边的人又应该有什么一种心态？在这嘈杂的社会中我们
有要保持着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呢？弟子问孔子说:“老师，以
德抱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如果一个人以德报怨了，
那么你会用什么去报答人家的恩德呢？当别人无微不至时，
你又该怎么办呢？“以德抱怨”的方式不可取，但“以怨报
怨”是更不可取的，因为怨怨相报何时了？做人还是应
该“以直抱怨，以德报德！”如果有他人有负与你，对不起
你了，用你的正直、耿介对待这件事，但是要用你的恩德，
你的慈悲、去回愦真正给你恩德和慈悲的人。用你的公正、
率直、耿介、磊落与光明的人格去坦然地面对这一切，那么
不是德也不是怨，这件事也不会损坏我们之间的感情了。

今天的社会，物质生活是越来约发达了，但人与人之间关系
却越来越冷漠。《论语》中何谓“仁爱”？是用平等和理性
去对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但凡稍微留一点的分寸，做



事情时给别人保留一点的余地，就像《禅宗》里所说的那种
至高无尚的境界，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也就是花一旦
全开，就要凋谢了，月一旦全圆，就要亏损了。而未全开，
未全园，这就是自己心中所期待的`那种感情，而朋友之道和
亲人之道皆是如此，退一步,海阔天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
要把握分寸，恰到好处。现在我们与其怨天忧人，不如恭身
自省，加入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论语》中的“掌握分寸，谨
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是自己
变的快乐起来自然就会懂得为人处世之道。

在现代社会中，孔子好像与我们在慢慢分离，我们对圣贤与
经典也逐渐远去，怎样为人处世、用怎样的标准来约束自己，
在我们心中好像变的模棱两可。而于丹以白话诠释经典，以
经典诠释智慧，把两千多年前孔子的话来诠释一个现代人对
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全部演绎出来，而这个灰色幽
默的孔子用自己最好的感悟来向我们解释了这一点，从而演
变出的是一种的积极的态度，心灵与灵魂的净化、情感与智
慧的升华。不管是于丹对《论语》的解读，还是我们对《于丹
〈论语〉心得》的解读，我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学会
怎样做人。千颗心有千种所得，万颗心有万种所得。我们对
于生活，也是如此，无非在自己平凡的生活中取明白一些简
单的道理。因此，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永远是独立的个体，
我们的思想会因生活的改变而改变，我们的人生会在感悟和
理性中慢慢成熟。

《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一种朴素的、一种温暖的
生活态度。品味人生，修身养性，其目的正是要在愉快地生
活中度好这一轮回。淡泊的襟怀，旷达的心胸，超逸的性情
和闲适的心态去生活，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融入自然状态，
这样才无愧与祖先，也才能如孔夫子教导我们快乐地生活的
秘诀那样，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洋洋洒洒写了很多，与其说是读后感，还不如说是自己心情
的梳理，这篇文章更像是我的一篇日记。感谢她让我《论语》



中全方位地审视了自己。这次学习也让我体味人生要“言寡
尤，行寡悔”般淡定从容，要做到心灵的勇敢，要让生命提
升效率泛出光芒。我更加热爱生活！

《论语》中告诉我们的道理中有：做什么事情不能就急于求
成；马和驴的语言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学习那匹随唐僧取
经的马，经历风雨，磨砺成长，不能像磨坊里的驴一样，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此打转。

道理面前，顺乎自然，柔韧而刚，做好自己！

于丹论语心得全文篇二

最近一直在看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首先想要说的是，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这本书谈的是关于心态的话题，书中所体现的观点是：孔子
告诉我们的做人标准，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时
间、精力，用来“苛责”内心。我们无法左右外面的世界，
因此只能让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但是，外面的世界总是
在被人左右的，当一个生活在总被人随意左右的世界里的人，
并且还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是不会快乐的。

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的“仁，义，礼，自，信”的伦理
教育，从孔融三岁让梨的尊礼，守礼，到范仲淹的“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患意识，无不显示着儒家学
说对国民成长过程中千丝万缕的渗透。几千年来世人仍愿意
尊奉孔子，把他的话作为座右铭，作为修身养性的准则，我
想这与孔子的“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做黜！”的思想有着
密切的关系。

《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
活态度。品味人生，修身养性，其目的正是要在愉快地生活
中度好这一轮回。淡泊的襟怀，旷达的心胸，超逸的性情和



闲适的心态去生活，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融入自然状态，这
样才无愧与祖先，也才能如孔夫子教导我们快乐地生活的秘
诀那样，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于丹论语心得全文篇三

终于在忙里偷闲中粗读了这轰动一时的畅销书，网络内外的
争论也大概了解了些。对专家学者或义愤填膺或痛心疾首或
嗤之以鼻的评价，一时也难下个人的断语，只是几点粗浅的
感受，趁热先拿出来留样。

篇目很引人注目的齐刷刷用了个“道”：天地人之道、心灵
之道、处世之道，等等。通篇充满了指点迷津的意味。没道
理的，突然想起了很久之前一位日僧的小册子。日僧娓娓道
来的佛心、宽恕、感恩，与心得有异曲同工之处。乐贫、自
制、修己，与宗教真没太大的区别，都是尽力地调试自己的
修为来适应现实，来追求内心的宁静。

于丹的胆子也真不小。凭自身的几分感悟，愣敢往央视开讲，
其错误就在所难免了。“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硬说成
百姓对国家的信仰，胆子够大。又突然想起论坛上碰到过的
一位作小学老师的朋友，愣敢胡解《道德经》，还与教育扯
些关系。此君若有机缘，恐怕与于丹有得一拼。话说回来，
能来引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于丹还是有功劳的。至少
我得把多年未碰的《论语》及相关著作都翻出来重新学习了。
那些书应该还在吧？好象当年的南怀瑾的《别裁》也流行过
的。

有人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指责于丹在社会矛盾复杂的当下，大
谈安贫乐道，是维护利益既得者。这说法多少有点“文革”
的余味。孔子在那场浩劫中被批，不就是因为他的保守吗？
这种指责倒反证了于丹没太大地偏离《论语》基本的出发点。
在社会大变革中寻道，是每个国人有意或无意中必须面对的
问题。



书院派的“十博士”很生气，他们有十足的理由生气。你一
个影视学的博士来讲《论语》，还名利双收，这不捞过界了
吗？捞过界就会犯错，就成“高学历文盲”了。但这就不大
令人尊敬了。你的研究领域引起了国人关注，应该是好事啊！
博士们何不来个通俗的正解呢？又是抵制，又是挖苦，让人
笑掉大牙。博士们还真没学到《论语》的真谛。

论语阅读心得

阅读论语的心得

景丹常用关于留学英语推荐信

2017景丹常用留学推荐信范文

于丹论语心得全文篇四

最近一向在读于丹的《论语心得》，这是一本十分好的书。
其实从小我们就开始学《论语》，虽然在填鸭式的教育中我
们背会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朗朗上口的句子，但是对这些
话的明白却是肤浅和随意的，甚至于觉得《论语》是很深奥
的东西。但是看完于丹的这本《论语》心得，我才明白先人
圣贤为什么会说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那种推崇，
也知道了过去自认为深奥的孔夫子的《论语》并不是高不可
及的，先贤们说的话，穿越沧桑，传到这天，仍然能够让我
受益匪浅，温暖备至。于丹说：“《论语》告诉大家的，永
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
样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因此，
当这本书被我认认真真地看完后，心里很为于丹把现代社会、
现代人的生活透过《论语》完美结合后给予的精辟阐释表示
喝彩！对于丹的《论语》心得，不会也不想做任何评论，对
我来讲，读懂、悟到就能够了，因此，在那里就姑且把读到
的一些我认为精彩的部分记录下来和大家一同分享吧！



书中有一段话让我记忆深刻。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
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
也。”子贡以前问老师，假如一个人很贫贱，但他不向富人
谄媚；一个人很富贵，但他不傲气凌人。这怎样样？孔子说，
这很不错。但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个更高的境
界是，一个人不仅仅安于贫贱，不仅仅不谄媚求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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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会正因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
彬彬有礼的君子。这是多高的骄傲啊！一个人能够不被富足
的生活蛊惑，又能在贫贱中持续着做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快乐。
或许很多人会说，这但是是说说，让谁做到这样，谁也不行！
也许，这样的境界我们凡夫俗子确实很难做到，然而，这种
自然、平和、用心的心态却绝对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也唯
有肯接纳肯效仿圣人这种心态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超凡脱
俗而又能够获得成功的人。我们的思想永远决定着我们的行
动，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宽。在社会风气略显浮躁的这天，作
为一名年轻人，务必懂得去学习这种平和的心态，以造就一
个更为善美更为清亮的明天！

于丹说，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安贫乐道，
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
前，每个人都在发奋发展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
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但越是竞争激烈，越是需
要调整心态，调整与他人的关联。好在，有这样一本书，一
盏灯指引着我，警醒着我。让我在急躁的赶路之时持续着一
份清醒，我坚信，内心的成长才是人性的成长，也唯有人性
取得了成长才会使自己成为一个卓尔不凡的人。我会用圣人
的智慧去指导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更会用圣人内心的
温暖照亮整个人生！鼓舞士气的话。

文档为doc格式



于丹论语心得全文篇五

其次，对付论语的`当代化解读，分外是用普通化的言语来读，
有利于群众对论语及儒家头脑的重拾。用一个时兴的意思来
说，儒家文明分外是论语中所论述的这些原理，正是现在风
起云涌设置装备摆设调和社会的紧张课本，是中国良好的传
统文明最紧张的构成部门。

于丹论语心得全文篇六

《论语》所记载的，是孔夫子从生活中演绎出来的为人处世
的经验和他对弟子的教导。这部曾经统治中国社会思想两千
多年的儒家经典，今天仍然能为我们现代人构建和谐社会，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一份温馨的劝导。

于丹教授的《百家讲坛》，从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
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七个方面，
为大家讲述她解读《论语》的心得，教我们学会了怎样做人，
给我们的生命之旅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

看了于丹教授分析《论语--处世之道》，从中明白了许多道
理。于丹教授讲任何事情都是有尺度的。我们做事情也要讲
究分寸，做到什么程度要需要分析明白。我们做的什么事情
不一定分好坏，是分时间的，什么时候做对，做不对，应该
分为不同的场合。可能同是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做就不应该，
换个时间做就对了。她讲“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我
们每一个人都要用耿直和磊落的原则面对一切。在伟大的宇
宙空间，人生仅仅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河流里，人生
仅仅是微笑又微笑的波浪。所以说人生有限，我们要把握有
限的情感。

我们人应该随时避免心灵资源的浪费。人不能被自己欺骗了，
如果自己都要去欺骗自己的话，那还能相信谁了呢？人的行
为要有分寸。做什么事情都要懂得适度。做事情也不用过于



密集。于丹教授讲了“豪猪的哲学”，彼此不伤害又能保持
温暖。与领导、朋友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产生美。当
然，这并不是疏远朋友，当朋友有需要的时候，一定是能帮
上忙的一定帮。交友原则第一，要自尊。自尊就是自己看得
起自己，悦纳自己。我们说交结朋友要尊重朋友，不尊重人
是不可能结为朋友的，朋友需要互相尊重。但是，首先要自
己尊重自己。第二，要自律。自律就是善于约束、控制自己，
该说的该做的大胆去说去做，不该说不该做的坚决不说不做。
现在同学之间，将来人际之间的交往既是相互的，又是平等
的，不能单凭一方的主观愿望行事。第三，要大度。大度就
是宽容，落落大方，不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能容人。交朋
友是需要付出的，付出提真诚的情感，而宽容大度正是这一
情感的核心。

感触最深的还有于丹教授讲的《论语--君子之道》中的“君
子怀刑，小人怀惠”。于丹教授解释说：君子心里面时刻装
着法律法规，说话做事都合乎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而小人
则无视这些，心里老是想着占点小便宜，捞点小实惠。

细细想来，颇耐人寻味。在现实生活中，那些遵纪守法，礼
让谦和，虚怀若谷，与人为善的人应当是君子；那些违法乱
纪，横行霸道，不讲公德，鸡肠小肚，阴险奸诈的人应当是
小人。在工作单位上，那些遵守纪律，遵守规章制度，团结
同志，关心他人的人应当是君子；那些无视纪律规章，自私
自利的人应当是小人。

然而，纵观历史，横览当今，君子和小人是很难分清的。芸
芸众生，攘攘生灵，模样都差不多，谁是“君子”，谁
是“小人”？所谓的君子细察其言行，偶尔也现“小人”之
迹；所谓的小人观其言行，时常也有“君子”之举。这又应
验了我们的“辩证法”，万事万物没有绝对的，都是相互转
化，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的。

我认为《论语》中的所谓的“君子”和“小人”是一个纯概



念化的名词，所说的君子是一个理想中的完人，是我们推崇
的道德规范的化身，是做人的榜样，是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
小人言行是做人的反面教材，是修身养性的过程中努力摒弃
的糟粕。

于丹教授的精辟讲解和深刻的体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启发，
让我明白了做人要：踏踏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工作、以
诚相待地交友；学会放弃、学会舍得、学会宽容、学会立志
等等，这样，会使我们自己变得完美、强大，才会更容易地
接近成功，才会享受生活的美满与幸福。以后一定要再细细
品味几遍，相信一遍会有一遍的收获！

于丹论语心得全文篇七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它传承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丰
富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涵，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与经典对话，常常升腾出一种庄严与肃穆，在品读玩味中心
绪渐渐如止水，恬淡、安宁充溢着我的内心。而读《于丹
〈论语〉心得》一书，觉得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于丹教
授用了许多浅显的故事，把一部《论语》说得通俗易懂，我
很喜欢书的封面那句话《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
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我觉得，
作为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人，《论语》确实告诉了我应该怎
样快乐地生活，而作为一名教师，《论语》同样告诉了我怎
么让孩子进行快乐地学习成长。

于丹在书中说：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本有两种功能：一个是
向外去，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另一个是向内来，无限深刻
地去发现内心。就和孔子告诉我们的是一个道理，多向内看，
少向外看，内心快乐安宁了，生活就会从容自得。“我们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是在匆匆忙忙周而复始的工作节奏
中，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能让你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呢？
我们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社会的角色，被遮蔽的恰恰是我
们心灵的声音”；“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



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

作为一名教师，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带给我的感触更多。

子曰，“爱生如子，知人善教，有教无类”。不分年龄大小、
出生贵贱，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即使对曾经犯过错误
的少年，孔子也表现出宽宏的胸怀。 “人洁以进，于其洁也，
不保其往也。”意思是说人家已经去掉了污点而进步，就要
赞许他的洁净，对他的过去不应该抓住不放。”在平时我们
常常会遇到一些“不顺眼”的学生，其实，他们的心灵深处
更需要老师的呵护。我想，如果将孔门的七十二贤三千弟子
看成是棵棵树苗的话，那孔子就是肥沃的土壤，他们共同营
造了一片生命的绿洲，两千多年来，这一片绿洲一直点缀装
扮着我们华夏大地。我们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要爱
学生、尊重学生，于丹教授就教我们如何去爱孩子。她认为，
《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
于丹教授通过提到的“头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也许我们
无力快速改变孩子，但如果你用不同的心态来对待，你就会
拥有完全不同的心境！我们早就听说过标签效应的试验，被
教授随便说说的所谓“天才”孩子，最后果真成为优秀的人
才，而没有被指明的那些孩子却发展得很平庸。可见让孩子
在心灵深度充满阳光、自信，那是何等的重要。作为教师的
我们，首先要让自己心中有一颗太阳，那样你的孩子才会沐
浴充足的阳光，健康成长。

同时，于丹教授也认为“关爱别人就是仁慈，了解别人就是
智慧。”作为教师，了解孩子，发展他们的个性特长，就是
我们教育的智慧。今天我们实施素质教育，就应该吸取孔子
因材施教的思想，从孩子实际出发，注重个性特点，从而实
现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共同培养的目的。

《论语》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孔子是中国人心中的圣人。不
同的人都会从《论语》和孔子那里学到所需要的。作为教师，
孔子更是中国几千年教育的形象代表，而《论语》是教师必



读的一本书。书中很多关于教育的论述，至今仍然闪耀着智
慧的光芒，至今仍然对我们进行的素质教育有着借鉴的作用，
也还有需要努力才能达到的境界。

于丹论语心得全文篇八

灰色的孔子又必须链接多彩的世界。这世界充满生命活力，
姹紫嫣红，千姿百态，万类霜天竞自由。正因为有了生活的
五彩缤纷，理论的灰色才不显得死寂；也正因为有了思想的
高贵纯粹，纷繁的世界才不至于俗不可耐。灰色提升着品位，
而多彩保证了活力。这也就是和谐。

于丹为我们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孔子，一位链接了多彩世界的
灰色孔子。链接是广泛的，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主题却是
单纯的，单纯到没有色彩，没有性别，没有时间和空间，只
有温度。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
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
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大家
知道，孔子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贤人。孔夫子正是以这
种朴素的、温和的生活态度来影响他的弟子，他的弟子都是
一粒种子，把那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智慧广为传播。

仔细倾听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感觉曾经遥远而枯燥的
《论语》一下子变得丰富和 温暖起来。于丹教授用深入浅出
的语言，结合现代实际生活娓娓道来，阐述其深刻内涵，有
许多独到见解，豁然于眼前。 于丹对《论语》的解读能够赢
得民众的掌声的根本原因正是她没有把重点聚焦在什么王道
政治、儒教等，她把论语的教导直接针对普通人的生活，比
如她讲解的心灵之道、处事之道都是帮助人的内心需要，这
就是当今许多现代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尤其是在当今忙忙碌



碌、竞争激烈以及精神相对空虚的情况下，人们更有对内心
平安的追求，当然孔子不能给当代中国人完全的精神寄托，但
《论语》中的一些内容的确能给人某种心灵安慰，也可以让
人从中学到一些处事之道。

中精神寄托的符合，只有站在个人心理的坐标系上，建立务
实有效的理想方能在人生的职业生涯中有所担当，内心的淡
定与从容最为重要。于丹教授把《论语》朴素、敦厚的哲理
解读后以现代人的理解方式传递到我们，正确处理理想与现
实的关系。就工作学习而言，一个人的目标，不能好高骛远，
必须经过努力可以达到；同样，目标不能太小，不经一定困
难能够实现的目标不可能带来多大的勇气，即便是实现了目
标也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快乐。

在于丹对《论语》通俗化的解读中，无论是“心灵之道”还是
“处世之道”，无论是“君子之道”还是“朋友之道”，于
丹都用一种大气的胸怀，独到的眼神，加以审视、领悟，并
用轻松自然的口吻娓娓道来。让我们的精神得以饱满，更从
容，豁达，乐观的面对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