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中礼的读后感(模板7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
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
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语中礼的读后感篇一

近年来，“论语述而篇”成为了广大读者研究儒家文化和思
想的重要参照物。这是因为“论语述而篇”集中体现了儒家
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和实践方式，对于当代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读完这篇文章后，本人深受其所感，
产生了许多思考和感悟，下面笔者就针对其中几个方面进行
分析和阐述。

第一，重视教育和培养。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强调了
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教育的核心观念——以德育人。孔
子认为，教育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技术和知识的传授，更要
培养学生的品德和道德修养，帮助他们成长为优秀的人才。
作为现代人，我们仍需要从孔子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加强对
教育和培养的重视，认识到优秀教育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作用。

第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
不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长
幼和尊卑的原则、朋友之间的交往方式等等。孔子的思想表
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合作。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努力树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在融洽
的社会氛围中发挥自己的最大作用，并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
建设和发展中去。



第三，倡导勤劳和诚实。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强调勤
劳和诚实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和工作才能真正
掌握知识和技巧，只有通过诚实和正直才能受到社会和他人
的尊重和欣赏。这些思想也同样适用于当代社会。我们应该
认识到勤劳和诚实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是多么重要，努力
工作和诚实守信，才能获得成功和尊重。

第四，提倡理智和克制。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提倡理
智和克制。他认为，人们需要具备自制和克制的能力，才能
避免陷入极端和反复无常的局面。这些思想也可以运用于现
代社会。我们应该努力掌握理性思维和克制能力，避免因情
感、冲动或别的因素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和行为。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五，关注人类价值和和谐社会。最后，在“论语述而篇”
中，孔子关注人类价值和和谐社会的维护。他强调了做人的
基本准则和社会道德规范，帮助人们理解什么是正义、公正
和善良。这些价值观和道德准则适用于每个人，对于维护社
会和谐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代社会也需要积极倡
导人类价值和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化社会信仰，建立更健康、
更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

总之，从“论语述而篇”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悠久的儒家
文化和思想，体现出孔子的智慧和功德。在当代社会，我们
对这些思想进行认真学习和反思，努力把其中的宝贵思想和
价值观引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为构建更美好的社会做出更
大的贡献。

论语中礼的读后感篇二

《论语》是孔子智慧凝成的结晶，它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儒
家思想的博大与精深，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深邃之美。

五年级时候，我开始读《论语》。论语中的经典句子让我受



益匪浅。写作时，我常常把在《论语》中诵读过的经典句子
运用到我的作文中来。比如要写珍惜时间的句子时，我马上
想到了这一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描绘学习的快乐时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马上出现
在我的脑海里。

而在整本《论语》当中，孔子对“孝”阐述最使我难忘。孔
子非常重视父母子女间的感情交流，并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
敬、爱戴和赡养。孔子认为孝不能停留在物质奉养上，他认
为仅是物质上的奉养是不够的，还得在感情上对父母表示真
诚的尊敬和爱戴。在《论语》中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
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是教导我们：
百善孝为先，如果对父母在感情上不尊敬和爱戴的话，仅是
物质上的奉养，否则与动物有什么区别?古代的黄香就做得很
好，他小小年纪就会在寒冷的冬天里，为父亲温暖被子。这
看似一个普通的行为，其实包含着黄香对父亲深深的爱。

不过，孔子对“孝”的最高的要求是立身。孔子认为：“父
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这句话告诉了我们子女在父母生前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在
父母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志，这才是真正的孝道。而周武王和
周公旦继承文王的遗志讨灭了商纣王，因此孔子赞扬他们的
行为是真正的孝道。

孔子对孝顺的要求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我不禁想到了自
己的平时的所作所为，与古人比起来，我差远了。虽然我还
没有到赡养父母的年龄，但是我在精神上也没有做到孝顺父
母。很多时候我都会耍性子，因为一点小事情和爸爸顶嘴。
学了《论语》后，我进一步认识到这真是很不孝顺的行为，
自己的行为也有所改变。父母都说我变乖了，看来《论语》
的力量真大哦!

让我们热爱经典吧!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



论语读后感600字(五)

论语中礼的读后感篇三

作为一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典著作，《论语》是中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孔子和他的门徒之间的言行录，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在我读完《论语》之后，我的心情
感悟复杂，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与体会。

第一段：结构简洁，言简意赅

作为一部经典的文化著作，《论语》的语言简洁，每一个行
文都是言简意赅，让读者在没有过多思考的情况下很容易理
解。它富含重要的道德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极为重
要的角色。每一个章节都有自己的主题，不仅是独立的，还
彼此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第二段：孔子的思想观念为后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语》是孔子的言行录，它传承着孔子的思想观念，阐述
了孔子对待人生、世界、政治的态度与看法。孔子对于人性
的解释极为深刻，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不是邪恶的，
人只有在外在冲突的环境中才会变得越来越险恶。他教导人
们要保持真诚、正直和尊重他人。在《论语》中，我们可以
感受到孔子所取得的成就，也了解了孔子所创造的伟大影响。

第三段：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象

孔子所在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那时的政治、文化总体
上处于剧烈的变革中。《论语》的产生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环
境下的，因此，它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象。在诸多的篇章中，
孔子和他的门徒也深入探讨了当时百姓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
问题。这让人们对其当时的情境和人际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



认识。

第四段：体现着民族的精神传统

作为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论语》不仅体现了儒家思想，
也体现了中国的精神传统。中国的文化精神是包容、文明、
和谐的。传统中的尊重师长、追求知识、慎思明辨的思想等
等，都是《论语》所强调的文化核心。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
传承让这部经典著作承载了中国民族的精神传统，并成为了
熠熠生辉的文化瑰宝。

第五段：让我们走近经典，感受人生

在《论语》中，孔子的话语和行为都进一步激发了我对人生
的理解和思考。我开始认识到学会尊重他人是一种优秀品质，
也开始认识到保持自己优秀品质的重要性，纵使在面对困难
的时候，即使身处逆境，我们也应该坚持自己的信仰，为了
更高更远的目标而奋斗。

总而言之，读《论语》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孔子的思想，
领略到其中饱含的人生哲理，也更加致力地将其运用到实际
中。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了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魅
力。这部经典著作不仅让我们走近历史与传统，也让我们更
加深入地了解人类的精神世界。

论语中礼的读后感篇四

《论语》是我国古代哲学领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其重
要地位不仅在于其影响了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更在于它被
当作中国普及教育的基础读物。 而最经典的莫过于“述而
篇”一章了。本文将探讨《论语·述而篇》的读后感体会，
希望能从中获得更多人生智慧。

第二段：《论语·述而篇》的精华



《论语·述而篇》彰显了孔子独特的智慧和对人生的深刻思
考，其中提到了“三人行必有我师”、“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经典名言。
以上都是孔子为我们提供的真知灼见，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
学习和实践的好伴侣。

第三段：对读者的启迪

《论语·述而篇》不仅提供了人生智慧，还专门探讨了教育
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只有正确的教育才能改变一个人的性
格和行为，并培养他们的潜力。 然而，当前教育普遍缺乏价
值引领，这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孔子的思想鼓励我们在
教育上铭记传统价值，营造积极的学习环境。

第四段：应用《论语·述而篇》的思想

《论语·述而篇》也教导我们如何培养良好的性格。孔子认为
“君子不器”，强调人的品德和道德价值胜过聪明才
智，“修己以教人”才是良好教育的真谛。孔子的思想启示
我们在生活中如何保持良好的性格、坚守道德底线，以构建
尊重与关爱的社会。

第五段：总结

总结而言，我们从《论语·述而篇》这本书中学到了人生哲
学、教育、性格培养等方面的知识。 通过与孔子一样的思考
方式，我们可以学习理性的思考、对目标的明确和追求和不
断总结反思。继承孔子的精神，形成与世界和谐的价值观，
并在行动上实现我们想要的世界。

论语中礼的读后感篇五

读了《论语》这本书，我的感触至深。因为这里不但有大家
明白并且知道的论语，还有一些大家比较生疏的论语。



比如说：子曰：君子之德，风；人之小德，草；草之上风，
必偃。这句话也代表了我们不能做一个墙头草，然后随风倒。
没有一个自己的理由，总是听从别人的安排，跟着那些有思
想的人倒。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这句话代表了我们遇到了合乎仁德
的事，即使面对老师，也不必谦让。也说明了我们应该在老
师面前，就诊一些老师的错误，更对的应该是在人德、人品
一面上，有一些修改。这样，我们的教育，就万无一失了。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
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句话也反映了老师对我们所
说的：做事情不能着急，如果太着急，就没有多少成果，反
而还要重新来一遍，还不如稳扎稳打，把事情一次性做好。
虽然这样慢一些，但是，这毕竟是做事最快的方法。要是着
急，成不了，瞎操作，没有一点用处。

还有大家最熟悉的一句：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也是我们要温习所学的内容，复习了之后，才可以稳扎稳打，
学上其他的、更加新鲜的知识。所以，温习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温习，就像猴子搬包谷一样，走着丢着。第一天，
有100%，到了第二天，不复习的话，就跌倒了50%，还不复习，
第三天，就只剩下最后的5%，第四天，还不复习，那么，这
个东西就忘完了。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复习。

这就是我总结出论语的几条名言，我们应该学习学习。

文档为doc格式

论语中礼的读后感篇六

说了这么多，不举例子就全是空谈。所以下面我就举一些例
子来说明我读论语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论语》中记载孔子评诗经，“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第二）。如果要问我，
读了《论语》，如何用简短的话概括一下读到了什么呢？我
觉得，我读到的`是：如何做人。如再加几个以说得详细些，
那就是：中庸之道。

论语中礼的读后感篇七

近年来，“乡土”这个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乡土
精神”，作为乡土文化的内涵之一，又何尝不是我们传承和
发展乡村文化的有效方式之一？《论语》中的《乡党篇》就
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乡土精神的含义，令人深感启发。以下是
笔者对此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关于乡土精神

乡土精神是指在个体社会性和个体存在的基础上，形成的固
有文化理念、价值观和行为习惯等，包括对故土的热爱、对
民俗文化的尊重、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对家庭和社区的认同
等方面。而这种精神的存在和传承，具有维系社会稳定、促
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化多样性的作用。

第二段：乡土精神与文化传承

俗话说：“根在乡村，文化在城市。”但是，城市文化的发
展离不开乡村文化的支撑和汲取。乡土精神的传承，不仅有
利于保持和弘扬乡村文化的特色和魅力，也能够为城市文化
提供源头活水，使之更具创造力和文化底蕴。

第三段：《乡党篇》的启示

《乡党篇》中提出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句
话，告诉我们孝道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要从最基层身边的人做起，从自己做起，通过个人行为的守



规矩、遵信义，形成利人利己的良好风气，推动社会文明建
设。同时，还有“臧文仲以防疫为名，篡公益以成家”，这
句话告诉我们在发展家庭经济的同时，更不能忘记社会公益
和个人道德的履行。同时也要注意防范遏制贪腐等不良行为。

第四段：乡土精神的时代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乡土精神虽然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但其
对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价值和重要性不可忽视。随着科技和
工业的不断发展，各地乡村的经济特色也在不断崛起，因此
我们需要加大乡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力度，更好地塑造地方
特色的文化形象，并用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
进步和繁荣。

第五段：结语

在乡土精神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给予其足够的关注和支持，
悉心守护和发展这种珍贵的文化宝藏。正如《乡党篇》中所
说：“乡愿，好改口贪。 ”这句话告诉我们只有想要改变，
才会有改变的希望，同时也暗示着我们面对问题时，应该有
积极的心态和行动，毫不犹豫地迈出行动的第一步。通过我
们的努力，乡土精神的灵魂就会在未来更加璀璨，更加精彩
的时代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