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学琴读后感(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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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孔子学琴读后感篇一

近期，随着基地教师休整，我有幸拜读了《跟孔子学当老师》
一书，读过之后让我深感受益匪浅。

古代，教师职业并不是一个风光无限的职业，但孔子为什么
能做的有滋有味，还让自己的职业思想在两千年后依旧让后
来者传诵。

孔子是真的有学问肚子里有满满的“墨水”，所以心中有底。
书中说道：“对教师来说，有学问，行，无须遮掩，是一件
多么体面、畅快的事；没学问，不行，还要‘演戏’，是一
件多么耻辱、难受的事。”就如《围城》中的方鸿渐上演一
幕又一幕的“滑稽戏”。孔子虽未有过章太炎：“你们来听
我的课是你们的幸运。”如此大气的开场白，不过他同样潇
洒自如，从未发怵，哪怕遇到一些故意捣乱的学生，他同样
不会辱没“斯文”之威严。

孔子一生也非常爱好学习。《论语》教育我们，在学习中要
锲而不舍、谦虚谨慎。孔子的学习态度值得我们去学习。他的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厌，诲人不
倦”，“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
问”，“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博学而笃志，切问近而思”等精辟言论，不正是一
种谦虚、严谨、勤奋、自励、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治学态



度吗？在这本书中，作者又再次强调了在孔子让我们明白了
时间的真贵时，又教会我应把时间用于学习，而在学习之后，
又懂得思考，就在这些之后，他又告诉我：“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

跟孔子学当老师，感受教学之恋本有的恬静、感动和美好，
感受虔诚而热烈的教育情感，去照亮明天的路程，去微笑地
迎接未来的挑战。

孔子学琴读后感篇二

悄悄地，经典诵读之风刮遍校园。徜徉在经典文化的圣殿，
我结识了慈祥的孔子，雄辩的孟子，智慧的老子，幽默的.庄
子……其中，我最仰慕的是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

《孔子学堂》为我们呈现了孔子上课时的情景。在他的课堂
上，不会有人抄袭，也不会有人作弊，他们都发挥着自己的
真实水平，因为孔子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知
也”。相比较这样真实的学习，不由得令曾经的我感到汗颜：

那是五年级时的一次数学单元检测，顺利地解答完大半张考
卷后，一只“拦路虎”把我难住了。任凭我绞尽脑汁，冥思
苦想，还是想不到解题方法。于是，一个声音在我左耳边说：
“到学习比自己好的同桌那里瞄一眼吧？”

“不行，偷窃知识是不对的！”另一个声音马上在右耳边反
对。

“可不瞄的话，这次就与高分失之交臂了。不达标多倒霉
呀！”一个声音很为难。

“可那原本就不是您该得的。要是瞄了，您会失去更多
的！”另一个声音很坚决。



“瞄一眼吧……”

“不行，目不能斜视……”

两个声音激烈地斗争了好久，最终在虚荣心的驱使下，我还
是选择当了一回“长颈鹿”。

事后，我向母亲进行了坦白，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
子，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看您这么坦诚，相信您一定知错能改！做人一定要有自知之
明，不能不懂装懂，明白吗？”

从那以后，测试时我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
为我知道在学习上弄虚作假，最后吃亏的肯定是自己。

“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学堂》让我更加了解到孔子
的讲理、礼让、谦虚；《孔子学堂》让我更端正自己该持有
的学习态度；《孔子学堂》让我更明确自己为人处事的原
则……《孔子学堂》，有了您的指引，我一定会开创起一片
属于自己的精彩天地！

孔子学琴读后感篇三

为提高自身素养，暑假里，我特别拜读了周勇博士的《跟孔
子学当老师》，很早就听同事介绍这本书，说它是一本指导
教师很好地进行教学的必读之书。

拿到书本，书的封面印着一行小字：师者，永怀“教学之
恋”，永怀生命的恬静、感动与美好。把本书的写作当成一
次旅程，一次纵观古今、横贯中外的关于教育大家的思想的
旅行。从他们的酸甜苦辣中印发自己的酸甜苦辣，从他们的
教育思想中生发自己关于教育的思考。《论语》是一本后书，
可惜我们知道的只有简短的几句，也很少像作者一样能拥有



无限的感动而潸然泪下，读书读《论语》读到这个份上，不
要说距离我们20xx多年前的古文突然如此生动起来，就是随
便哪一本现代白话文也很少有人读到潸然泪下。不过，观看
肥皂剧倒是有不少人被编剧赚取了眼泪。单冲这一点，我们
就有许多不足。无论什么事情，当你投入了真情，本身就是
一种灵魂的净化，是一次思想的洗礼，把教学当成恋爱来谈，
可见对教育的深情。

周勇博士的这本书写法很自由，因此也就很动情地抒发自己
对孔子和与后世孔子般的老师或研究者的赞赏。这种笔法很
容易阅读，本身不是考据式的评点，很自由，很个性化地解
读，也很自然地融入了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经历。这种写法就
是把孔子“人化”而非“神话”。走近孔子、走进孔子的生
活和思想，跟随孔子学当老师才成为可能。

本书中记录了梁启超、陈寅恪、章太炎、金岳霖等无论是教
育名家还是文化巨人，他们身上多少都具有一些自我张扬的
个性，崇尚真理、摈弃世俗的傲气。今天这样的教师太少了，
可见报道的也就是被成为“民间教改第一人”的王泽钊、南
师大附属中学著名杂文家吴非（王栋生）、复旦附中的黄玉
峰老师而已。教育可以供个性张扬的教师生存的空间太少了，
而个性张扬的老师大多“有一把刷子”，陈寅恪先生倡
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为教育的缺乏宽容，窒
息了这些有生命力的教师的教育生存环境，实在太可惜了，
又怎能渴望教出有个性的学生！

我最欣赏的是“大教教心”这个教育理念。其实孔子并没有
直接提出这四个字，而是教育家朱熹时常说起。我们知道孔
子一直推崇仁义之道，不仅对他的弟子，还对那些古代君王。
透过关于他的相关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一切教学努
力最终都是为了让学生“学会做人”，有一颗“仁心”。这
也可以说是他的教育“核心”。孔子不仅把自己的“学”传
授给学生，而且将自己通过“学”培育起来的一颗“仁心”
教给学生。而这“求仁之教”也便成了令人赞赏并流传至今的



“孔门之教”的特色。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当专
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教育家陶行知说过的这
番话，我们都非常熟悉，曾经有位哲人说过，人的一生只在
做两件事：做人和做事。而做事也是人的一种行为表现，也
就是说，做事也就是做人。我想，陶行知先生的这番话事实
上也是对孔子教弟子“学会做人”理念的延续。教育家朱熹
就十分欣赏孔子的“求仁之教”，他不仅将孔子称为“圣
人”，还将“圣人之心”、“圣人之教”与真正伟大的教育
视为同一事物，认为教师教学、学生求学都必须“先立大
本”，即以圣人或孔子式的“仁心”，来统摄自己的教学活
动。

而孔子的“教心”，并不是教给学生一些毫无生命力的道理，
他总是将自己的活生生的对于历史的钻研与理解教给学生，
是将自己的对“仁心”的体悟传递给学生，他传给学生的是
一种精神力量，更是一份真诚的大爱。“孔子葬狗”的记载
虽然简洁，却说明老师的“仁心”焕化的一个小小的行为已
经成了学生最好的学习实例。

记得翻看《跟孔子学当老师》的前言时，看到这样一句
话：“当教师的，如果能收获半点孔子的从教感受来，即可
算没有白当一回教师了。这正是我们‘跟孔子学当老师’的
根本意义所在”。我觉得这句话仿佛有股强大的力量，牵引
着我去探寻，关于孔子的教学行为，关于孔子与弟子之间真
切的教学交流。

孔子学琴读后感篇四

在《跟孔子学当老师》一书的卷首语上这样写到：师者，永怀
“教学之恋”，永怀生命的恬静、感动与美好…”在本书中
作者用清晰活泼的笔调，对孔子的教学及《论语》给出了自
己的解读。其间旁征博引，用钱穆、章太炎等学术大师关于



孔子的研究来印证自己的观点，给人印象深刻，让人在会心
的微笑中完成一次愉快的心灵之旅。

“大教教心”；学第一，教第二。对学生的爱，尽在“授之
以渔”。读了《跟孔子学当老师》，让我们有机会跟随作者
从不同角度、不同时空来审视自己从事的职业—当老师，以
及怎样才能做一名好老师。

“心中有爱”。人活在世上，只要心灵不死，其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做自己所爱做的事情。孔子的非凡之处他竟然将自
己的生命之爱献给了被许多人忽视的教学，竟通过教学找到
了让其心动的归宿。从三十岁执其教鞭开始直到去世，孔子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教学。他对教学无限的爱超越了教学环境
和教学手段本身，让众多的弟子紧紧围绕在他的周围，努力
求学。

“学”仍是教师的第一命根。有了很好的“学”才会有很好
的心去教。要培养学生学习，教师自己首先要学习，并随时
将自己的学习经验和体会和自己的学生交流。“学而时习
之”决不仅仅是让学生好学，而是需要教师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来诠释如何“学而时习之”，用自己的努力求学和不息探
索，为学生的求学、正心做榜样和引导，帮助学生找到自己
的学习人生道路。这反过来又会激励教师终身求取学问，端
正品行，从而将教学引入“教学相长”的正确轨道。孔子快
到五十岁时依然真诚地对学生说自己还没有明确人生的真谛，
仍会犯错，所以要再积累几年，准备从五十岁的时候钻研没
有几个人能够读懂的《易》，使自己能够成为“在《易》里
面读的人”

“真正的教育是教心”。大教教心正是中国历代优秀教师或
读书人秉持的优良传统之一。虽然孔子自己未提出“大教教
心”这样的说法，但孔子教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教人如何体
贴“仁心”。培养“圣人之心”正是朱熹为什么从事教学的
根本理由。真正的教学是从师生的求学经验与心得体会为基



础，发生共鸣，才会发生真正触及师生心灵的教学。

孔子之所以值得学习，不仅因为他是“圣人”，是教师这一
职业的先祖，更因为他的精神可以成为我们这些中国教师
的“根”。我们以他的精神为“根”，不仅可以让自己的日常
“做人”用一个中心，而且能让自己的职业生涯给学生带去
一种文化或精神的熏陶，使他们将来无论做什么也有源自中
国文化的“根”。

孔子学琴读后感篇五

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百
姓生活，迎接中国传统佳节春节的来临，中国孔子基金会孔
子学堂推进委员会面向全国各孔子学堂以及社会各界发起倡
议：

全国各孔子学堂在春节前积极组织策划开展写春联、贴春联
活动。用中国汉字书写正能量，贴红彤彤的春联烘托年味儿，
以红纸黑字这一中国特有的'喜庆形式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营造浓厚的新春节
日气氛。

同时，邀请社会各界书法爱好者，参与写春联、贴春联活动。
发动各学堂学员，以及企业、社区、乡村、校园、机关围
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写好中国字”这一主题，进行春联
内容的创作。结合基层联欢、年会、走访慰问工作，把春联
送到广大居民手中。

同时，利用“互联网+”的传播方式，将春联活动、春联创作
内容等通过微信、微博等信息传播技术进行广泛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