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外名人故事孔子的读后感(优
秀7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中外名人故事孔子的读后感篇一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在学习中，我只知道孔子的这两句名言，但孔子是个怎样的
人？他的话为什么能千古流传？读了《孔子的故事》这本书
后，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人。中国历史上伟
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的故事》一书从孔子的出生以及成长开始讲起，主要讲述他
开创杏坛教育，招收弟子，广推“周礼、六艺”之道，周游
列国14年，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暮年的孔子，
因为抱负不能施展，开始编撰《春秋》，他的言论以及与弟
子们的对话也被编写成《论语》一书，千古传诵。

孔子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很多举止行为都值得我们学习。
从他初习周礼，到下定决心学习圣贤，造福于民，孔子的虚
心好学、求实上进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我感受最深的
是“寒窗学易”。由于孔子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渐渐地，母
亲没有能力教导他了，就把他交给了外公。“一个下着大雪
的冬天，孔子在雪地里一会儿原地小跑、一会儿扎马凝神，
一会儿又俯卧在地练双臂腕……”，读到这里，我想：“孔
子才十岁呀！一个十岁的孩子在这样的天气里是怎么做到这
些的？”带着疑问，我继续往下读。原来是孔子是在看《周
易》的时候，有一些疑问，见外公在休息，由于天气寒冷，



于是就练武强身一下。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勤学好问，
热爱学习，尊敬长辈的孔子。我想：“孔子真是勤奋啊！在
这样冷的.天气里也不休息，仍然在学习，而且遇到不懂的就
虚心请教外公，怕打扰外公，又挤时间来强身健体，他的动
力到底是什么？回首前文，其实孔子从那次“庙宇祭祀”之
后就已经在心中扎下了学习礼道的决心啊！他宣传礼道，就
是希望所有的国君都能用仁义德心治理天下，一个孩子，小
小年纪居然心怀天下，真让人佩服！

这篇故事中孔子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我，在生活中，我们也
要从小树立人生的目标，遇到不懂的知识时，要虚心请教别
人。另外，我们还要会利用时间，像孔子一样，在有限的时
间里做更多的事。

孔子的一生很坎坷，但是他从未停止学习的脚步。正所谓学
无止境，我们也要像他一样，为了自己的梦想，虚心求学；
为了美好的明天，勇往直前！

成语勤学好问：勤奋学习，不懂的就问。比喻善于学习。如：
宋·朱熹《朱子语类·论语》：“它而今是勤学好问，便谥
之以文。”又如：他习惯勤学好问，进步很快。

中外名人故事孔子的读后感篇二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想必许多的
人都懂吧，而这句至理名言就出自我国一位著名的大思想家，
孔子。

孔子，字仲尼，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
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逝世，享年73岁。一直以
来，他都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治国，充分的体现了人道主义
精神。



26日那天，我们观看了电影《孔子》，再一次领略了这位伟
人的一生，在这部电影中，有许多感人的场面，无不让我们
为之所动，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孔子受到鲁定公的赏识，
从一个普通的人不断晋升，这使他的理想抱负得以实现，可
是，世事却没有那么顺利，独霸朝纲，一心想要谋权篡位的
三桓认为他已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便处处与他对着干，最
后终于被赶走了，鲁国举行郊祭那天，窗外下着大雨，当他
一直靠在窗口，等待着给自己送祭肉时，祭肉却久久不来，
也就意味着，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于是，他便开始了自己
的周游列国的漫漫长途，尽管他离开了鲁国，可心里却是时
刻刻都在想着自己的国家，当知道鲁国遭遇危难时，他毫不
犹豫，就让自己的弟子冉求回去了，冉求终于不负众望，成
功的平定了叛乱，平定以后，他一心想着要把自己的师傅接
回鲁国，终于在孔子68岁时，把他迎回了鲁国，但一直到他
去世，也始终没有再被重用，最后只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了自
己的弟子身上。

在这部影片中，有许许多多的场景都让人很感动，尤其是孔
子强烈的爱国之心和他的弟子们对他和儒学的忠诚，其中让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颜回，他是孔子的一面镜子，能客观的说
出他的好与不好，只是，可惜的是，他还很年轻却与世长辞
了，那天，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在到达一片冰川时，孔
子和众弟子坐在前面的马车上，颜回拉了一车的竹木简紧跟
在后面，突然，冰裂了开来，有人马上大喊一声：“快走啊。
”众人都加快了速度，总算逃离了危险，可是，颜回还在后
面，他没来得及逃走，便与一车的书一起落入了水中，大家
都很着急，在上面不停的喊着他的名字，正在大家都以为他
已经去世的时候，他突然从水中冒了出来，手里还抱着几本
书，孔子见了欣喜若狂，急忙喊着：“回，你快上来。”可
是，颜回却把手里的竹木简丢到了地上，自己又一次潜下水
去，孔子撕心裂肺的吼叫起来：“回，你快回来啊！”终于，
颜回又一次潜了上来，：“回，快，上来吧！”“不行，夫
子，下面还有好多书呢！那都是你毕生的心血，怎么能丢了
呢？我再去捡上来。”说完又不见了踪影，“不，回，那些



书我不要了，你上来吧！”在水中，颜回不断的寻找着书籍，
紧紧的抱在怀里，岸上的人还在继续呼喊，可是，他再也没
有力气了，他沉入了水中，无论大家再怎么呼喊，他也没有
再上岸。孔子在岸上悲痛欲绝，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
了，可是，他的精神实在令每一个人敬佩，他爱学术胜过爱
自己的生命，他是伟大的。还有他的弟子子路也是一位真正
的大英雄，他为了救卫国幼小的皇子而丧失了性命可即使到
了生命的垂死关头，他也还是要做一个君子，他坚定的
说：“君子死，而冠不免。”毅然整理好了自己的衣冠，英
勇就义，他同样也让人敬佩。

这部电影，真的带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尽管孔子到最后并没
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用心，他
的仁爱。并且，他的主张是十分正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
的思想后来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原因。

我们将永远的记得这位圣人！

中外名人故事孔子的读后感篇三

读《孔子》之后，对孔子加深了了解，使我回顾，让我思考。
历代封建统治者，“总是重新塑造孔子，使之成为维护礼治
秩序的精神支柱。”“用种种粉给他来化妆。”还有后代的
腐儒，在孔子的天空散布了暗云，这不能归罪于孔子，要打
击的是这些对象，不应打击孔子本身。当然，圣人也不免有
时代与阶级的.限制，不能要求《论语》每一句话，都完全正
确。过去有一种阶级分析，把孔子归属于奴隶主。爱人是爱
奴隶主阶级，因此孔子便一无是处。这实在是一种教训，学
术可以反正探索，但是不能不尊重科学。

另外是关于对传统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谁都明白要
保持批判的眼光，不取国粹主义，也不取欧化主义现代化不
等于欧化。所谓黄土色的土文化，不一定落后，蔚蓝色的海
文化，不一定先进。要科学地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孔学在传统文化占有重要位置。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有
它的潜力和活力。事实证明，它不是可以轻易打倒的。而需
要重视它。我们不能摒弃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不能死守排
除现代化的传统文化。

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改造传统文化，在
这基础与立场上，吸收、消化外国的优秀文化有机地融洽为
一体，借以发扬中国特色的文化主体性。

中外名人故事孔子的读后感篇四

孔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博学多才的人主要是因为他有谦虚的美
德，他曾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
思是：懂就懂，不懂就不要装懂，这才是聪明。孔子就抱着
这样的学习态度，虚心向他人学习，以此来充实自己，让自
己成为一个聪明人。当他取得了成绩后，仍然不满足，继续
向他人请教。就是因为他有那么端正的`态度，才让自己的名
声渐渐地大起来，从而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孔子之所以能为人类的文明作出贡献，都来自于他的勤学苦
读。孔子出生贫寒，很早就失去父亲，他被迫过早地挑起了
生活的重担。然而他没有被困难压倒，反而使他更加刻苦地
学习。艰苦的环境磨练了他的意志，坚辛的劳动结出了丰硕
的果实，到最后孔子终于成为了一位世界闻名的教育家。

通过读《影响世界的人－孔子》一书后，让我深刻地体会到：
人越是身处逆境越要发奋努力，那么那些逆境或阻力便会成
为动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幸福的时代更加应该学会珍惜，
学会感恩，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祖国！回报老师！

中外名人故事孔子的读后感篇五

看完《孔子》，感触颇多。



首先在封建社会，正直的知识分子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他们深受正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一开始都有着
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
美好的人生道路并不都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走的。在政治斗争
的旋涡中，许多文人无法自保，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
情结”是大众化情结，即民众情结。文人出生的士人，更多
的是考虑下层社会的利益，有着儒家“天下归仁”的情怀，
但他们却不能找到或不能遵从于官场的定律，因此常常受到
非议和排挤，在这种仕途不顺的处境，这时候他们的人生选
择也就有所区别，但又无外乎三种，一种是归隐田园山林。
尘世太流俗、官场太黑暗，这是他们归隐的原因或者借口。
他们不想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们要坚守知识分子的原则和良
心，他们要守候自己高贵的精神家园。于是，他们选择了归
隐。他们的代表有安贫乐道、“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自得的
五柳先生。但是陶渊明等人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
远离政治，憎恨政治这便是与儒家哲学相反的隐士哲学。

另一种则是无论顺境逆境，也无论在朝在野，都秉承着书生
报国的基本信念。在他们看来，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和生
命意义，就体现在家国天下之中。书生报国，是一种人生使
命，一种社会责任，一种精神支撑。这里先看看儒家先贤孔
子，一开始孔子在鲁国为官，这也是孔子一生比较顺风顺水
的时候，与鲁国政坛更善于权谋的季孙斯等权势相比，孔子
这个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天真了点儿，知其不可而为之，最
终也是吃力不讨好，只好背井离乡在春秋列国之间流浪了14
年，当时孔子还不是后世那样的国际巨星级的圣人大腕，衣
食尚不得周全，所以流浪过程肯定狼狈不堪。但是过着这种
颠沛流离的生活，孔子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宣传自己的理念，
希望社会能够恢复秩序（周礼），人们能够各自安守本分，
社会物质比较丰富，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讲究同情心互相
爱护（仁爱），也即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说像
孔子这种知识分子并不少见，他们都想入世为官，身居要职，
他们想为民请愿，为国出力，但他们几乎都是政治文盲。他
们秉天而行的性格，只能让他们在政治纷争中步履维艰，进



退维谷，他们不懂得左右逢源，于是处处碰壁。

在后世的儒家思想中，形成了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
济天下”的思想，它提倡积极的人生态度，要求现实生活的
人们面对生活的艰难和坎坷的时候，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
诸如屈原的上下求索，李白的自信人生，苏轼的豪迈奔放，
孔明的死而后已??都是这种思想的最好表现。它包含了孔子
和隐士们的积极人生观，告诉我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
人生态度不仅是一种心态，而且更是一种智慧，命运与机会
常常青睐于那些积极乐观向上的人。同时它又摒弃了那种自
暴自弃和不知道“退一步则海阔天空”的人的思想。其实这
种思想才应该是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拥有这种思想的知识
分子心系国家，同时又不忘了明哲保身。他们“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使远离朝野，退隐山林，仍然
心系着天下黎民。

现在让我们把问题拉回现实，时代在变迁，古代的知识分子
先进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在我们现代社会可能不管用。那作
为新一代大学生的我们，也可算是现代的知识分子了，那么
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呢？是像周恩来一样“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吗？这个目标很可贵，但是太大了。让我们说点更实
际的吧，我们现在的努力学习是为了毕业以后找一份好的工
作，但是我们现在的学习就仅仅是为了以后的工作吗？这听
起来会很悲哀，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大学的课程为什么还要
那么多，我们直接学我们的专业课不久行了嘛。不是的，看
一下培根的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演算使
人精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
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学马克
思，在学近代史，在学??的原因。一门优秀的课程，不止是
在让我们学知识，更是在塑造我们的人格。大学不是技校，
我们要学习的不仅仅是一门专业，一个经过独立思考而坚持
错误观点的人比一个不假思索而接受正确观点的人更值得肯
定。我们不能再拘泥书本，而是要经过系统的思维训练，为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积累丰富的理论知识，在面对一个问题



的时候才会不再单纯从简单记忆或者机械模仿的角度来考虑，
而是站在更高的高度来分析、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与非大学
生区别开来，才不愧为一名大学生！

你的专业是什么，只要你在这个领域确实学有所成，你就一
定能利用你在这个领域的知识成就一番事业。也许我们只是
被调剂到这个专业，但我们一样可以在学习中了解、喜欢、
热爱这个专业，一样可以让它成为你成功的桥梁！

所以我们要规划好自己的大学生活，大学四年，一晃即过。
记得有个师兄跟我说，他对大学生职业生涯大赛是很不屑的，
他说现在突变因素很多，你现在所规划好的人生道路可能跟
你以后真正的人生相差很大。但是我想问的是，你现在都不
规划好自己的人生，你又怎么去走好它呢？规划好自己的人
生，选好自己的目标，然后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才是我们
应该做的。

中外名人故事孔子的读后感篇六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我读了《孔子拜师》这
篇课文，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孔子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他的知识已经很多了，已经是很
有名的'老师，还要不远千里，风餐露宿，日夜兼程，来到洛
阳，终于拜了老子为师。老子问孔子：“研究学问你不比我
差，为什么还要拜我为师呢？”孔子说：“学习是没有止境
的，您的学问渊博，跟您学习，一定会大有长进的。”从此，
孔子每天不离老师左右，随时请教。老子也把自己的学问毫
无保留的传授给他。

在没有学这篇课文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无论自己有多深的学
问，都不要骄傲这个道理。学习《孔子拜师》一文后，我更
感受到了孔子是一个谦虚好学的老师，非常佩服孔子的学问，
同时也很敬重他的品行。我和孔子一样有同感，学问就象大



海一样无边无际没有止境，只要我们虚心向别人学习，相信
最终总会有收获的。

今后，我要牢记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怕苦不怕
累，虚心好学，长大要和孔子一样做一个有学问的人。

中外名人故事孔子的读后感篇七

仔细阅读一本书的名字后，我们心中一定有很多感觉，是时
候冷静下来写下阅读后的感觉了。你想知道如何写下阅读后
的感觉吗？以下是小边帮助您整理孔子传记阅读后的感觉，
供您参考，希望能帮助有需要的朋友。

在过去的几年里，通过学习《论语》，我对孔子有了一定的
了解。孔子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儒
家思想的创始人。但《论语别裁》只是对《论语》这部作品
的精湛诠释和注释，对孔子本人的记录较少。所以，读这本
书的时候，感觉就是站在门外读，很多知识都不懂。就在暑
假里，我买了曲春礼教授的《孔子传》。这本书精心选择了
大量关于孔子的历史资料，从对孔子本人的描述和对历史事
件的叙述中，用优美易懂的语言详细介绍了孔子曲折坎坷的
一生，再现了春秋末期诸侯分离、争霸吞并的历史。通过读
《孔子传》这本书，我对孔子有了更深的了解。

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有着不可磨灭的成就。他设
教授徒，开创了私办学校的先例，一生共收徒3000人，精通
六艺的72人。他学而不厌，孜孜不倦，孜孜不倦，不耻下问，
总结了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和教学经验。其中很多的教学
经验，也正是我们做老师的所要学习的地方，有很高的借鉴
价值。孔子的一生在政治上并不成功，但当他在任中宰杀鲁
国大司寇时，他曾在晚上不捡遗迹、不闭户地管理鲁国，表
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不幸的是，虽然他经历了艰辛，周
游列国，但最终并没有被各国国君重用。他只能努力学习，
设立教授徒，希望为国家培养更多有用的人才。



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维（he），他是鲁国春秋时期的猛将。鲁君因
立战功封他为周（zou）邑大夫。叔梁河的第一任妻子为他生了
九个女儿。他为祖先感到羞愧，所以他又建了一个妾。虽然
他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但他是残疾的，先天跛脚，被命名为
孟皮。梁维后叔叔嫁给了曲阜的小女儿颜征（zhi）在为妻。美
丽贤惠，德才兼备。她婚两年，还没有孩子，就去泥丘山神
求子。果然，到了年底，颜正生下了一个叫孔丘的孩子，他
是后来伟大的圣人孔子。

孔子从小就很聪明。起初，他的母亲教他阅读和识字，但渐
渐地，他的母亲发现孔子需要学习太多，所以她让孔子向他
的祖父学习六种艺术。由于孔子勤奋好学，他的博学多才多
艺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有人开始上门求教。当时，他接受
了第一个弟子颜璐，颜回的父亲。孔子的理想是让自己
的‘满腹经文，得到用武之地，但由于当时鲁国宰相的嫉妒，
一直没有重用，只下定决心:创办私立学校，设立教授徒。

孔子的教学方法是循循善诱，因人施教。同时，他鼓励学生
多问问题，大胆提问。他回答不同的问题。他的一些学生粗
鲁、诚实，有些诚实、诚实；有些擅长舞剑，有些擅长命令；
有些谦虚，有些勇敢；有些适合教书，有些适合当官……孔
子总能找到适合教育他们的方法，并说服他们。看到这里，
我想到了我的学生，他们是新鲜的生活，非常不同，老师没
有充分理解和分析他们，用统一的教学方法要求他们，让他
们一致，这是不现实的。因此，作为一名教师，也要对不同
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