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论语译注心得体会 论语译注读后
感(通用8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心得体
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

读论语译注心得体会篇一

众所周知，《论语译注》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它以
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
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它是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

而论语导读则是针对你在论语中不明白的，注意说明背景、
说明用意，并对原义作适当的发挥和展开，让我们更清晰的
了解论语，并学会运用其。

“君子”观念在中国各家中，儒家尤其孔子对之极为重视。
那么在孔子眼里何为君子呢？

论语导读中有很多话都体现了孔子对君子的看法并作了解释。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

儒家认为家世国的基础，治国之前必须先齐家，家齐而后国
治。为什么呢因为家就是人的调教之所，在家里把人调教好
了，86。明白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了，到社会上去自然会服
从领导，尊君爱上。明白服从与尊敬，也就自然能与社会和
谐，恪尽职守。



孝顺父母、善事兄长，是一个人应当具备的.道德修养。

所以作为君子首先必须具备的基础就是“孝顺父母、善事兄
长”。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这句话说明了仁在孔子眼里是十分重要的。

论语导读中还有更多的知识等着我们去学习，《论论语译注》
是君子的一堂必修课。

读论语译注心得体会篇二

《论语译注》中的许多哲理近乎常识，却仍然深沉，世俗中
有高远，平凡中见伟大，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
神。读《论语译注》，就好像是穿越千年和孔子对话，让我
明白了：要重视个人对家庭、国家、社会和历史的价值！

老子是以“柔”为主的辩证法，孔子则是以“中”为基点，
法家和兵家提倡“刚”，这是中国文化的三足。读了《论语
译注》之后，我更欣赏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仁”的精神。
正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作为儒学经典读物《论语译注》
可谓是把这一精神阐释的淋漓尽致。孔子曾说：“墨家兼爱，
是无父也；扬子无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这句话虽有失偏颇，但是却让我明白了，只有把个人放在社
会的伦理体系里面，个人价值才能真正得到体现，个人的人
格才能得到彰显。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教育我们
要在学习生活中吧“学”和“思”结合起来，勤勉治学，才
能学有所成。就如后世程子对其的解释：“博学、审问、慎
思、明辨、笃行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以此教育君王要
施行仁政，得道才能多助，要懂得民心所向。对于政治来讲，
要想成功的治理国家需要什么？答案是得民心，若想得民心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只有仁。这一点儒家的选择是很正确的。

子曰：“君子不器”。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人并不是
被控制的工具或机器，而是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思想
特征。人应该充分发挥自己潜在的才能，才能使个性获得全
面的发展。孔子自己后来也实践了这一点，他后来收门徒三
千，有教无类，可谓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
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
对学生和真理孜孜不倦追求的品格！子曰：“饭疏食，饮水，
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
云。”在今天这个浮躁而喧嚣，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里，
这种精神又是多么的难得！

一部《论语译注》让我感悟良多，里面的很多道理和精神都
值得我们后人的借鉴。尤其是其中的“中庸之道”更是与今
天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相契合。儒学的那种品德和功能，是可
以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精神皈依的归宿的。正如《论语雍也》
中所提到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
君子。”

读论语译注心得体会篇三

《论语译注》这部书，教给我们很多为人处世的方法，做人
的规矩、道理，这些办法通过于丹的白语化，用许多浅显的
故事，而变得懂俗易懂，看起来很朴素的语言，但在原则中
透着一些变通，更简单的说：它告诉我们的是为人处世的原
则。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



想，在论语中孔子谈理想时，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
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内心定力与信念。无论你的理想是大
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
个人的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

君子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君子的力量始于人格与
内心。如果一个人在当今的社会中，反省自己的行为，而能
够不后悔、不愧疚，要使自己做过的每件事都禁得住推敲，
实在是极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无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有让
自己的内心选择能力强大，明白如何取舍，一个人内心对自
己要求严格一点，对别人就会厚道一点，平时大家老说做人
要厚道，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会定位，从身
边做起，让自己成为内心完善的人。

论语是道德与智慧的凝结，它是一个循循善诱的'教师，又是
一个正直、坦率、宽容的友人，由它可以映射着我们的道德
情操、品性修养的镜子，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准自己的方向。
我想无论是古贤圣人还是于丹所想表达的意义在于，以简约
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让后世的子孙一一去实践，让那种古
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让
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有效率、有价值的人生，这大概就
是于丹论语读后感所给予我们的终极意义吧!

读论语译注心得体会篇四

孔子，春秋战国时期之文人，其作《论语译注》流芳百世，
流传至今，几乎无人不知，无鬼不晓。

《论语译注》，封面精致，外壳鹅黄，厚厚的，正上方用宋
体写着“论语”二字，下头写着“孔子的智慧”几个字，并
配有一幅山水画，让人一眼就喜欢上了这本书。翻开书页，
一股油墨香味扑鼻而来，啊!这本书我已经心仪很久了，还是
妈妈特意从书店买来的呢!这本书中字字珠玑，其中我认为最
精辟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和“子曰：“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两句话。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时常温习学过的知识，这
难道不欢乐吗有朋友从远方来做客，这难道不开心吗别人不
明白我有学问，而我不介意因为学习是为了自己，这难道不
是一个君子吗””告诉了我们：“常常坚持愉快的心境，做
任何事就能够得心应手。如果别人对你有误会时，不要生气
或难过，只要你做的是对的.，别人终究会明白的。”

第二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行走，除了我
之外的两个人，必须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选择他们的
优点来学习，如果是缺点的话，就把它当成一面镜子，看看
自己有没有一样的缺点，如果有就要立刻改过来。””告诉
了我们：“朋友或同学当中，每个人都有优缺点，重要的是，
我们能不能学习别人的长处和改正自己的缺点。”这两句话
写得真好，我们大家也要好好读读哦!《论语》，孔子智慧之
精华，他告诉了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处事。做人，就应当要
不能只修饰外貌，更重要的是内心的修养;做人，就应当要对
所有的人都要以爱心对待，也要多亲近有仁德的人;做人，就
应当要假若发现了自己的任何缺点和过失，必须得勇于改过，
不能故意不改，并装作没发现;做人，就应当要本着正大光明
的态度来做事，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论语译注》，孔子，传颂千秋万代。

读论语译注心得体会篇五

我读完《论语译注》，也算是对《论语译注》有了些了解，
还有了些兴趣，感到孔老夫子既有学问又有思想，一部《论
语注释》流传至今好几千年，被人们捧若圣经，怪不得誉
为“半部论语治天下”。



都说孔子弟子三千，贤士七十二，孔子最喜爱的莫过于德行
优异的颜回了。而我和孔子的品味就偏偏不一样。我喜爱的
既不是以德行见长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也不是
以一言语见长宰我、自贡，更不是大政治家冉有、季路和文
学家——老挨批评的的子游、子夏。我印象最深刻的除孔子
外，也就是公西华了。别看他的笔墨不多，但他绝对是最受
欢迎的一位了。孔子对他的评价是：

“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就是说公西华很善言辞，如果他生活在现代，就应是一个出
色的外交官弄不好当上外交部长了。据说他当年白净的脸上
长着有型好看的络腮胡子，比此刻的电影明星还帅啊。像他
这样仪表堂堂能说会道的男生，即使没有得到孔子的重用，
在当时，怎样着也算得上是个性得体的了吧。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
曰：‘与之庚。’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子活齐也，
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从这段故事里可看出，当年公西华在那个大家庭中扮演着什
么样的主角了吧。受欢迎，那是不用说的。不然分米的人怎
样主动要求给他家那么多米?富贵，那更是显而易见的。既然
他已经到了“乘肥马，衣轻裘”的程度，在那时还有几个比
他更富的?此刻又有多少人开着宝马穿着裘皮大衣的?在史书
上，似乎没有记载公西华家世的。也就是说，他绝对不
是“富二代”。公西华的富贵，就应与他的潜质与才干是分
不开的吧。

“自贡问曰：‘乡下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
也。’”“乡下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下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读论语译注心得体会篇六

《论语》从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走上
了神坛的道路，历朝历代，都把这本书当做统治阶级的工具
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显然这种思想是非常利于统治
的，最起码各阶级的人群能够安于现状，而且还能听命于朝。
因此，从汉朝起，至清朝终，所有的学问研究者，读书人，
都会对这本书做出注释、解析，力图通过自己的想法来重新
诠释孔子的思想，甚至于我们的邻居，韩国、日本，也有大
量的关于《论语》的研究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关于
《论语》的这种注解类书籍就至少有3000部之多。这其中的
水平自然是参差不齐，有好的，也有坏的。这里面比较著名
的，大概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可以说把儒家的学说
推向了顶峰。那么，这浩如烟海的《论语》书籍，如何读呢，
哪种思想比较正确反映孔子的真实思想呢?答案是《论语译
注》——杨伯峻注。

看杨先生的这部书，打开来马上就能了解到杨先生治学之严
谨，对于研究之认真。《论语》中的文字，他不会随意解释
任何一个字，如果不把这个字追根究底地想清楚，他是不会
写在注释中的，所以，常常会发现，在注释文字中，关于一
个字的解释，杨先生需要引经据典，甚至还要讲上一段故事，
然后才告诉你，这就是他如此翻译这段文字的原因。可见，
他对于这本书所倾注的心血是现在很多所谓教授所不能比拟
的。

因此，读这本书，可以让人相对客观的了解到孔子的真实思
想，而不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奴役百姓，而这个
客观的思想本身，其实就是孔子所要表达的想法。

那么，孔子究竟是个具有什么样思想的人呢?



读论语译注心得体会篇七

妈妈告诉我，十三岁之前是人记忆最好的时候，所以，我一
直坚持诵读经典。四年级的时候，我背完了《论语》上册，
班上进行“国学经典”考查时，我总是高高地举起手积极回
答问题。每次我背诵原文都很流利，但老师让我讲解意思的
时候，我却很多都不知道，于是便下定决心要好好看看《论
语》的译文。

这个寒假，我读完了《论语译注》上册，书中在每一句原文
下都做了解释，阅读这本书可以一边复习原文，一边理解每
句话的意思，这使我收获很大。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学而
第一”，这是《论语》的第一篇，是孔子和他的弟子关
于“学习”主题的对话讨论，不仅让我学会了“如何学习”，
还让我懂得了“怎样做人”。

有子，姓有名若，他是孔子的学生，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一双
善于发现别人优点的眼睛，经常提出孔子的优点，并心向孔
子学习。其为人处世也深得孔子的赞赏。

曾子，姓曾名参，也是孔子的学生，他说“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他
的学习方法之一，他每天都会反省：“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尽
了心呢？与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呢？老师传授给我的知识是
不是都复习了呢？”

子禽，姓陈名亢，孔子的学生之一，他的特点是非常好问，
遇到什么小问题也要请教孔子，所以进步总是又快又大。

孔子是一位知识渊博、很有智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弟
子无数，同学们又称他为“圣人”和“师仙”。在学生有困
难时他总是乐于帮助并耐心讲解。他那么博学却始终保持谦
虚，很善于从别人身上学习，人们夸他他也从不骄傲。他总
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意思是说“如果三个人走在一起，当中必定有能做
我老师的人，选择他的长处去学习，以他的短处为自己改正
的参照。”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懂得了：要善于发
现并学习别人的优点，就算有天大的学问，也要像孔子那样
谦逊好学。

有子懂得欣赏他人，曾子坚持每日三省，子禽总是勤学好问，
孔子更是善于以他人为师，这些都是我学习的好榜样。以后
我还要进一步研读《论语》，做一个有思想、有学问；爱反
省、善学习；不骄傲、不自满；懂礼貌、又孝顺，拥有美好
品德和更多学识的真正优秀的`人。

读论语译注心得体会篇八

关于《论语》的译注，从古至今有多个版本，流传最为广泛
的有宋代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儒生刘宝楠的《论语正
义》，还有现代杨伯俊先生的《论语译注》等等。

最近我在读《论语》的时候按自己的明白译了一下，以杨伯
俊先生的《论语译注》为蓝本，加之本人读论语时的感受和
想法，期望对那些和我一样想透过学习古圣先贤的典籍对自
己有所裨益的人们有所帮忙。

起初我在编译的时候能够说只字不敢有违杨先生的想法，原
本抄录。(veryok)但这天，摘录到第三天，我有个感悟：这距
今数千年的典籍能够流传到如今，时代背景完全不一样，孔
夫子如置身当下，必要曰上一句：此乃星宿外空者也。既然
他和他的思想得以保存，我认为，正是为人所用的结果。

但是，朱熹、杨先生，也包括杨先生的弟子易中天先生，他
们对于《论语》乃至诸子百家的经典的明白都遵循了夫子们
那年那时的本意了吗?我说未必。毕竟那个擂鼓震震、战马齐
鸣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仍去诵读经史子集，只正因
它能够为时代所用，为人的行为做向导。可见，真理亦或信



仰，必须是不受时空局限的，更不受人们的身份地位所限。
虽然不一样时代、不一样社会、不一样阶级、不一样人群对
它的明白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经典教与大家
要仁爱，要宽容，要讲孝悌，仍是我们如今的为人之本。子
曰：本立而道生。

因此，不好拘泥于某种解释中，按自己觉得舒服合理的解释
去看它们，其实越是典籍离我们就越近，正因真理就应是最
浅显易懂的，晦涩的不能清楚明白地说出来的，必定是伪真
理。

千人读《论语》必有千种解释。不好为了解释而解释，而是
要用其中的思想去教化和提升我们的灵魂。否则，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