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国学论语读后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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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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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论语读后感篇一

云游书海，翻阅古籍，经典无处不有，中华文化之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令世人惊叹不已，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
影响着世代炎黄子孙，读其《论语》，渗透人生真谛，学会
处事原则。读了《论语》，懂待人接客“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这句流传自今的名句从小就教导着我们要善对朋
友，礼貌待人，人生在世，朋友是我们最不可缺少的，正是
因为有了朋友，我们的生活才不会那么单调，我们的生命才
不会那么枯燥，而与朋友相处，我们又应该做到什么呢？就如
《论语》所道，我们应该以热情乐观的态度去对待朋友，这
样，友情才会更加珍贵，朋友才会伴你一生。

读了《论语》，让我以后会以更真诚的态度去对待朋友，让
我更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友情。读了《论语》，知生活智慧
《论语》道：圣人千虑，心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
再伟大的人物考虑问题，都会有不周全的地方，然而再笨的
人思考问题，也可能会想出一引起有益的意见，就如契诃夫
所说：大狗叫，小狗也叫，小狗不应该因为大狗的存在而不
敢叫，在生活，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某些方面不如他人，就放
弃自己，就夫去自信，即使我们没有别人聪明，我们也应该
勇敢地面对每一个问题，不怕愚昧，只要勇气。像贝多芬一
样，即使双耳失聪，也用心灵谱写奇迹；像爱迪生一样，即
使失败多次，也用智慧带来光明；像海伦？凯特一样，即使
身体残疾，也用毅力战胜病魔，永远的相信自我，超越自我，



就一定可以做到。

读了《论语》，解学习人生学习乃人生之大事，而方法又是
学习的心脏，《论语》就告诉了我们“学而不思则惘，思而
不学则殆。”学习要思考才会得以升华，才能从中提取珍宝，
我们要把学习和思考结合在一起，才是学习最高的境界，学
习不只是学习，而是给予我们一个思考的大舞台，展现的大
世界，所以，结学与思两者融为一体，是《论语》给予我的，
也是告诉天下每一位学者的。小小《论语》，给予我人生大
大的智慧，收录着的不只是经典，更是精神与灵魂的结合体，
读了《论语》，感世间百态，悟人生真谛。

文档为doc格式

国学论语读后感篇二

作文我好似在做梦，那雨声不听的在我脑海里回荡着—?450
字作文我在离妈妈接我的地方很远就开始寻找妈妈的身影，
可是却找不到。我回来时，就会给他盖上一层小被儿。"这句
话就诠释了平凡可以理解为富贵，诠释了平凡不是富裕与贫
穷的防线，也不是富裕与贫穷的过度线?就在饿狼快追上他时，
他见到前面有口不知有多深的井，不顾一切跳了进去。

课间随意翻阅书本，不觉被里面的内容牢牢吸引了，这本书
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枯燥难懂，论语中的经典话语加上一个个
小故事，变得生动形象，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每当夜晚难以入眠时，我便捧着它细细品味，细读之中，也
读出了一点点自己的心得.

为人之道，贵在真诚.自懂事以来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
些人处世圆滑，左右逢缘;有些人巧舌如簧，善于奉承;有些
人耿直憨厚，善良朴实;有些人刻苦兢业，舍已为公;有些人
无为颓废，胸无大志.这些类型，我觉得都和自己对不上号，
我自己却是挺喜欢真实，不太会耍弄心机，也不善于推卸任



务，也许源于老师对我的教导：做一个真诚的人.真诚是搞好
人际关系的良方，与人交往，不虚伪，不矫饰，真诚地面对
每一个人，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我想他人也会热情地接受
你.

这本书还一直放在我的床头，有些故事我还没有细细地读完，
不过我想我会挤出时间去细品的，看着书柜里长年作为装饰
品的书籍，我很惭愧，没把书当成自己的朋友，我想我会重
新去认识它们，就像《论语》里说的，为人之道，贵在真诚。

?论语》，可谓我国文学史的一大瑰宝，如果有时间，可要记
得研究一下哦!

国学论语读后感篇三

古人云，今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果不其然，于
丹仅仅是写了读完《论语》后的一点心得，就在整个中国好
好火了一把!这个暑假，小生有幸能去详尽的阅读一番。

《心得》里的字里行间无不说明——《论语》是为这个世界
而生的，其告诉人们的每一个道理，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
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论语》从一定的方面来说，是具有色彩和温度的，色彩在
于它传授给别人的精髓，温度在于它给予给别人的光明。

那么，我即便不知道作者对于“色彩”的定义。但是，任何
人都不可能没有色彩。所谓“没有色彩”，无非是灰色。灰
色的色彩感不强，可以视为不是色彩的色彩，但同时又是最
具普通性的色彩，因为它可以和所有色彩搭配。我也更不知
道作者对于“温度”的定义。但是，任何人不可能没有温度。
所谓“没有温度”，无非是23摄氏度。即便这是一个模糊的
数字，但同时又是人体感觉到最舒适的温度。



无论是色彩也好，温度也罢，但当一个人表现出来时，那是
他的激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为之奋斗，是一
件“加好佳”的事情，关键在于你如何将你手中的风筝——
放飞，让线加长，加长，再加长!

中央电视台曾经拍过一个名为“我有一个理想!”的公益广告。
在我看来，这是一件积极向上的事情。人嘛，活着就不要憋
着!在《论语》中，孔子问过自己的四位弟子，他们的志向，
各有不同之处，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它大声地说出来，
好事啊!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也是这样的。假使有两个朋友，他们平时
形影不离，有一天因为一点小矛盾便闹翻了，绝交吗?两个人
总舍不下多年来的感情，和好!于是两人都准备向对方道歉。
在途中，两人相遇了，他们笑了，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他们
没有说出来?不，心灵的沟通已经将这个不算是理想的理想，
完全的化解了。诚然，我完全同意他们这样的做法，有话，
别憋在心里!

有些人，每天看着那些经理或是董事之类的人，总是用羡慕
的眼光，大家彼此彼此嘛，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不过冷静下
来，仔细想想，他们也是经过巨大的努力才得到人们的认可，
毕竟阳光总在风雨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错!我相信只
要自己曾经努力过，人生就会有闪光点，留下美好的回忆，
成功那只是你路过的一个车站。

的确!理想和行动的关系，就如同引线和风筝的关系。这个风
筝能飞多远，关键在于你手中的线。而这条线就是你内心愿
望。你的内心越淡定，越从容，你就会舍弃那些激烈的、宏
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
这会使你走到社会角色中的时候，能够不失去自我，能够有
担当，能够做到最好。

不过，话又说回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诶，善哉，



善哉。这个世界终归是由有实力的人来主宰的。有本事，甭
管是驴是马，你拿出来溜溜嘛!至此，为百家呼吁之中一道!

当我读完《于丹论语心得》的时候，已经入夜。它显出了它
独有的特点——寂静，可是我的心情却再也不能平静了，感
受颇深的。于是立即记录了下来：当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时
候，人感觉到希望的一抹——天地人之道;不论人的距离，心
与心之间的桥梁，是无行的，不是无固的——心灵之道;天气
的晴转多云，你的笑容依就是那么的光辉灿烂——处世之道;
善良、理智、恒心、合群，这四流一一显露——君子之道;在
我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看见好多只手……——交友之道;
人的出生，已经是一个梦想的诞生，而那个人便有了新的想
法——理想之道;走过的，无法回头，还是抬抬头向远处看
吧——人生之道。

道是自己选的，路是自己走的，驾驭它祝您一路走好!

国学论语读后感篇四

一本好书就好比一座矿山，只要你不断地从中挖掘，反复品
味，就能受益无穷。

读一本好书，就像在和书的作者谈话，因为书是作者内心所
见，所感，所思。而我第一遍阅读一本书往往没有什么深刻
的体会，但在深入的了解，思考，你就会发现一片好比天空
和海洋一样让你宁静致远的世界。《论语》就是这样一本好
书，一本站在诸子百家顶峰的作品，其中包括了政治，人文，
礼仪，道德等许多方面，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而这部经典之作在当下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走进《论语》，跨越时空的障碍，何其有幸见到了和蔼可亲
的孔子和他那些勤勉好学的弟子。我听见了孔子对我说“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
愠，不亦君子乎?”我看见了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学术讨论，



互相交换自己的志向，我感受到了孔子及其学生对知识的渴
望和对自身严格的要求。我便向孔子提问说：“怎样才能做
一位君子呢?”孔夫子一缕胡须，呵呵笑道：“君子不
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我与孔子交谈一番
后，又看到了他的门生曾子，他一边走一边吟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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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诵完后微笑着看着我，我猛然醒悟，他是在叫我每天反省自
己过错并加以改正，我谢过曾子，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
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正坐在路边若有所思，心想此人一定
是颜回了。便不由得低吟起孔子的那句话“贤哉，回也，一
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
回也!”此情此景，孔子之言不虚啊!所有的身外之物都抛诸
脑后，只想着去提高自己的学识和学养，我暗暗记下这一幕，
不去打扰颜回。遨游在仁爱的海洋里，我不能自已。

中华泱泱大国，上下历史5000年，长江，黄河，辽阔中原，
孕育了深厚的古代文化，它是《论语》，是中华五千年历史
的积淀;它是《论语》，是华夏璀璨文明的结晶;它是《论
语》，是国家乃至世界的瑰丽宝藏。而《论语》让我最受用
的是它告诉了我生活中许多处人为事的道理：脚踏实地地做
人、认认真真地学习、诚实守信地交友、孝顺地对待家人，
这样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完美。这就是论语的智慧，它像一剂
良药，治愈着我们的心灵，它是一盏明灯，点亮我们勇往直
前的道路。

国学论语读后感篇五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它是由孔子弟子及其再
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以语录
体对话文体记叙了孔子及其教弟子的人生痕迹，以及他们心
灵的追求。《论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



在历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宋开国宰相赵普曾有半部《论语》
治天下之说。《论语》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而且
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称为东方的《圣经》。
孔子的一生甚至都没有一部自己的著作,仅凭着学生们记录他
言行的这部《论语》就能让我们如此受用终生。他的言行论
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涉及政治、哲学、教育、伦
理、文学、艺术和道德修养等各方面，为历代君王所推崇，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
天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
书，是有必要一读的。

常言道：百行孝为先。孔子也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其意思是如今所谓
的孝，是说能养活父母就可以了。然而至于狗和马，都能得
到饲养。如果对父母不恭恭敬敬，那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
呢?是的，孝义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是，孝顺不仅仅是能
养活父母，而是要和颜悦色地对待他们，使他们得以安享晚
年，此之为大孝。对呀，如果只是养活他们，别的就一切都
不理，那与对待猪狗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孝顺要真心用孝
德去对待自己的父母。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一个没有信用的人，在社会生活是很难立足的。“道千乘之
国，敬事而信”治理国家也应该讲求诚信。季布“一诺千
金”使他免遭祸殃。可见，讲求信用不但是君子有的品德，
还能给人们带来福运。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十五
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不致
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六十岁，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
别真假，判明是非;到了七十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都不
会越出规矩。这一条旨在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要
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思想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
成熟，见解也更加完善。不说要做到和孔子一模一样，也至
少是要有一个目标，给自己的人生一个明确的定位，如此，



才能在老年时能够“随心所欲”。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
之‘文’也。”这几条则是在告诉我们该怎么学习，尤其是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漫漫求学之路，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

读《论语》，让我们领悟到的是一种智慧，是对学习的正确
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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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心态，一种融入在现实生活中的理性道德。总
之，《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作为两千
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
之处，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要做到“古
为今用”。我们今天也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
旺、事业成功的基础，特别是在我们努力创造和谐社会的今
天，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显得尤为重要。

道不远人，让我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