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读后感(模板8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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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读后感篇一

作为一名高中生，我们每天都需要学习大量的新知识，需要
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需要汲取为人处世的智慧。其中，学
习是最关键的前提。可是在当下知识信息爆炸的时代，学习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学什么，为什么学，如何去学，都
需要我们细细思考，踏实去做。《论语》一书给予我很多启
迪。

人生在世，必须树立学习目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孔子也与我们一样，在十五岁时把追求学问作为人生的志
向，并用自己的行动践行自己的志向，终其一生，学而不辍，
最终开创了儒家学派。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重要，“人无远
虑，必有近忧”便是从反面论证这个道理。

学习的态度直接决定者学习的效果。孔子一直强调“学而不
厌”，并赞赏孔文子“敏而好学”，说的正是这种态度与精
神。作为一名学生，我们应该端正学习态度，主动学习，学
习是自己的事情，要为自己而学，为自己的梦想而学。“古
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之谓也。

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们还要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弄
清如何去学习。子曰：“学而时习之。”告诉我们学过的内
容要按时复习，经常练习，直到把知识理解，并能熟练地运
用它为止。即使这样，也还不能说是真正理解透彻了，还要
做到“温故而知新”，在巩固与复习中举一反三，可以有自



己的独特的见解。 那么怎样才可做到“温故而知新”呢?子
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强调就
是“学”与“思”的结合，他认为“学”是“思”的基
础，“思”要在“学”中进行，二者相辅相成。这更是验证
了学思结合的重要性。在新知识的汲取中，我们更要做到这
点，不能只学习不思考，一味的记忆与练习，是无法真正掌
握所学的知识。

学会了学习，学到了知识，孔子更强调“学以致用”。灵活
运用自己所学知识，把所学的知识落到实处，这就是学习的
目的。不要让知识去支配你！不要做知识的奴隶，古代的掉
书袋多半是这样，我们应该让学习的知识，与品德融为一体。
无目的的学习，就如同失去了梦想，让我们无法向更远的前
方迈进。

这就是《论语》中的“学”，同时也是孔子主张的“学”，
我身同感受，作为高中生，应该遵循圣贤的学习之道，去探
索去发现学习，同时应该找到自己的学习方法。读懂《论
语》，读懂《论语》中的“学”，让你我走得更远。

论语读后感篇二

暑假里我闲来无事阅读了《论语》一书，我感触很深，从中
我不但学到了许多知识，还使我的精神世界得到了很大的提
升。《论语》一书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编纂的关于孔子言行
的记录，其作者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他是思想家是理
论家，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文艺理论批判家，他所提出来的
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
《论语》这本书是孔子思想主张的体现，孔子学说的核心
是“仁”，即“爱人”这是孔子认为的最高的道德准则和品
质。

其中几则道德言论令我感受深刻。第一则当然就是开篇第一
章的第一则：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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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学
习知识以后，要去时常温习它，不也是很愉快的嘛！有志同
道合的朋友从远处而来，不也是快乐的嘛！别人不理解我，
我也不恼怒，不也是一位道德修养高的人嘛！从这段话可以
看出来多么勤奋的人，多么乐观的人，多么大度的人，这样
的人不为君子谁为君子？这种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学习了之
后及时复习，不仅会加强对所学知识的印象，还会从旧的知
识中领悟到新的东西，就是“温故而知新”，这样岂不是一
举两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而来，大家在一起讨论共同
的兴趣、共同的喜好，一起交流生活、交流学习，真的是很
快乐。别人不理解自己，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世界上有这
么多人，每个人的思想、喜好都不相同，我们没有必要去为
此恼恨、恼怒，应该用宽容大度的心去理解别人，去原谅别
人，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得“君子”。

孔子不仅勤奋、乐观、大度，而且还谦虚好学。在述而第七
中的第二则：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
有于我哉？”意思是把所学的知识默默地记在心里，勤奋学
习而不满足，教导别人而不倦怠，对我来说，做到了哪些呢？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孔子真的太谦虚了，作为儒家学派的创
始人，他的所思所想有很多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
就突出，如此伟大的人还说出如此自谦的话，这种好学的精
神的确值得我们学习。

孔子还提出了“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意思是如果一心一
意培养仁德，就可以消除恶。在生活中品德是评价一个人好
坏的重要依据，拥有美好品德的人会受到别人的欢迎，而那
些品德低下的人会遭到别人的远离。

《论语》对于现在人来说真的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书中
充满了哲理，对我们的做人做事都非常的有学习借鉴的意义。



论语读后感篇三

我听到过一首歌中这样唱到：“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
在七年级学过论语以后，我用我简单而幼稚的大脑思考，用
我懵懂的心去体会生活，发现这句歌词很有道理。是论语让
我明白了：做人要谦虚好学，不能见利忘义。

曾听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没错，的确是。论语的奥妙博
大精深。区区几句，就让我明白了一些人生的感悟。

在七年级，我学会了两句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
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
后凋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是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
我选择他好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方面就对照自己
改正自己的缺点。说明了在日常生活中自己要有主见，善
于“择其善者”、去“其不善者”，从别人身上学到自己需
要的东西。

我们就应该这样，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自身有很多不
足，我们却注意不到。看到别人这方面做得好，再看自己，
自己不如别人，再来改正自己的不足。看到别人做的不好，
再来看自己，如果自己做得比他好，那还要让自己做得更好。

如果自己做的比他人好，那就不但要让自己做得更好，而且
要谦虚。因为只有谦虚才能让自己做得更好。如果骄傲了，
就只会被别人远远地拉在后面。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意思为：到一年中最冷的
季节是，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用松柏比喻品德高尚的
人能经受住考验，不随流俗，保持节操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不同于一些见利忘义的小人。



有一些人见利忘义，从来不认为与别人的情谊是最重要的，
一遇到利益，就把情谊都忘了，甚至做出一些为了自己的利
益而损害朋友利益的事。像墙头草一样，风往哪里吹就往哪
里倒，不但没有主见，而且没有道德。这样的人只会摇尾乞
怜，等人施舍，不会自食其力。这种人经不住任何考验，其
他人不值得与他交朋友。同时，我们在憎恨这种人的时候，
我们不要做这种人，他们只是过街老鼠而已。

有这样一句广告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做人亦无止
境。通过学习这两则论语，我明白了做人要谦虚好学，而且
不能见利忘义，人字的结构就是：虚心和忠义的相互支撑。
让我们一起争取做“完人”！

论语读后感篇四

曾经看到过一个报刊的转载，写的是英国著名网球明星吉
姆·吉尔伯特的故事。 这个女孩子小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次
意外：

一天，她跟着妈妈去看牙医，这本来是个很小的事情，她以
为一会儿就可以跟妈妈回家了。但是我们知道，牙病是会引
发心脏病的。可能她的妈妈之前没有检查出来存在这种隐忧，
结果让小女孩看到的是惊人的一幕：她的妈妈竟然死在了牙
科的手术椅上！

这个阴影在她的心中一直存在着。也许她没有想到要看心理
医生，也许她从没有想过应该根治这个伤痛，她能做的就是
回避、回避、永远回避，在牙痛的时候从来不敢去看牙医。

后来她成了著名的球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天她被牙
病折磨得实在忍受不了，家人都劝她，就请牙医到家里来吧，
咱们不去诊所，这里有你的私人律师，私人医生，还有所有
亲人陪着你，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是请来了牙医。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正当牙医在一旁整理手术器械、准备手
术的时候，一回头，吉姆·吉尔伯特已经死去。

当时伦敦的报纸，记述这件事情时用了这样一句评价：吉
姆·吉尔伯特是被四十年来的一个念头杀死的。

这就是心理暗示的力量。一个遗憾能被放大到多大呢？它可
以成为你生命中一个阴影，影响到你的生命质量。

一个人在愤怒或忧虑的时候，如果用一个测量仪来检测你呼
出来的空气，它是灰色的，其中的二氧化碳会特别多。所以，
长期困扰于人生的遗憾不能自拔，对一个人的生命质量是会
有所损害的。

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就会厚道一点。
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厚道并不是窝囊，而是他可以包
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想
问题。

在孔子看来，人是值得敬重的，人又是应该自重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21世纪评估各个国家人民生活得好与不
好，已经不是过去简简单单gnp（国民生产总值）一个标准，
还要看gnh，就是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指数。
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

当一个不幸降临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尽快过去，这样你
才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你才会活得更有
效率，更有好心情。

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
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从某种意
义上说，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



如果你的心很敞亮，很仁厚，你有一种坦率和勇敢，那么你
可能会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每个人都愿意把美好的东
西告诉你；但是如果你与此相反，那么即使是有教无类的孔
子，他也不见得会对牛弹琴。

如果永远以一种恶意，一种怨恨去面对另外的不道德，那么
这个世界将是恶性循环，无止无休。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自
己的幸福。

但是，真正做到宽容谈何容易。有很多时候，一个事情本来
已经过去了，而我们还是老在那儿想，这么可恶的事，我怎
么能原谅它呢？然后就在不断的自我咀嚼中，一次一次再受
伤害。

佛家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小和尚跟老和尚下山化缘，走到河边，见一个姑娘正发愁没
法过河。老和尚对姑娘说，我把你背过去吧。于是就把姑娘
背过了河。

老和尚就淡淡地告诉他，你看我把她背过河就放下了，你怎
么背了二十里地还没放下？

这个故事的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该放下时且
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

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
下来。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
重你的苦痛。

第二个态度是，要尽可能地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这
个遗憾。

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



不足，这就是《论语》告诉我们对待生活缺憾的态度。

论语读后感篇五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这句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话，出自《论语·述而》。原文
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意思是：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我选
择他善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方面就对照自己改正
自己的缺点。

这句话，表现出孔子自觉修养，虚心好学的精神。它包含了
两个方面：一方面，择其善者而从之，见人之善就学，是虚
心好学的精神;另一方面，其不善者而改之，见人之不善就引
以为戒，反省自己，是自觉修养的精神。这样，无论同行相
处的人善于不善，都可以为师。《论语》中有一段记载，一
次卫国公孙朝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学的?子贡回答说，
古代圣人讲的道，就留在人们中间，贤人认识了它的大处，
不贤的人认识它的小处;他们身上都有古代圣人之道。“夫子
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他随时随地向
一切人学习，谁都可以是他的老师，所以说“何常师之有“，
没有固定的老师。《论语》中不少记载，如孔子入太
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宰予白天睡觉，孔子
说：“始我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我于人也，听其言而
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子贡对孔子说，
子贡自己只能“闻一而知二”，颜回却可以“闻一而知十”。
孔子说：“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论语·公冶长》)
都体现了这种精神。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
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的态度和精神，也体现了与人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则。随时
注意学习他人的长处，随时以他人缺点引以为戒，自然就会



多看他人的长处，与人为善，待人宽而责己严。这不仅是修
养、提高自己的最好途径，也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条
件。

虽然“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可是人
们并不是经常能够做到。人们常犯的一个通病，就是往往看
自己的优点和他人的缺点多，看自己的缺点和他人的优点少;
所以，重温“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认真领会它的深刻内涵，并且努力去做，还
是很有意义的。

论语读后感篇六

我读《论语》这部书,当然不是想从中觅得修身、齐家的孔门
秘传.我只是在这部书中认识了一个迂阔率性、明知其不可而
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诲人不倦的孔子,一个食不厌精、
懂得生活乐趣的孔子.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常把孔子和古希腊哲
人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民主政权处死的,据
说是自由精神阻止他逃亡.但我更喜欢孔子的直言不讳：“道
不行,乖桴浮于海”,这同样是一种自由精神.打开《论语》去
读,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
秋时期,产生了孔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论
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汉武帝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中庸之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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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讲究孝道,孝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的人们却在
褪色,对其讲孝是非常必要的,让他们明白孝是为人之本.子曰：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

“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



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了.”
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同.虽然事
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贪或是抢劫,触犯法律,
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母都希望子女比自己
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出发点.所以为父母
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能够按照父母的意愿、教
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的孝.

治学方面,孔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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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而笃志,切问
近而思”.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治
学态度吗?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同时孔子认
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
学,其蔽也贼……”可见学习的重要性,治学是仁信的基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论
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在一起,
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捷而努
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虽然出自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义至大.“三
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能者为
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甚多,而每个人都有
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为我们良师益友.就说我
们班上的吧.在这个近80人的班集体里,就有篮球上的猛将、
绘画巧匠、书法好手、象棋大师.有的是上晓天文,有的是下
通地理；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的能歌善舞……多向我们
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身于万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
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
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
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
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
之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
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民百姓同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广



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耻下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

孔子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居敬兴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
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我想对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所启发.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
力,则以学文.”意思是指孔子说：“弟子在家就孝顺父母；
出门在外,则谦恭有礼,对人如兄弟一般,谨慎而诚实可信,要
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
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知识,.”即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在
团结友爱,有爱心,以贤德的人为榜样,不断激励自己,努力实
践,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做人的立身原则做好了以后,再
学习文献知识,以开阔视野,丰富思想.“德,人之本也,本立而
道生.”

仁义礼智信,国人都按这一标准去做,社会会更加和谐,我们的
国家会成为文明、昌盛、礼仪之邦.

为政方面,孔子讲得最多.可我是学工科的,对这一方面也不太
感兴趣,就草草地看了一点.自然,虎头而蛇尾也是很正常的.
虽然这本经书我没读完,但已从中受益良多.所以有时间和精
力的话,我一定会仔细的重读几遍,细品其中滋味.

论语读后感篇七

通过学习于丹教授《论语》的这本书后，我深受启发。于丹
教授的讲课，剖析现代社会人们的为人，处世的方法和道德，
告诉我们既是人们身边所发生的日常琐事，也是最简单的真
谛，《论语》中把天比做理想主义，地比做现实主义，天、
地、人和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每一个人把自己
容入大自然，因势利道，不断学习，内心充满快乐，宽容，
整个社会才能和谐。

讲到处世之道，我深有体会。记得在我遇到麻烦和问题时，
也曾痛苦过，曾徬徨过，不知道该怎么办，干什么都感到没



意思，整天提不起精神，但是时间或许能够减轻痛苦，等过
了一段时间想开了，既然痛苦不能解决问题，每天痛苦也是
活，开心也是活，为什么不能每天开心点呢。人的一生难免
要遇到挫折和磨难，怎样来面对生活给自己带来的不幸呢？
于丹教授告诉了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
憾与苦难。她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
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
事情的态度。”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不要纠
缠在里面，一遍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苦痛。如
果你无力改变，那就努力去适应它。

为人处世也是一样，应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
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在工作中，对待同事，要大
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互帮互助。家庭中，长辈、家属、
亲戚之间，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不要抑郁于胸，要学会
自己劝自己，想开些，就像人所言；你心量有多大，就有多
大的福气。所以何必计较那么多呢？一种遗憾，可以被放得
很大很大，放大遗憾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如印度诗人哲泰
戈尔所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
星星了。”承认现实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
这种不足，这就是《论语》告诉我们对待生活缺憾的态度。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只有工作上往上比，才会看到自己的不
足，生活上往下看，才会得到满足，不会去攀比。平淡的生
活，足以滋养世人。看于丹《论语》体会到的是，《论语》
是道德与智慧的凝结，他是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又是一个
正直、坦率、宽容的朋友，它是一个映射着我们道德情操、
品性修养的镜子，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在现代
生活匆匆的路途上，多一份艺术和智慧，多一份清凉与闲暇，
多一份享受生活馈赠的心情。

总之，在当今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社会潮流中读于丹的论语
心得，真的能给人以心灵净化，如一丝清泉沁人心脾，让人
陶醉，给人以启迪。



论语读后感篇八

《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弟子言行的一本书。他是中国历史
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因为他刚出生时头顶是凹下去的，
所以就给他取名为丘，字仲尼。“论语”的“论”是编排的
意思，“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孔子师生的言
谈记录下来的意思。

今天，我翻开了《论语为政篇第二》细细的品味着这篇。这
篇主要色剂涉及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如何谋求官职和
从政为官的基本原则、学习与思考的关系，孔子本人学习和
修养的过程、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子曰：“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

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勾结但不团结，小人团结但不勾结。
孔子在这一章提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之一，就是小人结党营
私，与人相勾结，不能与大多数人融洽相处：而君子则不同，
他胸怀广阔，与众人和谐相处，从不与人相勾结，这种思想
在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在社会上我们要做胸怀广阔，与众人和谐相处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