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孔子论孝道读后感(通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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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论孝道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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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都熟悉这几句话，但是你
们知道它出自哪里吗？它就是中国古代巨著《论语》里的第
一篇。这个寒假，我拜读了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在几千
年的华夏文明史中，它一直被人们推崇为经典，这是为什么
呢？原来这本书，是后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一部著作。
孔子的治国观点以及他评价古代圣贤的言论，是中国古代最
基本、最简单、却又最不可缺少的道德修养准则。在古代这
本书被视为儿童的启蒙读物。

比如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为
好学也已矣。子夏的这句话意思是：每天学习不知道的知识，
每月都不忘自己学过的知识，这样就算是好学之人了。这里
我还看到了一个叫孙敬的好学之人，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
中，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读书。他刻苦到夜里读书困了，
怕自己打瞌睡，就把绳子栓在头发上，把另一头固定在房梁
上，这样他就不会看着看着睡着了。他就是凭借这样的刻苦
学习精神，使自己成为了一代鸿儒。如果我们现在学习都能
有他的这股头悬梁的劲头，还有什么学不成的呢？我想到自
己看书时，看一会儿就想去玩，真是惭愧！对，我也要成为
好学之人。只要下定决心，我能做到的。

再比如其中的这样一句话：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虽然会背



《诗经》三百篇，但是把国家政治交给他，却不能治理；让
他出使诸国，不能独立办事，虽背得多，但不会运用，又有
何用呢？读到这里我脑中立刻浮现了一个故事《纸上谈兵》。
故事的主人公赵括把兵法背的滚瓜烂熟，谈起打仗，他父亲
是赵国有名的大将都说不过他。可赵王让他去带兵打仗，他
却不会根据实际灵活变通，结果误国误民，惨死在战场上。
这又让我明白了：我们既要成为好学之人多读书，同时也要
学会灵活运用，做个会学之人，活学活用，知识才能转变成
智慧。

书中还有许许多多深刻的道理，我仔细咀嚼，久久回味，像
是亲自聆听了孔子的教导，也希望同学们有空来读一读这本
书，体味经典，对话圣贤，它会让你终身受益，带你走向不
远处的辉煌！

孔子论孝道读后感篇二

《八佾》是论语的第三篇。主要内容涉及礼的问题，主张维
护礼在制度上，礼节上的种种规定，表达了孔子的伦理思想
以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政治道德主张。本篇重点讨
论如何维护礼的问题。对于典型的破坏周记的事件，孔子表
现出极大的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句，反映了孔子对此事
的基本态度。乐是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一种方式。在古代，
它也是礼的一部分。礼与乐都是外在的表现，而仁则是人们
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所以必须反映人们的仁德。这里，
孔子就把礼乐紧紧联系起来，认为没有仁德的人，根本谈不
上什么礼乐的问题。孔子在这里还说到君子无所争即便要争，
这反映了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强调谦逊礼让
而鄙视无礼的不公正的竞争。但也要发扬积极进取勇于开拓
的精神。

在思想教育方面，加强做人道理的教育，孔子不学礼，无以
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巧言乱德等等。孔子把
教育的作用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意思是说，在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
（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形成
完善的人格。孔子教育思想的精髓凝练教师人格力量，成才
德为首，树德先树人。孔子提出的完人标准和发展模式，即
使对今天的教育无疑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人格的力量是无言的召唤。孔子的教育思想虽然经历了
无数朝代变迁，却始终根植于中华民族土壤，生生不息，为
我们提供了学习、思考和实践的典范。他的教育思想与当前
的素质教育有许多相通之处，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借鉴。
例如，对教育对象，孔子倡导有教无类，强调的是人人都应
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因材施教的理论，体现了古代朴素辩
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孔子主张仁、义、礼、智、信，作为一
名教育家，他提出了好学敏求，不耻下问，学思结合，启发
诱导，举一反三，因材施教等先进的教学理念。

当然孔夫子还提到与人交往应当有气度。当一个人能够自立
于天地之间，视野已达到一定境界时，什么人不能容许我成
为她的朋友？虽然时代早已不同，但是我们在交友上要切切、
偲偲这一点上还是想同的。

孔子论孝道读后感篇三

在我们班的书角，我利用业余时间读了一本非常有教育意义
的书——《论语》。这本书是一本记录孔子及其学生在春秋
战国时期言行的书简洁生动，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
等方面。

《论语》内容丰富，是儒家文化的经典作品。有这样一句话，
子说：学而不思则忽，思而不学则危。意思是：只学不思考
就会越来越迷茫，只思不学就很危险。告诉我们，如果读者
只接受书本的知识，不知道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雷声大，
雨点小。我想把它当作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古典文化是
一个民族留给后人的精神之火，儿童是接管火炬的最佳人选。
这束火炬一定会陪伴我们更好地走过自己的'生活。我建议所



有的学生都来学习《论语》，多读古典书籍，一定会受益匪
浅，这灿烂的火光会照亮他们的一生。

孔子论孝道读后感篇四

小时候，我们大家都学过《论语》十则。虽然叫十则，但是
《论语》可不光十则。他总共有二十篇，它的.作者就是伟大
的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它是我国古
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及
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就是孔子的代
表作，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
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论语》的第一篇是《学而》。这一篇主要是阐述读书与做
人的关系，强调严于利己，仁爱他人，以及仁、孝、信等道
德范畴。《论语》中的各篇一般都是以每一章的前两个字作
为该篇的篇名。孔子提出以学习为乐事，做到人不知而不愠。
反映出孔子学而不厌，诲而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
的主张。这些思想主张在《论语》书中多处可见。此外，在
做人方面，孔子和儒家注重人的实际行动。特别强调人应当
言行一致，千万不能空谈浮言，心中不一。这种踏实态度和
质朴精神长期影响着中国人，成为中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
容。

而《论语》的第二篇主要是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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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孝悌
等道德范畴的进一步阐述。这一篇里，孔子举出两种截然不
同的治国方针。孔子认为，刑罚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
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道德教化比刑罚要高明得多，既
能使百姓守规蹈矩，又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孔子还自述了
他学习和修养的过程。第一，他看到了人的道德修养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不能一下子完成，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
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二，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思想和



言行的融合，自觉的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是勉强去做。这篇里
面提到一句，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论语让
我知道了每天都能学习到新的知识，这些新知识能扩大我的
知识面，如果每天都能做到复习前面学过的知识，并且用心
体会有自己的理解和领悟。那么，我就能不断进步了。知识
积累丰富了，那么学习就能进步了。

孔子论孝道读后感篇五

在开篇之前请允许我小小自豪一下，我来自圣贤之乡——曲
阜。所以《论语》对我的影响是从小的耳濡目染，根深蒂固。
而每当有人问起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总是自豪的说：我家有
孔子，从小读《论语》，然后学着古人的样子摇头诵读：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论语》内有太多的人生真谛，奈何才疏学浅，即使倒背如
流，也未能参透其中的内涵。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就让我在不同的年龄段对其有了不同的认知。

小时候，经常听刚上小学的哥哥诵读这句圣言，我也跟着诵
读，儿时并不知其中含义，只是觉得朗朗上口，说白了就像
一句儿歌。等上学才知道其中的含义，却又是觉得毫无道理：
为什么我学会的东西，还要回头看，岂不是浪费时间？一直
到高考复习，一遍遍的复习知识点，才慢慢懂得：学海无涯
苦作舟，在知识的海洋里，我们总是追求速度效率，却往往
只是走马观花，而当我们再回首这一路的风景，一定会有新
的发现！任何事件都有两面性，取优舍短是典型的唯物辩证
法思维，而对于此处圣言，却难以找到说服我们不去学而时
习之的理由。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道理简单，要做到不易，
需沉心忌躁，方可取！

活在当下，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身为新时代的医务人员，
医学知识更是浩瀚无边，边学习边工作更是我们的日常。很
幸运能在今年有机会学习《学习强国》，在历时xx个月的学



习时间中，我更是深刻理解到《论语》的重要性。当下学习
都是通过手机app学习，没有了书本笔记，更是让许多知识水
过地皮湿。想要更好的学习，更要好好的去复习观看过的视
频及知识点，这样才能让大脑更好的吸收消化这些知识营养。
时代是发展的，科技是进步的，医学同样如此，我们在医学
的浩瀚大海中捕鱼，更要学而时习之，才能做到举一反三，
下药如神助，为医院为社会作出贡献！

杨伯峻解释道：学习到的知识要运用到实践中。想来也是真
理，时至以"实干兴邦"的名义予以诠释再好不过。医务人员
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后期学习到的知识，
纸上谈兵终是无用功，把所学之术应用到实践中才是正道。
理论推动实践，实践总结理论，这才是真正的`学习。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学是船体，习是扬帆，学而时习之，
方可在浩瀚学海，乘风破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