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孟子读后感(优质9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
喜欢。

孟子读后感篇一

作为传统文化的鼻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
我辈后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
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
红日，即使我的视野和眼识短浅，也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首先，我觉得孟子的厉害处正在于，所提倡的“仁义”思想
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
物利益关系的短视，而仁、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
有“舍生取义”、“舍利取义”之说。狭义的“仁义”是指
封建时代人伦的忠义孝悌，实则是千百年来对孟子的误解，
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三纲五伦已革了命；《中庸》
讲：“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那末，此“仁义”
还有永恒的意义可言吗？所以我们今天理解孟子的“仁义”，
实应站在高处，从广义入手：如同道家的`“道”、佛家
的“菩提”，都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认识，孟子的“仁义”
也不二致。而这种认识，可让孟子如一熟练渔夫的手钳在了
螃蟹扼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纵有大腿大脚亦是摆脱
不了。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或困难，孟子
皆显得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而绰绰
有余。

当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统论”、“系统思考”，虽口口声声
反对舍本逐末，而要动态、长远地看事情，说透了：皆可从
孟子的仁义思想找到雏形。用伟大领袖的话“干振而枝披，



将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仁义之道最为恰当不过了。而
抓不到仁义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终生
疲命于随时浮现的海市蜃楼的追逐中去。

虽然读《孟子》的时间不长，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
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
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
驭形势的气魄。

孟子读后感篇二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这时最关键
的读后感不能忘了哦。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孟子读后感，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

今日我读到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
在。”我顿感心门大开。

孟子说：“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
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孟子认为，说话不必拘泥
于世俗所谓的守信，行为不必拘泥于世俗所谓的有始有终，
最重要的是以道德的大义所在来引领自己的言行。大义所在，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我这段时间有时候为这个事情烦恼，因为我前段时间被一个
朋友说我不信守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做事半途而废。我先不
管他说的有理无理。但是我觉得自己这方面确实不够好，有
时候，会做一些让人失望的事情。

孟子的话，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应该从我做事的目的开始，
如果我做的事情是符合大义的，一定会信守自己的承诺，把



事情进行到底。而有时候，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不必放在
心上。我以后要是想做一个信守诺言，做事有始有终的人，
定当将自己所做的事情，做在正途上，行在大义上。

有时候碰见别人不能信守自己的诺言或者半途而废的时候，
那得看看我们要求他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大义。

有时候我们经常像圣经里的法利赛人一样，用小义来标榜自
己，“看见了没有，我都没有违反自己的诺言。我做事都会
坚持到底的。”我们也要他人在所有事情上都要遵守承诺，
坚持到底。试问我们所要求他人的承诺和事情都符合圣经上
的教导吗？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人是义人。耶稣来是给人带
来拯救和自由。

我今后要自由的活着，那些要我在小事上同样遵守他们规矩
的人都见鬼去吧。合乎圣经上的教导，我都会听从。

我活着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但是我要是没有这么做，求神的
怜悯我，为我赦罪，使我得自由。

小小心得，如若理解出错，请大家留言纠正！

孟子读后感篇三

今日我读到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
在。”我顿感心门大开。

孟子说：“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
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孟子认为，说话不必拘泥
于世俗所谓的守信，行为不必拘泥于世俗所谓的有始有终，
最重要的是以道德的大义所在来引领自己的言行。大义所在，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我这段时间有时候为这个事情烦恼，因为我前段时间被一个
朋友说我不信守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做事半途而废。我先不
管他说的有理无理。但是我觉得自己这方面确实不够好，有
时候，会做一些让人失望的事情。

孟子的话，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应该从我做事的目的开始，
如果我做的事情是符合大义的，一定会信守自己的承诺，把
事情进行到底。而有时候，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不必放在
心上。我以后要是想做一个信守诺言，做事有始有终的人，
定当将自己所做的事情，做在正途上，行在大义上。

有时候碰见别人不能信守自己的诺言或者半途而废的时候，
那得看看我们要求他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大义。

有时候我们经常像圣经里的法利赛人一样，用小义来标榜自
己，“看见了没有，我都没有违反自己的诺言。我做事都会
坚持到底的。”我们也要他人在所有事情上都要遵守承诺，
坚持到底。试问我们所要求他人的承诺和事情都符合圣经上
的教导吗？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人是义人。耶稣来是给人带
来拯救和自由。

我今后要自由的活着，那些要我在小事上同样遵守他们规矩
的人都见鬼去吧。合乎圣经上的教导，我都会听从。

我活着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但是我要是没有这么做，求神的
怜悯我，为我赦罪，使我得自由。

小小心得，如若理解出错，请大家留言纠正！

孟子读后感篇四

拿破仑曾说：“掌控自己的内心，比占领一座城池还要难”。

生活中，看清别人的人是聪明的人，了解自己的人才是智慧



的人。

总有人会发出迷茫的疑问？为什么自己都三十好几岁的人了，
依然没有自己的方向呢？

因为，我们总是可以认知一切外在的事物，而无法看清距离
自己最近的内心。

当你无解时，不妨虚心听取别人的.评价，理性地与他人优劣
做比较，做出正确的判断，做出正确选择，认清自己，才能
过好一生。

孟子读后感篇五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在读本书的时候，将上篇十六字心传反复看了很多边。因为
之前我有断断续续在看《孟子与公孙丑》、《原本大学微言》
等书，好像每本书都会提到“内圣外王”、“内养外用”这
一中心思想，反复看这十六个字，使我更加印证了在读《原
本大学微言》时，一个简单的字有很多层的涵义，一个字、
一个音就代表了一个观念，甚至几种观念，包括一个字在古
文中怎样写？为什么要这样写，都是大有学问的，这是我之
前未学到的，所以开篇就让我很受益。

“内养外用”，也就是充实自己内在的学问，修养，朝圣贤
的道路上走，从事济世救人的大业。我们谈不上走圣贤道路，
更谈不上济世救人，但能透过读书、学习，身为职员、家长
把自己的思想行为，做到恰如其分，由内在的学问、思想的
修养，而发挥到外在利己利他的事情上来，将“万事追求适
度”来做为我们对理想生活的准则。

身心修养是做一个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有生以来要扮演很
多的角色，职员、家长、父母的孩子、社会的一员，不论处



在什么地位都要尽力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就得修养自己，
当然这也是很难的。因为人的思想情绪是非常微妙的，也是
非常危险的，凡是人都有欲望，比如好奇心、好胜心等，归
纳起来都是欲望，有时不当的欲望能毁灭所有的一切，我们
自己的思想领导自己正就正，领导自己坏就坏，所以我们做
人处世要持平，导正自己的思想。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
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孟子说：尽自己的善心，就是觉悟到了自己的本性。
觉悟到了自己的本性，就是懂得了天命。保存自己的善心，
养护自己的本性，以此来对待天命。不论寿命是长是短都不
改变态度，只是修身养性等待天命，这就是正确对待命运的
方法。

前段时间朋友来电说日子过得很累，不幸福。我们就幸福这
两个字展开了讨论，究竟怎样才能幸福呢？可能每个人的感
悟不同，定义自然就不同，通过讨论我们一致认为有一个好
的心态，就会拥有幸福。人生在世，坎坷磨难在所难免，不
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如果自己不能调整好心态，生活就容易
打死结，必然给我们带来额外的痛苦，因此要静下心来，把
自己心的根源找出来，调整这个“根源”，然后就可以“知
其性”。

时间匆匆逝去，我们都会慢慢变老，从起点到终点，自然而
又必然，这是每个人的路，不能逃开也不能躲开。一生，仔
细想想就该尽力、尽心活好！扮演好我们每个人生阶段需要
扮演的角色。

孟子读后感篇六

《离娄章句上》第18章有言：“君子之不教子，何也？”意
即：“君子不亲自教育儿子，为什么呢？”



孟子的回答是：“势不行也。”即：“由于情势不通。”

孟子在亮明自己的观点之后，接着给出了原因。他说：教育
要用正理正道，用正理正道无效，就会愤怒，愤怒就会伤害
父子之间的.情谊。同时，子女就会说：“您拿正理正道教育
我，您的所作所为却为什么不出于正道呢？”

社会就是这样复杂，正的东西需要一点点引导，从而构建一
个人的精神大厦。可是，众多因素又要求有所变通，因此，
有时候很难都用正道来衡量从事。一旦出现偏差，就会出现
分歧，随之矛盾就会产生，情感就会出现裂痕。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易子而教。

这样，有效地避免了父子间因求好而相互责备，从而使“爱
之深，责之切”的“责”降到最低限度。亲人之间，始终保
持温婉规劝，真的很难很难。

不过，也有教育自己孩子成功的典型。但是，相较而言，还
是前者的成功几率要大。所以，人们普遍赞成后者。

孟子读后感篇七

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我竟然不知出于《论语》。像“父母
在，不远游。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在其位，不谋其
政。道不同，不相为谋，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朽木不可
雕也。三十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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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读后感篇八

最近，笔者通读了我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孟子》一书，颇有
些感想。

《孟子》一书的'内容，总起来看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个
字“仁政”。大多数的篇章就是讲什么是“仁政”，如何才
能实现“仁政”。当然，还有关于修身、学问和教育等方面
的内容，暂不讨论。

什么是“仁政”?孟子在书中并未加以解释。但从《孟子?梁
惠王章句》等篇章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关于仁政的某些观
点。你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
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
其食，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
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
亡。”、“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
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愿藏于其
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愿出于其路矣。跟耕者
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天时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民为
贵，社稷次这二，君为轻。”、“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得天下有道：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
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说到底，仁政也
是两个字：“保民”。作者并椐此得出结论：仁者无敌。

应该说，孟子的“仁政”观点，在20xx多年的封建社会里，
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经典，并被当作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长
期处于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孟子读后感篇九

公孙丑又问孟子：“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
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乎？”于是孟子大谈阔论，从勇气谈
到豪然正气，其实它真正想谈的就是他所谓的浩然正气。公
孙丑问道：“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
浩然正气。”“敢问何谓浩然正气也？”曰：“难言
也……”孟子所谓的浩然正气，与他的性本善思想是一脉相
承的。“真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
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娞矣。”孟子教化人们
培养仁义之心和浩然正气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做起。正是由于
这种思想的影响，有人走在路上连一只蚂蚁也不敢踩死，正
是因为对这种思想的培养，大多数中国人骨子里就生长着仁
义，这恰恰让一部分小人乘虚而入。当今的世道就有这样的
小人在大小的舞台上指手画脚，狐假虎威。我恨小人，因此
我恨孟子所提倡的性善论。如果大家都有一点老黑格尔的性
恶论的思想，就不至于产生这样的小人了。



当然孟子有许多好的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公孙丑说：“然则
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向孔子曰：
‘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教不倦
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
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孟子非常谦虚，从不把
自己看作圣人，孔子尚不敢自沉圣人，何况我孟子呢？这正
是孟子伟大人格魅力之所在。我们缺少的正是孟子的这种人
格魅力，在学习生活当中，有一点成绩就夸夸其谈，自高自
大。我要说：孟子尚不敢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平庸之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