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融让梨读后感(精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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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
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
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孔融让梨读后感篇一

”孝顺为美“，”美“即为那个人人口中的美德。其实美德
就像是一片汪洋大海，只有经过一点一滴如水珠般大小的好
事汇聚，才能真正铸就那美好的品德。

想必，”孔融让梨“这个故事早已是古今闻名的。

一天，孔融的妈妈买回了一袋梨，洗给大家吃。她把洗好的
梨放在了桌子上，让家里年纪最小的孔融先挑。孔融看了看
盘里的梨。先选了一个又大又黄的梨给了爸爸，又挑了一个
十分香甜的'梨给了妈妈，接着，他又拿起了其他的大梨给了
哥哥们，最后才拿起最小的梨吃了起来。孔融的爸爸看见了，
不禁好奇的问：”你为什么只拿了最小的梨给了自己？你是
第一个拿的，完全可以拿最大最香的梨给自己吃。“孔融
说：”只有把最好的给长辈，尊敬师长可是做人的道
理。“孔融的爸爸听后又惊又喜。

俗话说”百德孝为先“，只有先做到孝顺师长，尊敬长辈，
才可以做好其他的事。孔融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是因为
他从小就孝顺，心中生善，才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赞同。

孝也是一种美，把美传给家人，传给长辈，何乐而不为呢？

美德就像是一对长满羽毛的大翅膀，只要一根根的积攒，终



会成为一个让人人钦羡的美德”天使“。

孔融让梨读后感篇二

青春，有无比的欢笑和甜蜜的泪水；青春，又有许多伤痛苦
楚的生死离别。但，总归青春是一张五彩的云，曾绚丽过，
最后也只能流失在人生广阔的天空。

让青春继续是一篇很让人心疼的小说，90年代中，男主人公
百脑从四川**考入**一所部属院校。第一季就是讲述大学四
年的校园生活。这季的整个故事非常真实，几乎是原画重现
了90年代中国大学校园的所有一切，在那个没有互联网和手
机的年代，让整个社会为之羡慕的大学校园应该有的一切：
恋爱、串校、老乡聚会、篝火晚会、草地卧谈、饭票、生活
费、毕业分配等等，毕业季所有的兄弟姐妹火车站抱头痛哭
的一幕幕。

故事里爱情和友情交替呈现，纯真初恋、仗义兄弟、飘雪冬
天、校园民谣、青春无悔的真实场景纷纷跃然纸上，跳进最
年轻的、最纯洁的心里。这一季是所有中国校园小说里面的
精品中的精品，浓缩了一个时代的精华！初恋故事，百脑和
程璐的相识是万千电视剧中常见的一幕，由最初的“仇人”
到最后难舍难分的情侣，一路走过来，如大海潮涌般的澎湃，
如云层中雷电的翻滚。两个年轻人，在偌大的校园中相恋，
只为对方的温尔一笑、只为对方一个浓情蜜意的眼神，再多
的苦难也一起背着，再多的欢乐也一起享受，或许，这就是
爱情。

青春，总是那么张扬。看透的是一张熟悉的脸，看不透的是
一颗年轻的心。张扬的个性、夸张的表情、做作的姿态，犹
如光散漫整个庭院，如同微风划过红润的脸庞。

青春，是欢快的。如小鸟般的挥洒自如；如溪水般的清澈流
淌；如山谷间的回声荡漾……那一张张笑脸，那一次次的回



眸，那一次次的呐喊，那一次次的执着；青春，是爱的海洋；
青春，是冉冉升起的骄。

距少次走在午夜的街道，城市的霓虹灯下，一对对可爱的、
灿烂的笑脸随五颜六色的灯光一样绽放，尽管下点小雨也是
美的，伞下那一对青春的、有活力的恋人肩并着肩，迈着相
同的步伐践踏着雨水嘻戏，任由雨水划过雨伞、划过脸庞，
幸福的模样，早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走过多少沧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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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让梨读后感篇三

今天读了中华传统美德故事《孔融让梨》。孔融让梨的故事
家喻户晓。从小我们就被父母教导，要做一个像孔融一样守
孝悌知礼义的人。而从这篇文中我们也能看出孔融的聪慧。
孔融小小的年纪就懂得为其他人着想，为其他人考虑。我读
完之后心中一种佩服之情油然而生，这种高尚无私精神，是
多么可贵呀!

有一句名言说的是：“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就要先尊重其
他人。”



读了《孔融让梨》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要首先尊重别人，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谦让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宽容，高
兴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是快乐着，谦让让我们的生活和谐快乐，
同时也能化解人与人的矛盾。

在生活中，尊重并不常见。

餐桌上，两个小朋友为了一盘很好吃的菜而争得面红耳赤。

公共汽车站里，许多人为了先上车抢一个好位置而疯拥而上。

这些都是生活中真真切切存在的不尊重他人的表现。

但生活中又不乏尊重。

同样是餐桌上，同样是两个小朋友，却为了让对方吃得更好
争得面红耳赤。

还是在公交汽车站里，许多人为了给一位老人让座，都纷纷
站起身来让座。

其实尊重他人是一种高尚的美德，是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表
现。

尊重他人是一个人的政治思想修养好的表现，是一种文明的
社交方式，是顺利开展工作、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的基石。

孔融在这一方面就做到了我们同龄人所不能做到的。

我们通常是抢先吃那一个最大的鸡腿，是抢先坐上那一个空
余的位置，没有尊重过其他人。

常言道：送花的人周围满是鲜花，种刺的`人身边都是荆棘。

所以我们应该向孔融学习，向他学习尊重他人，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得到其他人的尊重。

孔融让梨读后感篇四

今天读了《孔融让梨》这个故事，我有很大的感想：现在，
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富裕了很多，但又有多少小朋友想到谦让
和关心别人呢？我们的父母给我们买了一些好吃的零食，可
我们只顾自己吃，压根儿没想到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

孔融让梨读后感篇五

每个人都有一个过去，也因此遗留下了一些不为人知或不可
为人知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常常令我们感到不自在，使得我
们不得不隐藏了自己。不愿看清自己，成了我们的一种习惯。
为了可以适应现实生活，暂时远离痛苦，我们变得爱自欺欺
人——掩饰过去，逃避未来，只是得过且过，因为要看清自
己总令人心生畏惧，这是一件既麻烦又困难的事情。

为了自在，首先要不“自在”。

拿到《让心自由》这本书，“自由”二字并未立刻植入我的
心里，只是看了一个开头便放下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我的心对自由有一份深埋已久的渴望，然而似乎又冲动不起
来。那为何‘既是渴望又似乎无动于衷’呢？在那一刻，我
并未深思与探究，而且像是有一种本能的意识，竟然不自觉
地把这事给放下了、不提了、忘记了、过去了。

当一些事情是你无法回避，会感到不自在，而且必须直面时，
在你克服了每一个不自在后，你会惊喜的发现：原来克服了
不自在是这么自在的一件事啊！比如，要做一件事，想到了，
是用笔记本记下来呢，还是只是记在脑子里呢。显然，记在
脑子里来得容易，而用笔记下来，可就麻烦了，既要拿笔纸，
还得写。通常，这时我们会习惯了先记在脑子里，或者回头
再记回本子上，不就是这点事嘛，不会忘记的。这是一种假



设，可能会记住，也可能不会忘记，而事实上很多情况下会
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不作假设你可以绝对记住，然后全心全
力地克服各种麻烦，用本子记下来，放在你可以随时看到的
地方，确保你可以及时准确地完成这件事，那么你一定可以
从不自在中获得自在。

最近，发生了几件事情，刚好把我的心拉回《让心自由》这
本书中来。我说说其中两件事，恰巧是去培田的一前一后。

在去培田的前几周，为了恢复体力，备战明年初的马拉松，
我开始了跑步。不料，在去培田的前几天，“旧患”复发：
右膝盖因为负担过重，开始酸疼，在之前的训练中因此而中
断过一次。之后几天，一直不见好，开始有些担心，真怕影
响了培田之行，更影响参加明年的马拉松，直到去了培田后
心依然悬着。或许是因为在培田事情较多，这事在没有更多
关注的情况下，坚持了几天。有趣的是，经过八九天的高强
度行走，尤其是最后两天的连续爬山，结果却是右膝盖已经
很多天不再酸疼，这令我恢复了自信。如果是在之前的那一
次，或许我就会放弃继续练了，因为那时我真觉得我的腿以
后不能再跑长跑了——我给自己作了个假设，在没有任何验
证的情况下接受了一个假设的事实，也许只是怕酸疼而已，
或者少了个坚持下去的理由，其实我的腿还是棒棒的！退一
步讲，就算不敢再练下去，好歹也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嘛！死
也要死个明白，这才是行动力。

培田回来后，又有一件事使我不自在了几天，中途还差点想
放弃呢！不过，“行动、尽力、投入”之后我却感到无比的
自在。一张收据引发的纠结。培田的一天，我支付了一笔钱，
然后开了一张收据，回来后要报销却难住了我。收据上有两
个付款记录：买辣椒的费用和买醋的费用，而我记不清哪一
个是我付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可以记得住，没有另外作记录；
再加上买辣椒费用的记录写在第一行，根据我的经验，先付
先写了，所以我觉得我付的就是辣椒的费用，而第二行只是
顺带写上去的。经过核实买辣椒的费用已经付了，而我却不



清楚到底我付的是哪一个，只好再去核实了。折腾了好几天
终于在打完了第四个电话后弄清楚了，醋的费用才是我付的。
尽管这几天感到不自在，又要打好几个电话，会很麻烦，还
担心弄不清楚，但是事情总算清楚了，心里倒自在了些。

作假设，只是让你一时的自在，一旦事情包不住，将会有更
多的不自在涌向你。不作假设，便需要去澄清或验证，事实
上这是在看清你自己，所以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甚至会让
人感到艰难。因此，只有尽心尽力地投入到澄清的行动才可
以让假设真正地远离我们。

孔融让梨读后感篇六

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学过一篇文章——《孔融让梨》，文
中讲了孔融把一只大梨给了他的哥哥，却把最小的一只梨留
给了自己。这篇文章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它让我明白：
谦让是一种美德。

谦让之美在于人能更好地溶于自然。我们对植物要有谦让精
神，不能乱砍树，乱采花，破坏生态平衡。如果乱砍树，森
林会逐渐减少，土地会逐渐沙漠化。目前，在北京一带，由
于树木逐渐减少，沙尘暴的天气已经越来越多了，这是人对
植物没有谦让精神的结果。我们对动物也要有谦让精神。现
在，大街上的流浪猫、狗变多了，墙角、路边很容易能见到
它们可怜的身影。我们在菜市场上能听到青蛙悲哀的叫，鹅
发出的痛苦的长鸣。我们在超市里，随处能看到用动物皮毛
做成的衣服、鞋子……这些都是人对动物不谦让的现象。假
如我们能保护植物，关爱动物，与自然界和谐相处，那么我
们也一定会收到很好的回报：在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中幸福
地生活！

谦让之美在于人与人之间能相处得更加愉快。我们要时时处
处为他人着想，帮助别人。乘公共汽车时，如果你看到老人、
抱小孩的阿姨，或者是孕妇时，一定要记得绘他们让座，这



是谦让的表现。我们要学会宽容。在我们身边，经常有一些
打架之类的事情发生，那是不宽容的表现。如果每个人都退
后一小步，多为他们着想一下，就不会发生打架之类的事情
了。

谦让是我们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美德。几千年前的孔融能把
谦让做得这么好，作为现代的我们来说，更应该把这种美德
很好的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孔融让梨读后感篇七

暑假里的一天，我再一次翻开了储晋老师写的《从此不怕写
作文》。

突然，一个题目吸引了我的眼球：《让梨》。

我心想：咦？是不是有人把《孔融让梨》改编了写的？于是
我带着问题读了下去，这篇让梨的故事大概写了：从前，有
个兄弟俩都爱吃梨。一天，母亲在吃完饭后那出一个大梨一
个小梨，对哥哥说：“你吃大梨还是小梨？”个个使劲咽了
一个口水说：“我当……当然……想吃……大……的
了。”“啪！”哥哥挨了母亲一巴掌。母亲又问弟弟：“你
想大的还是吃小的呢？”弟弟看了看黄澄澄的大梨，又看到
了哥哥的下场，立即拿了那个小的说：“我还是吃小的
吧。”哥哥拿到了大的很开心，“啪”母亲说：“爱贪便宜
的人往往贪不到便宜。”又过了几天，母亲又带回一个大梨
和一个小梨，但又发生了与前几天相似的事。我心想：哦，
原来不是《孔融让梨》的改编呀！

读完文章，我又去看了问题。问题问：后，兄弟俩都有了工
作，你知道哪个人的工作好？我心想：一定是弟弟的工作好！
弟弟，很自觉；不像哥哥，贪便宜。可我一看答案吃了一惊，
答案上清清楚楚的写着，20年后，弟弟是诈骗犯，而哥哥却
是法官！当哥哥问弟弟，你什么时候学会骗人的，弟弟



说：“从那次让梨起……”我问了妈妈，妈妈对我说：“兄
弟两的妈妈教育的不对，不应该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是要让
孩子理解孔融让梨的意思！”

原来，做事不可以骗人，爱吃的就是爱吃，不爱吃的就是不
爱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