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论语读后感(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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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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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论语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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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泽厚说：“学”者，学为人也，。学为人而悦者，因人类
即本体所在，认同本体，悦也。友朋来而乐，可以本体乃群
居而作个体独存也。“人不知而不愠”，则虽群却不失个体
之尊严，实在与价值也。此三层愈转愈深，乃“仁”说之根
本，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之枢纽。

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孔子的这段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这句话语意重点并不在“学”字上，而在“习”字上。习，
实践。这句话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学习如果能经常实践它，
那不也是很快乐的么?“学”固然是快乐的，但实践所学更能
让人快乐。

以孔子而言，“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是一个“知其不可
为而为之”的哲人，在殷商的废墟上，这位生于“野合”的
父母，起于贫贱的处境的殷宋公孙嫡系，成了“儒”的复兴
者。他说：“吾其为东周乎?”“吾从周!”“吾岂匏瓜也哉，
焉能系而不食?”他想建立一个东方的“周帝国”，他以几百
年来商周文化的混合物--《周礼》作为支柱来建构一个理想
的家园。所以他认自己是这种文化的代言人：“文王既没，
文不在兹乎?”然而初不见用于鲁，十四年周游列国，栖栖惶
惶一如丧家之犬，喟然长叹，“道不行，乘桴浮于



海”，“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在如水流年中白了双鬓畴
昔之夜，梦里在空寂神殿的两楹之间，抚柱哀哀哭泣：“泰
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学何为?习也!学而无所用，
才是一种真正的痛苦。学而致用，那只是孔子理想的快乐而
已!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九万里的风等待扬起东海的波涛，
托举鹏翼扶摇碧霄。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同门曰朋，来当然是切磋修养，研
讨学问的;又自远方，山高水长，路途迢迢，交通不便，平素
难得一见，这实在是可以快乐的事。“何时共把盏，重与细
论文”，这多少古人所临风怀想的美景。

然而细细想来，我们可以有另一种理解：难道朋友都在远方?
近处无友?“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不也是孔子所欣赏、所向
往的么?只是“微斯人，吾谁与归?”现实生活的周围却往往
没有这样志同道合者!

圣人可以光耀千秋，可以光照四海，却照不亮附近凡人们的
双眸!凡人们会告诉你：太阳再鲜艳，它也有黑子，像女人脸
上的雀斑;西施是美，可是她有心脏病，娶不得!所以圣人是
孤独的。所以他期待远方有一双慧眼，能够看到他的光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寂寂的柴门，等待远来的寻芳者
扣响，打开一个尘封的春天。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伟大的人，他的痛苦在于，他是
清醒的，他比平凡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超越了他的
时代;还在于他有更远大的抱负。而这一切都是世俗所不需要
的，因而他也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被理解的。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奈何这世上，谓我何
求的人远比谓我心忧的人多!更有甚者，人们总是习惯用石块、
鸡蛋来迎接启蒙者、先知者。

胆怯一点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谁以易之，于是避人且
避世。

勇敢一点的人，毁誉无动乎中，荣辱在所不计。即使是举身
赴清流，也不肖于同流合污。

可是当一个君子，真的好难啊!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声无奈的叹息，袅袅了千
古!

孔子论语读后感篇二

说来惭愧，虽为人师，却很少看书。平时上班，不是上课，
就是备课、批改，没时间看书。下了班，人已感到很累，回
到家还要忙于生活琐事，够烦了。即使有时间，也宁可看看
电视剧。偶尔翻翻杂志，看看散文，读读笑话。像我这样的，
大概有很多。其实，看书是一种习惯，“忙、没时间、累”
只是一种借口，一个人如果喜欢看书，无论多忙，他都会挤
出时间来。

曾经对低段老师要求低年级小朋友背《三字经》有不同看法。
那些之乎者也的文字，成人都一知半解，要求孩子们一字不
漏背下来，有何好处呢？但仔细一想，这些书籍都是我国古
代的传统文化，可以先熟记后领悟。当然，不同年段的孩子
应该学习不同的版本，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

宋代宰相赵普曾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确实有许
多精华供后人学习，关于学习，有两个过程,一是学,二是习，
只学不习，仅是书本，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习要由生到熟，



熟能生巧，由习到术，进而学术。术指导行动，为了更好地
做一件件事。

《论语》是一本博大的书,它包罗万象,总的精神是“正心修
身”，讲的是做人的艺术，是成就人生的指南。人生的一切
事业功绩，都从做人开始。最终所能达到的成就就是做人的
必然结果。《论语》就是人学，是做人处世的经典，既是原
则论，又是方法论，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生活中的
任何一件事，无不包含在论语的思想照耀之下。

孔子论语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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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论语读后感篇四

《论语》是我们从初中时就已经开始接触的一本生活道德哲
理的书。以前刚接触那些“之乎者也”之类的词觉得枯燥乏
味急了，当时即使老师给我们进行了具体的讲解，我们也是
一知半解的，除了死记硬背还真是什么都没有学到。可是当
我上了大学之后在图书馆里看到这本书就不经意间翻了起来，
随便一两句都觉得很有生活的哲理。不管是在生活上、学习
上、交友上、为人处事上，还是孝顺父母方面等等都给了我
们明确的指示。

从辩论的角度看，孔子肯定是输了，而且输得心服口服。可
是假如从生活的角度看。孔子又是赢家，是大赢家。这是历
史证实了的，不是我说的。也许，真理本不是辩出的，而是



做出的。孔子何以获胜，辩论为何不出这样的道理，我不知
道，但我知道孔子说了些什么，他说的是做人的道理，生活
的道理，生存的哲学!假如你是人，你生活在一个群体中，不
论你做什么：你去干革命，做领导，开公司，或是你去当土
匪，做强盗，当恶霸。假如你想做强，作大，你就必须相信
孔子说的，从这个角度说，孔子的道理，是永恒的真理!当然
有些真理也还是需要人们不断去改善它，让它更加符合社会
的进步与发展。

所以我们必须在继续孔子的思想道理的同时也要学会变通学
会改进。就拿最简单的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来说，或许在古代或是很久以前它是人们行事的一个准则，
不管任何事都得像这句话所要表达的一样。可是在当代这个
社会中，这句话就不能这样用，我们要根据不同场合来灵活
的运用它。因为现代社会也流行这样一句话“说谎不对，可
是有时候善意的谎言却远远胜过说实话”。

当然孔子的这句话在以前主要是运用于学习中，但是生活中
的学习也是一种习得，这句话同样适用，只要我们会用。还
有像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孔子说：“父母的年纪，不可不知道并且经常记在心里。
一方面为他们的长寿而兴奋，一方面又为他们的`衰老而惧怕。
”我觉得这句话前面说得很好，我们是应该记住父母的年龄
和出生日期之类的，这样我们才能在他们生日的时候不至于
忘记而让他们感到很难受，这也是我们作为子女尽孝的最好
时机。可是后面的一则以喜，一则以俱，在我看来就没那个
必要。每个人都会经历生与死，只不过是晚与早的问题而已。
我们没不必要为这种很自然的事情而担忧，只要我们能够让
父母的有生之年过得舒适健康就足够了。

读后感：我觉得《论语》这本书是值得每个人看的，孔子在
里面的每句话、每个词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只要我们运用得
当的话就可以让很多事都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里的
运用得当是指我们要根据不同情况不同时代来理解他的意思。



孔子论语读后感篇五

《论语》是孔子智慧凝成的结晶，是不朽之篇。它使我们深
深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深邃
之美。

五年级时候，我开始读《论语》。论语中的经典句子让我受
益匪浅。写作时，我常常把在《论语》中诵读过的经典句子
运用到我的作文中来。比如要写珍惜时间的句子时，我马上
想到了这一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描绘学习的快乐时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马上出
现在我的脑海里。

而在整本《论语》当中，孔子对“孝”阐述最使我难忘。孔
子非常重视父母子女间的感情交流，并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
敬、爱戴和赡养。孔子认为孝不能停留在物质奉养上，他认
为仅是物质上的奉养是不够的，还得在感情上对父母表示真
诚的尊敬和爱戴。在《论语》中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
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是教导我
们：百善孝为先，如果对父母在感情上不尊敬和爱戴的话，
仅是物质上的奉养，否则与动物有什么区别？古代的黄香就
做得很好，他小小年纪就会在寒冷的冬天里，为父亲温暖被
子。这看似一个普通的行为，其实包含着黄香对父亲深深的
爱。

不过，孔子对“孝”的最高的要求是立身。孔子认为：“父
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这句话告诉了我们子女在父母生前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在
父母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志，这才是真正的孝道。而周武王和
周公旦继承文王的遗志讨灭了商纣王，因此孔子赞扬他们的
行为是真正的孝道。

孔子对孝顺的要求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我不禁想到了自
己的平时的所作所为，与古人比起来，我差远了。虽然我还



没有到赡养父母的年龄，但是我在精神上也没有做到孝顺父
母。很多时候我都会耍性子，因为一点小事情和爸爸顶嘴。
学了《论语》后，我进一步认识到这真是很不孝顺的行为，
自己的行为也有所改变。父母都说我变乖了，看来《论语》
的力量真大哦！

让我们热爱经典吧！常伴《论语》，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
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