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孔子论读后感(大全10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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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论读后感篇一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它写得很好。它收集了许多古代名人所
说的有意义的话语。它的格式是这样的:先用古话，再用词和
字的意思，再用现在的话，最后用评论。其中，我喜欢的.是：
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也说？有朋从远处来，不亦乐乎？人
不知道，不生气，不是君子。有子说：它也是孝弟，而好犯
上者，鲜；不易犯上，而好作乱者，未有之也。君子务木，
本立道生。孝弟也是仁之本和子说：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矢
人也。”

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很多，比如:学习要经常练习和复习，孝顺
父母，服从兄弟，服从老师。我也知道古代流传下来的名言，
就是论语。

孔子论读后感篇二

孔子说的很对，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忙于工作而陪伴父母的时
间越来越少了，疏忽了对父母的陪伴与关心，只是单纯的认
为寄给父母钱就够了，可以让他们吃饱就够了，难道真的连
抽出几分钟的时间都没有吗？反而是家里的宠物猫宠物狗经
常陪伴在侧，饲养的很好，经常带出去给它洗澡，带它出去
玩。只尽到了了物质方面的责任，那么所谓的赡养又与养宠
物有什么区别吗？而一心想要孝敬父母的人，才会去关心父
母，在乎父母，不让他们担心，父母真正需要的根本不是那
些物质上的提供，而是对父母最真诚的关心。



说来说去还是上一句的道理，对待父母一定要真心，不要拿
金钱去敷衍父母从而去做到金钱上的孝敬，一定要有生活上
的关心，有些时候关心其实比金钱还要让父母开心。

孔子论读后感篇三

这学期，我们学习了论语中的古文，里面有教人做人的'道理.
例如：有子说：“他也是孝弟，而好犯上，鲜；好犯上者，
好作乱者，没有也有.君子务本，本立而道.孝弟也是，它是
仁之本和仁之本.“意思是：有子说：“他（她）孝顺父母，
尊重兄弟，而喜欢冒犯长辈的人很少；不喜欢冒犯长辈，没
有人喜欢作乱。.君子要致力于根本，从根本上确定做人的道
理.孝顺父母，尊重兄弟，是仁爱的根本.但我没有孝顺父母.

父母总是叫我收拾碗，我拒绝了，他们叫我去买东西，我也
拒绝了.只要是父母让我做的事情，我都没有完成.

孔子论读后感篇四

《论语》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是儒家思想的重
要体现。其第十一篇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主要是关于学习
和读书的内容。这一篇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段：论述读书的重要性

论语第十一篇首先阐明了读书的重要性。读书可以增加自己
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修养和素质。读书也
可以使人从别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避免走弯路，更好地实
现个人的发展和成长。

第三段：学习应当注重实践

学习不应仅仅是在书本上浅尝辄止，而应该注重实践。只有



将书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践行动，才能真正理解其内涵和意
义。而且，随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知识的传授方
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不同的学科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和
互动也更为频繁。

第四段：学习的方法也十分重要

学习的方法也十分重要。学习要灵活，要根据不同的学科和
不同的学习主题，灵活采取不同的方法。此外，学习的方式
也不仅限于阅读和听讲，还可以通过实践、探究、交流等方
式进行。通过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可以更好地发挥个
人的学习优势，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和效果。

第五段：总结读书心得

阅读论语第十一篇，给了我很多启发，对于学习的态度、方
法和目的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意识到了古人所
言“温故而知新”的重要性。只有在熟练掌握古代经典之后，
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并为其它学科的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我决定将读书精神贯彻到日常生活
中，不断地充实自己，在自觉自律的基础上争取更好的发展
和成长。

孔子论读后感篇五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论语是孔子和他
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字字句句，片片断断记录下来的，后来
《论语》成了举世闻名的古代经典文化，曾经有朝廷宰相仅
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他把论语中富有哲理的话讲给昏君听，
昏君听了孔子的话后，终于也变成明君了，从此他热心治理
国家，国家就强大起来了。

《论语》中有许多哲理名言，对我们的教育起着非常积极的
影响，因此学习论语是十分有意义的。例如：子有四教，文、



行、忠、信四项内容教授学生。刚毅木，讷近人，焚迟问仁。
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从
这些论语中，我懂得了许多道理：我们做事要谨慎，待人要
忠诚，要懂得怎样尊重别人。这都是我们做人的准则。

以后我在为人处世也要这么做，并且每时每刻都提醒自己的
伙伴。让大家在学论语的过程中健康成长。

孔子论读后感篇六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读书学习是人生中不
可或缺的部分，而「论语」第十一篇正是在探讨如何正确地
去学习。这篇文章叙述了不同的个体对待学习的态度，以及
如何去获得真正的知识，并把这种学习方式运用到生活中。
在这篇文章中，我深刻地体悟到了学习的意义，并从中得到
了许多启示。

首先，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学习态度。
有人把学习视为人生中一大乐事，日复一日刻苦勤奋。而另
一些人则习惯于怠慢学业，不以为意，对知识缺乏兴趣。这
就引起了我对自己的思考，我意识到，只有以积极的态度去
学习，才能打开知识的空间。因此，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只
有积极学习，我们才能更好地提升自己。

其次，「论语」第十一篇中也在探讨如何获取真正的知识。
孔子认为我们不仅需要读书，还需要考虑到书上内容的价值。
一时的浅阅读只能给我们短暂的满足感，而真正的了解需要
长时间的思考和实践。这一点让我意识到，我们需要有一个
系统的学习规划，通过深入的学习和思考，才能真正地获取
知识，来帮助我们去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孔子提到了理解的重要性。他认为，真正熟知一件事
情是指通过理解来掌握它。如果我们不理解书上的内容，那
么我们的知识就会非常浅薄和表面化。这同样适用于现实生



活中的问题。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去思考解决问题，透过问题
的表象，深入地去理解它，以便真正掌握所需要的知识。只
有通过深度理解才能做到避免蜻蜓点水地学习。

第四，在这篇文中，孔子也谈到了如何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到
日常生活中。他认为，真正的学习是通过实际的做事，，来
将书本所学融入到生活中。在这里我也找到了一些学习经验。
学习不只是要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把它运用到具体的问
题上，去实现日常工作和生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才能更
好的发挥所学。

最终，「论语」第十一篇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在诚实、谦
虚和勤奋的态度下，才能真正地去学习、去吸收和获得知识。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要抱着一颗虚心的心态，保持谦卑的态
度，持之以恒地不断努力，以便获得更多的知识。正如孔子
所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
也。”

总之，在「论语」第十一篇中，我深刻感受到了学习的重要
性。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学习，我明白了学习所带来的力
量和学习所需的精神。为了能够更好地成长，在未来的日子
里，我将会以更高的热情来坚持学习，认真思考和借鉴教训。
通过不断努力，并以积极的态度去学习，我相信我会取得更
多的成就。

孔子论读后感篇七

《论语》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之作，其中第十一篇谈到了
读书的重要性以及读书的方法和目的。读过这篇论语，我深
感其中蕴含的智慧和价值观念，这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读书的
信念和态度。本文将从读书的意义、方法、态度、禁忌和使
用角度出发，结合自己的学习实践，探讨读书对个人成长和
社会进步的意义和作用。



第二段：读书的意义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读书是个人养育修身、国家强
盛富强的基础。《论语》中提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语言简洁，意蕴深远地提醒我们，读书不是一劳永逸的事
情，而是要不断重复学习、反复思考。同时，《论语》也告
诉我们，读书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读，而是要认真“思考”
这些知识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不断地思考、实践中，才能
领悟到知识的精髓和极致，将之运用于实践中，影响自身和
整个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第三段：读书的方法和态度

阅读是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方式，而一本写得不好的书即
使看了也是浪费时间。《论语》中提到，“三人行必有我
师”，通过引进有价值的书籍，学习他人的经验、感悟和思
考方法，促进自己的自我成长和领悟。同时，《论语》也告
诉我们，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态度和方法，因为世界
是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接受新的信息和观
点，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思维模式，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和变化，
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贡献。

第四段：读书的禁忌

读书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自己的
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但如果盲目跟风、图速成、未加思考
地读书，那么结果只会事倍功半，甚至还会带来负面影响。
在读书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的是审慎的态度，不要轻信一
些没有经过认真审查的信息，忽视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的能
力，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烦恼和损失。同时，我们也要避免陷入
“墨守成规”的陷阱，循规蹈矩而失去创新和发展的机会。

第五段：使用所学



读书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需要将所学应用到生活和工
作中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形成有效的价值和成果。在实践的
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对自己的成果进行反思和总结，及时
发现不足之处，并加以改善和完善，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
养和能力。通过学习的不断积累和自我审视，我们可以创造
更多的价值和贡献，让自己不断成长和进步，为社会发展作
出更大的贡献。

结尾：

读书是个人成长、社会进步的基础，只有在认真的学习、思
考和实践过程中，我们才能领悟到知识的真谛和极致，从而
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创造更多的价
值和成功。因此，我们需要坚定对读书的信念和态度，懂得
读书的方法和技巧，避免读书的禁忌，将所学运用到实践中，
创造更好的未来。

孔子论读后感篇八

这个假期，我读了《论语》，其中有一句“三人行，必有我
师焉。择其善者而从,其不善者而改之”，给我留下非常深的
印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几个人走在一起，总会有一个人
可以当我的，学习他的优点。发现他们有缺点，就要赶快检
查自己是否也有那种不足，如果有，马上去改正，这样就会
做得更加完美。孔子这种谦虚好学的精神，令人钦佩。

我们班里每个人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有的`好，有的体育
好，有的唱歌好，有的乐于助人……他们的优点都值得我好
好学习，这样我也会越来越优秀。

孔子论读后感篇九

第一、四，五、六则是关于学习态度（包括个人修养）的。
归纳起来，有三个要点：第一，一个人要掌握知识，必须不



断地进行学习，要好学，勤学，不知疲倦地学，并能把按时
进行复习当做一件乐事。第二，要想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必
须从不自满开始，虚心拜周围的人为老师，乃至向不如自己
的人请教。第三，学习者要坚持自我修养，对自己，学而不
厌，不怕别人不了解；对同志，以能相互切磋学问为乐；对
弟子，教导要特别耐心。第二、三则是关于学习方法的，孔
子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是，对所学的东西，应该按时复习。
复习的目的在于记住它，加深理解，扩大新知。其二
是，“学”和“思”要结合起来。学习时不动脑子，不想问
题，就不可能学到真正的知识，也不可能获得举一反三的能
力。从“温故”到“知新”中间有一个思考的过程，即在头
脑里对获得的知识和材料进行分析、概括和推导，缺少这个
过程就不可能达到“知新”。但是思考又必须在学习的基础
上进行才能有所得。

《论语》六则，篇幅简短，立意深刻，三言两语就表达一个
完整的意思，富有哲理性。严肃而深刻的道理用谈话、答问
的形式讲出来，给人以平易亲切之感。反问句、感叹句的`运
用，使语言更具纡徐含蕴的色彩。“温故知新”“不耻下
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已成为学习中的格言，富有
极大的生命力。

孔子论读后感篇十

《论语》的第一篇是学而篇，也是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学做
人，学做事。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在学习中的经历，以及孔
子本人的一些感悟，流传至今，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影响。我
们今天仍然会学习孔子及其弟子所发扬的这种学习精神。不
仅在学习中适用，在我们的生活中以及我们的做人做事中仍
然适用。学而篇告诉我们许多道理。孔子曾说，活到老，学
到老，而孔子本人也一直未停止过学习。在他临死前他都还
一直记着老子对他的教诲，仍然不忘记他的政治报负。这也
就是他之所以称之为孔圣的原因吧，他一心为国为民，用自
己的行动去改变他难以改变的事，他努力过了，他坚持过了，



尽管结果不太尽如人意，但他却为我们做好了一个榜样，为
我们发扬了一种精神，留下了他宝贵的学识，他宝贵的经历。
后人敬仰他，以他为榜样，虽然有些人会对他产生误解，但
其真正的内在的精神品质永远不会被人所厌弃。向孔子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

孔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流传
至今，仍被人广为传颂。我们现代人更应该学习这种精神，
不要不懂装懂，或一知半懂。我们要从容面对我们自己所存
在的这些问题，然后能够解决的尽量解决，不能够解决的，
也要尽力解决。不要不知道的装作知道，这样问题会越来越
多。只有勇敢的面对了自己所存在的问题，才是一个真正勇
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