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语读后感心得体会(通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好的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
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
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论语读后感心得体会篇一

《论语》这本书中蕴含着许多哲理，关于孝道、治国、时间、
学习……而在这众多的道理之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为政》
篇中关于君子做事的道理。

“子曰：‘君子不器。’”这句话的意思为，孔子说：“君
子不能像器具那样只有一方面的用途。”君子，应该博学多
才，无所不施，而不应像器皿那样狭隘地只能做一件事。

“为政”要通才，通才就要样样精通。“不器”就是并不成
为某一个定型的人，一个好的***家，不但要是一个演员，还
得是一个十分敬业的演员，演什么像什么，真实生动，惟妙
唯肖，能文能武。

在学习生活中，我们同样不应只会一件事，要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而不是偏科。像我，文化课与体育极不对
称，文化课勉强还能说得过去，而体育完完全全就是来拉分
的呀。别人的体育分能将名次提高好几个，而再看看我的，
说多了都是泪呀。还记得初一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我的文化
分是年级第三，而一加上体育成绩，瞬间就掉到了年级第二
十二，现在一想起来，心还在隐隐作痛。

所以，我也一定要提升体育能力，把体育成绩提上去，先不
说能不能成为君子，锻炼自己的.身体也是好的呀。而要想达
到这一目标，我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



论语读后感心得体会篇二

每当清晨时分，听到略带稚嫩却认真严肃的琅琅书声，那一
句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
师矣”……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句，带给我的，是对成长的感
悟。

这些名句，出自儒家经典——《论语》。记得很小的时候，
就经常捧着一本拼音版的《论语》，但那时我只是一只还没
有飞翔过的小鸟，自然体会不到其中的含义，只当它为简单
的消遣，咿咿呀呀，自得其乐。

逐渐的我开始懂事了，在小学二年级时，学校要求诵读《论
语》，当再次捧起这本经典品读时，我仿佛懂了些什么。学
校发放的《论语》大部分是关于学习的，而经历了几年学习
生活的我，已经是一只开始尝试飞翔的小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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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启发我热爱学习，加强
自律。“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告诉我学
习需要时常复习……这些句子伴随着我走过将近七年的学习
生活，教会我如何学习，激励着我努力学习，而它们还将继
续伴随着我走过以后的学习生活。

五年级时，我买了一本节选版的《论语》。而此时，我已经
在父母的呵护下逐渐长大，成长为一只能够飞翔的小鸟了，
对父母的呵护不屑一顾，渐渐地无视父母对我的爱，正是
《论语》，激起了我对孝的领悟。“孟武伯问孝，子
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告诉我要为父母的健康担
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启示我需要用心孝顺父
母……它们教会了我“孝”字的含义，这将使我时刻不忘孝
敬父母，不忘父母生育、养育之恩，时刻对父母心存感激。

到了初中，我读到了更多《论语》中的佳句。这时的我已经



成为能够独立飞翔的小鸟了，能够独立学习，懂得孝敬父母。
但我也将开始面对社会，这时，《论语》中的佳句教会我如
何做人。“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
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告诉我人生
要有理想、有目标，并要为之努力、永不放弃。“子贡问曰：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使我懂得了“恕”的含义，让我学会推
己及人……这些句子教会了我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做人，将
来如何在社会上立足，这对将要接触社会的我，如同地图，
帮我指点迷津。它们将伴随我一生，让我时刻记住如何做人，
如何活得精彩。

从牙牙学语开始，《论语》伴我走过了近十年的时光，我渐
渐长大，它不断带给我崭新的思想，使我在学习中游刃有余，
教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使我一生受用不尽。我将继续用心
品读，相信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它会带给我更多的人生感悟。

论语读后感心得体会篇三

对于《论语》，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曾经是强迫自己去读，
因为高中语文老师要求严格，不读的话，上课叫起来很尴尬。
那时倒不觉得怎么，但是在老师的强迫下，文言文阅读能力
提高了，可以不用老看别人的翻译了。现在对于这些古典书
籍不那么恐惧了，甚至还觉得有点亲切感。

去年年底，于丹在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心得》，百家讲坛的
收视率一下飙升，一时网上议论的沸沸扬扬，一月份我去买
这本书，就已经重印了七次，看后觉得心里压抑了好久的东
西自己表达不出来，但是书中表达出来了。对于《论语》，
书店的书更多的是学者压人式的讲法，而《论语心得》这种
亲切的讲法一下将读者拉近了，我们好像就是孔子席前一个
安静的学生。正如书中说，论语不同与励志格言，它不是一
句一句的教诲，而是一幕幕场景，像话剧一样来看最有意思。



《论语》当中孔子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形象，和学生探讨问
题总是和颜悦色，是商量的语气，尽管孔子比他的学生要大
好多岁。想想现在的课堂，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又要看幻灯，
又要做笔记，忙的不亦乐乎，真是感慨良多啊。

仁是《论语》当中出现很多的一个字眼，但是《论语》当中
并没有给出定义，只有两句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其他
的解释是针对不同的学生给于不同的答案，这就是孔子的因
材施教吧。对于君子，书中也没有给出定义，而是将其与小
人做了多次对比。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
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总是将答案留给学生，现在
又把答案留给了我们这些读者。

我觉得《论语》在今天最重要的的是给了我们现代人一双眼
睛，一双看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在这个物化的时代，了解到
在我们的内心其实还有一片广阔的天空。我们的快乐其实来
自于这片还未开垦的土地。教我们自己为自己营造一片精神
的乐土，让我们把目光由只向外看转为向内看，完满自己的
内心，做一个心胸开阔，心境敞亮，心态坦然的人。

论语读后感心得体会篇四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
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
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道德观念及教
育原则等。

寒假里，我读了论语这本书，收益很多，在这本书中，给我
印象最深的是孔子的这句话：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意思是“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不了解别
人。”有才有德的君子做人、做事，不是为了讨好别人，因
此，当面对别人的毁誉的时候，也就可以泰然处之；因为不
为求荣誉，当然也就不怕别人的诋毁。君子以宽恕的心态来
对待别人，所以，不求全责备，当自己不被别人了解的时候，



希望被了解，却不责怪别人的不了解。君子如果不能了解别
人，那也不符合君子的标准了：一方面表明自己的才德修养
不够，因此难以宽容地对待别人；另一方面也容易使自己误
解别人，由此而产生评价失误。所以，不必因为别人不了解
而忧伤埋怨，但是应该学会了解别人。

我想，在我们与同学相处时，也有这样的时候，当别人因为
某件事而误解了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因此而烦恼，从而责怪
对方心胸狭窄，互相批评的结果就是使彼此的误会更深，而
使原本十分亲密的好朋友关系逐渐疏远。如果在矛盾发生的
时候，进行换位思考，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一下，了解他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别人的感受，就可
以原谅对方的行为，体谅别人，不埋怨，不抱怨，不担忧，
从而改善同学之间的关系，使友谊更进一层。

记得有一次，是我做值日生，好朋友小吉是组长，她分配任
务，扫地是最脏最累的任务了，大家都不喜欢做，早上，小
吉分配任务时，竟然叫我去扫地，我想那么多同学，为什么
让我去呢？当时就十分生气，反驳她说：“我不扫，爱扫你
扫！”小吉说：“上次是东东扫的，今天换一下任务，必须
服从分配！”我又气又恼，心里想：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
是个组长吗？什么好朋友啊！哼！当天，我虽然硬着头皮扫
完了地，心里却十分不舒服。后来，我就和老师要求调换值
日生组了，到了新的小组，这个小组组长恰好转学了，老师
就让我做了组长，这下我可真体会到做小组长的不易了，分
配任务，监督卫生，真的很辛苦，还可能得到同学的误解。
我彻底地认识到自己错了，于是主动和小吉承认了错误。

孔子的这句话使我联想到这件小事，其实小事中更能体现出
一个人的心胸，凡事都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要换个角
度，不要只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自私地处事，更要想想自
己了解别人吗？论语中的人生哲理真值得我们一生去体会啊！



论语读后感心得体会篇五

《论语》是与《大学》《中庸》《孟子》共同称为《四书》
的儒家经典之一。是由孔子的弟子编撰的有关孔子言行的记
录。共二十篇。涉及政治，经济，教育，道德和哲学等方面。
简单的说，《论语》所记载的，是孔子从生活中演绎出来的，
为人处事的经验，和对弟子的教导。

《论语》乃是统治中国思想两千多年的儒家经典。教给我们
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所以，古人曾称之为“治国之本”而这
“治国之本”在今天，仍然可以为我们现代人构建和谐社会，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一份温馨的劝导。

有些人视《论语》为天书。认为《论语》中所提及的真理和
思想都是深不可测的。其实不然，真理都是朴素的。论语，
其实是很简单的。孔子是以一种朴素的，言传身教的生活态
度，去影响它的弟子。

北京师范大学的于丹教授在《论语心得》中说：“孔子带给
我们的，是一种大地上生长的信念。”所以，《论语》是简
单的。

孔子的人格理想乃“神于天，圣于地。”其中的“天”指的
是人的理想。而“地”则指的是现实。我认为这句话形容得
很好。孔子把理想比作“天”，把现实比
作“地”。“天”“地”之间是有距离的，比喻了理想和现
实间是有差距的。“天”“地”把人夹在中间。而人不能在
天上飞，却脚踏实地，说明人生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而且
人不能只活在理想中，是与现实分不开的。所以正如于丹教
授所说：“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

可是有了天，地，人，又应该怎样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呢？

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处理好，才能成为一个拥有强大力量



的完美整体。而处理天，地，人三者关系的方法。即是《论
语》中天，地，人之道了。

这样的道理难道不朴素，不简单吗？在我看来，《论语》中
教给我们为人处事的天，地，人之道其实很简单。用孔子的
一句话就能概括，而且这句话仅仅五个字。即“天，地，人
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