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语为政读后感大学(实用8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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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论语为政读后感大学篇一

“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
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如果想要做一个别人愿意和你交流，也可以和你交流的人，
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敞亮的心怀。这就是《论语》中所提倡的
“坦荡荡”的心境。

社会环境中最重要的是朋友，从朋友身上可以照见自己的影
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一个人一生中的朋友看，大体
能够了解他的为人、性格以及处世方式。每个人的交友准则
都不尽相同，但是交友准则总结起来，又有着一定的共同性。
曾经看过一首交友的打油诗：坦然天地一线宽，纵横四海行
为善，不狂不躁头低下，哪儿是水哪是山？其实这诗就表达
了三重意思：心善第一，谦虚第二，随缘第三。大多数人在
于其他人交往的时候，彼此能发展为朋友关系的，大多还都
是看中对方的善良、合自己胃口这些条件。

于丹教授在讲论语时，谈及交友就有非常明确的标准，谓之，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也就是说，好朋友有三种，坏朋友也有
三种：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偏辟、友善柔、友便
妄，损矣。

友直就是说要为人正直，要坦荡要刚正不阿，一个人不能有
谄媚之色，要有一种朗朗人格，在这个世界上顶天立地，他



的人格可以映照你的人格，他可以在你怯懦的时候给你勇气；
他可以在你犹豫不前的时候给你一种果断，这是一种好朋友；
友谅，也就是宽容的朋友，其实宽容有的时候是一种美德，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深沉的美德之一，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不
小心犯了过错或者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时候，有时候过分的苛
责还有一种批评，都不如宽容的力量来得恒久。其实有时候
最让我们内心受不了的是一个人在忏悔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人
的怨气反而得到淡淡的一种包容，所以有一个好朋友，他会
给我们内心增加一种自省的力量；宽容的朋友不会使我们堕
落或者更多的放纵自己反而会让我们从他人的内心包容上找
到自己的弊病，找到自己的缺失。所以宽容的好朋友，是一
种做人的情怀，是我们在失落时需要的关怀，是黑暗中所需
要的光明。友多闻，就是见多识广，学识渊博的朋友，当你
在这个社会上感到犹豫彷徨有所踌躇的时候，到朋友那里以
他的广见博识为你做一个参考，来帮助自己做出选择。

同时，还有三种坏朋友，叫做友偏辟、友善柔、友便妄，这
是三种什么人呢？论语告诉我们，第一种坏朋友，友偏辟，
就是指性情暴躁的朋友。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
当你还需要理智判断的时候，你的朋友却先自盲目下定了结
论，这种暴躁的朋友往往因为盲目的激情影响你的判断，让
你做出可能永远无法挽回的后果。第二种叫做友善柔。跟第
一种相反，是说那种脾气特别优柔寡断的朋友。要知道，现
在的生活节奏很快，竞争激烈，很多时候，机遇在我们面前
只是一晃而过，你必须果断的去把握它，而善柔的朋友往往
干扰了你的思维，使你犹豫不决，这种朋友总是让你错失良
机。第三种，也是最坏的一种朋友，友便妄，就是那种不择
手段来谋取个人利益的小人。他们往往会打扮出来一副善良
的面孔，来博取你的信任，直到你发现被他利用，而这时往
往你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交什么样的朋友，怎样与朋友相处，考验的是我们的眼光和
智慧，读论语，听于丹讲论语，从中学习到的是一种审视、
明辨的能力，是宽容、不为己甚的态度。选择一个朋友就是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论语是道德与智慧的凝结，他是一个循
循善诱的老师，又是一个正直、坦率、宽容的朋友，它是一
个映射着我们道德情操、品性修养的镜子，让我们在生活中
找准自己的方向，多一份艺术和智慧，多一份清醒与闲暇，
多一份享受生活馈赠的心情。

论语为政读后感大学篇二

这个暑假，我仔细阅读过了《论语》，这本书让我了解到，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几千
年来，他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所谓的圣人，贤者。他的《论语》
让我知道了做人的真谛，也让我明白了学习的奥秘。

“仁”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它是“礼”的根本内容，是
道德伦理观念的基础。仁者，爱人也，为人处事的一个基本
原则就是要能以关爱他人的心态面对生活。《论语》中记载，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刃，则以学文。”只是孔子在教导学生们说：“同学
们，任家要孝顺父母，出门要平易近人，做事要谨慎。”其
次，做人诚信十分重要。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意思是说：一个人丢了诚信，他还有什么值得可信的
地方呢？人没有了诚信，将寸步难行，所以，从现在做起，
从小事做起，这样，我们才将会成为一个有诚信的人。

“礼”是孔子思想的保守方面。“周礼”是西周以来上层建
筑的集中体现，它是用来维护上下尊卑关系的。因此，孔子
对春秋末期的“礼坏乐崩”抱着惋惜的态度，把破坏礼的行
为看成是不可容忍的事情，所以“礼”就成为我国封建社会
的统治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礼”也在很多方面存在着，
如：“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
父母则，须顺承。”意思是说：父母是我们的长辈，我们应
尊敬她们，对她们的教育，我们应认真聆听，保持着“有则
改之，无则加勉”的习惯。



“知”是孔子思想的精华，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
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有意
义，很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和获得知识的方法。他提出反复
学习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而获得新的知识，“温
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中我也明
白了，在学习和生活中，都要用于开阔出新的知识，使自己
的学识更加丰富孔夫子的教育思想中还包括学习态度的问题。
他认为学习的态度就应该是老老实实的，不懂就说不懂，努
力学习，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
自己就是这样，不耻下问，由于孔子抱着这样的学习态度，
他的知识在当时就比别人丰富。再有，孔子教学也比较注
意“因材施教”。《论语·述而篇》记载，子曰：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说：不到
他用心思考弄明白而不得其义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
心里想说而口里不想说的时候，不去启发他。交给他一个方
面的东西，他却不免、能由此推出其他三个方面，就让它自
己去想。孔子就是采用这样的教学方法，去推动学生思考问
题的。

从《论语》中，可以学到许多做人学习的道理。作为一名小
学生，我们应该传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做一个正
直，谦逊，与人为善的人。《论语》值得我们用一生去感悟，
感悟孔子精深的大智慧。

论语为政读后感大学篇三

在学习班里，同初一预备班的学哥学姐们读到了初一上册的
课本，其中，《论语十则》这篇文章勾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起初，我看不懂这奇怪的`古文，看不懂那极其深奥、奇怪的
文字。之后，教文言文20xx年的那位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其中
的大意，让我们读三遍，然后，背下来，我觉得十分容易，
比死记硬背强多了。最后，我写下了这篇读后感，下面，我
选了几则论语，分享给大家。



论语之二：曾子曰：五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大意是：我每日反省自己：替别
人出主意是不是尽心尽力了呢跟朋友交往是不是真诚老师传
授的学业是不是复习了呢读到这篇论语的时候，我觉得此刻
的孩子一般都很任性，不会反省自己。我就应学会检讨，学
会反省自己，同学们你们也就应行动了!

论语之三：子曰：岁寒，然后之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大
意：碰上寒冷的冬天，才明白松柏最后凋谢。读了这篇论语。
我明白人的知识是无穷的。随时随地都能够想出一个创意。

以上几句中，有好几句论语是孔子先生写的，他名丘，字仲
尼，是春秋时期的儒家创始人，是古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论语为政读后感大学篇四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面不患乎？与朋友交而
本信乎？传不习乎？”这句话的意思是:曾子说: “我每天多
次自己反省﹕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往来是
否诚实呢？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复习了呢？”

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要尽心竭力，按时上课不迟到，上课要认
真听讲，上课积极发言，不和旁边的同学们说话，回家写作
业要认真，写字要工整，上操要认真，动作要规范，在学校
要遵守规矩，老师分配的各项任务尽力去完成。

和朋友往来方面，广交朋友，关心朋友，团结朋友，重要的
是诚实地对待不要欺骗朋友，发现朋友有困难的时候要帮助
他，朋友之间要相互鼓励。

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每天要复习，回家写完作业后要复习老
师上课讲的知识，巩固知识点，不会的问题及时要问老师，
以前学过的知识也要复习，难的题要多做几遍。



我们每天要上面的三点总结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管什么事情
要尽心竭力地去做，同朋友往来以诚相待，所学到的知识经
常要复习。

论语为政读后感大学篇五

《论语》是儒家思想的千年经典绝学的一本著作哦！相信大
家都知道《论语》这本书是记载着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
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言行的一本书。其中纪录了许多耐人寻
味的孔子经典语句，让人读了之后深受启蒙，而且里面的语
句还简单易懂，很容易就明白做人的各种道理。我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如果认真钻研这本著作，就一定能胜读十年书啊！

时光荏苒，在逝去的2500多年里，恐怕再没有哪一本书会比
《论语》有更多的读者了。我们都被孔老夫子的智慧所折服，
无人不佩服他的领悟，他不愧是教育家！

书里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每读一句我就会学到一个新的知识，
读《论语》让我受益非浅！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
其何以行之哉？”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深有感触。这句
话的意思是︰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就不知道他
怎么可以做人。就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一样，怎样走
路呢？”

人在世界上处处需要诚信。生活中，你如果没有诚信待人，
别人就会认为你是虚假的人，是伪君子，甚至会远离你，当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就不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面
前——伸出援助之手去帮一个没有诚信的人，那时候你就会
感到无助；学习时，你如果没有诚信待人，与同学相处时总
撒谎骗人，不诚心诚意地交朋友，对同学做事、讲话都不诚
实守信，那同学们一定会对你充满了反感，还会讨厌你，大
家就会不与你交朋友，那时候你就会感到孤独；社会上，你



如果没有诚信待人，在工作岗位上的话，同事们就会认为你
是一个滑头滑脑的人，也就不会与你合作办事，大家也会避
开你，那时候你就会感到失落！

人与人之间处处需要诚信待人！

论语为政读后感大学篇六

书，对人的成长的影响是不呆估量的，一本好书往往能改变
人的一生。

自小就执著于看书的我读的书已经不计其数，书使我受益匪
浅，每一本书都让我印象深刻，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就属
《论语》了。

《论语》作为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骇、含蓄隽
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有二十篇，其中让
我体会最深的是为政篇中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
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要
听各种意见，把觉得怀疑的地方避开，谨慎说出多余的，才
能少犯错误，日后才不会后悔。在生活中也不要夸夸其谈，
应该三思而后行。

《论语》是我的一位好友，它让我懂得人生中的一些为人处
事。《论语》总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我度过一个又一
个难关，让我明白失败的缘由，重新找回自信，并且走向成
功之路。

读《论语》使我受益无穷。今后我会更加细读《论语》，细
读这中华千年经典，读懂这其中的做人道理与处事方法，让
我与经典继续相约吧！



论语为政读后感大学篇七

我听到过一首歌中这样唱到：“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
在七年级学过论语以后，我用我简单而幼稚的大脑思考，用
我懵懂的心去体会生活，发现这句歌词很有道理。是论语让
我明白了：做人要谦虚好学，不能见利忘义。

曾听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没错，的确是。论语的奥妙博
大精深。区区几句，就让我明白了一些人生的感悟。

在七年级，我学会了两句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
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
后凋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是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
我选择他好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方面就对照自己
改正自己的缺点。说明了在日常生活中自己要有主见，善
于“择其善者”、去“其不善者”，从别人身上学到自己需
要的东西。

我们就应该这样，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自身有很多不
足，我们却注意不到。看到别人这方面做得好，再看自己，
自己不如别人，再来改正自己的不足。看到别人做的不好，
再来看自己，如果自己做得比他好，那还要让自己做得更好。

如果自己做的比他人好，那就不但要让自己做得更好，而且
要谦虚。因为只有谦虚才能让自己做得更好。如果骄傲了，
就只会被别人远远地拉在后面。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意思为：到一年中最冷的
季节是，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用松柏比喻品德高尚的
人能经受住考验，不随流俗，保持节操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不同于一些见利忘义的小人。



有一些人见利忘义，从来不认为与别人的情谊是最重要的，
一遇到利益，就把情谊都忘了，甚至做出一些为了自己的利
益而损害朋友利益的事。像墙头草一样，风往哪里吹就往哪
里倒，不但没有主见，而且没有道德。这样的人只会摇尾乞
怜，等人施舍，不会自食其力。这种人经不住任何考验，其
他人不值得与他交朋友。同时，我们在憎恨这种人的时候，
我们不要做这种人，他们只是过街老鼠而已。

有这样一句广告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做人亦无止
境。通过学习这两则论语，我明白了做人要谦虚好学，而且
不能见利忘义，人字的结构就是：虚心和忠义的相互支撑。
让我们一起争取做“完人”！

论语为政读后感大学篇八

暑假里我闲来无事阅读了《论语》一书，我感触很深，从中
我不但学到了许多知识，还使我的精神世界得到了很大的提
升。《论语》一书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编纂的关于孔子言行
的记录，其作者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他是思想家是理
论家，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文艺理论批判家，他所提出来的
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
《论语》这本书是孔子思想主张的体现，孔子学说的核心
是“仁”，即“爱人”这是孔子认为的最高的道德准则和品
质。

其中几则道德言论令我感受深刻。第一则当然就是开篇第一
章的第一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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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学
习知识以后，要去时常温习它，不也是很愉快的嘛！有志同
道合的朋友从远处而来，不也是快乐的嘛！别人不理解我，
我也不恼怒，不也是一位道德修养高的人嘛！从这段话可以
看出来多么勤奋的人，多么乐观的人，多么大度的人，这样
的人不为君子谁为君子？这种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学习了之
后及时复习，不仅会加强对所学知识的印象，还会从旧的知



识中领悟到新的东西，就是“温故而知新”，这样岂不是一
举两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而来，大家在一起讨论共同
的兴趣、共同的喜好，一起交流生活、交流学习，真的是很
快乐。别人不理解自己，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世界上有这
么多人，每个人的思想、喜好都不相同，我们没有必要去为
此恼恨、恼怒，应该用宽容大度的心去理解别人，去原谅别
人，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得“君子”。

孔子不仅勤奋、乐观、大度，而且还谦虚好学。在述而第七
中的第二则：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
有于我哉？”意思是把所学的知识默默地记在心里，勤奋学
习而不满足，教导别人而不倦怠，对我来说，做到了哪些呢？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孔子真的太谦虚了，作为儒家学派的创
始人，他的所思所想有很多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
就突出，如此伟大的人还说出如此自谦的话，这种好学的精
神的确值得我们学习。

孔子还提出了“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意思是如果一心一
意培养仁德，就可以消除恶。在生活中品德是评价一个人好
坏的重要依据，拥有美好品德的人会受到别人的欢迎，而那
些品德低下的人会遭到别人的远离。

《论语》对于现在人来说真的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书中
充满了哲理，对我们的做人做事都非常的有学习借鉴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