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孔子读书笔记摘抄 孔子读书笔
记(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孔子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孔子，每当看到这两个字眼，我心中总会涌起深深敬佩之情。
他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被
后世人民称为孔圣人，万世师表，即使到如今这发达的时代，
孔子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十分深远的，他的话语仍令我们受益
匪浅。《孔子的故事》让我两次深刻地领会到孔子的思想。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在62岁时已带弟子周游列国9
个年头，历尽艰险，但却曾未受到重用，但孔子却未因此而
退缩，仍是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

“安贫乐道”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
富与道义之间，他宁可承受贫穷的生活也不会放弃道义，他
的高尚品德依旧深深打动首我们。然而孔子也并非完全不求
富贵，只求道义，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这才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人生之道。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任何知识都
十分有兴趣，因此他博学多才。孔子不仅勤奋好学还十分谦
虚。“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些名
句都是孔子授予我们宝贵的学习经验。

“直道而行”孔子生性正直，常常帮别人改正错误。“已所



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
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这都是孔子做人的准责，
而我们做为华夏文明的继承者也应学习孔子的精神。

在《孔子的故事》中我学会待人善良，乐于助人，待人真诚、
宽厚，引领我从一个幼稚的'孩童成为一个明理的学生。孔子
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孔子的故事》真是一本受益匪浅的
书。

孔子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快乐的寒假，我像飞出笼子里快乐的小鸟，坐在刺桐公园的
石椅上，掏出吴祚来写的《孔子学堂》，聚精会神地阅读起
来。

多么引人入胜的经典古文呀，我稚嫩的心灵跟着《论语》简
练深奥的文字，与孔子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朴实的
生活之中和道德对话里得到荡涤。

从《孔子讲道》我明白只有追求真理，才能实现人生的目标;从
《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感受到仁爱、智慧、勇敢是真正的
伙伴;从《知之为知之》我感悟到：只有刻苦、持之以恒地学
习，才能收获知识的果实。

其中，我最喜欢《君子(上)》这篇论述。孔子告诉弟
子：“君子无所事。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
子。”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凡事不
能与别人争执不下，即使在比赛中，也应该互相谦让，这才
是一个君子应有的修养。看来，我也算是“君子”。

春节将至，购票大队排成了头不见尾，尾不见头的长队。我
和爸爸从早上8点排到了下午2点，终于望见售票窗口的`影子，
我深吸一口气说：“爸爸，我到旁边去运动一下。”刚刚走
出几步，我看见离我们二三十米远的地方有一个老爷爷，正



颤悠悠地拄着拐杖，无精打采地排着队。我想：这位老爷爷
一定排很久的队，开始体力不支!怎么办呢?我跟爸爸小声商
量：“我们跟老爷爷换一换位置吧!”爸爸语重心长地
说：“你真是一个懂得尊老、谦让的好孩子。”我和爸爸重
新站到队伍后面排队，但看到老爷爷买完票高兴地样子。我
一点也不后悔。

“君子明白正义，小人只知道利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孔子的语录像是冬天的阳光，带来无比的温暖;像
是黑暗中的明灯，照亮前进的方向;像是甘甜的泉水，带来心
灵的滋润。

孔子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1、掌握本文中重要的文言词、句式

2、通过对文意的翻译理清文章层次

3、通过语言分析人物的性格

二、国学诵读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
（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
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怀之。”

【译文】颜渊、子路两在孔子身边侍立。孔子说：“你们何
不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说：“我愿意把自己的车马、
衣服、皮袍拿出来与朋友共同使用，即使用坏了也不抱
怨。”颜渊说：“我的意愿是，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
自己的功劳。”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



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
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译文】颜渊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一切
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
切就都归于仁了。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
人吗？”颜渊说：“请问实行仁的条目。”孔子说：“不合
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
合于礼的不要做。”颜渊说：“我虽然愚笨，也要照您的这
些话去做。”

三、《孔子世家》检测

1、解释下面加点的字。

孔子适郑

形状，末也。

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

予始殷人也

2、翻译下面句子

汝来何其晚也

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

四、文本思考

1、诵读文章，请用原文中的语言说说四个弟子各自的“志”，
即政治理想有何不同？



2、概括孔子的不同评价并分析四个弟子的性格特征。

五、《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检测

1、解释下列句子中的“乎”字的意思。

（1）吾一日长乎尔

（2）摄乎大国之间

（3）异乎三子者之撰

（4）浴乎沂，风乎舞雩

2、解释下列句子中的“以”字的意思。

（1）以吾一日长乎尔

（2）毋吾以也

（3）则何以哉

（4）为国以礼

3、解释下列句子中的“如”字

（1）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2）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3）宗庙之事，如会同。

4、解释下列句子中的加点的字。

（1）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2）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3）夫子喟然曰：吾与点也

（4）唯求则非邦也与

5、找出下列句子中的词类活用，并解释。

1、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

2、鼓瑟希，铿尔

3、三子者出，曾皙后

4、浴乎沂，风乎舞雩

六、课后作业

学习本文成功地运用对话和人物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写法，
写一个你最熟悉的人，200字左右。

孔子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研读课文1~5节。

2、积累文言实虚词。

3、了解孔子的生平事迹。

4、学习孔子好学、乐学、善学的精神。



重点难点

1、积累文言实虚词。

2、学习孔子好学、乐学、善学的精神。

一、导入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他为
何能享此殊荣？令天我们就来学习司马迁的《孔子世家》，
了解他对我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史的影响。

二学生自学阶段

1、学生自读，疏通文意。

2、分组讨论，解决疑难，用红颜色的笔圈画出不懂的字词及
句子。

3、共同归纳1~5节的文言知识，以便上黑板展示。

三知识预设

(一)通假字：

1、由是反鲁（“反”通“返”）

2、孔子长九尺有六寸（“有”通“又”）

3、师襄子辟席再拜（“辟”通“避”）

4、几然而长（“几”通“颀”）

(二)重点文言实词释义



1、先宋人也，曰孔防叔（先：祖先）

2、祷于尼丘得孔子（祷：祈祷，向神求福）

3、字仲尼，姓孔氏（仲：排行老二之意。孔子有异母兄名孟
皮）

4、及长，尝为季氏史（尝：曾经）

5、尝为季氏史，料量平（料：计算。量：量具。平：公平，
精确）

6、请与孔子适周（与：同，跟。适：到，往）

7、仁人者送人以言（仁人：道德高尚的人）

8、窃仁人之号（窃：窃取，这里是自谦语，偷用、冒用。号：
名称）

9、为人子者毋以有己（毋以有己：忘掉自己）

10、弟子稍益进焉（稍：渐渐。益进：增多）

11、与齐太师语乐（语：谈论）

12、眼如望羊（望羊：又作“望洋”，仰视的样子。一说远
视的样子）

13、师襄子辟席再拜（再拜，拜两拜）

（三）词类活用

1、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异，形容词意动用法，认
为……不同）



2、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聪明深察，形容词用作名词，聪明
深察的人。

近，形容词用作动词，靠拢，靠近）

3、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博辩广大，形容词用作名词，博学善
辩的人。

危，形容词用作动词，危害）

4、孔子学鼓琴师襄子（鼓，名词用作动词，弹奏）

（四）特殊句式

1、其先宋人也（判断句）

2、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被动句）

3、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判断句）

4、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判断句）

5、孔子学鼓琴师襄子（省略句）

（五）难句解释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
人之恶者也。

明确：聪明深察，形容词用作名词，聪明深察的人。近，形
容词用作

动词，靠拢，靠近。博辩广大，形容词用作名词，博学善辩
的人。危，形容词用作动词，危害。这两句译文：聪明深察
的人向死亡靠拢，是由于他好非议别人。博学善辩的人危害



到自身，是因为他好揭发他人坏事。

四、问题探究

第一部分：孔子身世及从政情况初识孔子

第二部分：孔子适周问礼、适齐闻《韶》、在鲁学琴

明确：（1）孔子出身贫贱，但才貌双全；（2）孔子具备从
政为政才能，施政效果显著；（3）孔子一生谋求从政为政的
生涯，但仕途坎坷，屡遭“斥”“逐”，不能如愿。作者把
自己的认识评价与客观的叙述有机融合在一起。

2、课文第五段写了孔子在鲁学琴的经历，体现了孔子怎样的
学习过程？

明确：由浅入深的学习过程。

（分析：这段叙述，一是表现孔子的乐学好学，学琴十日而
不进，仍乐此而不疲，勤奋而钻研；二是表现孔子的善学会
学，习其曲、得其数、得其志、得其为人，由浅入深，深思
善悟，扎实有序。这段文字，有对话描写，也有情态描写，
有对孔子的直接描述，也有师襄子的侧面映衬，写得十分传
神。）

五、课堂小结

这一课时学习了课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初知了孔子的一些
情况：孔子的身世和从政经历，以及孔子好学、乐学、善学
的事迹。至于孔子的其它情况，留待下一节课了解。

六、布置作业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研习课文6-11节。

2、积累文言实虚词。

3、学习孔子坚持原则、信念坚定的高尚人格。

重点难点1、积累文言实虚词。

2、感受孔子坚持原则、信念坚定的人格魅力。

教学环节

一、复习巩固

检查有关重点词语的掌握情况和重点句子的翻译（具体见第
一课时学案）。

二、学生自学阶段

1、学生自读，疏通文意。

2、分组讨论，解决疑难，用红颜色的笔圈画出不懂的字词及
句子。

3、共同归纳6-11节的文言知识，以便上黑板展示。

三、知识预设

(一)通假字

1、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匪同“非”）

2、意者吾未知邪（知同“智”）



3、夫子盖少贬焉（盖同“盍”）

4、赐，而志不远矣（而同“尔”）

(二)重点文言词语释义

1、楚救陈，军于城父。（军：军队临时驻扎。）

2、陈、蔡大夫谋曰。（谋：商量。）

3、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讥：讽剌。疾：弊病。
）

4、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设行：指施政。）

5、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徒役：服劳役的人。）

6、从者病，莫能兴。（病：筋疲力尽。）

7、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道：思想，主张。）

8、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丑：耻辱。）

9、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有国者：享有
国家的人，即国君。）

10、使尔多财，吾为尔宰。（使：假使。）

11、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兴师：调动军队。）

（三）词类活用

1、楚救陈，军于城父。（军：名词用作动词，驻扎。）

2、子能修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纲、经、统、理，都



是名词用作动词，分别是制定法度、整治、制定纲要、治理
的意思。）

（四）特殊句式

1、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被动句）

2、子路愠而见曰。（省略句）

3、予一以贯之。（宾语前置句）

4、吾何为于此？（宾语前置句）

5、人之不我信也。（宾语前置句）

6、人之不我行也。（宾语前置句）

7、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被动句）

8、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被动句）

9、不容然后见君子。（被动句）

四、课堂探究

明确：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情况危急，身边的弟子们
都“病”得“莫能兴”，而孔子却处变不惊，“讲诵弦歌不
衰”，以至引起子路和子贡的反感和怨愤。这是用反衬的手
法表现孔子的坚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孔子回答子路和
子贡的话，既袒露了自己的心境和为人做事准则，也含教育
弟子之意。

明确：（1）子路认为孔子的思想和主张中有不仁不智的因素，
因而导致众叛亲离；子贡认为孔子的思想和主张过于迂阔而
不切实际，因而无法取得社会的认可和民众的支持；只有颜



回，认为孔子的思想和主张是尽善尽美的，不能得到社会认
可和民众支持的原因是统治者不愿求美向善。子路、子贡主
张对孔子之道加以改造、调整，颜回却主张坚持、决不改变
决不动摇。

（2）这段对话反映的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是：

孔子：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直言相诲；

子路：坦诚直率、敢于质疑；

子贡：小心谨慎、讲用务实；

颜回：信念坚定、能言善辩。

五、课堂小结

文章的6-11节是文章的第三部分，前两节介绍孔子被困的原
因、被困的窘境、被困时的行为和心理。接着三节分别写孔
子与子路、子贡、颜回的谈话。最后一节，写被围陈蔡之间
的困境被解除，这一事情结局的介绍，似不经意，但却暗示
孔子头清晰，处理问题举重若轻。

六、布置作业

第三课时

教学目标

2、积累文言实虚词。

3、掌握文中涉及到的成语典故。

重点难点1、积累文言词语。



2、了解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教学环节

一、复习检查

检查有关重点词语的掌握情况和重点句子的翻译（具体见第
二课时学案和文下注释）。

二、学生自学阶段

1、学生自读，疏通文意。

2、分组讨论，解决疑难，用红颜色的笔圈画出不懂的字词及
句子。

三、知识预设

(一)通假字

1、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缪，同“穆”。）

2、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监，同“鉴”。）

3、孔子语鲁大师。（大，同“太”。）

4、所慎：齐，战(11)，疾。（齐，同“斋”。）

5、约其文辞而指博。（指：同“旨”。）

(二)重点文言词语释义（书上不曾有或不清楚的。）

1、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书传》：即《尚书》之
传。）



2、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文：指文采。质：指质
朴。）

3、吾从周。（从：遵行。）

4、古者《诗》三千余篇。（司马迁关于古代有《诗》三千余
篇的说法缺乏根据，目前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

5、孔子晚而喜《易》。（易：《易经》，又称《周易》，我
国古代用于占、卜的书。全书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
爻，由卦、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两种文字组成。）

6、假我数年。（假：借。这里是给与的意思。）

7、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六艺：指礼、乐、射、御、数、
术，为孔子教授弟子的内容。）

8、绝四。（绝：杜绝。）

9、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揣测。必：武断肯定。
固：固执。我：指自以为是。）

10、所慎：齐，战，疾。（齐：同“斋”，斋戒。战：战争。
疾：疾病。）

11、举一隅不以三隅反。（隅，角落。这里可释为一个道理
或一个方面。）

12、则弗复也。（弗复：不再重复。）

13、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弗乎：犹言“不
行”。病：担忧。没世：指死亡。）

14、乃因史记作《春秋》（因：依据。）



15、约其文辞而指博。（指：同“旨”，宗旨，内容。）

16、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可与人共：可以与人商量斟酌。）

17、弗独有也。（独：独自决断。）

18、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罪：责备，怪罪。）

（三）词类活用

1、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序，名词为动用法。）

2、推此类以绳当世。（绳，名词用作动词。）

（四）古今异义

孔子语鲁大师。（大师，古义：太师，即乐官之长。今义：
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

（五）特殊句式

1、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宾语前置句）

2、天王狩于河阳。（介词结构后置句）

（六）成语典故

1、韦编三绝

2、举一反三

四、课堂探究

1、概括文章这一部分（第四部分）所写的事件及影响。



明确：这一部分介绍孔子整理文献、从教授业、撰写《春秋》
的情况。孔子整理文献，使《诗》《书》《礼》《易》得以
流传后世；从教授业，使他的弟子众多，直接影响了中国的
政治、文化和生活；撰写《春秋》，“《春秋》之义行，则
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春秋笔法”成为后世史家常用的笔
法。

明确：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越是仰慕老师的学问，越觉得
它无比崇高，越是钻研探讨，越觉得它坚实深厚。看见它是
在前面，忽然间又在后面了。老师善于循序渐进地诱导人，
用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仪来规范我的言行，使我想停
止学习都不可能。已经竭尽了我的才力，我现在也好像有所
建树，但老师的学问却依然高立在我的面前。虽然我也想追
赶上去，但是不可能追得上。”从这段话中可见孔子的学识
高深、育人有方、教育理念先进（传授知识与思想道德教育
并重）。

五、课堂小结

六、布置作业

第四课时

教学目标

2、积累文言实虚词。

3、了解孔子的影响和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

4、总结全文。

重点难点

1、积累文言实虚词。



2、背诵课文第22节。

教学环节

一、复习检查

检查有关重点词语的掌握情况和重点句子的翻译（具体见第
二课时学案和文下注释）。

二、学生自学阶段

1、学生自读，疏通文意。

2、分组讨论，解决疑难，用红颜色的笔圈画出不懂的字词及
句子。

三、知识预设

(一)通假字

1、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乡，同“向”。）

2、余祗回留之不能去。（祗回，同“低回”）

(二)重点文言词语释义

1、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以：在。
卒：死，去世。）

2、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服：服丧，守丧。）

3、相诀而去。（诀：告别。）

4、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百有余室：一百多
家。室，家。）



5、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以时：按时。）

6、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谒：拜祭。)

（三）词类活用

1、唯子贡庐于冢上。（庐，名词用作动词，造庐。）

2、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家，名词用作动词，
安家。）

3、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名词用作动词，祭祀。）

4、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祠：名词用作动词，祭祀。）

5、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宗，名词用作动词，
尊奉。）

（四）古今异义

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折中，古义：取正，作为准则。
今义：对几种不同的意见进行调和。）

（五）特殊句式

1、孔子葬鲁城北泗上。（省略句）

2、唯子贡庐于冢上。（介词结构后置句）

四、课堂探究

1、概括文章第五、第六部分的中心意思。

明确：第五部分（20、21节）：写孔子的去世和他死后的影
响。



第六部分（22节）：是作者对孔子的赞词，表达了司马迁对
孔子的极度仰慕、崇敬和赞美。

2、“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
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
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这几句话作者是从哪个角度来赞颂孔子的？运用了什么表现
手法？

明确：(1)作者是从孔子至高的社会地位和巨大的社会影响的
角度来赞颂孔子的。

(2)运用了对比的表现手法。

五、课文小结

1、通过本课的学习，我们了解了孔子的哪些情况？孔子的哪
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

明确：（1）通过本课的学习，我们了解到孔子的身世、学习
的经历、坎坷的仕途、著书立说的情况和死后的巨大影响。

（2）孔子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对待知识学而不厌；教书育
人方面能做到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直到晚年还著书立说，
体现了他的“生无所息”的人生理念。因此，对于司马迁
的“至圣”的称号，孔子是当之无愧。

（板书：家庭身世、学习经历、仕途坎坷、著书立说、死后
影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材施教、生无所息。）

六、课堂小结

七、布置作业



孔子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是孔子读
书的名言。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孔子这个人了，就是对他不够
了解，只是学习过程中，一直没有学到这个人，眼看就要上
六年级就要毕业，我还以为我再也学不到孔子的'文章了，出
乎意料的是6b23课学到了孔子这个人。

我们学到孔子的文章是《孔子游春》，这篇课文主要写了：
孔子带弟子们支游赏泗水河畔迷人的景色，孔子借水谈志向。
其实这篇文章表面写孔子和弟子游赏，实际是写孔子借水和
弟子们谈怎样做人。其中，孔子说的话令我映象最深的是水
奔流不息，是哺育一切生灵的乳汁，它好像有德行。水没有
一定的形状，或方或长。流必向下，和顺温柔，它好像有民
情义。水穿山岩，凿石壁，从无惧色，它好像有志向。万物
入水必能荡涤污垢，它好像善施教化……由此看来，水是真
君子啊!这句话表达了四层意思。1、水仁厚无私;2、水温文
尔雅;3、水百折不挠;4、水求真求善求美。这句话并不是孔
子在正直赞美水，而是孔子借水的品质希望弟子们能做一个
像水这样的人，做一个真君子。

通过我学这篇课文，我了解了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公
元肖479)春秋末期鲁国人，他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
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我从《两个小儿辩日》我知道
了孔子是位待人平等的人。

通过学习《孔子游春》这篇课文知道了孔子是位富有智慧，
善施教化的人，其中富有智慧我是从孔子带弟子们游玩，教
育弟子们看出来的，他把自己想教的东西通过实践来表现出
来，陆游有一首诗这样写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我想孔子也是这样想的，他想要在特殊的情况下，
弟子们才会记得更牢。

真不愧说孔子是“千古圣人，万世师矣”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