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孔子思想的感想(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孔子思想的感想篇一

一直以来，我认为芦苇总是荒凉落寞，弱不禁风的代名词。
自从读完赵丽宏的《会思想的芦苇》后，我懂得了：它，还
是坚韧、优雅的另一种的诠释。

芦苇是一种随风倒的植物，生长在河岸边，微风吹来，芦苇
摇曳着，银色的柔美的身影让人浮想联翩。但这并不是说它
是柔弱的，当它们被大量的焚烧，当它们被凛冽的寒风所侵
蚀，它们并没有如此消亡。来年，当树木花朵还在沉睡的时
候，它探头探脑伸伸懒腰，钻出嫩芽，抽出嫩绿的叶片，预
告春天的到来。在我看来，它是最坚韧不拔最有生命力的植
物，仿佛什么都阻挡不了它的脚步，连冷酷的冬天，炙热的
火焰也扑灭它顽强的生命，芦苇好像在告诉一切生灵：它们
又一次胜利了。

除此之外，芦苇并不是一无所值，藤条能做各种篮筐，质朴
又实用；它的叶可包裹糯米，成为美味的粽子；根还可以入
药、消渴……它默默地给我奉献自己的一切，不求回报。

芦苇就是这样，外表普通，却有不同于别的.植物的深沉的内
在。写到这儿，我觉得有些惭愧，我是一个并不坚强的人，
有的时候只是因为他人几句有意无意的话语而内心防线全部
崩溃，而芦苇却“野火烧不尽，吹风吹又生”，在残酷的生
物链中坚强的生存下来，有了自己一方净土。回想起那延绵



不绝的芦苇丛，我仿佛懂了点什么。

孔子思想的感想篇二

读《解放自己》有感――灵魂深处，享受独处。来自新员工-
--王建刚

”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
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
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
在都可不理。“一直都喜欢朱自清先生《荷塘月色》中的这
段话，独处的妙处被描述的恰到好处。

时常听到会有人讲越来越害怕晚上，当白天的嘈杂和朋友散
去只身一人、无人相伴的时候，就会害怕那种孤独和寂寞，
甚至有亲人孩子在身边也有孤独和寂寞存在。周国平讲人的
寂寞概括为三种状态：一是惶惶不安，茫无头绪，百事无心，
一心想逃出寂寞；二是渐渐习惯了寂寞，安下心来，建立起
生活的条理，用读书、写作或别的事务来驱逐寂寞；三是寂
寞本身成为一片诗意的土壤，一种创造的契机，诱发出关于
存在、生命、自我的深邃思考和体验。换句话说有人寂寞地
百事无心，有人将寂寞转化为思考的机会，而后者便是我们
所说的独处，正如文章中说的”孤独与独处是不同的，孤独
是自我感觉没有人可以沟通，不被他人理解；独处是自觉的
隔离自我，切出来一段时光留给自己，让自己的心身、心智、
心灵一起对话。孤独与独处都没有第二方在场，但是孤独是
被动的，易产生负面的能量；而独处是主动的，易产生正向
的能量“.

独处是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真正的静下心来面对自己，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减少对于外界的依赖性，降低对于别
人的期待，免除对于别人的`精神寄托，可以少去许多失望和
失落。独处促使人自身产生必要的自我保护和免疫力，可以
使自己从容面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可以使自己冷静，



理智地看待生活和人生。独处可以激发出人的各项才华和潜
能，可以督促自己进行独立的思考，得出自己经过独立思考
以后才可以得出的独到的见解，不会人云亦云。

再到夜幕降临，我们感到丝丝孤独和寂寞的时候，不妨积极
一点，用乐观的心态正视自己的内心。关掉科技带给我们
的”方便“又浮躁的沟通方式，自己跟自己聊聊天，想想喜
怒哀乐，想想工作生活，想想亲人朋友，去接纳，去成长。

真正强大的人并非不孤独，只是看清了孤独的本质之后更加
热爱和享受生命，正所谓灵魂深处，享受独处。

孔子思想的感想篇三

读完了《思想的力量》这本书，感觉很好，虽然读的过程比
较困难，但是我还是把它读完了。

这本书是一本哲学性很强的书，如果对于哲学没兴趣的人看
着会比较吃力。书中讲了很多哲学常识，不难理解，只是需
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去推敲，它展现了我们生活中影响着我们
的哲学，让人感触很深。

这是一部很不错的书，可以给你很多启发，启发你去思考自
己的人生。或许有时候会有点难懂但随着你人生阅历的增加
你会慢慢的懂得里面的东西。因此，可以所这是一部可以陪
伴你一生的书。或许有时候你很不开心，翻开书也许你会找
到一些答案!

对哲学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去看看吧!



孔子思想的感想篇四

从洋思中学的课堂教学模式来看，它有利于因材施教、循序
渐进，能较好地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较符合学生的学习规
律。结合对洋思经验的学习和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我谈一
下自己在语文教学中的几点做法和体会。

一、揭示课堂教学目标

开始上课时教师三言两语，准确揭示教学目标，激发学生学
习动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进行自学前的指导

在揭示了教学目标，让学生自学之前，教师要提出明确的自
学要求，既自学什么内容，用多长时间，还要交给学生自学
的方法。如看书是独立围绕思考题看书，找答案，还是边看
书，边讨论，过解决疑难问题等等。学生自学前，教师要抓
住知识点，提出问题，突出重点，确定学生自学思考的方向。
这可以通过学案的设计来完成。

自学过程中，大部分学生都会很认真，边读边批划、注记、
写提要等，但也不排除有少数学生可能不认真，我们当教师
的不能放过一个学生，不然10分钟时间就要白白浪费掉。要
保证每一个学生拼命学习，方式主要是巡视，即在学生自学
时，教师要巡回辅导，启发思考，留心观察，广泛答疑，有
重点地辅导差生。在学生自学时，教师尽量不大声插话，以
免打断学生的思路。

在学生自学时，教师主要“导”在两个方面：（1）督促学生
按照教师的.方法自学，确保完成自学任务，及时表扬速度快、
效果好的学生。（2）通过巡视、个别询问、提问、讨论等形
式进行调查，最大限度地暴露学生自学中的疑难问题，并认
真分析，把主要的、倾向性的新问题进行梳理、归类，



为“后教”作好准备，这实际上是教师在进行“第二次备
课”。

三、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

老师退到幕后，学生自主学习，这种教学模式看起来轻松，
实际操作起来并不轻松。因为“功夫在课外”，要真正掌握
这种方法并不是容易的。学生自学，并不是老师退下来就行
了，老师随便看一看，转一转就行了。这实际上是对这种教
学理念的歪曲，要真正的实施，老师的任务更重了，备课时
你要把目标设计好，把学生自学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尽量想全
想好。因为学生的思维是不可限量的，自学中可能有突发问
题的出现，而这时就要多想几种可能，多设计几种方案，这
是一个艰苦的备课过程，所以这就给老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在这方面，我们每位老师都应认真备课，备精课。这样，
才能适应当前的教学形势。

四、课堂教学的具体操作步骤

学生自学之后，既进入“后教”的环节。

这时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

1、明确教的内容，教的内容应该是学生自学后还不能掌握的
地方，即自学中暴露出来的主要的疑难问题，对所有学生在
自学后都已懂的问题，原则上不教。对于只有部分学生能够
解答的问题，先让学生讨论交流，在有教师交流，更正、评
点。对于没有学生能够解答的问题，可在典型启发的前提下
进行精确的讲解。

2、明确教的要求，要不折不扣地达到大纲的要求。教师不能
就题讲题，只给出答案，而要寻找出规律，让学生知其所以
然。



3、明确教的方式。

在学生充分预习的基础上各学习小组分配不同任务，交流、
合作、探究、出色地完成任务，然后各小组分别进行展现，
某小组进行全员参与，多方位，深层次展现的过程，也是其
他小组、其他同学学习领会的过程。各小组展现完毕，再交
换问题，穿插巩固，这也贯穿了兵教兵战略，同时课堂加大
了容量，提高了效率，发挥了学生的聪明才智，锻炼了学生
的创新及口头表达能力。

先让己掌握的学生讲，教师给予肯定补充、更正。这样，教
师讲的时就很少，一般不超过10分钟，但能通过补充、更正
的方式到解决疑难问题的目的。

教师要精心选择供训练用的作业，可设计为一点多题以强化
巩固，或一题多点以系统巩固，或一题词多解以引导学生标
新立异。当堂训练的时间应保证。为取得较好的效果，一般
每节课堂作业时间要不少于15分钟。

在学生当堂作业时，教师要勤于巡视检查，批改部分作业。
要善于发现学生作业中的不良习惯和表现，并及时提醒纠正，
并通过现场批改作业，对教学情况进行反馈，便于学生掌握。

总之，采用“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课堂教学结构，很好
的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减轻了学生的负担，解决了后进
生的问题。我们应该在洋思“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指引
下，开展具有本班特点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

孔子思想的感想篇五

有人说，十六岁是花季，会像花一般灿烂，但我总觉得，十
六岁，蓝天最美，因为它更纯更美。

当你抬头望天空时，你会发觉那一片蓝天，令你心旷神怡。



总有种神气的力量在传播，看它的`透亮和甚蓝，连白云也情
不自禁依偎在蓝天里，这就是蓝天，花季里的蓝天。

我不希望它飘荡，只想让它在我们的花季里飘荡，不想让它
受伤，害怕花季的伤痛，希望雨儿快快降临，为它赶走污垢，
让它更甚蓝透亮，希望它在梦里飞翔，梦就多一份理想。。。

看我们的笑脸在蓝天里像白云般飘荡，穿入云层你会发现蓝
天的透亮，坐在云端遥望蓝天，你会发现它依旧甚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