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写论语读书心得体会(汇总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记录心得体会对于
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写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论语是我国古代经典文化著作之一，早在大约2500年前的春
秋时代，就已经有了这样一部充满智慧的经书。它包含了孔
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这些言行记录下了孔子的思想和学说，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读论语，
不仅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丰富的文化知识，更可以帮助我们提
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修养。

首先，在读论语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孔子的深邃思想。孔
子的思想是深邃而广泛的，在论语中，他的思想包含了宇宙
的法则，对于社会、人性、政治等问题都有着独到的见解。
例如《论语·八佾》中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
深刻表达了孔子对于道的追求和人生的意义，说明了一个人
只要活着就必须要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执着追求自己的人
生目标，这样生命就有了意义。在学习中央精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时，我也会联想到这句话，内心感到特别深刻。

其次，阅读论语也可以让我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及民族
精神。论语中包含了丰富的中华文化元素，例如孝道、忠诚、
和谐、务实等等。这些中华文化元素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源。当我们
读论语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这种民族精神中，
感受到的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厚重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与深邃。读论语，静坐思考，我们时刻牢记自己的文化根



基，才能在现代社会中驾驭自如。

此外，读论语也可以提高我们的人生修养。孔子在论语中谈
到过很多对人生有益的话语，例如：诚招勿疑，自抱柔蓝，
而后施行之，坚持自己的信仰，勇敢地面对一切，这样才能
让我们走向胜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习中，工作中都能
化用孔子的智慧，把他的思想与自己的生活实践相结合。读
论语是一个不断提高自己的过程，它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
理解人生，还能提升我们的道德品质，增强我们的人格魅力。

综上所述，读论语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
到中华文化的厚重感，同时也可以提高我们的人生修养，让
我们在现代社会中行事更加从容自如。因此，我建议大家多
读读论语，将孔子的思想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让它成为自
己人生的指引。

写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从论语的洋洋万言中，每
个人都可以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人读出了“士不可以不
宏毅，任重而道远”的凌云壮志，有人读出了“朝闻道、夕
可死”的求知之心，而我读论语，更多的则是像看到一个长
者坐在一群年轻人中间，同他们畅谈自己的人生感悟，试图
让他们懂得：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作为一
个平凡人，应该如何过好自己的人生。其实，作为一个基础
教育工作者，这正是我们最需要传达给学生的东西。

人应该如何生活呢?孔子给出的第一个答案便是“爱”。读过
《论语》的人都知道，孔子最看重的东西似乎是“礼”，如
何宴请宾客，如何侍奉国君，所以礼节他都一板一眼、严谨
无差，并认为礼乐是治国安邦之本。但孔子又说：“人而不
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在他看来，没有仁
爱的根基，礼也是无用的。这点孔子曾反复阐述。尤其是对
父母之爱。他谈论孝，人人都说孝就是奉养父母，而他却说



如果不能从心底里敬爱父母，这又与饲养犬马有何区别?事实
上，也只有基于真诚的亲子之爱，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孝道。
当别人向他请教治丧之礼时，他简洁的回答：“与其易也，
宁戚”，与其在面子上搞得隆重，不如从心底里真的为逝者
悲伤，一场充满爱的丧礼，才是对死者真正的尊重。其实，
不论是古今中外，对于任何人来讲，爱都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也是人们能够达致幸福快乐的阶梯，不懂爱的人便不会懂得
生活。但今天的孩子呢，他们受过更好的早期教育，很多孩
子比我们那个时候更聪明更灵巧，却很少看到他们对父母的
体谅和感激，父母尽最大所能给了孩子一切，让孩子觉得接
受别人的关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却独独忘记教会孩子如何
去爱他人，而爱的缺失，不仅仅会让孩子在今后的集体生活
中遇到种种挫折，更重要的是，心中没有爱的人，无法体会
到生活中最高的快乐。因此，真诚的仁爱之心，是孔子反复
向他的学生所强调的，这也应该是古今中外教育的永恒中心。

《论语》所传递的第二个生活的要诀，便是保持平和的心态。
生活中常常能见到让你不顺心的事情，看到比你富有的人，
看到比你生活的更好的人，往往就会失去心理平衡。二千年
前的孔子也曾经遭遇贫穷，当他走到郑国的时候，粮食都断
了，他的学生不高兴的问他，怎么君子也会穷呢，他淡定的
回答，君子可以安于贫穷，而小人则会因为穷而作乱。这份
安于贫穷的心境至为难得，而他之所以能够安于贫穷，正是
因为心中有道德的力量，使他能够在贫穷中找到心灵的支点，
才不至于失去平和心态。孔子并不掩饰对富裕生活的向往，
他坦诚的说：“如果能够发财，那么即使去做辛苦的事情，
我也愿意。”但他也并不强求：“如果发不了财，那么我就
去做我所喜爱的工作。”达致幸福的路径有很多，金钱并非
唯一途径，关键在于内心的快乐。他赞赏他的学生颜
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
乐。”颜回是真正把孔子的人生观贯彻到自己的身心之中了，
能够在物质的清贫之外，找到自己心灵的安稳和快乐，因为
他们的喜怒并不依赖于外物，而存在于内心的安详与平和。在
《侍坐》一篇中，他让几个徒弟各述其志，对那些看似远大



的抱负，他置之一笑，而当曾点淡然说出自己的人生愿望只
是在春风中与童子嬉戏时，他却赞许的点头。可见孔子在内
心并不真的认为君子必须治国平天下，人生最终的追求，仍
然是要归结到内心的平静，要能够体味到平凡生活的幸福，
而这些，其实都取决于心境。

人活在世上快乐与否，很重要的因素，取决他能否在人际交
往中得到快乐。孔子强调在人际交往中，要保持自己人格和
心灵的独立性。他用一句话为这个原则做了最好阐述：“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告诉人们，与朋友之间，
不管相处的多投合多愉快，也不用强求两人观点完全一样。
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应该能够保持内心精神世界的独立。
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进而获得真正的友
情。当受到他人伤害的时候，他不赞同无原则的以德报怨，
因为善待对自己坏的人，实际就是怠慢了真正对自己有恩德
的人，所以他认为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也是做
人原则性的体现。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要有自己的坚持和
原则，这点说来容易，但它需要个人有足够的判断力，有足
够强大的内心世界，才能够知道什么是自己应该坚持的，什
么是可以包容的，什么是应该反击的，这一切的前提，便是
个人具有精神上的独立性。最能体现这种独立性的，便是那
句著名的“不怨天、不尤人”，这是一种充分自我负责的态
度。有了精神的独立性，便能够在任何情况下独立承担其自
己的责任，而不是从外界或他人身上找借口，也只有这样的
人，才能在逆境中奋发而起，不论外界条件是贫是贱，是乱
世还是太平，他都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除了这些精神层面的生活以外，孔子还很关注人们日常的行
为。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孔子对“玩”的态度，他把玩看作是
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完整的人生需要有充分
的消遣和游戏。在“志于道、依于仁”的同时，他也不
忘“游于艺”，当他闲居在家时，一改在朝中谨慎之貌，而是
“申申如也”，放松自然。当看到别人饱食终日，他便劝人
下下棋，也是很有益的活动。总之，生活的快乐总是可以自



己寻找的，生活的色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

我感觉《论语》和其它经典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关注的是所
有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才能够达致
幸福，它是温暖人心的。而如何生活，是我们每个人在学习
其它各种知识之前最应该学习的，也是我们教师最需要传达
给学生的，因为它关乎一个人是否能具有健全的人格，是否
能拥有充实的内心世界。在今天这个充满了诱惑和选择的年
代，孔子的生活之道值得我们去用心感悟。

写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在我看来，读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因为通过阅读，我
们可以获得知识并且不断地进步。最近，我有幸阅读了《论
语》，在这本书中，我学习到了很多关于做人和处世的道理，
下面便是我的一些体会。

首先，《论语》告诉我们要谦卑和团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有的比我们优秀，有的
比我们差，而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会对未来产生很大的影
响。孔子说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告
诉我们，我们应该感谢所有的朋友，并且要与他们和睦相处。
同时，《论语》还告诉我们要虚心学习，不要自以为是。只
有虚心听取他人的建议和意见，我们才能够不断地进步。

其次，《论语》让我明白了做人要有原则。孔子一直强调要
做到“道德”，而这个道德是指一种坚持正义、公平和诚实
的心态和行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立志做一个好人，不为
出名、获利而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同时，《论语》也告诉我
们要有恒心。只有在艰难的岁月中持之以恒地前进，才能够
创造出自己的天地。

最后，《论语》让我懂得了如何与人相处。孔子认为，面对
人际关系，需要用真诚、尊重和理解去待人。我们必须以对



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不可轻视别人的感受和利益。同时，
《论语》告诉我们要坦率和直接地对待他人，不要对他们造
成伤害或者误解。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学会包容，因为每个
人的情况和背景都不尽相同，我们需要用一颗宽厚的心去容
纳他们，而不是轻易地去批评或者谴责他们。

经过这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论语》让我看到了做人和处
世的新方向，我发现，只有当我们用真诚、尊重和明悟去对
待生活的点滴，才能真正的享受生命的美好。生命长短无常，
而我们所学到的道理却能波及无穷，帮助我们追求完美和实
现更多的可能。

写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论语》是四书之一，其所记录的思想直至今日仍旧影响着
众多人，每次阅读都深有所感。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有关
《论语》读书心得体会，欢迎大家前来阅读。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典散文更是
源远流长，特别是儒家经典《论语》，让人们受益匪浅，使
我感触很深，读《论语》有感作文。

自从读了《论语》，我懂得了许多道理，特别是读到雍也第
六第八章：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
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
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
艺，于从政乎何有？”

这一章表达了仲由办事果断，子贡精通人情事理，子有多才
多艺，他们治理政事都没有问题。



自从读了这一章，我知道了一个人如果办事果断，精通人情
事理，又多才多艺，那么办什么事情就都没有困难了。由此，
我联想到了：有一次妈妈要我在买一个蛋糕和买十本书中选
择，我犹豫了很久还是不知道该怎样办！无法做出决断，说
起精通人情事理我也非常欠缺，有一次，和姐姐们一起去逛
街，他们想去看衣服，我却不同意，还很生气，硬拉着她们
往前走。

说到多才多艺，我虽然会背点古诗，懂得拉大提琴，但其实
还根本谈不上精通。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人必须要全面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国历史久远，地大物博，而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孔丘，
一直以来被人们当作圣人来崇拜，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论
语》。那是中华民族的精萃。虽然全书只有一万多字，并且
该书是孔子的弟子所记录的他的学述思想，深刻地体现了这
位教育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理念。是隔二千多
年，一直是人类教育事业的灵魂。

我看过这本书，虽然理解还不够透彻，但手捧这本书，感觉
非常的朴素和温暖，里面不仅有天下大道之志，更重要的是
它永远不失去脚下朴素的起点，一直被普通百姓作为人类道
德的准则。

他提倡“孝道”，主张要以德为原则，去尊敬长辈，这在我
们现在社会，犹其应该引起重视，不能以工作压力大，而忽
略了自己的长辈，免得后悔莫及。孔子也提倡“仁德”，主
张用发自内心的善意去对待别人，如果现今社会，我们都能
以此为准则，那么我相信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孔子还提
倡“诚信”，他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就是一
个人要是没有信誉，真不知道他怎么在这个世上度过一生。
道理很通俗，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他更提倡“学
习”之道，人的智慧是靠后天的学习积累的，我们每个人都
有一种学习的心愿，但可能方向和质量会有所不同，孔子当



时就教育他的弟子“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知识无处不
有，就看我们是不是用心去学。当然他提倡的东西还很多，
一直为人们作为一种美德。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当今社会，各方面都在飞速发展，但孔子的思想一直引导我
们中华民族走向宽阔的大道。

《论语》称得上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使我们的历史
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的见证，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
对好多修养，道德，人生哲理及学习方法等有了自己的见解。
《论语》是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亲传弟子及弟子
的弟子收录的他们的言行编著的文学作品，言简意赅，随着
社会高速发展，科技的壮大，生活节奏变快，这本书值得我
们当代人的阅读学习，沉淀内心浮躁。

本书主要讲两方面内容：一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二思想礼
仪修养方面。其中有很多名言从小就耳熟能详，读起来脍炙
人口，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讲的就是人
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发光点值得不
同人的学习，人是自然人，社会人，都有缺点和优点，我们
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比如我经常用“温故而知
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教小孩学习及做事方法......

我个人觉得书中的内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部分，我们更应
该推崇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前段时
间闹得纷纷扬扬的“毒教材”事件，说明了我们要保护自己
的历史，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

《论语》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过去被称为“中国人的
‘圣经’”，是人人必读的书。有幸的是学校开展了经典诵
读活动，我接触了《论语》，慢慢地了解了《论语》，最后
《论语》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老师，我从《论语》中学到了
怎样做人，怎样处事。



《论语》的思想核心是讲做人的道理，教我们如何做人，如
何待人处事，如何修养自己，使我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
能担当大事、有益于社会的人。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就
是在儒学、孔子思想的影响下发展过来的。我们常用的许多
成语、家喻户晓的礼俗和普遍遵循的道德价值标准，都与传
统文化和儒学分不开。

《论语》用最简洁而又最深刻地语言让我情操得到了陶冶，
思想得到了净化。读了《论语》我懂得了要尊敬长辈，诚信，
友爱，节俭等道理。非常感谢有这部优秀的国学经典伴我健
康成长。

“仁德”——孔子教育学生首先强调做人的问题，在孔子看
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子曰：“弟子入
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
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八yi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
学礼乐才有意义。这也教育我们对孩子的教育要重视其内心
的成长，正是外在能力的载体。

“有教无类”——在孔门三千弟子中，有贵族弟子(如南宫敬
叔、司马牛、孟懿子)，有商人弟子(如子贡)，然而大多数出
生贫贱，特别是在四科十哲中的，如箪食瓢饮的颜回，卞之
野人以藜藿为食的子路等。可以说就是因为孔子有教无类这
样一个教育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使教育扩及于广
大平民，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这也教育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要不能关注其出身背景，要一视同仁的对
待每个孩子。

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社会需要相统一，体现了教育
的社会价值。孔子的学说并不是局限于他那个时代，我们在
不同角度、不同领域都可以从中汲取到我们需要的知识，现
今世上的各类译注，让我有机会读儒家的各类经典，我会努
力寻找打开这个知识宝库的钥匙，努力汲取最多的知识。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
子。”

我的感悟：

这段话，是文与质交织结合的意义；是君子的品格所在；同
时，也是孔子——这位伟大思想家对于品行和行为的极大影
响所在。

我觉得，外在的文采和内在的思想，一个是礼乐之仪，落落
大方，行为得体；一个是仁义之师，心中坦荡，心有对向。
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一个“心”字，过分追求内心的满
足，丢了礼节，只会令人不安，失去了相互间的信任感；过
分拘于礼数，装腔作势，实则空心一颗，披着一层虚伪面皮，
令人生恶。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心”和无“心”的人也会经常存在。
有心者助人为乐，爱打抱不平，却会在不经意间伤害到他人；
无心者表面平静，对旁人尽是迎合、恭维，暗地里却处处机
关算计……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的文与质的多少，但我们，
一定不要变成上面所说的那样。

我很害怕变成那样。文与质，外表与内含，绝不像鱼或熊掌，
不可兼得。因为这是两个相互依存的词语，而不是不同的等
量事物。等量事物分轻重，文质的世界却害怕偏执。只有当
文与质平衡的时候，你才做到“然后君子”。

写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论语》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经典著作，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
录，记录了孔子的思想和言论，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在
我读完《论语》之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孔子的智慧和品德，
也汲取了许多读书的心得体会。



首先，《论语》教我如何做人。孔子提出了“仁”、“义”、
“礼”等思想，告诉我们做人要有同情心、责任心、敬业心
和规矩心，要遵循道德的准则去做人，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待
人处事。在生活中，我时常思考自己的言行，是不是符合道
德的伦理标准，同时也以此去要求自己的朋友和同学，让生
活更加美好。

其次，《论语》教我如何做事。孔子强调了勤奋和努力的重
要性，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样的话，告诉我们
只有经过勤奋的学习和不断的实践，才能取得成功。同时，
孔子还提出了“孔德之容，唯道是从。”的思想，说明了只
有把道德的准则贯穿到自己的工作中，才能真正取得成就。

再者，《论语》教我如何做学问。孔子提出了“博学之、审
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思想，强调了学习的
重要性。在学习方面，我也深深地领悟到了这一点。只有不
停地学习才能够拓宽自己的思路，不停地问问题才能懂得更
多，不停地思考才能有更深的领悟。

最后，《论语》教会了我如何处世用人。孔子强调了要以德
服人，说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告诉我们要以自
己的品德来影响别人，而不是以权力或金钱来博取别人的尊
重。在我的生活中，我也一直用这种思想去约束自己的言行，
让自己做到处处有节、处处讲信用。

总之，我通过阅读《论语》这本书，了解了孔子的思想和言
论，领悟到了做人、做事、做学问和处世用人的许多心得体
会。我相信，只要我们把这些思想落实到生活中，必将成为
健康、自信、积极、上进的现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