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于丹论语心得读后感(优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于丹论语心得读后感篇一

在这本书中，南大师多次为孔老夫子正名。现在有很多人反
对孔家店，认为“孔孟之道救不了中国”。南大师认为，孔
门心法就像是我们每天吃的五谷杂粮，是我们顿顿离不开的
食粮。只不过孔家店的某些店员们，往粮食里掺了水掺了
假——在孔门心法传承几千年的过程中，几代大儒对其的过
分解读(训诂、考据、宋代理学等)，把《论语》这部经典的
文字和精髓割裂开来——才会出现“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口
号。但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经典，才会历经时间的大浪淘沙，
真正的传承下来——几千年来，“四书五经”必登经典书单
之首，必然有其道理。所以，粮食本身没有问题。宋代一代
名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钟老师说赵普那是客气的，要
他说：一句论语就可以治天下，哪一句?翻开《论语》，看到
哪一句就是哪一句。

《论语》的篇章和内容都经过孔门弟子精心的选取和编排。
在这部书里，孔老夫子的几大得意门生，性格、天赋迥异，
在各自领域都有非凡的建树，个个都是一等一人才——孔子
最得意的颜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子路、大外交家子贡、
继承了孔门心法的曾子……只要孔老夫子动一下称霸天下的
心思，有这些弟子的辅佐，那是分分钟的事儿;而他老人家没
有那样做，而是用另一种教化天下的方式，在当世就成为了
天之木铎，一代圣贤。

《论语》本身就是一部了不起的经典;有了南大师的解读，这部



《论语别裁》更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对于我这样的历史小白，
就喜欢看的就是大师引经据典穿插在其中的各类历史典故，
上到伏羲女娲，下到民国初年，儒释道医武各家，他都信手
拈来，不愧是一代大家。而最令我感动的，是像南怀瑾大师
这样一代代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先师们，他们结合自己
所处的时代，耐心细致地为后生讲解传统经典，让那些看上
去生涩难懂却包含了祖先无穷智慧的文言，更好地指导当代
人的生活，让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
他们实实在在地践行了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于丹论语心得读后感篇二

最近看了于丹教授《论语》心得，才发现自己所理解的浅薄。
于丹教授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把孔子的《论语》诠释给世人，
使我们能够领悟到《论语》传递的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
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一个人的素质是内在的，发与外就形成了素养，而素养更具
有外显的特征和对个人行动的直接的指导意义。所以一个老
师的素质对学生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大多数学生的心目中，
教师的形象是高大的，他们认为身边的老师是直观的最有意
义的典范。教师渊博的知识，高尚的.品质，严谨的治学与生
活态度对学生有着极强的可信性和感染性，当今世界知识的
更新日益加快，学生的知识面在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扩大，因
此作为一名教师，若想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来引导学生，点拨
学生，吸引学生，必须要有更高层次的素质。而通过阅读来
充实自己的教学底气不失为一种提升自己更高素质的好的方
法。

读百家书，故能养其气。通过多读好书，与散文中感受温煦，
与杂文中感受机智，与诗歌中感受浪漫，与小说中感受丰富，
每日读一点书，涵养一点静气，可以让自己更深刻地理解真
善美，陶冶自己的高雅之气质，培养自己风雅之谈吐，开阔



自己天涯之胸襟，通过不断地读书养气可以积累丰厚的文化
底蕴并充实自己的教学底气。

相信当自己凭借着充足丰厚的教学底气站立在学生面前时，
那么离自己追求中儒雅的教学风格的距离也就更近了一步。

文档为doc格式

于丹论语心得读后感篇三

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也可说更远了，但无
论如何，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论语》告
诫我们，无论对朋友还是对领导，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掌
握好亲疏的分寸。君子之道这一讲对我也感触颇深。孔夫子
在教育他的弟子时，常以小人和君子之分来明辨是非。“君
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孔子说：“君子坦荡
荡，小人长戚戚”，就是说君子胸怀平坦开阔，但是小人却
经常忧愁恐惧。即便是今天，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君子而
不做小人。交友之道，于丹教授告诉我们，《论语》中对交
友有非常明确的标准，说人的朋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好朋友有三种，坏朋友也有三种。什么叫益友呢叫友直，友
谅，友多闻。直是直率坦率，谅是宽容原谅，多闻是博学多
才，这三种是好朋友。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
友”。人的社会环境中朋友是相当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这样
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是我们最好的环境，
你从他的身上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也就是说交什么样的朋
友，你也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
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单纯依靠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样不
能解决心灵的问题。“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
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对于我来说，大的就是工
作中，小的就是家庭中，同事之间，夫妻之间，一些沉谷子
烂芝麻的事，抑郁于胸。“胸怀无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小



了。”自己劝自己，想开些，何必计较那么多呢人何必那么
骄傲呢面对人生的遗憾，我们要在最短时间内接受下来，不
要纠缠在里面，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痛
苦。“如果你因为错过了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星星
了”。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学习孔子的“传道，
授业，解惑”思想精髓，同时也要学习于教授的这种治学精
神和高超的演讲技能。她哲理诗般讲演，深入浅出，如清泉
般自然流淌！她展示了对社会的审美理想，界定了当今社会
人与人之间处事的一般分寸，尺度。她给全世界亿万人心灵
送去阳光，使人间温暖，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同时赞扬
了中国人在二千多年前的古代就已有了这样高明的人伦智慧！
也弘扬了民族传统优秀文化！

通过于丹教授的精彩讲解，自己感觉有很多收获。但是真正
对论语的了解以及它与现代人的联系，还得通过自己的不断
学习和不断感受真正的化为己有，寻找到生活的真谛与快乐！

于丹论语心得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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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社会中，所谓的孔孟、老庄已经离人们越来越远，圣
贤与经典也逐渐模糊，纷繁世界的庸俗烦琐和思想的高贵纯
粹似乎缺少了一些必要的链接。而于丹教授以白话诠释经典，
以经典诠释智慧，把两千多年前的论语用一个现代人对社会，
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演绎出来，灰色的孔子一旦链接了这
个多彩的世界，催生而出的是一种纯粹的积极的态度，是道
德品性、情感智慧的升华。读于丹说论语，让我领略到的就



是这样一种智慧，是对自己的得失缺憾的正确对待，是对身
边朋友的理智看待，是一种心态，一种融入在现在社会中的
理性道德。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
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
于丹给我们讲述的《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
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如果你因为
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星星了。”承认现实的不
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这就是《论语》
告诉我们对待生活缺憾的态度。

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社会环境中朋友是最
重要的，从你的朋友身上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其实人这一
生有什么样的朋友直接反映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为人，好朋友
就是一本书，他可以打开整个你的世界。我们经常说物以类
聚，人以群分。什么样的人你只要观察他的社交圈子，从这
样一个外在环境是可以看到他自己内心价值取向。

平时，总喜欢看一些纯文类的书籍、目的也是想净化自己的
心灵，荡涤内心的浮躁，但这种借之外力的注意力转移较之
于自内而外的因“三省吾身”而泰然自若的从容实则“其远
差矣。”能将一部《论语》经典讲得深入浅出，显示了作者
深厚的国学造诣。在“君子之道”章节，作者对君子进行了
精辟讲解。但书中有个观点让我费解，“君子的社会角色是
变通的、与时俱进的。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而
在于他所为背后的动机。他们是社会的良心。”用动机而不
是用行为判断人，这是早已被唾弃的谬论，让人联想起卫道、
道德杀人等不雅眼，作者放在自己钟情的君子身上所为何来?
历史上心怀悲悯手举利刃和流着眼泪杀人的人着实不少，莫
非他们也是君子?不知该敬佩还是同情作者，一位《论语》的
信徒，却无心快语道破了“君子”的伪善本质。

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



仰望它。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
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
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
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
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就是
于丹教授《论语心得》给我们的启迪。全书以白话诠释经典，
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
性安顿人心。穿越两千多年的时间隧道，体悟经典的平凡智
慧。相比易中天的《品三国》更好一些，她的语言没有易中
天那样幽默，但绝对值得思考。

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是从天地人之道说起的。从盘古开
天地这种变化最终达到的一个境界，叫做“神于天，圣于
地”，她说：这六个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既有一片理
想主义的天空，可以自由翱翔，而不妥协于现实世界上很多
的规则与障碍;又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
行他行为的拓展。……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
地。有了这样一个大的宇宙观，再将心灵之道、处世之道、
君子之道、朋友之道娓娓道来，全方位地解读了孔子及论语
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于现代人、普通人及现代社会的需要。

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的“仁，义，礼，自，信”的伦理
教育，从孔融三岁让梨的尊礼，守礼，到范仲淹的“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患意识，无不显示着儒家学
说对国 民成长过程中千丝万缕的渗透。几千年来世人仍愿意
尊奉孔子，把他的话作为座右铭，作为修身养性的准则，我
想这与孔子的“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做黜!”的思想有着密
切的关系。

《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
活态度。品味人生，修身养性，其目的正是要在愉快地生活
中度好这一轮回。淡泊的襟怀，旷达的心胸，超逸的性情和
闲适的心态去生活，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融入自然状态，这



样才无愧与祖先，也才能如孔夫子教导我们快乐地生活的秘
诀那样，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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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标榜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而如今，多少人知道《论语》，多少人会去研读《论语》，
更别说有人会去潜心研究和体会《论语》带给我们的真理和
境界。

于丹老师以其深厚的古典修养，从中国人的宇宙观、心灵观、
处世之道、交友之道、人格修养之道、理想和人生观等七个
方面，从独特的个性视角出发来解读《论语》，让我们有机
会来到孔夫子身边，聆听人生的真谛。

“在我的心目中，孔子只有温度，没有色彩。”于丹
说，“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
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
样。”“《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的
确，世间的真理不一定是束之高阁、高不可攀的，而应该是
平淡的、朴素的、具有普适性的。就像《论语》的真谛，就
是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
活。而阅读《论语》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孔夫子教育学
生时很少疾言厉色，他通常是用缓和的，因循诱导的，跟人
商榷的口气。这是孔子教学的态度，也是儒家的一种态度。
这种从容不迫的气度，这样一种谦抑的态度，是多么得令人
敬佩啊!

这让我联想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时常提倡要努
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它不仅仅是
小区里的和谐，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有人对自然
的一种敬畏，人和社会的一种融合。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拥
有孔夫子那样的心胸，拥有孔夫子那样的态度。



现如今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矛盾比较突出，许多人
越来越觉得不平衡了，总是埋怨为什么别人可以住海天别墅，
自己却蜗居于简陋的屋子之中，别人为什么可以开名车喝名
酒，而自己却还每天挤着公车上班。于丹老师说：“一个人
的视力本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地拓展世界;另一
个是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我们的眼睛，总是看
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子贡曾问孔子“贫而无陷，富而
无骄，何如?”孔子说，这很不错，但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高
境界：“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即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
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内心能时常保持快乐，这种快乐，不
会被贫困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
快乐的人。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
始终保持内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孔夫子教给我们的快乐秘
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那份安宁。

我想，这就是《论语》能给我们的现实启示吧。

我想《论语》给予我们现代人的意义就在于让那种古典的精
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之下圆润地融合成一种有效的成分，让
我们的生命在智慧光芒的照耀下，让我们每个人真正建立起
有效率、有价值的人生，无愧于自己的一生。

《论语心得》中共讲述了七道，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天地
人之道”。天地人之道是《论语心得》中的第一道，读这一
道时，我的感触也是最大的。

我们现在常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隆、事业成功的基础。
但人的力量如此强大的原因，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
华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达到完美结合的程度，结成一个
整体，所以，只有当天地之气凝聚在一个人的内心的时候，
他的强大，无坚不摧。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就
是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的共同成长，仅此简单而已。读到
这里，我想，在当今社会，竞争如此激烈，我们应该如何为
人呢?只要你的胸怀无限大，许多事情就小了，原来如此，就是



“忠恕”二啊!简单的说，就是要做好自己，同时要想到别
人;拓展一点说，“恕”就是讲你不要强人所难，不要给别人
造成伤害。言外之意是假如他人给你造成了伤害，你也应该
宽容。但是，真正做到宽容，又谈何容易呢?有很多时候，一
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而我们还老是在那儿想，这么可恶的事，
我怎么能原谅它呢?然后就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咀嚼中，一次
又一次再受伤害。这就是孔子告诉我们的，该放下时且放下，
你宽容了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了一片海阔天空。《论语》
告诉我们的，不仅遇事要拿得起放得下，还应该尽自己的能
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谓“予人玫瑰，手有余香”，
给予比获取更能使我们的心中充满幸福感。

关爱别人，就是仁;了解别人，就是智，就这么简单。那么，
怎样做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呢?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你自己想要有
所树立，马上就想到也要让别人有所树立;你自己想要实现理
想马上也要想到帮助别人实现理想。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
推己及人，这就叫 “仁义”。

读完这一道，联想起生活中的自己，不禁羞愧万分。现实生
活中的自己自私、蛮横、无理、霸道，这跟书中相差了多远
啊!我仔细的考虑了，我以后一定要做到宽容、关心爱护他人
等。这样，自己的人生不是才会更完美吗?我想圣贤的意义就
在于，他以简约的语言道出人生大道，而后世的子孙或蒙昧
地，或自觉地，或痛楚地，或欢欣地，一一去实践，从而形
成以个民族的精神。

于丹论语心得读后感篇五

每一则语录虽然都寥寥数语，但多次运用反问、排比、比喻
等修辞手法，频繁使用几个赋有表现力的关键语气词，使表
情达意富有感染力和表现力，甚至说话人的神态都栩栩如生
地呈此刻人眼前，是什么文章这么精炼，表达又这么生动、



形象呢?不明白?我来告诉你，是《论语》十则。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温，不亦君子乎?”

对于知识，“学”只是过程，“习”是一个巩固的过程，要
想掌握更多的知识，必须把“学”和“习”结合起来，仅有
用丰富多彩的知识点缀自我的大脑，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
人。朋友从远方千里迢迢的赶来，我们应当感到无比欢乐与
荣幸，我们能够取长补短，增加友谊，这样难道不开心吗?我
们做人要坦坦荡荡，光明正大，不要不被人了解就杞人由天，
应当坚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对待事物。

我明白了怎样学习，我明白了该怎样做人，《论语》十则让
我懂了许多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