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论语读后感咋写啊(模板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
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高中论语读后感咋写啊篇一

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儒家的创始人之一，他所
坚持的儒家不仅仅在春秋战国时期广为流传，孔子的言行更
是被其弟子们编成一部书，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流传至今。

然而，起初我却对孔子有着极大的成见，认为他是一个腐朽
的老头子，只因为孔子曾经说过：“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我对这一句话感到愤愤不平，认为孔子歧视女性，还时常着
孔子的母亲不也是女人么，当读到孔子的文章时，便和同学
用恶毒的话来数落孔子，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是自己误会了
孔子，孔子所说的：“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并没有歧视女
性的意思。而古时候的语言文字和现在的语言文字是有很大
的区别的。我真应该要学好文言文，以免再出现同样的笑话
来，我也明白了不能够只因为个人的片面观点去评价一个人
的好坏，而是要根据长久的观察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优劣。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
亲在世的时候，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
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
是尽到孝了。”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
有些不同。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贪
污或是抢劫，，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母



都希望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
的出发点。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
能够按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
的孝。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能
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甚多，而每
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为我们良师
益友。就说我们班上的吧。在这个近80人的班集体里，就有
篮球上的猛将、绘画巧匠、书法好手、象棋大师。有的是上
晓天文，有的是下通地理;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的能歌善
舞……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身于万绿
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伟，绵延;
大海是那样地壮丽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不排斥每一
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一滴不起眼
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须善于从平
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

今天还能启发我们的心智吗?还能对我们今天的心灵产生触动
吗?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授紧扣21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结
合其深厚的古典修养，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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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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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论语读后感咋写啊篇二

在寒假，我读了《论语》一书。

《论语》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孔子
弟子们的言行举止，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
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



在阅读《论语》这本书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孔子提出
的”仁”。”仁”是孔老夫子的核心思想，在论语中”仁”
字出现次数共达105次，尤其是《论语》中的第四章，也就是
《里仁》一篇，孔子特别突出强调了做人以仁为本的思想。
他说”君子”即是”仁者”，欲为”君子”必自修养自己内
在的”仁”。可是到底什么是”仁”呢?我还没有完全理解。
后来在在《论语·颜渊》中，就有一句关于仁的问题，颜渊
问老师什么是”仁”，孔子是这么回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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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
的意思就是”抑制自己，使言语和行动都合理，就是”仁”。
一旦做到了这些，天下人都会称你有仁德。实行仁德是由自
己，难道是靠别人?仁是内在的品质，礼是外在的表现形式，
仍在于人的本心，需要人从自身做起。凡事约束自己，使行
为和言语都合乎礼就是”仁”。

由此我想到了，在取票时，我们自觉排队;在公共场合下，不
大声喧哗;在游玩时，保持卫生……如果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
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礼的要求，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
成为谦谦君子。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吧。

高中论语读后感咋写啊篇三

《论语》还十分不容易令人真正领略其中深刻的意义，而且
其中的诗句又是非常的多。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高中论
语述而读后感6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
写文参考！

《论语》的交友观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挖掘，但有一点好像没
有涉及到——如何处理一个朋友群的关系。即，几个人彼此
都是朋友，三五成群。这里面就不仅存在单纯的两两交往的
问题，还包含更复杂的一对多，多对多的问题。



说了这么多《论语》中的交友观，由于《论语》主要记载的
是孔子的思想，我倒对孔子的朋友产生了兴趣。我想孔子应
该有很多朋友。单就《论语》来看，我却只找到两处。一处是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
是为贼。’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
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
者也，欲速成者也。’”另一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朋友死，
无所归，曰：‘于我殡’。”后者不知从何考证，前者看来
只是孔子所“和”之人，并非所“同”之人。孔子有没有纯
乎价值认同的“知己”呢?仅看《论语》，似乎没有。子
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如知子也?”子曰：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退
而求其次，孔子的学生中有没有人能充当这一角色呢?有时，
师生关系也可到达一种朋友关系。

孔夫子曾经说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及发愤忘食，乐以忘
忧，不知老之将至诸如此类的话，并且还说过吾十有五而志
于学。孔子一直活到了七十二岁，五十七年的经历使他仁德
兼备，学问渊博，成为冠绝一时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可
谓是震古烁今(不敢说后无来者，也起码是前无古人了)。以
如此身份，当他的高足问他时，他的回答竟然是朝闻道夕死
可矣，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完全有足够的资本炫耀自己的大学问家，孔子还有
必要孜孜不倦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探索中去吗?
答案是肯定的。

孔子的特点不是探求天地万物的具体性理，而是探求社会与
人生的具体性情。因为世间万物的客观规律也许是有限的，
但是人的具体感情是无限的。作为有限的人，探究的是无限
的人，这也正是让孔子感到学无止境的原因。人的性情举止，
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每探究出新的内容，就打破了
原来的旧的规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把话
已经说得很明白，去了解人性，才是最困难的。而孔子最精



辟的论述，也自然而然体现他对人性的入木三分的见解。

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这
一点上，和孔夫子几千年前提出的主张仁与德的观点不谋而
合，两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为什么相隔千年，提出的观点
却是惊人的相似?毫无疑问，两人都是把仁与德当作自己去不
断努力实现的目标，不断的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修养与品
德，这是有必然性的。

这就是孔子的学习!这就是圣人的学习!

也许我们这些凡人是永远无法领会万世师表的学习的内涵，
但每一个人也许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泡一杯香茗，手捧一卷论语，轻坐于窗前。悄然翻看，仿佛
那哲理底蕴随热气在空中袅袅升腾，氤氲了空气，舒适了心
灵。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意思是“以前的事不
要再评说了，做完的事不要再议论了，过去了就不要再追咎。
”于丹也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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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不如意的事有
很多，但为何总感觉童真和快乐离自己越来越远。一旦想起
过去的种.种不愉快和遗憾悔恨便久久不能释怀，深陷在痛苦
的泥沼中，总觉得内心压抑着觉得活得很累。但孔子老先生
早在几千年前便看透了人生，留给了后世一条人生的真谛，
他告诉了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
难。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正确的面对过去的
一切，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
你的苦痛。要尽可能地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这个遗憾。
一种遗憾，可以被放得很大很大，放大遗憾的后果是什么呢?
那就将如印度诗哲泰戈尔所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
泣，那么你也将错过星星了。”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大意是说“知
道学习不如喜欢学习，喜欢学习不如以学习为快乐。”在平
常的学习生活中，总是能听到有同学抱怨说“学习好苦啊”，
其实这都是把学习当成别人的事，没有从心底真正热爱学习
的表现。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人的整个生命大部分时
间都在学习中度过。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不断完善自己充实
自己，丰富内涵升华灵魂。若是把学习当成了一件苦差事，
那整个过程实在是艰辛而痛苦的，但是若发现了读书学习的
好处，享受这个过程，那便也是件愉悦的事情。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偏辟、
友善柔、友便妄，损矣”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
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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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和一个正直、诚实关心自
己的人交朋友。那句“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仿佛现在还回
荡在耳边。 朋友在我们的身边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和
对自己有好的影响的人交往，在交往过程中也要注意分寸。
正如书中提到的“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着作之一，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
再传弟子编撰而成的。我读了《论语》之后，《论语》给了
我在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启示。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指学习方法的，“有朋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是写修身做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是道德修养的，还有的论语是写学习态度的和写人生哲
理的，总之，论语如天上的一颗颗璀璨的繁星一样多，也像
繁星一样指引着我们人生的道路，告诉我们正确的方向。

读了《论语》，我知道了要温故知新，勤奋好学，乐于助人，
孝敬父母。

《论语》这本书虽然只是一些只言片语和对话，但却包含了



文，史，哲，人生，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

《学而》一篇中孔子谈到孝悌忠信等行为规范和做人的原则。
比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孔子看来，孝弟乃做人立
世之根本。每个人如果对父母不尊敬侍奉，对兄长不听命维
护，社会就乱套了。孝，悌，忠，信，是孔子经常涉及到的
命题，也是孔子用以衡量做人的尺子。用今天的道德标准衡
量，这些虽然并不是全都适合，但基本是合理的。毕竟跟封
建社会不一样了，现在的人有了自己的规范，例如我们反对
古人的"愚忠"、"愚孝"。

几千年过去了，可是孔子在做人与学习的关系问题上，所强
调的做人第一，首先做好人，到现在依然受到肯定。

《为政》一篇也谈到了人生的修养。孔子把孝的问题，礼节
的问题，忠信的问题，义勇的问题看得很重。认为一个人不
具备这些品格，就谈不上有道德，也就无法立足于社会，更
无法治理国家。另外，孔子对许多日常言行举止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

1、"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止，是知也。"孔子向我们强调了
做人要实事求是，别不懂装懂。

2、"先引其炎而后从之。"则教到了我们要有重视实际的求实
精神。

3、"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表露出孔
子轻言重行的倾向。

我们可以从这些言论中学到孔子的思想，而对于我们当代人
的人生取向也是有很大指引。



高中论语读后感咋写啊篇四

《论语》是我国儒家思想的前年经典绝学，是一部记载孔子
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其中大多是孔子回答弟子们的提问后所
做的记录;有一部分是回答诸侯国君、卿大夫和各方人士的问
题;还有一部分没有问题，只是记录孔子的一些言论。因此，
《论语》中记载的言论涉及方方面面，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
的精髓，其中的很多思想至今对我们的言行都有很好的指导
意义。

例如在“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中，孔子告诉我
们如何正确对待已经学过的知识;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这句话中，我们知道读书而不思考就会茫然无所知，
只空想而不读书就必然会产生疑惑等等。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论语》，除了那些我们都很熟悉
的千古名句之外，我们还会找到一些能够反映时代背景的语
句。

例如：“自行束脩以上，我未尝无诲焉。”它的意思是：学
生主动带一束肉干来见我，我是不会不教他的'。我认为，当
今社会的师生关系融洽，学生尊敬老师，老师爱护学生，这
些都不需要物质来衡量的，而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学生
要送礼才可以得到老师的赐教，这足以反映出当时封建社会
的腐朽。

再如：“朝，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意思是说，孔子上朝的时候，
与下大夫说话，侃侃而谈，从容不迫;与上大夫说话，态度和
悦;君子在场时，说话局促不安。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和不同
等级的人说话态度明显不同，他的做法与当今以人为本、和
谐社会是不相符的，充分说明孔子所处时代是一个等级分明
的时代。



此外，从“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意思是说
朋友送的礼物如果只有车马，没有祭肉，孔子也不会行拜礼)
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的人们很重视祭祀祖先，
即使别人送再多的东西，如果没有祭肉，主人也不会高兴等。

当然，虽然在《论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带有明显时代色
彩，透露出封建社会的腐败气息的言论，但从整体上看，它
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做人做事的原则、治家治国道理，使我们
受益匪浅。因此，它仍是一本好书，孔子也毫无疑问是中华
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

论语读后感4

泡一杯香茗，手捧一卷论语，轻坐于窗前。悄然翻看，仿佛
那哲理底蕴随热气在空中袅袅升腾，氤氲了空气，舒适了心
灵。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意思是“以前的事不
要再评说了，做完的事不要再议论了，过去了就不要再追咎。
”于丹也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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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不如意的事情
十有，但为何总感觉童真和快乐离自己越来越远。

一旦想起过去的种.种不愉快和遗憾悔恨便久久不能释怀，深
陷在痛苦的泥沼中，总觉得内心压抑着觉得活得很累。但孔
子老先生早在几千年前便看透了人生，留给了后世一条人生
的真谛，他告诉了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
缺憾与苦难。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正确的面
对过去的一切，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遍地问天问地，这样
只能加重你的苦痛。要尽可能地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
这个遗憾。一种遗憾，可以被放得很大很大，放大遗憾的后
果是什么呢?那就将如印度诗哲泰戈尔所说：“如果你因为错
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星星了。”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大意是说“知
道学习不如喜欢学习，喜欢学习不如以学习为快乐。”在平
常的学习生活中，总是能听到有同学抱怨说“学习好苦啊”，
其实这都是把学习当成别人的事，没有从心底真正热爱学习
的表现。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人的整个生命大部分时间都在学
习中度过。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不断完善自己充实自己，丰
富内涵升华灵魂。若是把学习当成了一件苦差事，那整个过
程实在是艰辛而痛苦的，但是若发现了读书学习的好处，享
受这个过程，那便也是件愉悦的事情。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偏辟、
友善柔、友便妄，损矣”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
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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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和一个正直、诚实关心自
己的人交朋友。那句“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仿佛现在还回
荡在耳边。朋友在我们的身边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和
对自己有好的影响的人交往，在交往过程中也要注意分寸。
正如书中提到的“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高中论语读后感咋写啊篇五

这个暑假我过得颇有收获,因为除了和家人一起享受着天伦之
乐的日子之外还能有时间读读书,看看电视。其中在cctv10的
百家讲坛中收看了于丹教授的《庄子》，自己也买来了于丹
《论语》心得一书细细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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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的
生活，有着实际的意义。书中涵括了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
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读了
《论语》我才知道了它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
度。孔子正是以此来影响他的弟子。大家知道，孔子弟子三
千，其中有七十二贤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把那种
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智慧广为传播。我们说孔子是圣贤，圣
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
的人。

大家读《论语》会发现，这里面经常出现一个词：君子。我
们直到今天还常常将其作为做人的一个标准，说某某人非常
君子。作为一个教师同时也是一个班主任，我希望自己能向
孔子所说的“君子”靠拢、看齐，同样用我自己的人格魅力
去感染我的学生，影响我的学生!

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是
君子的第一个标准。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与内心。当他的
内心完满、富足，先修缮了自我修养，而后表现出来一种从
容不迫的风度。孔子也曾和他的学生讨论过何为君子。他谦
虚地说“不忧”，“不惑”，“不惧”这三点他自己都做不
到。“仁者不忧”，就是说，一个人有了一种仁义的大胸怀，
他的内心无比仁厚、宽和，所以可以忽略和多细节不计较，
可以不纠缠与小的得失。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内心安
静、坦然。

知者不惑，在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
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我们无法左右
外在的世界，只有让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当我们很明白
如何取舍，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这就是孔子所说
的“知者不惑”。

“勇者不惧”，当你的内心足够勇敢，足够开阔，你就有了
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自然就不再害怕了。

一个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知、勇，从而就少了忧、惑、
惧，自然就减少了对外界的抱怨和指责，也就增强了把握幸



福的能力。而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

做一个内心完善的善良的人，是成为君子的前提。但仅有这
个是不够的，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不仅是一个好人，还要是
伟大和高尚的人，他要胸怀天下，奋发有为。孔子曾经说过，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一个人如果整天想的是自己
的小家，自己的小日子，那么这个人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
的君子。这样一份担当，后来就演化成了中国儒家人格中所
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作为一个教育者，我应该有培养国家所希望的一代新人的职
责。就如冯校所说的“有本事，靠的住”的人。我不仅要教
授给我的学生专业知识，还要着重注意培养他们的高尚品格，
做一个文明人，现代人!

以上是我读《论语》后的一点体会，在往后的时间里我更会
抽出个人的休息时间再慢慢品读它，领会、学习里面的精髓，
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进而去影响我的学生，使之转化成为
一种内在的性格、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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