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中论语读书心得(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高中论语读书心得篇一

常挂在嘴边的话，我竟然不知出于《论语》。像“父母在，
不远游。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道不同，不相为谋，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朽木不可雕也。
三十而立……”

我读《论语》这部书，当然不是想从中觅得修身、齐家的孔
门秘传。我只是在这部书中认识了一个迂阔率性、明知其不
可而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诲人不倦的孔子，一个食
不厌精、懂得生活乐趣的孔子。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常把孔子
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民主政
权处死的，据说是自由精神阻止他逃亡。但我更喜欢孔子的
直言不讳：“道不行，乖桴浮于海”，这同样是一种自由精
神。打开《论语》去读，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
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产生了孔子一个伟大的思
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
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
想――中庸之道。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
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是有必
要一读的。

孔子讲究孝道，孝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的人们却
在褪色，对其讲孝是非常必要的，让他们明白孝是为人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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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抢劫，触犯法
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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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论语读书心得篇二

费孝通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
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
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
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
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他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
的重大命题，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
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
的奠基人之一。

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成为费孝通研述一生的大课题。费
孝通研究中国的穷人主要是农民，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之
路。他关心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关心农产品流
通和农民增收问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

全书内容概要：

《乡土中国》一书总共收录了《乡土本色》《文字下乡》
《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
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



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
十四篇论文，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
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深度解剖
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读后心得：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所作
的一篇伟大的作品。虽然这本书距离现在已经有几十年了，
可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和阅读这本书，还是颇有探究性和
现实意义的。

一开始看到这本书，我就萌发了一个疑惑，“乡土中国”指
的究竟是什么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开始了这次对中国社会的
探索之旅。而我也很快就找到了答案，“本书讲的乡土中国，
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
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
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作者是这样解释“乡
土中国”的，看完这个答案的同时，我又对这本书产生了满
满的好奇，于是我便继续探索下去了。

乡土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起点。作者在书中的开头部分就说
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自古以
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说到农业就离不开土地，说到土地自
然也离不开勤勤恳恳的农民。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土地
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是珍贵的，因为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
办法。农业的发展是在土地的基础上，农民播种、耕田等都
要依靠土地。“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在农
民眼里，“土地”是位最近于人性的神。可见，“土地”对
中国农民和中国社会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在看完作者对“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的见解之后，我又往
后看了其他章节，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是《差序格



局》中水的波纹原理。

在《差序格局》中，作者把人际关系比喻成丢石头而形成的
同心圆波纹。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的时候，水面会出现一
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
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和别人
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就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
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拿我们自己来说，家人永远是我们
最亲近的人，而相对来说亲戚和朋友就会显得比较疏远一点
了。

此书中还有很多观点和看法，作者自己也说“这种一往无前
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书中具有现实意义
的观点和作者敢于探索的精神，都值得我们不断探究和学习。

高中论语读书心得篇三

孔子说:“学习和了解习之不是很愉快吗?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难道不是一个人们不认识也不生气的绅士吗?”这句
话来自哪本书?答对了，它来自《论语》。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写的，记载了孔子的言行。这本书里
的每一个字都包含着深刻的真理。

孔子说:“如果你通过温习过去来学习新事物，你就可以成为
一名教师。”这句话告诉我们，当我们学习新知识时，我们
也应该复习旧知识。如果我们有新发现和新经历，我们就能
成为老师。这种学习方法应该牢牢记住并在日常生活中应用。

孔子说:“李仁很漂亮。他没有选择其他人。他怎么会知
道?”这句话告诉我们，与仁慈的人生活在一起是明智的。如
果你和没有爱心的人生活在一起，你怎么说自己是聪明的?在
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应该和有爱心的人交朋友，和有爱心的
人做邻居。它要求全社会倡导和实施仁爱。



儿子想住在九邑，或者说，“陋居，这是什么?”孔子
说:“为什么绅士有这么卑微的地方?”这句话告诉我们:“不
要觉得简单粗暴，不要住在那里。如果你在一个简单而简陋
的地方传播文明，那么这个简单而简陋的地方就不应该是简
陋的。我们应该传播文明，说文明的话，做文明的事情，这
样我们的社会才是一个充满文明与和谐的美丽社会。

这本书不仅有意义，而且故事也很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金
玉的故事。它主要讲述一个水果小贩。它的果实总是和刚刚
采摘的一样。一个人买了一个柑橘类水果，回家看看。里面
像棉花一样。这个故事是用来描述那些只有华丽外表却没有
实际技能的人，或者那些外表好但没有实际内容的人。

《论语》给了我们很多理由。有机会的话，你必须仔细阅读。

高中论语读书心得篇四

第二轮通读《论语》我渴望能够更深层地理解《论语》中每
一篇的写作目的，并更有概括性地理解每一篇中所讲的道理。
第一轮的《论语》学习，我停留在对这本书的好奇上，更多
的是想了解书中到底写了什么内容。第二轮一开始，我就在
心里反复思考，为什么我会喜欢上《论语》?为什么《论语》
能流传至今?回顾第一轮的学习，我发现整本《论语》中经常
会触及到人类所一直努力追求的东西---道。在第二轮学习学
而篇之后，我理解到的是，此道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为
人相处之道;是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的清静平等觉悟;是无友
不如己，过则勿惮改的淡然与从容。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我
们会去追求事业和财富，而在事业财富有得之后，又渴望精
神领域的充盈。

为什么学?丘哥哥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们的学习就
是为了彻悟，为了明心见性，为了修一颗晶莹剔透的清静心。



所以，丘哥哥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什么?学仁学礼。仁礼两字不仅是学而篇的重点，在其他篇
也经常讲到。

怎么做?丘哥哥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
而亲仁”，“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汇总一下就是我们要向丘
哥哥学习做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

以上就是本次苏菲要分享给大家的《论语》学而篇的读后感，
理解不周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的鼓励!

高中论语读书心得篇五

俗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用精短的语言告诉
我们为人处世和终身学习的道理，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今
年暑假我有幸拜读了这部书，去感受里面无穷的智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事先做好了应有的准备工作，自然得心应手，事半功倍。这
使我想起了最近吉他考级的事。虽然我学的时间不长，但我
坚持每天弹奏练习，即使手皮磨破了，我也从不放弃。考级
前的一个月，我把乐理知识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复习，该背
的背，该记的记，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考场上我轻松应对，
最终以优秀的成绩顺利通过了考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事或物，就不要强
加给别人。六一舞团组织表演活动，导师给我们每个人发了
一套表演服，我发现我的衣服上面有个黑色的污垢，看上去
影响美观，我就想，何不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换一件好的过来?
但转念一想，我自己不喜欢穿的，别人也不喜欢穿啊!我要站
在别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这就是将心比心。于是，我决定



把这件衣服留下来自己穿。即使己所欲，亦勿施于人。这应
该是我们终身奉行的做人的原则吧!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在生活中，某些人看
到比自己优秀的人，往往会表现出嫉妒或厌恶，而看到不如
自己的人，就会嘲笑或轻视，这都是不好的处世观念。我们
要朝好的行为看齐，学习他人的优点。倘若看到别人身上不
足的地方，要引以为戒，不要犯下同样的错误。只有这样，
才能不断的完善自己，超越自己，让自己更趋于完美。

《论语》字字珠玑，句句在理。朋友们，让我们都来读一读
《论语》吧!学习前人的智慧，丰富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