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线读于丹论语心得(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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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在线读于丹论语心得篇一

假期特意买了一本于丹的《论语心得》，空闲时间好好品读
了一翻，读后爱不释手。于丹用她理性的头脑和独到的思考，
把《论语》加以分析，把其中的真谛和我们生活中的一点一
滴联系起来，警示后人。大家知道，《论语》这部书，教给
我们很多为人处世的方法，做人的规矩、道理。这些办法通
过于丹的白语化，用许多浅显的故事，而变得懂俗易懂，看
起来很朴素的语言，但在原则中透着一些变通，更简单的说：
它告诉我们的是为人处世的原则。

刚读完前三部分就迫不及待的想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因为
有太多的感受。在“天地人之道”中，于丹把孔子的圣人一
面解读的非常深刻、透彻。如孔子教育学生时，很少疾言厉
色，他通常用和缓的因循诱导的的跟人商榷的口气，这是孔
子的教学太度。想到自己有时会对学生声色俱厉，经常职责
学生不该如何如何，真是羞愧难当。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真正
的好老师。

真正的好老师应该会像孔子那样，平和地跟学生商量着把这
种天地人三才共荣共生的关系讲透。这样一种从容不迫的气
度，这样一种歉抑的态度，其实正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

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生活在他生活得这片土地
上的，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孔夫子的温柔敦
厚之美在的身上，凝聚着他内心传导出来的一种饱和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只有当天地之
气凝聚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它才能够如此强大。感谢于丹
老师让我这样深刻的了解了孔子。让我懂得如何当一名好老
师。

自古就有一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在《于丹论语心得》第
二部分中剖析的非常深刻，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天地给予我
们的和谐，我们努力创建的和谐社会，就是要人民幸福的生
活安居乐业。要有信仰，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
来。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候，学一个字、两个字，就
够用一辈子。孔子的学生曾子也曾经说过，“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说我老师这一辈子学问的精华，就是“忠恕”这
两个字。简单地说。就是要做好自己，同时要想到别人。 这
使我想到了我自己，我常常这样想，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就好了，不要管别人如何。也因此把自己发座右铭定
为“认认真真的工作，本本分分的做人。”于丹论语心得告
诉我们不仅应该尽自己的的本职工作，还有尽可能去帮助别
人，所谓的“与人玫瑰，手有余香”给予比获得更能使我们
心中充满幸福感。 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竞争激烈的社会中，
现实生活中的处处不合时宜，让每个人都难免会感到有缺憾
事和不如意感，也许我们无力去改变事实，而通过《论语》
心灵之道的解读，可以改变我们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告诉
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之中的缺憾和苦难，如何
在工作中把这种缺憾转化为动力和力量，把工作做得更好更
实。人生百年，孰能无憾?人这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不如
意的事情。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要在最短的
时间内接受下来，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
这样只能加重你的苦痛，还要尽可能地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
情去弥补这个遗憾 。

论语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循循善诱的教师，又是一个正直、坦
率、宽容的友人，由它可以映射着我们的道德情操、品性修
养的镜子，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准自己的方向。我想无论是古
贤圣人还是于丹所想表达的意义在于，以简约的语言点出人



生大道，让后世的子孙一一去实践，让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
在现代的规则下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让我们每一个人
真正建立起有效率、有价值的人生，这大概就是《于丹论语
心得》所给予我的最大感受吧!

在线读于丹论语心得篇二

于丹白衣白裙，坐在一张黄色的长沙发上，旁边是红衫的央
视主持人柴静。我灰不溜秋地坐在她们的对面，准备提一些
刁钻古怪的问题。

谁知于丹并不上当，应声答道：我不主张从性别的角度去看
孔子。在我的心目中，孔子只有温度，没有色彩。

好聪明的小妮子，好精彩的回答!我也立即回应：那我今天就
有点儿像孔子了。我这一身灰，等于没有色彩。不过，灰色
也有灰色的好处，那就是和任何色彩都能搭配，比如你们的
鲜红和洁白。

观众大笑。

答案其实就在刚才的笑谈中：一个大家都需要的孔子应该是
灰色的。

我不知道于丹对于“色彩”和“温度”的定义，但任何人都
不可能没有色彩。所谓“没有色彩”，无非就是灰色。灰色
的色彩感不强，可以视为不是色彩的色彩，但同时又是最具
普适性的色彩，因为它可以和所有色彩搭配。所谓“需要一
位灰色的孔子”，无非是说，在这个多元的时代，我们需要
一位最具普适性的孔子。

实际上，真正伟大的思想决不会只适用于一时一地或一人。
它们总是具有普遍的意义，也应该具有普遍的意义。人们喜
欢讥讽地说，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往往是灰色的。他们不



知道，理论如果不是灰色的，就没有普适性;而没有普适性，
也就没有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希望孔子是灰色的。
或者说，我们愿意把他看作是灰色的。

但是，没有人会喜欢只有灰色的世界。灰色也只有在和其他
色彩搭配时，才能显示它的普适性，显示它的高贵和纯粹。
因此，灰色的孔子又必须链接多彩的世界。这世界充满生命
活力，姹紫嫣红，千姿百态，万类霜天竞自由。正因为有了
生活的五彩缤纷，理论的灰色才不显得死寂;也正因为有了思
想的高贵纯粹，纷繁的世界才不至于俗不可耐。灰色提升着
品位，而多彩保证了活力。这也就是和谐。

于丹为我们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孔子，一位链接了多彩世界的
灰色孔子。链接是广泛的，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主题却是
单纯的，单纯到没有色彩，没有性别，没有时间和空间，只
有温度。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
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
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

我们需要这样的孔子。 我们欢迎这样的孔子。

在线读于丹论语心得篇三

灰色的孔子又必须链接多彩的世界。这世界充满生命活力，
姹紫嫣红，千姿百态，万类霜天竞自由。正因为有了生活的
五彩缤纷，理论的灰色才不显得死寂;也正因为有了思想的高
贵纯粹，纷繁的世界才不至于俗不可耐。灰色提升着品位，
而多彩保证了活力。这也就是和谐。

于丹为我们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孔子，一位链接了多彩世界的
灰色孔子。链接是广泛的，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主题却是
单纯的，单纯到没有色彩，没有性别，没有时间和空间，只



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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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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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大家
知道，孔子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贤人。孔夫子正是以这
种朴素的、温和的生活态度来影响他的弟子，他的弟子都是
一粒种子，把那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智慧广为传播。

仔细倾听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感觉曾经遥远而枯燥的
《论语》一下子变得丰富和 温暖起来。于丹教授用深入浅出
的语言，结合现代实际生活娓娓道来，阐述其深刻内涵，有
许多独到见解，豁然于眼前。 于丹对《论语》的解读能够赢
得民众的掌声的根本原因正是她没有把重点聚焦在什么王道
政治、儒教等，她把论语的教导直接针对普通人的生活，比
如她讲解的心灵之道、处事之道都是帮助人的内心需要，这
就是当今许多现代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尤其是在当今忙忙碌
碌、竞争激烈以及精神相对空虚的情况下，人们更有对内心
平安的追求，当然孔子不能给当代中国人完全的精神寄托，但
《论语》中的一些内容的确能给人某种心灵安慰，也可以让
人从中学到一些处事之道。

学习于丹《论语心得》，感觉最深的是能启发我们的心智，
触动我们的心灵，教给我们很多为人处世的方法，做人的规
矩、道理，让人在不经意中增加了智慧的法码，给予了力量
的源泉，得到了快乐的幸福，真正品味出那份平平淡淡才是
真的细腻意境。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否感到幸福，对现
实是否感到满足，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心态。面对眼前千变万
化的世界，调整好个人的心态，在工作和生活中得到快乐，
是我们每个人在现实中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人生的理想是心
中精神寄托的符合，只有站在个人心理的坐标系上，建立务
实有效的理想方能在人生的职业生涯中有所担当，内心的淡



定与从容最为重要。于丹教授把《论语》朴素、敦厚的哲理
解读后以现代人的理解方式传递到我们，正确处理理想与现
实的关系。就工作学习而言，一个人的目标，不能好高骛远，
必须经过努力可以达到;同样，目标不能太小，不经一定困难
能够实现的目标不可能带来多大的勇气，即便是实现了目标
也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快乐。

在于丹对《论语》通俗化的解读中，无论是“心灵之道”还是
“处世之道”，无论是“君子之道”还是“朋友之道”，于
丹都用一种大气的胸怀，独到的眼神，加以审视、领悟，并
用轻松自然的口吻娓娓道来。让我们的精神得以饱满，更从
容，豁达，乐观的面对生活。

在线读于丹论语心得篇四

某日到朋友家里探访，朋友妻子正在专心看百家讲台中于丹讲
《论语》、《庄子》。朋友见我到来就主动让出电脑的位置。
我抢占了电脑的位置就没有离开。我在目不转睛地注视这屏
幕上的于丹，一个相貌平平、朴素大方的女教授，却时时处
处迸发出触动我心里神经的语句。我哦当时被于丹的讲解折
服了。

朋友说你又看上了于丹了。我说，不是看上了，就是把她当
成了自己的偶像。我心底里暗自发誓要研究于丹的《论语心
得》《庄子心得》。于是我在他的电脑上收集了这两本书的
文字以word的文档原用保存在我的邮箱里。

其实，说来惭愧，因为工作单位离家里比较远，而且又是忙
于教学工作，每天就一直少看电视，几乎没有看过百家讲坛，
也不了解于丹。所幸几年来一直或主动或被动地在买《思维
与智慧》《读者》《杂文选刊》《南方周末》等杂志，阅读
的习惯就一直保持着。可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引起对于丹
的理解和重视。曾经听别人介绍于丹的书籍，但我还是没有
引起兴趣。知道今天我们锁定了目标要看这两本书。于是下



决心捧起这本书。

全书由“序”“心得”“《论语》原文”“后记”四个部分
组成。序是易中天写的，我很喜欢，标题为《灰色的孔子与
多彩的世界》，短短一篇序言既介绍了睿智的于丹又介绍了
于丹眼中的孔子。接着，于丹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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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角度谈自己的心得，她娓娓道
来，旁征博引，将论语的意义解说得浅显而精妙。而后是
《论语》原文。再后面是于丹自己写的后记。初看时我的速
度很慢，只在陪儿子睡觉时翻几页，像喝茶一般，闲时呷一
口;但越到后来速度越快，及至看完后还不忍释卷。于是又再
度捧起书本，拿起笔细细地看了一回。刚好我接上了一个新
的班集体，班级是由一群特殊的孩子组成，都是学校里成绩
一般搞艺术特长的学生。当时我本着“挑战极限”的人生原
则，我勇敢地接纳了这群可爱的孩子。我开始为他们写文章
建立博客营造文化氛围。在博客中我经常写一些文章，但写
什么呢?倒是由于心灵的悸动而写下了两篇日志，但那也不是
笔记。我开始从于丹身上学习教育的东西，开始从《论语》
《庄子》书中则取小故事来教育孩子们，真正的从心灵出发
来规范孩子们的学习习惯。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学生很
兴奋。因为于丹在讲解中，让人怦然心动的地方实在是太多
了，语拙的我无法一一表述。想想还是要借用于丹后记中的
话， “我眼中的《论语》，就是这样一眼温暖的活水
泉。”“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那是将《论语》
奉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渊源;而我宁愿说‘半部《论语》修自身，
半部《论语》治班级’，人人皆可以视之为一眼温暖的‘问
病泉’。”

在后记中，于丹将《论语》比作“问病泉”，而她自己则是
一个体验者，“以身体之，以血验之。”“用自己的身体最
敏感的病灶去承受温泉的恩惠。”我太喜欢这比喻了!感谢于
丹，用她的智慧和真诚引领凡俗众生接近了这眼千古活水泉，
让我们有机会沐着圣贤的神光，有机会或多或少感知自己身



体的病灶所在。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于丹论语心得》就是
凡俗众生的一眼“问病泉”。在我们“以身体之”时，我们
能感觉到自己最敏感的部位，如果我们也能“以血验之”，
并在漫漫岁月里不断觉悟，我想于丹教授应该会“缄默微
笑”。下面，我谨从一个问病者的感受出发，记录《于丹论
语心得》触动我敏感部位的句子。

“你宽容一点，其实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

“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
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

“孔子说，一个人能够听你讲道理你没去跟他讲，就叫‘失
人’，你就把这个人错过了，不好;相反，假如这个人根本就
不可理喻而你偏和他讲道理，那就叫‘失言’，也不好。”

“看到朋友做的不对的事，你要真心地劝告，善意地引导，
如果他实在不听就算了，不要自取其辱。”

“要本着平等和理性的态度去尊重每一个人，彼此之间留一
点分寸，有一点余地。”

“做事要积极，说话要谨慎。”“少指责，少抱怨，少后悔，
就能成功。”

“怀着乐观和积极的心态，把握好与人交往的分寸，让自己
成为一个使他人快乐的人，让自己亏了的心成为阳光般的能
源，去辐射他人，温暖他人，让家人朋友乃至于更广阔的社
会，从自己身上获得一点欣慰的理由。”

“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力量。”

“这种境界，用中国文化的一个词来表述，就是‘悲天悯
人’，在真正理解所有人的利益与出发点的前提下，实现理



解和包容。”

于丹强调修身，强调从自身出发寻找个人与社会的契合点，
只要自身不断完善，就能与社会与他人和谐共处，就能提高
生命效益，就能成为一个君子。在这个竞争激烈，人际关系
错综复杂的时代，读《于丹论语心得》会使我们的内心获得
一种恒定的力量，从而更加快乐地生活。如果我们在读此书
时得之于心，时时自省，我们就能拥有美好的人生。

我愿意和于丹一道能点开学生学习中的困惑，能为愚笨的我
找到学生身上的“问病泉”。

在线读于丹论语心得篇五

《论语》是一本记录着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教学和生活的语
录。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接触它，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在都有
很重要的地位。而今，于丹教授用自己独到的视角，将这样
一本古老的书籍，用现代的眼光进行系统的解读和阐释，拉
近了我们普通人和圣贤之间的距离。世界上的真理永远是最
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就好像春
天永远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
永远是最简单的，只是它把你内心深处的良知给激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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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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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来谈谈《于丹〈论语〉心得》诠释
的“为人处事”：



为人之道。 在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因为生活节奏快、工作
压力大、竞争激烈等问题，人们显得越来越浮躁，精神世界
十分空虚，很多人心态不平衡，怨声载道。其实人的生命是
短暂的，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于丹〈论语〉心得》告诉我们，要想让自己有限的生命变
得有意义，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要做到：精神富足、心理健
康、积极生活、和他人和睦相处，爱岗敬业、安于本职，献
于社会。

处世之道。 在社会交往中，无论是工作还是处世，人们都想
找到一个法则，既对自己负责任，又要对他人负责任。《于丹
〈论语〉心得》中提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意思就
是说，一个人不要越俎代庖，你在什么位置上，就要做好自
己的本职工作。不要越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不
在其位，就不要谋其政。在工作上如此，在与人相处方面也
要如此。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人与人是近了，
但也可以说人与人更远了。因为通讯和交通工具的使用拉近
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在钢筋混泥土的城市中，对门的
邻居却往往成了陌路人。记得顾城写的一首诗《远和
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
时很近。”这首诗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述得非常形象、非
常微妙。人与人之间，即便走得再近，也还是会有可能产生
距离。如何与人和谐相处，于丹在《论语心得》中借用《论
语》之语总结了与人相处的几点原则：第一、多闻阙疑，慎
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
寡悔，禄在其中矣。第二、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
百姓。第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
至云尔。从三点原则中我们可以悟出，相处之道的确是一门
艺术，其前提是要保持一个乐观和积极的心态，其关键是要
把握好相处的尺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与人和谐相
处。 交友之道。 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很多的朋友，但
究竟有几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朋友呢?究竟有谁会在自己需要帮
助的时候伸出手来帮一把呢?《于丹〈论语〉心得》中说，对
待朋友要有一定的尺度，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要保留一条界



限，这样朋友也才能够交往得长久。可见，通过《于丹论语
心得》，《论语》告诉我们的是一种交友方式：怎样交朋友，
交怎样的朋友并要怎样维护友情。

理想之道。 一个人应该有理想。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是“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本是修身，
修身是放在第一位的。修身可理解为：外在能力完善，懂得
变通，与时俱进，内在心灵完美、富足。因为只有内心修为
提升了，自身能力提高了才能更好地去处事。通过《于丹
〈论语〉心得》，我们知道了这是孔子对人生理想的总结，
这也被后人奉为人生理想的指南。

人生之道。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
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
逾矩。”这是孔子自道的人生轨迹，却也成了后人的人生坐
标和价值体系。它就像一面镜子，人们可以通过它比照自己
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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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丹讲述的论语心得让我重新认识了孔子，让我领略到了一
种独特的智慧，一种正确的心态，一种融入到当今社会中理
性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