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语读后感(优质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
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论语读后感篇一

孔子主张“因材施教”。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如果我有
一个好主意，该不该马上实行呢？（闻斯行诸）”孔子
说：“有父母兄长在世，应该先问问他们。”冉有也问
道：“闻斯行诸？”孔子却给他肯定的回答：“闻斯行
之！”公西华好奇，问孔子为什么给了他俩不一样的答案，
孔子说：“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我给他打气。子路好胜，
我要给他泼点冷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

论语读后感篇二

《论语》是我国古代哲学领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其重
要地位不仅在于其影响了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更在于它被
当作中国普及教育的基础读物。 而最经典的莫过于“述而
篇”一章了。本文将探讨《论语·述而篇》的读后感体会，
希望能从中获得更多人生智慧。

第二段：《论语·述而篇》的精华

《论语·述而篇》彰显了孔子独特的智慧和对人生的深刻思
考，其中提到了“三人行必有我师”、“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经典名言。
以上都是孔子为我们提供的真知灼见，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



学习和实践的好伴侣。

第三段：对读者的启迪

《论语·述而篇》不仅提供了人生智慧，还专门探讨了教育
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只有正确的教育才能改变一个人的性
格和行为，并培养他们的潜力。 然而，当前教育普遍缺乏价
值引领，这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孔子的思想鼓励我们在
教育上铭记传统价值，营造积极的学习环境。

第四段：应用《论语·述而篇》的思想

《论语·述而篇》也教导我们如何培养良好的性格。孔子认为
“君子不器”，强调人的品德和道德价值胜过聪明才
智，“修己以教人”才是良好教育的真谛。孔子的思想启示
我们在生活中如何保持良好的性格、坚守道德底线，以构建
尊重与关爱的社会。

第五段：总结

总结而言，我们从《论语·述而篇》这本书中学到了人生哲
学、教育、性格培养等方面的知识。 通过与孔子一样的思考
方式，我们可以学习理性的思考、对目标的明确和追求和不
断总结反思。继承孔子的精神，形成与世界和谐的价值观，
并在行动上实现我们想要的世界。

论语读后感篇三

近年来，“论语述而篇”成为了广大读者研究儒家文化和思
想的重要参照物。这是因为“论语述而篇”集中体现了儒家
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和实践方式，对于当代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读完这篇文章后，本人深受其所感，
产生了许多思考和感悟，下面笔者就针对其中几个方面进行
分析和阐述。



第一，重视教育和培养。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强调了
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教育的核心观念——以德育人。孔
子认为，教育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技术和知识的传授，更要
培养学生的品德和道德修养，帮助他们成长为优秀的人才。
作为现代人，我们仍需要从孔子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加强对
教育和培养的重视，认识到优秀教育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作用。

第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
不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长
幼和尊卑的原则、朋友之间的交往方式等等。孔子的思想表
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合作。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努力树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在融洽
的社会氛围中发挥自己的最大作用，并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
建设和发展中去。

第三，倡导勤劳和诚实。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强调勤
劳和诚实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和工作才能真正
掌握知识和技巧，只有通过诚实和正直才能受到社会和他人
的尊重和欣赏。这些思想也同样适用于当代社会。我们应该
认识到勤劳和诚实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是多么重要，努力
工作和诚实守信，才能获得成功和尊重。

第四，提倡理智和克制。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提倡理
智和克制。他认为，人们需要具备自制和克制的能力，才能
避免陷入极端和反复无常的局面。这些思想也可以运用于现
代社会。我们应该努力掌握理性思维和克制能力，避免因情
感、冲动或别的因素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和行为。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五，关注人类价值和和谐社会。最后，在“论语述而篇”
中，孔子关注人类价值和和谐社会的维护。他强调了做人的
基本准则和社会道德规范，帮助人们理解什么是正义、公正
和善良。这些价值观和道德准则适用于每个人，对于维护社



会和谐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代社会也需要积极倡
导人类价值和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化社会信仰，建立更健康、
更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

总之，从“论语述而篇”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悠久的儒家
文化和思想，体现出孔子的智慧和功德。在当代社会，我们
对这些思想进行认真学习和反思，努力把其中的宝贵思想和
价值观引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为构建更美好的社会做出更
大的贡献。

论语读后感篇四

首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使用的恰当与否，会直接导
致文学作品的成败。

其次，说到塑造人物形象，《论语》虽不是小说和传记，以
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然而其记生活小片段，从侧面描写人物
的手法，对后世却影响甚远。

最后，《论语》限于其采用的文体结构，叙事方面较别的'文
体稍逊一筹。

以上几处，足可见《论语》叙事的精彩和洗练。

论语读后感篇五

世界上的真理总是最简单和令人信服的，就像太阳每天升起
和落下一样。《论语》就像一根看不见的鞭子，它总是提醒
我们要努力做得越来越好。

--题词

《论语十二章》是我们近几天学来的一篇课文。它选取了
《论语》中具有代表性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录。孔子是



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创办了私立学校。在教育对
象的选择上，他主张“没有阶级，只有教育”，即学习不分
贵贱，德才兼备，他给了老百姓学习知识的机会。

这本书充满了文字，其中我认为最精彩的是：“三个人行，
一定有我的严老师。”。选择好的，跟随他们，改变坏
的。”而“博学而敬业，问而思”这两句话。

“三个人，一定有我的严老师”，也就是说，三个人一起去，
除了我，两个人，一定有值得学习的东西。去年国庆长假期
间，天气很好。我父母让我们一起爬山。我遇到一个“雪
巴”妹妹。我听说她妈妈说她是浙江大学大三的学生。她是
中学入学考试的第一名学生。我把我妹妹当作我的偶像。我
问了很多关于学习的问题。我姐姐耐心地一一解释。我在路
上遇到了一棵漂亮的植物。我妹妹正准备摘呢。我问她：你
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吗？我不知道。”“哈哈，我知道，”我
骄傲地说。这不是我前几天在百科全书里看到的“豆荚”吗？
它是制造肥皂和润滑油的原料。可祛瘀消肿，治疗过敏性皮
炎。听了我的解释，同龄人的长辈们称赞我知识渊博，姐姐
也称赞我自卑。事实上，我知道我只是喜欢看课外书。雪巴
和她姐姐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我暗自发誓，我会尽我最大的
努力进入浙江大学。

在我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有力的书法作品，上面有四个大字：
博学和勤奋。这是张锦江先生小学四年级寄给我的。当时，
我不明白它的意思。我跑去问我妈妈。我母亲说，一个人必
须广泛阅读，学好，并努力实践自己所学到的东西。我不明
白。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论语》的意思。当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在镇上的学校学习。学生不多。我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我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进入初中，学校
很大，班上的人数很多，一种无形的压力让我的优越感消失
了。每天的作业、考试成绩，老师都是以优胜劣汰的形式来
评价的，看到同学们都很积极，竞争激烈，我也给自己布置
了一个任务：每天作业完成后一定要看半小时的课外书，时



间允许的话，再看半小时的英语。虽然有点难，我还是选择
坚持，因为我知道养成一个好习惯只需要21天。如果我能
在21天内坚持下去，那就不难了。”世上没有难事，只要我
肯坚持”，我鼓励自己，我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

《论语》是儒家智慧的精髓，它教会了我们许多学习方法和
态度，也教会了我们许多修身养性的方法。学习《论语》，
智慧将代代相传！

论语读后感篇六

老师让我们学习《论语》，在所有论语里，有一则是我印象
最深，最有感触的一侧论语，那便是：“岁寒，然后知松柏
之后凋也。”

这则论语是说：经过了寒冷的冬天，才知道松柏是最后一个
落叶的。它告诉了我们：只有经过艰苦的环境的磨炼，才能
更加体现出人的毅力和意志。

有一次帮母亲拾柴火，伙伴们陪着我一起去。可那些树枝却
是长满了尖刺，朋友们时常被扎得鬼哭狼嚎，我的手也难遭
厄运，被扎出一道道伤口。渐渐地，伙伴们放弃了，便劝我
陪他们一起玩。我看看身旁满头大汗的母亲，咬了咬牙，一
口回绝朋友，又埋头干了起来。

下午回到家里，妈妈替我挑出手中的小刺，夸奖了我。那时
的我，手上的疼痛依旧掩遮不住心中的喜悦。

不经风雨，怎见彩虹?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
个人，不可能没有经历过逆境。逆境中的挣扎求存固然是痛
苦的，更是难熬的，也是辛酸的。可是，只有在逆境中我们
才能进步，才能磨炼自己。

古人有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这个社会里，你不逆流



而上，只在原地踏步，别人就会超越你，适者生存这个道理，
人人皆知，我们应该学会磨炼自己，不管条件怎样恶劣，环
境怎样艰苦，我们都应坚持下来，做一棵不惧“岁寒”
的“松柏”。

风浪越大，九越戳越勇，任凭他的摧残击打，我们都要逆风
飞翔。

论语读后感篇七

作为一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典著作，《论语》是中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孔子和他的门徒之间的言行录，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在我读完《论语》之后，我的心情
感悟复杂，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与体会。

第一段：结构简洁，言简意赅

作为一部经典的文化著作，《论语》的语言简洁，每一个行
文都是言简意赅，让读者在没有过多思考的情况下很容易理
解。它富含重要的道德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极为重
要的角色。每一个章节都有自己的主题，不仅是独立的，还
彼此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第二段：孔子的思想观念为后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语》是孔子的言行录，它传承着孔子的思想观念，阐述
了孔子对待人生、世界、政治的态度与看法。孔子对于人性
的解释极为深刻，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不是邪恶的，
人只有在外在冲突的环境中才会变得越来越险恶。他教导人
们要保持真诚、正直和尊重他人。在《论语》中，我们可以
感受到孔子所取得的成就，也了解了孔子所创造的伟大影响。

第三段：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象



孔子所在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那时的政治、文化总体
上处于剧烈的变革中。《论语》的产生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环
境下的，因此，它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象。在诸多的篇章中，
孔子和他的门徒也深入探讨了当时百姓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
问题。这让人们对其当时的情境和人际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
认识。

第四段：体现着民族的精神传统

作为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论语》不仅体现了儒家思想，
也体现了中国的精神传统。中国的文化精神是包容、文明、
和谐的。传统中的尊重师长、追求知识、慎思明辨的思想等
等，都是《论语》所强调的文化核心。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
传承让这部经典著作承载了中国民族的精神传统，并成为了
熠熠生辉的文化瑰宝。

第五段：让我们走近经典，感受人生

在《论语》中，孔子的话语和行为都进一步激发了我对人生
的理解和思考。我开始认识到学会尊重他人是一种优秀品质，
也开始认识到保持自己优秀品质的重要性，纵使在面对困难
的时候，即使身处逆境，我们也应该坚持自己的信仰，为了
更高更远的目标而奋斗。

总而言之，读《论语》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孔子的思想，
领略到其中饱含的人生哲理，也更加致力地将其运用到实际
中。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了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魅
力。这部经典著作不仅让我们走近历史与传统，也让我们更
加深入地了解人类的精神世界。

论语读后感篇八

茫茫千余年，悠悠数代人。多少人的姓名随岁月的蹉跎而磨
灭，多少件事迹因光阴的流逝而隐去，多少观念被时代的变



迁而尘封。回望过去。有多少人可以名垂青史，又有多少思
想可以让人为之倾倒。而《论语》，这一部语录体散文，却
能载入千千万万有志之士的心中，激起浪花。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好像看到孔
子率领着弟子们，正站在宽阔的，奔腾而过的河流边，在微
风吹拂下，指点江山，感慨消逝的时光，就像这喝水一样，
日日夜夜不停地流荡，一去不复返。这种紧迫的，时不可待
的，应当及时努力的感受。有如屈原的“日月忽其不掩兮，
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在生活
中，他们激励了我们一代代自强不息，争分夺秒为事业而奋
斗，像孔子一样“学而不厌”。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让也。譬如平地，虽复一篑，
进吾往也。”对我们的人生，有着着重的意义，其一，大的
成就，都是从小事做起的，不可半途而废。做事情开个头很
容易，但却很少有人能坚持到最后的。其二，人们的学业乃
至事业成就的大小，全系于个人的努力的多少。虽然乍看这
句话比较绝对，但是在很多的时候，主动努力使可以改变客
观环境的，关键在于是要克服自身的惰性，这又如荀子
的“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在学习中，他们告诉我
们只要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定会取得理想的成就。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中的松柏，在一年中最寒冷
的季节，伟岸挺拔，不折不挠，苍翠葱茏，富有极强的生命
力，启迪了后代不知有多少文人雅士的诗情画意。就如刘禹
锡的“后来富贵以零落，岁寒松柏犹依然。”的情怀。他们
这些有志之士以松柏这些自然界现象为喻，表白自己矢志不
渝的节操，也歌颂那些经得住严酷考验的坚贞不屈者。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是说，自己所不想做的事
情，就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这是孔子终身倡导的儒家思想，
意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怨，什么是仁，也就是孔子所倡导



的“推己及人”。就是以人之心推己，以己之心推人。换位
思考，很多看似很难解决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告诉我们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学会善待别人，也是对自己的善待。
一个人在尊重别人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别人的尊重，一个人在
善待异己的同时也端正了为人处世的态度。

漫漫长河里，《论语》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悠悠
岁月里，《论语》教会我们的事深刻的人生哲理。我们在它
的教导下慢慢成长，社会在它的引导下不断进步。

《论语》，我们的瑰宝！

论语读后感篇九

论语是孔子和他弟子的一本语录，讲述的是孔子与其弟子或
一些官员的对话，是儒家的经典之作。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这
一段: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明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段话的意思思是说:学完了再去复习，不让人开心吗？有朋
友从远方来，不快乐吗？人不知我而我却不生气，不是君子
吗？看了这段话，我想到了明朝的刘大夏。

小时候的刘大夏十分聪明，对孙子兵法更是情有独钟。看了
一遍又一遍，总是爱不释手。他告诉别人:“我遵守了孔夫
子‘学而时习之’的教诲，十分高兴。”刘大夏当上官后，
他的同窗来找他叙旧。刘大夏摆了一桌酒席，对同窗说:“唉，
自我当官后，也只有远方来的你让我如此愉快啊！”

有一天，刘大夏在路上遇到一个醉汉，官兵大喝:"刘大人出
巡，让道让道！”醉汉说:“什……什么刘……刘大人啊？”
官兵说:“就是刘大夏刘大人！”醉汉说:“没听……听说



过……过这玩……意。”刘大夏见状说:“算了算了，绕道走
吧。”按照孔夫子的话说，刘大夏的这种行为就是君子所为。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
而观其行。”

我们一开始观察人，正如孔子所说，听了他说的话就相信他
的为人处事。但是自从读了《论语》我才知道，要真正了解
一个人，听了他说的话之后，还要观察他的行为，这样才能
真正了解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君子。所以，读了《论语》之
后，使我受益良多。它使我懂得了只有多读书，读好书，多
读经典著作，才能令我们的思维更敏捷，视野更开阔，做事
更合理，才能让我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道路上不断自勉，
少走弯路。才能让自己在做人做事方面更符合日常行为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