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语十二则的读后感(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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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论语十二则的读后感篇一

当我打开厚重而不厚实的千古佳文，带着浓浓的油墨气息，
我又一次，震惊了！

《论语》是一篇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散文。其内
容涉及政治、教育、礼乐、生活等，是儒家文化的基础。它
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东亚乃至欧
洲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它是中外人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读之作。

打开《论语》，我仿佛穿越了几千年的时空隧道，孔子留下
了很多让我们永远反思生活和学习的文字，值得借鉴。他的
言行深入学习，孝顺，德行，政治。让我惊叹！其中，给我
印象最深的是孔子的幸福人生观！

事实上，在这一生中，人们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不愉快的事
情：《论语》说，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司马牛悲伤地说：别人
有兄弟，但我没有。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夏说：“商闻之下：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君子尊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为什
么君子不患兄弟？这代表了《论语》所倡导的一种价值观：
人们应该首先能够正确地面对生活中的遗憾，并在最短的时
间内接受它。

每个人都不如别人，或者有一天不愉快的事情会“砰”地来
到你身上。比如去年地震中的青海玉树人，特大山洪泥石流



的甘肃舟曲人。

论语十二则的读后感篇二

义与利，从古至今，都是人们争论的对象。

人们争论义与利，往往是因为难以把握义与利的分寸。

义，情谊或公正合宜的道理。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可见孔子认为君子对待人，必以真情谊相交且合乎
公正的道理。情谊过重，就会有失公正；公正却冷血无情，
那只是个法官，做不了朋友。由此可见，君子之义，必为中
庸之义，不偏不倚，情理相衡。几千年前的思想，在现在依
旧有可取之处。

至于利，与义相对的意思多解释为利益或使有利。孔子说
的“小人喻于利”，想必是利益的意思。不过，懂得利益的
可不仅是小人，利益在现在人的口中似乎带点贬义，其实利
益完全是中性的。如果说义的平衡是情与理的和谐，那么我
想利的平衡，就是己利与他利的和谐。“君子生财，取之有
道”，如果用孔子的话说，懂义的人得利，是有方法的。
这“道”，想来就是利的平衡了，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
下谋利或更美好的双赢，这就可算是君子之道了。

由此可见，懂得中庸，喻于义且喻于利，这才是人与人交流
的较好方式，同时，根据一个人对利义的看法，也能略微了
解该人的观念。是故，义、利，也是试人石。

一个懂义的朋友，会在危难中挺身而出，值得你一生不忘。

一个晓利的朋友，值得你交流事业，互补互进。

如果有一个二者兼备的朋友，那么请好好珍惜。茫茫人海，
能遇到如此朋友，不易，如若还能互相交心，一生可算得一



知己了。

在这友谊之中，利与义就像天平两端的重物，越稳，越平衡，
关系也就越稳定。

在古时，中国社会就充斥着贵义贱利的思想，古时商人社会
地位的低下可能也于此有关，但先圣也并未完全否定
利，“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须
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义与利的关系，在义基础上的利不该为
人鄙视。喻义喻利，已成为人们步入社会，和谐交流的重要
品质，不可轻视。

论语十二则的读后感篇三

我们不妨再看一看上面那段《论语》。我们知道，《论语》
是经后人整理而成的。如果后人整理的时候略去了“公西华
曰”后面的`一段，并且把“子路问”和“冉有问”分成两段
放在两章中。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是《论语》前后矛盾，
还是孔子因材施教？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得出前者的可能比
较大。我觉得这个例子可以比较好地说明我前面所说的“联
系整体，联系生活地把握”的必要性问题。

我觉得把握好了上面这个原则，我们可能解决对好多章节理
解上的问题。我们就再多看几个例子。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
者。过则勿惮改。”

论语十二则的读后感篇四

当品读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是时
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写好
读后感而烦恼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论语读后感之三



十二，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语》是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平日的言行记录收集起来，
整理编成的。其中有孔子的言论，也有弟子们的自相问答，
它是儒家思想所依据的经典。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他父亲孔纥，
又名叔梁纥，曾做过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宰，本身属于
贵族阶级下层的“士”。他的母亲姓颜，名叫征在。孔子3岁
时，父亲就死了，17岁时母亲也死了。孔子青年时，曾做过
管理仓库（委吏）和管理牛羊（乘田）的小吏。后来孔子精通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孔子的政治主张是“礼”和“仁”的学说。他生活于春秋大
变革时代，他反对以政、刑来强迫人民服从。他所说
的“礼”，是一种政治秩序，他所说的“仁”，是最高的道
德规范，当然，这种仁和礼是有上下、尊卑、贵贱、等级之
分的。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诸侯为了争霸，是讲究实力，
着眼于利的，所以未能采纳孔子“仁”的政治主张，孔子也
没有被重用。孔子师徒颠沛流离14年周游列国，于公元前484年
（鲁哀公十一年）返回鲁国，这时孔子已是白发苍苍的68岁
的`老人了。但孔子用他晚年的精力，集中整理古籍——“六
经”。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享年72岁。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辑
录其言论，编成《论语》一书，共20篇，计492节，合
计12700字。《论语》记到孔子晚年的学生曾参的死为止，其
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
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料。它是我国一份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
也可以说，它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书。

孔子从他的政治、哲学和心理学观点出发，认为德育的主要
内容是仁和礼。所以他主张“为政以德”，这反映了当时人



的价值的提高和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特征。因此，孔子的道
德观是适应时代潮流的，具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所谓“礼”，其核心是“正名”。在孔子看来，周礼最
重要的原则是尊尊与亲亲。为了贯彻亲亲和尊尊的原则，孔
子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
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
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所
以，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
渊》）作为“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说，为君者要使自己
符合于君道，为臣者要符合于臣道，为父者要符合于父道，
为子者要符合于子道。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里，上下尊
卑的关系是靠“礼”来维持的。因此，孔子对于不按自己名
分行事的人和事进行批评。如他批评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
于庭，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论语·八佾》）鲁国
的三桓在祭祖时，唱起天子祭祀“相维辟公，天子穆穆”的
《雍》诗，也受到孔子的指责。

孔子道德思想的范畴，主要是“仁”。孔子主张“仁”，在
《论语》中有多重涵义。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克己复
礼为仁”；三是“仁者人也”。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
过：孔子“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
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孔子主张“仁”，孟子重
视“义”，所以，孔子的“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
与他的继承人孟子的“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
对后世志士仁人的影响极为深远。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对子路、
冉有的不同教育就可以说明：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
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

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

论语十二则的读后感篇五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浩瀚的书海中，轻轻翻开
一本油墨晕香的文化典籍，仿佛就能与先贤进行深刻的交流，
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智慧光芒也会让我们深受启发。因此，传
承文化经典，铸造文化新辉煌刻不容缓!

近日，我读了《论语》一书，书中充满哲理的句子让我无时
不感受到古人的智慧，感受到那跨越几千年仍充满生命力的
文字，它们于古时被创作，却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现
实生活。

正如书中《论语·述尔》有言，“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
不安”。这句话是要求我们要行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即要
求我们处理事情要保持一种中正平和的态度，要把握好分寸，
拿捏好力度，使事情处在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这句话深刻
地体现了古人的处事哲学，他们懂得度的把握，懂得在一定
限度内调节分寸。而这种思想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更是一种补
益。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变得浮躁起来，人们难以
保持一种中正平和的状态去处事，更有甚者，个别人会采取
极端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传承这种处事风格可以
为人们提供一种处事之道，使人们能够用和谐的态度去解决
问题。而像《论语》这样的文化经典，更是可以在我们现代
生活的文化建设中起到强基固本的作用。

文化经典，浸润着古人的思想光芒，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涵
养着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灵，慰藉着我们的灵魂。一个国
家若是漠视对文化经典的批判继承，就会失去对文化创新的
根基，而无继承创新又何来新辉煌?又怎样坚强地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加强对文化经典的继承，有助于充分挖掘古人的丰
富思想内涵，用其蕴含深刻价值的思想指导我们的生活，而
同时在对文化经典的继承中，我们能够筑牢现有文化体系，
丰富现有文化内涵，铸造我们中华文化新辉煌!

文化经典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应当珍惜的宝贵精神财
富。以党的_大思想为指导，传承文化经典，铸造文化新辉煌，
让我们的民族在新时代焕发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