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语经典名句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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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
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论语经典名句读后感篇一

我觉得，在道德方面，东方更重视实践而不是理论。老子说：
圣人行不言之教。道德更多的不是用来讲的，也讲不出来。
所以论语中仁字凡一百零九见(《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
社，徐志刚，序p3)，但却通篇没有定论。孔子在教导弟子的
时候，总是言传身教，因材之异而施教。也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让弟子体会到什么是仁。或许后来孔子死了，他的弟子也
老了，再传弟子为了能让后人能够受到如师在侧般的指导，
才从先师的生活中截出一个个片断，整理出一部《论
语》。(当然，这纯属我的想象，没有什么依据)

正是因为《论语》来自生活，是生活鲜活的再现，所以我们
才应该用一种独特的方法去读它。个人认为，与其风格比较
像的一部书是晋代的《世说新语》。我们怎样读《世说新语》
的?我想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出于学术目的(例如需要写一篇论
文或读书报道什么的)，一定不会去分析它的中心，分析某段
话是多么曲折地表达了一个多么深刻的学术理论，我们大都
会把它当成一种生活的纪录，以一种闲心来读它。我觉得，
其实闲谈的心境才是最适合读这样的书的。读到会意处，拊
掌一笑，自然就理解了他要表达什么。或许比条条框框地分
析加分解来得好一些。当然，这是读书的高境界。我做不到。

若要用一句话来归纳《论语》讲了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如何
做人。做人和做学问是不同的。做学问也许还能在纸上做，
做人却只能到生活中去做了。读教人做人的书，自然要放到



生活中去读而不是仅仅在纸上读，到故纸堆中去寻找疑问的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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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读书笔记范文精选

论语经典名句读后感篇二

这段时间，我们把《论语》这本书学完了。还记得拿到这本
书的时候，封面非常的精致，上面还写着非常大气的两个
字——论语。刚翻开书页，就看到了人物介绍。这本书的作
者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
曲阜），中国古代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
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一生从事传道，授业，
解惑的`师业，被中国人尊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论语经典名句读后感篇三

古人半部《论语》治天下，今人半部《论语》修自身。尽管
《论语》只是一些简单的对话，但包含了大量为人处世的大
原则、大道理。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形象地把孔子创始的
儒家思想比作“粮食店”。可以说，孔子在《论语》中提出
的思想，很多都是我们这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精神食粮”。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为“四书”，是
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论语》首创语录之体，记录了孔子及
其弟子们的言行，书中用简洁而又含义隽永的语言，讲述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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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样东西给激活了。《论语》所充盈的儒家气息是如此的浓厚，



如此的庄重而深邃!沿途的每一处风景，都足以令我为之心神
向往。道不远人，让我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吧！

论语经典名句读后感篇四

这几天，我们都在学《论语》十则，在这十则论语中，我喜
好个中的三则，它们别离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温，不亦君子乎”。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觉得师矣”。子曰：“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经典名句读后感篇五

这段时间，我们把《论语》这本书学完了。还记得拿到这本
书的时候，封面非常的精致，上面还写着非常大气的两个
字——论语。刚翻开书页，就看到了人物介绍。这本书的作
者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
阜)，中国古代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
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
惑的师业，被中国人尊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俗话说：
他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其中著名的弟子有：颜回，曾
子，子路，子贡，管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