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君子之道读后感(大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
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孔子君子之道读后感篇一

我读余秋雨这篇文章，心中很佩服作者的读书功力及记忆力，
笔触所到，思随文至，传统经典信手拈来；层次、段落，似
无刻意打造，却自成体系，可能是一种读书的高境界罢。我
的疑虑主要是就作者为文的总立意来的。君子之道，就是剖
析君子，歌颂君子，褒奖传统，拜服经典吧。然则，君子、
传统、经典就真的这么重要么？联系到20多年来社会上掀起
的一股股崇古覆儒的思潮，我总在忧虑它们到底要将中国引
向何处。于是，我开始认真阅读此文，并将自己的思索追问
逐一记下。

当然，余秋雨看重的王道文化自修功德也不全是无稽之谈。
实质上所谓内圣外王说到底还就是儒家的修齐之道。人们通
过各自的道德修养来提升自身素质很有必要。但这种修养未
必仅只中国人独有。事实上，基督教的繁复诵读经书、牧徒
忏悔赎罪和现代心理学讲究的自省自究，未必就不是另一种
修齐之道。从儒家一些基本思想理念所具有的落后性去分析，
王道文化也注定了存有许多破漏。比如上面提到的等级意识
就是一个牺牲多数的渊薮。由其执鞭，个体修养之域尚可，
社会群体却是压抑性的、无知性的、被动性的。

联系后文，余秋雨讲到自己曾写过小人，那是对一些顽劣人
性的`批判，现在则是对立于小人写出其君子以及褒赞，作者
似可长抒口气，叹为大成了。可是我左读右想，并没有觉得
余秋雨的这篇君子题材有什么大好大善的。联系实际评价的



话，倒认为余文更多的是书生意气。我的逻辑是这样的，歌
颂君子寻找君子实践君子，已经是中华文人几千年乐此不疲
的热闹话题，但它一直从来都没有真正使故国的君子更多起
来。为什么？因为传统观念文化的落后性使然必然。坐而论
道不如扎实学习先进，治国还靠法治。君子不如法治。

为什么君子不如法治？其答案应与为什么人治不如法治相似。
人性总是两面的，思想信仰才是确定的，法治规束则能够让
习惯成自然。人性的两面性可分许多两两相反的对立取向，
如善良性与恶毒性、上进性与堕落性、文明性与野蛮性、仁
爱性与仇恨性、真诚性与虚伪性、全面性与片面性，等等。
任何人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会存在这两种人性的可能，只
是被其当即的思想状态才确定了其行为取向的。所以由既定
的思想信仰来确定人们的行为具有根本性意义。而法治的规
束则能强制性地确定人们行为习惯的发展走向。

赵校长在《我们的教育追求》册子中说过，271教育不再提模
式。因为模式一词，容易束缚人的思维，让一切形式化，固
化和僵化，将课堂环节化是简单粗暴的。我们的课堂，不论
是以前的讨论展示点评还是现在的三环节，一开始是为了引
领老师有章可循。但课堂的目的绝不是环节，而是放手学生
让他们自由自主。这一点，我感同身受。二，不要把他人变
成器物。有的教师在素质教育的路上越走越远。对他而言，
学生的大脑只是知识的容器。一切的重复与练习只是让学生
的高分。育人等同于育分，认同了分数，却割裂了学生基本
的人格属性，忽略学生的情感，是一种对教育的犯罪。这种
唯我试图，唯分数图的价值观无异于杀鸡取卵，最终葬送的
是学生的未来。最令人担忧的是，课堂更成了扼杀学生好奇
心与求知欲的场所。万玮在《向美国学教育》一书中写道，
通过自己对西方教育的感性认知，会像大学时期的教育课是
多么的可怕。教育学老师用最不符合教育学的原理完成了教
育学的授课，那便是照本宣科。那种课本中心论与教师中心
论，完全忽略了学生的情感诉求，把学生看做一个个冷冰冰
的客体。照本宣科越多，学生的想象力与好奇心损耗就更厉



害。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恢复其儿童的天性，就要从
课堂变革。

总之，君子之道向我们展现了作为社会人的我们追寻的最高
人格规范。它不仅是独处的文化，也是群处的文化。它不仅
是个人的修养，也是团队的历练。君子之道如同水利万物而
不争，自然流畅，道法自然。君子用一个理想的人格形象来
引领着我们的前行，不断给我们传递这正能量。在教学实践
中，只要我们践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想的信念，怀揣君子
弘道的理想一路走下去，那么我们的教育之路定会越走越宽。

孔子君子之道读后感篇二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勾践深明这个道理。用奖赏分
明的方法激励每个老百姓，自己也同时下田耕地，栽稻与脂
于舟以行更为亲近老百姓。使君赢得了民心，老百姓们愿全
心全意为越王孝力。

大丈夫能屈能伸，勾践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
为夫差前马这正体现出勾践不俱小节，以大局为重的难得精
神。

在《勾践灭吴》这篇文章中我学到了许多我应该学习的道理
和精神。知道我们应该学习勾践的恒心和毅力。在他的身上
我明白了，做人只怕心不恒，不怕事不成，小不忍则乱大谋，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勾践灭
吴》给我上了深刻的一堂思想品德课，勾践的精神也在我的
心里烙下一个深深烙印。

勾践精神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君王应该具备的素质，更应该是
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是君子之道。



孔子君子之道读后感篇三

浅出，俯拾今昔，辨析真伪，让“君子”清晰的轮廓跃然纸
上。

孔子曾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风和日暖的季
节，其他树木和松柏没有区别，郁郁葱葱，一身碧绿。到了
大雪飘飞、严寒时节，其他树的叶子纷纷凋零，唯独松柏却
经得住风霜雨雪的考验，历劫不凋、一身傲骨！人生不也亦
如此？越是艰苦的条件，越能考验一个人的品质。只有受得
起磨练，在任何恶劣环境依然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人，才
能拥有这君子的节操。

君子，是中国最独特的文化标识。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有
自己的集体人格作为文化标识。比如“圣徒人格”和“绅士
人格”，以及“骑士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
等等。这些标识性的集体人格，互相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
很难通过学习和模仿全然融合。对中国文化而言，《君子之
道》明确揭示，就是要寻找和优化中国人的集体人格。追求
君子之道，中国人的灵魂便找到了故乡，也是建立现代社会
和谐的文明秩序、重塑国民性格必不可少的条件。

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如果说，文化的最初踪影，是人的
痕迹，那么，文化的最后结晶，是人的归属。而这本《君子
之道》，就是余秋雨十几年探索，阅遍文化，行尽千里的成
果。这些研究，都是为了研究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做准备，
因为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对自己的集体人格极为敏感。

读这本书使我感到自己受益匪浅，在它的陶冶下，人生必将
变得更有意义。那淡雅的书香，耐人寻味的字句，在不经意
间，洗涤了我的心灵。似一瓶醇厚香甜的白酒，一触即醉，
却令人回味无穷。



孔子君子之道读后感篇四

对于“君子中庸”，确实存在一个认识的过程，搁在30岁以
前，我是绝对不会认可这一种思维方法的。我会觉得，人生
就在于“轰轰烈烈”，怎么可能“温温吞吞”呢?那时候的
对“中庸”的看法，颇为不屑，在倡导个性的年代，“中
庸”是个陈旧迂腐冥顽不顾的老头形象，甚至有些腹黑，这
肯定不是我所想要的。

这一切，和这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语境有很大关联，余秋雨
说，“现代社会有一个重大误会，常常以为中庸是平庸，激
烈是高尚。进一步，又把中庸者看成是小人，把激烈者看成
是君子，但是，伟大的古代哲人们告诉我们，事情正好相反。
”我在接触到余秋雨这本《君子之道》后，开始为30岁后的
觉醒找回了源头。

30岁以后，我终于知道了我疲惫的原因：人虽未老，但是血
却不热了!那些历史深处的英雄人物，自所以让人着迷，就在
于作为我们普罗大众，无法完成他们的牛逼剧本，只能一日
复一日的机械生存，电影里台词说这种状态：这不叫活着，
这是没死。难道我们不想当英雄?披光芒万丈，被万人敬仰?
就连紫霞仙子中意的人，也是踩着七彩祥云的大英雄，但
是“英雄”的孙悟空却不能成全她的爱情，城头上的定情一
吻依旧是个平庸的凡人——只是，平凡的他接受了那个看上去
“像狗一样的”神吹一气，继而鼓起勇气，走向紫霞。

后来我明白了，即使作为凡人，也不能阻挡我们的灵魂，思
想，精神，追求卓越。换句话说，30岁以后，我接受命运的
先天安排，但在内心，我不能让自己甘于平庸。我们追求内
心的强大，就在于我们不想被继续安排，而是要探寻人生的
真理，让自己真正成熟起来。知乎上说人的成熟有三个特征，
不需要靠一切阿谀外界的行为来获得安全感;不需要靠一切贬
损外界的行为来获得优越感;不需要靠外界的一切褒扬来获得
存在感;安静公平的面对一切。



血不热了，并不是让人担心的事。凉到冰冷，才让人绝望。
所谓“中庸”，大抵如此。

孔子君子之道读后感篇五

这本《君子之道》，是在追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人格世界
的底蕴。余秋雨以君子之道为入口来讲述中华文化，剖析君
子，阐述君子之道的主要轮廓。因为君子之道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理想的人格模式，只要君子之道存在，中国文化就不会
沦丧。全书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从童年的小人书摊到李清
照，从文革伪君子到造谣者，从诈捐门到与舆论的恩怨情仇，
俯拾今昔，观照他我，认识君子，分辨君子、珍惜君子、做
一个君子。因此，阅读此书，可以从中了解中华文化的底蕴、
精髓，思考我们的文化发展。

君子是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识。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有
自己的集体人格作为文化标识。比如圣徒人格和绅士人格，
以及骑士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等。这些标识性的集
体人格，互相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很难通过学习和模仿全
然融合。对中国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么都有了；没有君
子，什么都徒劳。由此，如何复兴中华文化，余秋雨给出了
解答，就是要寻找和优化中国人的集体人格。追求君子之道，
中国人的灵魂便找到了故乡，也是建立现代社会和谐的文明
秩序、重塑国民性格必不可少的条件。

君子和小人的划分，使君子这一人格理想更坚硬了。余秋雨
说，孔子没有对君子下定义，却划出了一道道君子与小人的
分界线，让我们知道君子是什么，以及作为对立面的小人是
什么。例如我们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
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划分君子和小人的界
线，具有极高的实践意义。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找不出另
外的科学概念能替代这一命题。今天中国文化界如果有什么
令人担忧的趋向，就是君子话语常常被小人话语所淹没。



中国民间判别君子的通俗标准是君子成人之美。成人之美，
也就是促成别人的好事。这里的人，并不仅仅是指家人、友
人、认识的人，而是范围极大，广阔无边。例如救穷、赈灾、
治病、抢险，只能说是与人为善，而不便说是成人之美。成
人之美更多的是指促成良缘、介绍益友、消解误会、帮助合
作等等。总之，成人之美更多的是指锦上添花的正面建设，
而且具有一定的形式享受。这样的判别标准，也可谓君子之
道。

余秋雨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
人格未溃。中国文化的延续，是君子人格的延续；中国文化
的刚健，是君子人格的刚健；中国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
的缺憾；中国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如果说，文
化的最初踪影，是人的痕迹，那么，文化的最后结晶，是人
的归属。而这本《君子之道》，就是余秋雨十几年探索，阅
遍文化，行尽千里的成果。这些研究，都是为了研究中华民
族的集体人格做准备，因为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对自己的集
体人格极为敏感。

读完全书，感觉寻找到了真实的余秋雨。真实的余秋雨只在
于他的思想中，尤其是在于他对文化的探索与思考中。整本
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
最好的遗嘱，莫过于理想的暗示。后代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中国文化由儒家做了理想的回答：做个君子。做个君子，也
就是做个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