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了孟子的故事心得体会(模板9
篇)

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我们如何
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了孟子的故事心得体会篇一

最近，笔者通读了我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孟子》一书，颇有
些感想。

《孟子》一书的内容，总起来看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个
字“仁政”。大多数的篇章就是讲什么是“仁政”，如何才
能实现“仁政”。当然，还有关于修身、学问和教育等方面
的内容，暂不讨论。

什么是“仁政”？孟子在书中并未加以解释。但从《孟子？
梁惠王章句》等篇章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关于仁政的某些
观点。你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
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
夺其食，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
亡。”、“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
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愿藏于其
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愿出于其路矣。跟耕者
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天时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民为
贵，社稷次这二，君为轻。”、“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得天下有道：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
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说到底，仁政也
是两个字：“保民”。作者并椐此得出结论：仁者无敌。

应该说，孟子的“仁政”观点，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
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经典，并被当作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长
期处于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但是，为什么“仁政”说并未能让历代统治者真正去实
现“仁政”，更多的时候，老百姓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关键是“仁政”说只是提出了或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美好蓝图，
但未从制度层面解决封建社会存在的弊端。从这个方面说，
孟子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
的皇帝们。

从中国历史上看，真正能实行仁政的君王有几个？汉朝有汉
高祖、汉文帝、景帝而已。就连汉武帝我看都还算不上是好
皇帝，虽然有人把他吹上天去。唐朝也就高祖、太宗时期尚
可称得上是仁政，则天和玄宗时虽然出现了盛世，但那是因
为祖宗给他们打下基础，他们在不少方面都还算不上仁政，
就连个人生活作风都还存在很多问题，就别说任用奸佞和酷
吏了。宋朝基本上就没有能称得上施行仁政的皇帝，连太祖
和神宗都说着吧，他们的积分也还不够。元朝是少数民族入
主中原，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对其他民族是严防死守，
倍加歧视。也许只有世祖还有点仁政的意思，还算干了点人
事。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一个劲的加强封建统治，杀人如麻，哪
里还有仁政的意思。特别是这老东西当他读到《孟子》里
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时候，认为这哪里是臣
子说的话？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并说“倘此老在今日，岂可
免我一刀。”并下令将孟子从文妙殿里逐出！此后的建文帝
懦弱，成祖暴戾（这老兄除了叫人修了《永乐大典》外，他
搞的瓜蔓抄、诛十族、厂卫特务的机构等基本上空前绝后了。



）其后的皇帝们昏庸的昏庸，荒淫的荒淫，可以说是一代不
如一代了。那么，清朝呢？清朝出了康乾盛世，这是人所共
知的。但是就这两朝来看也算不是实行了仁政。鞑子皇帝是
异族入主，对汉人是很不信任的。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制造了一个的文字狱就是明证。当然这两个老头在位时多少
干了些人事。

可以说，“以人为本”的观念在历代统治者的心中就根本没
树立起来，这与每个皇帝的素质和封建制度密切相关。而老
百姓的日子正象元人的杂曲里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
苦。”

读了孟子的故事心得体会篇二

论语和孟子都偏向于关心社会政治，孔子的论语一致强调德，
君子不器。出发点是修己，终点是治国。尊卑有序与礼，这
个思想可以促进社会稳定，保持社会现有秩序，所有从古至
今统治者都在利用这个。

孟子的文章读完很有酣畅淋漓之感，行文以喻譬理，大量运
用排比，气势恢宏，说理性强。孟子文章主要还是以仁政思
想为主，但孟子本人人格平等意识很强，他喜欢以五百年应
期的圣人自居，也喜欢为先时代的圣人先贤辩护，为舜辩护
的篇章最多。

中国人生活中的行为准则，追根溯源就是先秦时期的诸子思
想。华夏子孙吃思想老本，一吃就是两千年，鲜有能跳出此
框架者。

孟子的思想不是无根之水，也是有来源的，主要来自上古和
孔子之说。“仁者无敌”“民心所向”“不虞之誉，求全之
毁”这些日常俗语皆出自孟子，感觉孟子比孔子更洒脱，更
性情一点，他不仅喜爱辩论，还擅长辩论。“性善论”是孟
子的“仁政”学说的基石，他一生和孔子一样，奔波游说君



王施行仁政，未得偿所愿，晚年著书。

他的学说认为人心本善，是环境的影响使人逐渐丧失本性，
所以十分强调心性的涵养。

关于《孟子》读后感

读了孟子的故事心得体会篇三

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
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首先，我觉得孟子的厉害处正在于，所提倡的.“仁义”思想
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害。

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物利益关系的短视，而仁、
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有“舍生取义”、“舍利取义”
之说。

狭义的“仁义”是指封建时代人伦的忠义孝悌，实则是千百
年来对孟子的误解，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三纲五伦
已革了命;《中庸》讲：“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那末，此“仁义”还有永恒的意义可言吗？所以我们今天理
解孟子的“仁义”，实应站在高处，从广义入手：如同道家的
“道”、佛家的“菩提”，都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认识，孟
子的“仁义”也不二致。

而这种认识，可让孟子如一熟练渔夫的手钳在了螃蟹扼要的
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纵有大腿大脚亦是摆脱不了。

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或困难，孟子皆显得
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而绰绰有余。



当今着名于世界的“系统论”、“系统思考”，虽口口声声
反对舍本逐末，而要动态、长远地看事情，说透了：皆可从
孟子的仁义思想找到雏形。

用毛泽东的话“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
仁义之道最为恰当不过了。

而抓不到仁义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终
生疲命于随时浮现的海市蜃楼的追逐中去。

另有一点，我觉得孟子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是他独行特立，不
同流合污的气概。

这点即注定了他若有机会作为，（）给予一发挥才干的舞台，
则必能成一王业的大人物也！独行特立者，立场坚定，意识
独立;不同流合污者，则能做到不见异思迁、不心随物转。

有此二者，则造就了孟子之大气魄，表现在文风上则气势雄
奇而磅礴，用来创业则整个世界都向他一人倾倒，孙子兵法言
“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体现。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
足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
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
驭形势的气魄。

读了孟子的故事心得体会篇四

生命是坎坷的，除非有了勇气;勇气是莽撞的，除非有了理
性;理性是暂时的，除非有了信念;信念是可变的，除非有了
信仰。

我们努力于物质遗存的碎片中，寻找和发现人类精神和智慧
的交集。



信仰使我们能在变化多端的时代，以淡然自若的潇洒决胜于
千里之外;以游刃有余的技能突出于茫茫人海;以泰然自若的
倜傥抒写生命的美好;在时代的竞争中，成为坦然面对的真正
英雄。

《孟子》所教给我的正是一种信仰，一种生生不息、独立自
强的精神。

读《孟子》，读出的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义”字贯穿了孟子的全部道德观，如果“仁”是爱人的话，
那么“义”就是助人;如果“仁”是博爱的话，那么“义”就
是广利;如果“仁”是尚慈的话，那么“义”就是豪举，在孟
子的“义”里，凝聚着心中装有集体的高尚道德情操。

因此，在我心中，孟子不仅是战国时代的美男子，更是那个
时代的精神化身!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当仁不让、反对战
争、蔑视强权，都源于他高尚的人格操守。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它教导我们要坚
守做人起码的道德底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它激励我们要培养坚贞不屈的大丈夫精神。

读《孟子》，读出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就告诉我们磨难是成功必
经之路。

《孟子》告诉我们：苦难和挫折是人生的标杆，往往更能测
出一个人生命的高度和深度;而瀑布的美丽之处，也并非上游
河水的浩荡，而是水到断崖处，那奋不顾身的向前飞跃。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不经历挫折、泥泞，不通过在困难中锻
炼自己，又怎么到达成功彼岸的呢?“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只有正确面对挫折，厚积薄发，才能拥抱成功，享受幸福。

读《孟子》一书，学孟子精神，就是要学习孟子的“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要学习孟子的“善
养吾浩然之气”，就是要学习孟子的正义精神，只有这样，
才能不断完善自己，提升自己，回报社会。

《孟子》告诉我，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走在生命的大河
两旁，修身，正心，不怕风吹雨打、坚持信仰，使其中穿枝
抚叶的行人踏着荆不觉得苦，有泪可落但没有悲凉!

读了孟子的故事心得体会篇五

论语和孟子都偏向于关心社会政治，孔子的论语一致强调德，
君子不器。出发点是修己，终点是治国。尊卑有序与礼，这
个思想可以促进社会稳定，保持社会现有秩序，所有从古至
今王权都在利用这个。

孟子的文章读完很有酣畅淋漓之感，行文以喻譬理，大量运
用排比，气势恢宏，说理性强。孟子文章主要还是以仁政思
想为主，但孟子本人人格平等意识很强，他喜欢以五百年应
期的圣人自居，也喜欢为先时代的圣人先贤辩护，为舜辩护
的篇章最多。

中国人生活中的行为准则，追根溯源就是先秦时期的诸子思
想。华夏子孙吃思想老本，一吃就是两千年，鲜有能跳出此
框架者。

孟子的思想不是无根之水，也是有来源的，主要来自上古和
孔子之说。“仁者无敌”“民心所向”“不虞之誉，求全之
毁”这些日常俗语皆出自孟子，感觉孟子比孔子更洒脱，更
性情一点，他不仅喜爱辩论，还擅长辩论。“性善论”是孟
子的“仁政”学说的基石，他一生和孔子一样，奔波游说君
王施行仁政，未得偿所愿，晚年著书。



他的学说认为人心本善，是环境的影响使人逐渐丧失本性，
所以十分强调心性的涵养。

读了孟子的故事心得体会篇六

有一天，我读了一本书《孟子》这本书讲了孟子从小到大的
学习经历。我喜欢读这本书。

孟子的学习历程是这样的：孟子3岁丧父，家庭的重担全部落
在母亲一个人的肩膀上。孟母很重视儿子的学习，一心想把
孟子培养成有学问的人。孟子很贪玩，孟家旁边有一块墓地
孟子和伙伴们经常模仿出殡。孟子的父亲也是一位有学问的
人但英年早逝，孟母想让儿子像他父亲一样有出息。为了让
孟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孟母把家迁到城里，但孟子和伙伴也经
常模仿卖货的、打铁的、杀猪的。于是孟母有把家迁到学宫
附近。学宫是读书胜地，许多人在那里学习。孟子初送到学
宫，还很用功，不久，孟子又开始玩耍。有一天，孟子正在
上课，他突然想起村东湖中的天鹅，想射一只来玩玩，于是
再也坐不下了。于是趁老师不注意，溜了出去。母亲知道后
把辛苦织的布剪断。孟子见了母亲割断的布，恍然大悟。于
是孟子开始好好学习，最后成了一位大学者。

孟子虽然很贪玩但是他能洗心革面、大彻大悟这种精神也是
值得学习的。

读了孟子的故事心得体会篇七

爱因斯坦曾说过：“谁也不能成为你的镜子，只有自己才是
自己的镜子。拿别人做自己的镜子，天才也许会照成傻
瓜。”

照着葫芦只能画成瓢，永远没有自己的想法在其中。做人也
一样，不要随意去模仿，去跟风，去轻易相信别人让你看到



的.。

我们要做到，把自己当成目标，做更好的自己，在无限可能
中超越心中的自己。

未来如何，永远不是取决于别人，而是取决于你自己。

读了孟子的故事心得体会篇八

孟子认为教学和学习知识如同植物生长一样，都有自己的规
律，必须循序渐进，而不能揠苗助长，急于求成。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无若宋人然。”

一定要不断地培养义，心中不要忘记，但也不要一厢情愿地
去帮助它生长。

不然就会像宋人那样“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把自己累得
不行不说，还枯死了禾苗，得不偿失。

要想幼苗茁壮成长，只有勤于耕耘。

不愿耕耘，拔苗助长，必然失败。

就像人的成长与发展一样，同样要遵循规律，通过自身的努
力使自己的根基一点点变得牢固，才能吸收更多的养分，成
长得更好，由一颗幼小的树苗长成一株参天大树。

孟子在告诉我们做事情要遵守规律的同时还提醒人们凡是应
顺其自然，适应事物本身的发展的速度和方向，正所
谓：“其进锐者其退速”，即是继承了孔子“欲速则不达”
的思想。



当我们太想办成一件事的时候，往往急于求成而显得过于浮
躁，沉不住气，冒冒失失的前进就失去了方向和重心，把握
不住事物前进和发展的速度，方而更容易迷失方向。

孟子的观点就好像力的作用和反作用的道理一样，作用在一
个物体上的力越大，那它产生的反作用也就越大。

而一旦事物的发展出乎我们的意料和想象，那我们将比用平
常心对待一件事物的时候更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

被成功的喜悦麻痹了清醒的头脑;在事情失败时，才能以一颗
平常心对待，不致于过于失望和难过而丧失了前进的勇气。

孟子还曾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比如说工作和休息的冲突，个人利益和大家利益相矛盾的时
候，何去何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选择。

每一天，既是在生活，也是在工作，工作是生活，生活也是
工作，这样，即是是工作占用了休息的时间，也不会产生工
作占用了休息时间的想法，也就不会觉得在八小时之外的工
作是一种负担。

读了孟子的故事心得体会篇九

在当今社会，理性早已经被遗忘，随意的抨击他人，随意的.
下定结论，甚至因为缺乏理性而导致走向不归路。

无论何时何地何种事情，缺乏理性，就是缺乏思考。

不论网络毒鸡汤还是自我的虚荣心，都是缺乏理性的表现，
才导致很多人迷茫与无解。



所以，只有做到三思而后行，方可做到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