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孟子读后感(精选6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当我们
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
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孟子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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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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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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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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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读后感篇三

孟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一生
的经历很曲折，小时候的孟子因受环境的影响，很贪玩。孟
母因此搬过三次家，第三次家，他们搬在了一个书院旁边，
孟子因此变得非常好学，时不时跑过去偷听先生讲课，孟母
看到了很欣慰，就送孟子去上学。孟子在学堂里，经常因为
有自己的见解，而去顶撞先生。孟子长大后，创办了一个学
院，教导弟子。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仁义治天下，就
带着弟子们去游学。可是，无论他到哪个国家，没有哪一个
君王愿意接受，他们都是以战争的方式来打江山。到了老年，
他觉得自己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就回到家乡来教学。

其实，孟子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战争，会给人类带来
灾难，人们会无家可归。用仁义来治理天下，人们都会拥戴
这个君王，觉得这个君王是个好君王。

就像我们生活中，常常因为些小事，而动怒，打架，为什么
不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谈论，而是用武力来解决事情呢？现在，
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在打仗，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只会让人
们受苦，这些战争灾区的人们是无辜，为什么要他们来承受
这一切呢？为什么不能停下战争来谈判呢？这对双方都有好
处。

读了《孟子的故事》我感触很深，它让我明白了，无论做什
么事情，都不能用武力来解决，要用文明的方式来解决。

孟子读后感篇四

13章有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大意



为：“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在今日的社会里，除了我，还会
有谁呢？”

乍一听，感觉孟子实在是张狂。在我们这个以谦卑为基调的
国度里，烟雨怎会这样的高调呢？可转念之间，又颇感孟子
很是自信。

孟子以天下为己任，于齐国相居，然不遇。先是一个想挽留
的人主动来见孟子，其目的`是为齐王争取圣贤之人。孟子嫌
齐国礼遇不周，停留三天后离开此地。可是，他仍是心向这
方土地，期望大王能有所表示，以达到自己辅佐明君、安定
百姓的愿望，直至使天下苍生安居乐业。可以说，孟子积极
入世，有责任、勇担当，襟怀博大，目标高远，时时给人一
种昂扬上进的情怀。

孟子读后感篇五

看完了深奥的后，我开始研读表现温`良`恭`俭`让`仁`信`义
礼`智`信的孟子。看完后我感触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故天将
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
乏其身。”这句话的意思是：老天将要降大任于你，你必须
要多用心，多劳动，少吃饭，空乏你的身体才行。想想我自
己，这四条原则中我又做到了哪些？就先说苦其心志吧！

翻开名人史，发现自己并没有勾践那么卧薪尝胆，就算是小
事，我也不刻意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一点我虽经常做家
务，可没有哪次我是自愿的，少了那种主动性，我每次干活
都有气无力的。饿其体肤更是遥不可及，少吃？多吃还差不
多。至于空乏其身就更不可能了。这每一样都不可能，别提
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了。虽然不能用古代的要求来
约束现代人，但这做为目标却激励着人们不断向前。汶川大
地震引证了这句话，老天就是要降大任于中国，降给中华龙，
地震不是痛苦，而是会心的动力！就像《真心英雄》唱的一
样：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让我



们记住这句话——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
便成功！！

孟子读后感篇六

孟子，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跟孔子，是儒家学
派的鼻祖。

在了解孟子以前，我都觉得孟子跟孔子是同一朝代的，可是，
这本书刚开始看，就打破了我原先的想法。其实孟子是在孔
子去世后很久，才出生的。小时候，孟子就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他很崇拜孔圣人，十几岁的时候，他还去到鲁国，想找
孔圣人的门第来教自己，可是，孔子的徒弟差不多都已经逝
世了，于是，孟子找到了司徒牛，这时，司徒牛也已经是个
驼背老人了。司徒牛原是子思老师（孔子的学生）最重视的
学生，不过，一场疾病导致了他不敢见人，因为他的背上莫
名其妙地长出了一个"小山丘"，于是他隐居与树林里，谁也
没见过他，但是孟子找到了他，司徒牛听了孟子的讲述，决
定收他为徒，三年后，司徒牛让孟子离开了那里，劝他去更
加开阔的地方展示才华。

孟子泪别老师后，回家兴学育才，凭借着他的本领，孟子成
了有名的老师。

公元前347年秋，孟子带着几个门徒去了齐国。起先，他受到
了齐威王的欢迎，齐威王知道他是一个人才，但孟子齐国不
被重用，因为他坚持的是仁政思想，而齐威王却行霸道，他
想要把整个天下拒为己有，这下，孟子又拿出了最令我佩服
的"武器"——口才，他说话滔滔不绝，又因为他学士渊博，
知道的东西很多，随口就能说出大道理来，就是利用他的口
才，孟子成功说服齐威王行仁政，他给齐威王讲了很多道理，
搬出了他脑海里积蓄的知识，要是我是齐威王，都会听得晕
头转向呢！



78岁时，孟子决定辞了官衔，回家安享晚年，他知道自己时
间不多了，他觉得再怎么，也得绿叶归根，于是，在众人的
挽留下，孟子热泪盈眶地回了家，在齐国，他整整呆了35年。

85岁，古稀之年，孟子带着邹国百姓的叹息声，徒弟的哭声，
去世了。

出殡这天，雪更大，风更狂，连天地山川都为一颗巨星的滑
落而哭泣，各地百姓都赶到孟子的家乡，披麻戴孝，在风雪
的呼啸下把孟子送向天堂。

其实，就算是圣人，我也觉得他会有错的地方，孟子也不例
外，因为，孟子总是说，孔子说的都是对的，然而，孟子的
功勋远大与他犯下的错误，他谦虚，他好学，他还有一副好
口才。

看了我这篇读后感，你应该对孟子不只是孟母三迁的印象了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