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读后感(汇总8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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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
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论语读后感篇一

《三字经》里说：论语者，群弟子，记善言。它告诉人们，
《论语》记载的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一些言语行事。被奉
为儒家经典。人们在强调《论语》的价值时，总会提到，半部
《论语》治天下的典故。

于丹教授紧扣21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结合其深厚的古
典修养，运用女性特有细腻情感，从中国人的宇宙观、心灵
观、处世之道、交友之道、人格修养、理想人生观七个方面
出发，使我们领悟到《论语》传递的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
度。她在讲述中穿插了很多生动并富有哲理的小故事、寓言，
使她的解读更精彩、更深刻、更通俗易懂。

于教授的讲座传递了《论语》中很多做人的道理，先看孔子
的为人、夫子之道：忠恕而以;再看孔子给他弟子的说法：已
所不欲，勿施与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未若贫
以乐，富而好礼者也。关于做人《论语》中出现最多的是君
子，君子的标准是什么呢？孔夫子说：仁者优，智者不惑。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呢？孔夫子说，修已以敬，修已以
安人，又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关于交友《论语》传递的信息是: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
多闻；损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侫。和朋友交往要
有一定的分寸，保持适当的距离。侍君数，斯辱矣，朋友数，
斯疏矣。孔子还说：忠吿而善道义，不可则止，勿自辱也。



和朋友交往时，说话非常关键，说话要注意三点：一是不要
抢说话；二是不要有话不说；三是不要闭眼瞎说。

《论语》告诉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过上
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什么才算幸福快乐的生活呢？幸福和
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如田园诗人
派鼻祖陶渊明，他的物质生活非常贫困，但他的内心却非常
快乐和幸福，经常和朋友喝酒、歌舞，醉了便说：我醉欲眠
卿可去。好生惬意。

关于做事《论语》中给出的答案更精彩。孔子的学生子张问
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
行其余，则寡悔，禄在其中矣。

听了于丹教授的讲座，使我学到了知识，振撼了心灵，收获
了智慧。但要真正快乐的工作生活，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和领
悟。

论语读后感篇二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之文人，其作《论语》流芳百世，流传
至今，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孔子也名垂青史。

《论语》这本书中字字珠玑，其中我认为最精辟的是：子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和“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
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两句话。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学了知识又按时温习，不是
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做客，不是很开心吗？
别人不了解也不怨恨，不也是有修养的君子吗？”告诉了我
们：“常常保持愉快的心情，做任何事就可以得心应手。如
果别人对你有误会时，不要生气或难过，只要你做的是对的，
别人终究会明白的。”



第二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
子呢？君子即使是一顿饭的时间也不背离仁德，就是在最紧
迫的时刻、在最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会按仁德去办事的。
”告诉了我们：“仁德对君子来讲，是很宝贵的，即使在短
短的时间内也不背离仁德，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这样。”

《论语》，孔子智慧之精华，他告诉了我们应该如何做人，
怎样处事。做人，就应该不能只修饰外貌，更重要的是内心
的修养；做人，就应该对所有的人以爱心对待，也要多亲近
有仁德的人；做人，就应该勇于改正自己的任何缺点和过失；
做人，就应该本着正大光明的态度来做事，这是做人的基本
要求。

论语读后感篇三

《论语》由孔子弟子编写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
行，集中地反映了孔子伦理思想、道德观念等，是儒家学派
的经典著作，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并称“四
书”。

“学而时习之……”随着开篇这句脍炙人口的“子曰”，让
我们打开《论语》这本国学经典，走进2500多年前孔子的世
界。孔子在《论语》中主要讲了仁、礼、德、学这四方面，
其中关于礼，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八佾篇首孔子谓季氏的那
段话，“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季氏的
官职，只有用四佾的资格，但他却用了天子才能用的八佾，
这对孔子来说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在这里，我们
可以看出孔子对礼的尊崇和信仰。他对礼所持的这个态度，在
《论语》中常常可以看到。孔子会哀叹“久矣吾不复梦见周
公”；孔子会为难地边赞管仲大仁，边说他器小，“管氏而
知礼，孰不知礼。”那么礼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林放问礼
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孔子在这
里剥去“礼”复杂的外衣，道出了本质：与其奢侈，不如节
俭。我觉得具体的有关礼的规矩、仪式都不那么重要，重要



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礼，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自觉守礼。

这些都是形式，都是用来表达人们追求团圆、平安、幸福等
美好心愿的，而本质就是由这许多形式体现了出来。就像子
贡觉得既然在礼崩乐坏的鲁国，一切都只剩下有名无实的形
式了，那为什么还要每月浪费一只羊呢？但孔子在意的就是
这个形式，它是古礼！如果没有了这个形式，礼就真的不存
在了！我又想起在国学班上，大家一起学揖手礼见师长、见
同学，现在这种礼仪只能在古装片中看到，现实生活中哪还
有啊。可与人见礼的本质还在呀，只是变成了鞠躬握手您好，
点头抬手说嗨了。

在反复细读《论语》后，我发现对于现在仍有很多意义，比
如有关于学的，有关于如何做君子的、有关于富与贫的，甚
至还有关于孔子那些个性鲜明的弟子们的。让我不禁由衷感
叹，《论语》不愧是一部流传至今的国学经典！

论语读后感篇四

我们中国，有许多传统的经典。今天，我就来向大家推荐一
本书《论语》。

《论语》是孔子的学生，根据老师的言行编写的。这本书中
有很多名章名句值得一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这些名言警句，直到现在还在鞭策着我们。

孔子有个故事：孔子的学生颜回给大伙儿煮粥。颜回煮好了
粥，揭开锅盖，有粒灰尘掉进了锅里。他想：扔了灰尘会扔
掉很多米。而这粒灰尘，谁吃都不好，便自己吃了灰尘和米。
孔子看见了，心想：平日里我教他的礼节他都忘了！不知情
的颜回盛好了粥，第一碗给老师。孔子说：“我刚梦见了神



灵，第一碗粥，要先给神。”颜回听出了话里的意思，说明
了事情的原委，孔子也像颜回道了歉。孔子这种知错就改的
态度，我们应当学习。

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在《论语》里有一句话“言必行，
行必果。”现在这句话用于表扬。但是如果背了后面的话，
你就懂了。这句话连起来是“言必行，行必果，铿铿然小人
哉。”这其实是一句批评的话。孔子的意思是：只知道听信，
一定去做，没有正义感，不区分正义和邪恶的人，真是个小
人。

最后我希望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华经典瑰宝成为每一位中国
人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把它放在心灵房间最显眼的地
方时常拿来擦拭。这样，中华经典才会世代传承，中华民族
昌盛久远。

论语读后感篇五

论语，一篇充满贵族气息的文章。今天我们看的时候，似乎
孔子那张智慧的脸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宋朝开国宰相赵曾说，
《论语》有一半是认识世界的。可见《论语》对修身治国都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真理不是争论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孔子的徒弟综合孔
子的话，写了这篇文章。他说的不仅是做人的道理，人生的
道理，生存的哲学，还有学习的好处，如何学习。

我喜欢一句话：知道就是知道，知道就是知道。无论你做什
么，都要做到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你连
这句话都做不到！

孔子，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如今已成历史，但孔子依然活
在我心中！



论语读后感篇六

十几年前，在一次外出学习活动中听到一位讲课专家教授说
想要用两年的时间研读《论语》，内心就有着一种说不清的
感慨。疑惑她要用两年这么长的时间研读这么短的《论语》，
需要那么长时间吗？因为好奇，带着疑惑，从那时起我也开
始真正意义上去接触《论语》，走近《论语》。各种版本的和
《论语》相关的著作我见到就买。这些年下来，也读了一些，
如《孔子传》、《论语全书》、《孔子的智慧》、《亲爱的
孔子老师》、《孔子如来》、《孔子家语》、《孔子传》等。
越读就越觉得用两年读《论语》太短了，根本就不够。因为，
《论语》值得所有的人读一辈子。

《论语今读》，这是我第三遍读这本书了。作者李泽厚，著
名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
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
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
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此书逐
章翻译《论语》，以原文、译文、注解和评论、札记和解说
的形式出现，引证近人著述。注释精简,非常易于理解原文,
因为李老是当代人，有了马哲这个利器，将仁、孝等玄之又
玄的概念从人类发展和心理角度进行分析，有理有据.但此书
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写的,半是儒学半哲学，书又特别厚,读起
来觉得有点深奥有点枯燥，这也是我读了几遍的原因之一。

给《论语》作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各家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甚至是大相径庭。为了有一个学习《论语》的更高起点，也
为了寻找研读《论语》的方便法门，当初我在书店恰好看到
了李泽厚先生的这本书《论语今读》，之所以选择这本书来
读，是因为大学读书的时候了解李泽厚先生是国内对美学深
有研究的大家。因此推断他应该对《论语》另有领悟。读罢，
感觉确实是别有一番见解。觉得李老和孔子都是可爱的老
头.,但不知道是自己理解能力有限有些地方又感觉李老先生对
《论语》的理解有些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不过李老的见地



无疑深深地启发了我，他引领我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去学习
传统的文化，也让我对《论语》有了新的了解。

长期以来我感受到情感是人生的重要部分，很多人生的问题
和困惑皆源自于感情。我曾试图在这部《论语今读》中找到
孔子对情感、对爱情、对婚姻的看法。遗憾的是阅读过那么
多和《论语》有关的作品，孔子与学生的交流尽管涉及的范
围很广，《论语》的思想涵盖了做人、处世、读书、学习、
为政、实践等方方面面，唯独不见孔子在这些方面留下那怕
是片言只语。想必关于爱情的教育也是孔子的一个难题？或
是当时教育不敢深入的一个问题？但是，阅读本书的过程，
我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作为老师的孔子，是那么的活灵活现，
他重情重义、知书达理、和蔼可亲，甚至也有牢骚、愤懑，
还有些孩子气。他的学生也是个性鲜明，各怀才艺。真的感
动于这种师生的关系，感动于先人传给我们的儒家精髓。未
曾读《论语》时，不知道古代文化对我们今人生活的影响。
原来我们的骨子里、血肉里早已渗入了先人的精神，先人的
神韵。

我认为研读《论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寻根，在找寻我们
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我再读李泽厚先生《论语今读》的感受。
我准备用一辈子而不是两年来研读《论语》，并能运用一二，
我要有自己的独特的理解。我坚信：读《论语》，贵亲从人
生事实上体会，不贵多与其他书籍上牵说。

【本书中我感兴趣的观点或内容】

1.当情为和，过情为密。

2.读《论语》，贵亲从人生事实上体会，不贵多与其他书籍
上牵说。

3.只要有好的制度，何愁不出人才。



4.盖德与力，自古分疆，而有力者终不如有德。

5.家庭价值：非止于爱，而且有恩，彼此长年帮助提携，宽
容谅解，尊老扶幼，亦大难矣。

【孔子的经典话语】

1.朝闻道，夕死可矣。

2.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3.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4.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5.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6.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7.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8.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9.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10.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11.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12.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转队；虽多，
亦奚以为？

13.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14.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15.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16.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君子忧道不忧贫。

17.当仁，不让于师。

18．道不同，不相为谋。

19.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论语读后感篇七

《论语》，顾名思义，就是议论的话，当然了，准确的解释
是，孔子师徒及其再传弟子的言行录。前段时间在补习班学
习了几个月的《论语》，如今，就写篇文章来展现一下我的
学习成果，也能体现出老师的教学成果嘛！呵呵！

古人常说，文如其人。那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作者吧。据我所
知，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仁”的学说。作为
大教育家的他，招弟子从不问出身贵贱与家境贫富，主
张“有教无类”。教学方法上“因材施教”。教给我们的学
习方法是“温故知新”。学习态度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
不知，是知也”。

行了，不罗嗦了，切入主题啊。赵普曾说过“半部《论语》
治天下”，汉武帝也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论语》
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你迫切地想知道更多的内容吗？好
吧，let’s go!

老师常跟我们说“学而不厌”，其实，它就出自于孔子之口：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侮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孔子谦
虚如此。他勤学终身，终有所成，不正告诉我们，只要你勤



奋学习永不满足就能把学习搞上去。我们班的桂涛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她从不满足于自己的学业（其实我认为已非常
好），不断向上，我很佩服她，每次我与她抢第一名的宝座，
总是失望而归，懊恼不已的我决定从今以后向她学习，要花
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我还不信这个邪儿了！

不过，学习主要是你要有兴趣。“子在齐闻《韶》，三月不
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我们从中可以看
出孔子对音乐的痴迷程度，如果我们学习也能这样，那不就
什么都好说了吗？可我们生活中缺乏的不就是这种兴趣吗？
我们班很多同学那叫一个“疯”呀！中午回家与晚自习出去
吃饭的那点时间，都和网络约会去了，有的竟还跑到网吧去
上网。我无语！如果他们能把这点痴迷转到学习上，那成绩
一定名列前茅！该转变一下痴迷的方向了，我的同学们！

学习搞上去，还要注重学习方法。在《为政》篇里有这样一
句话：“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
是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思考不学习就会空无所得。所以，
我们在学习中，即要学习，也要思考。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
例子。我从前作文写不好，喜欢从作文书中硬搬一些好词好
句，爸爸总是说我没有多少真情实感，我很苦恼。后来，经
过漫长的读书生涯，我终于明白了，别人文章中的各种句型、
结构都是由作者情感表达需要而定的。从此以后，我读书时
就会思考一下，我的文章可不可以掺杂这种句子？如果我也
这样写，应该删改哪里？读的越多，思考的也就越多，虽然
我的文章还没有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但是也有了不小的进
步。

除此以外，我们还要举一反三。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孔子认为，如果提示学生一个方面，而他想不
出另一方面，就不教他了。孔子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弟子？学
习这一则，你便会明白，孔子不喜欢不会举一反三的人。你
想让孔子讨厌吗？不想就快学吧！



前文大多谈到学习，可学习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志向、目标。
孔子说：“匹夫不可夺志也。”连普通人都不想没有志向、
随意改变志向，难道你连普通人都不如吗？一个人如果有理
想，有抱负，却又因为衣食不好而羞耻的人，孔子认为不值
得与他谈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未足与议也。”
孔子还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意思是说孔子十五岁才
开始发愤读书，而他最终有那么高的成就，说明我们发愤还
为时未晚。只要肯“不耻下问”“勤勉于学”，我们也可能
成为下一代的“孔子”。加油啊，同学们！

我们知道，《论语》中记录的是孔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话，却
那么富有哲理，说明他是一个思想者。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说
了很多话，可是有多少有意义的话呢？我们是否应该向孔子
一样，做一个思想者呢？有一句话说的好：“我们不能延伸
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增加生命的厚度！”让我们与
《论语》同行，厚重我们的生命！

论语读后感篇八

孔子说：颜回的学问道德差不多了吧，可是常常穷的没有办
法。端木赐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竟每每猜对了
(就像在说证券投资一样)。

这里提到的端木赐，复姓端木，字子贡，孔门十哲之一。大
家都以为孔子最喜爱颜回，但端木赐也是他的得意弟子。
《论语》中，子贡的名字出现57次，而颜回的名字仅出现32
次。他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富
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子贡有“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之风，为后世商界所推崇。

他是孔子周游列国经济上的支持者。经商成为他宣传政治主
张和实现外交才干的重要条件。《史记·货殖列传》
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
不分庭与之抗礼。”越王勾践甚至“除道郊迎，身御至



舍。”子贡通过经商，达到如此显赫地位，成为孔子的代言
人和杰出的外交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端木赐发挥自己经商的才能，积累
巨额财富，从而有能力推动儒学的传播。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虽然微不足道，但也有自己的理想。足够的财富有助我
们更好、更快的实现我们的目标，所以努力赚钱不代表“钻
到钱眼里去了”，而是我们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

为了理想，而努力赚钱吧，只要不忘初心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