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伪君子的读后感(大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伪君子的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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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君子的读后感篇二

人皆因生而有眼、有耳、有口，故可善看、善听、善言。君
子性非异也，善假借于此三物矣。

观近望远，听贤避奸，直言慎言。

“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雨果启人以善于观察，
而事实上我们纷繁复杂的世界美丑共生，一双慧眼，既要能
看见生活的花季，又要洞察良莠之别，更要“吾日三省吾
身”近窥自我。近观是了解生活之微，那远望便是察前路之
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春
秋孔子远望“大同社会”，教化天下。陈涉自比鸿鹄，居高
鸟瞰。李大钊遥见红色社会大旗，一呼而应千万中华儿女。
于当代，变的是技术，是环境，人类瞳仁一丝没变，我们如
何能修得一双慧眼，看天下细与宏，远与近?唯有如古君子一
般，既察身边微妙，又登高而望，目极千里。

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乐曲寻知音之事千古传颂，知音难
得，可人耳仅用于听知己知琴音吗?并非如此，君子既要能
听“善我”，又要海纳“非我”之句，只要是正确的话语，
都应不避亲疏，从谏如流。秦王一合天下，权归一体，却心
胸狭隘，把贤人善语拒之千里而取奸人祸言，其结果天下皆
晓：楚人一炬，一片焦土。与此相比，唐太宗同是“权倾天
下”，但善听贤臣，广纳雅言，魏臣直言，太宗善听，才成
就盛世王朝。此中真言，千古皆如是。新时代信息化技术化
延伸了我们的耳朵，接受的信息与过去当然不可等量而语，
因为耳听八面，辩证取舍，便成了当代用耳之道。

孔子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其道可正焉。”说话，是
人类主体对客观世界发出的信息行为，区别于目与耳接受信
息。话语既然是从内而外的行为，其必体现一个人的思想与
气质，所以应慎言。韩愈、陶潜、卢梭、康德等皆是慎言之
士，以老子的话而言便是“道可道，非常道。”众人皆言的



道理便不再是真道，君子不随众而语，特立独行，一字千金。
沉默虽是金，但面对重大事件君子还是要脱口而出。司马迁
为李陵求情;李誓批判颓丧古俗，手书无愧，无惧人间是非;
鲁迅的一针见血……观望现代，可见三鹿奶粉事件、金融危
机的内部缺陷、山西行政问责风暴，皆是由君子之口牵出。
确实，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就是君子慎言，小人多
言，君子直言，小人为己而言的区别所在。

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口言之而成语，古今君子皆
如此，看听说皆要有道。

伪君子的读后感篇三

“君子之德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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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
余秋雨的《君子有礼》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阐述了何为中
国人人格理想。

“君子”，是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识。世界上的其他民族，
在集体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标识 。除了国外的绅士、骑士、
浪人等等。这些标识性的集体人格，互相之间有着巨大的区
别，是很难通过学习和模仿。这是因为，所有的集体人格，
各有自己的“故乡”。

“君子”作为一种集体人格的雏形，早已经过儒家的选择、
阐释，结果就成了一种人格理想。儒家学说的最简捷概括，
即可称之为“君子之道”。甚至，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在何为
君子之道。这也就是说，人格在文化上，收纳一切，预示一
切。做个君子，也就是做个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国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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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之道在外在形态上，是君子坦荡荡，为国家为他人;而小
人常戚戚，整天捉摸人，总以为危险潜伏在四周，小人一生
都会非常苦恼的;二是君子有礼，一个单位、一个人都要建立
简单易行的礼节，比如孝道是每个人必须做到的礼仪，又是
从小的文明训练，懂得敬让，从家庭放大到社会，就成为合
格的公民。余秋雨谈到，君子之道的阀门是有耻，要做到知
耻和不耻，不耻比知耻更进一层，有羞耻之感就成君子之道
了。

和行为规范具有永恒价值和普遍价值。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曾
经幻想过“人人君子”的理想境界。政治家谦恭和蔼，平易
近人。老百姓民风淳厚，相让不争，宁可损己，不能损人。
假如人人成为“君子”，国家都成为“君子国”。君子是一
个理想境界，但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来说，人人可以参
与，人人可以去努力。

伪君子的读后感篇四

教学目标：

1．理解孔子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君子自我修养的具体内容
和要求。

2．正确理解孔子的义利观。

3．理解并积累文中常用的文言词语以及成语。

4．背诵重点章节。

教学课时：2课时

教常设计与安排：

1．释题



何为君子？

链接《论语》读本，《君子——人格圆满的理想人物》中第
一段：君子就阶级的身份而言为“贵族”；李零《丧家狗》
附录：君子为道德君子。

学生说说对“风”的理解

风范、风度、作风

君子之风谈的是君子的自我修养。

2．课文内容

（1）君子应有怎样的内在修养

a．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一个称为君子的人是全面均衡发展的人。

就高中生而言，你有什么启发？

做人与读书

b．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句式：介词宾语前置

义礼逊信，是君子德性中所需要的成分。

链接《论语》读本，p73，二（李零《丧家狗》）；p74，南怀勤
《论语别裁》，

c．喻于义



理解孔子的义利观

链接：《儒家的价值观》第三段。理想的价值观应该是义利
的统一观。

d．杀生成仁

仁道是君子最重要的德性

e．不耻恶衣恶食

耻，以……为耻（意动用法）

为什么说“这样的人不值得跟他讨论”？君子既以德行为重，
所以要轻视世间的物质生活；君子考虑道的问题，不考虑食
的问题。

f．不患得患失

鄙，庸俗浅薄的人；患得患失，无所不至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g．仁、知、勇

延伸，仁者、知者；课本上的参考翻译，我倒赞同南怀瑾的。

（2）君子修养应该注意什么

a．箪食陋巷

回的生活条件如何？贫穷。

他如何对待？不忧，不改乐。



乐在什么？内在的道德修养。

孔子如何评价回的？有道德。

b．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

饭，名作动；枕，意动用法。

乐亦在其中矣，也是乐内在的道德修养。

于我如浮云，你读出什么？

孔子对坚持道义的信念非常坚定。

浮云有怎样的比喻义：一是喻福贵短暂，二是喻与富贵无关，
三是喻富贵无足轻重。

c．忘食、忘忧、忘老

把孔子对接受安贫乐道生活态度的自我欣赏表现得非常的传
神

有感情地朗读，塑造了一个安贫乐道，可敬又可爱的夫子形
象。

三食三乐

君子考虑道的问题，不考虑食的问题。

君子应该注意内在道德的修养而轻视外在物质的享受。

（3）君子要有怎样的外在风度

a．文犹质也，质犹文也。



b．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4）如何去达到这样的自我修养？

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

追求君子之风任重道远。

3．朗读课文，进一步理解体验。

4．背诵规定的章节。

5．布置作业。

伪君子的读后感篇五

《君子之道》读后感 余秋雨先生《君子之道》一书向国人诉
说读书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塑造良好的集体人格，这一点实属
可贵，因为他强调出中国文化的重要；这一点又实属可悲，
因为国人谋利而不谋义。此书中余先生认为的中国人应该有
的人格九要素：君子怀德，君子之得风，君子坦荡荡，君子
有礼，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中庸，君子不器，
君子知耻。

余先生认为这种理性化的君子人格设计应该成为每个国人追
求的标准，唯此才可佑保我中华文化不绝，既寿永昌。

读完后有两个问题闪烁在我的脑海中？ 其一，中国文化有无
沦丧的和君子未死，人格未溃是否有必然关系呢？ 其二，非
君子人格就排斥吗？ 先说说第一个问题吧。

中国的文化果真没有沦丧吗？其实我们看看自己及周围人所
用，所吃，所穿，所学……就知道了。所以自上个世纪以来，



国人一直呐喊民族复兴。国人因文化沦丧就完全丧失了余先
生所说的君子人格了吗？显然不是，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里，仍有一批怀德之士步履维艰地前行。

第二个问题：非君子人格就要排斥吗？我们可以先思考这样
一个问题：谁是历史进步的第一个推手呢？ 中国有句俗话：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那些野蛮人，非君子往往承担历史推
手的第一重担。纵览中国历史的沿革，每一次王朝更迭的首
发者（秦始皇、刘邦、赵匡胤、朱元璋等）是非君子，因为
他们怀土不必怀德，因为他们敢于走极端不必谋划中庸……
这往往能迸发出新的创造活力。我记得上个世纪 80 年代，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曾下达两次无限制的移民令，结果大量
在国内混不下去的人蜂拥涌向了美国迈阿密，正是这批移民
造就了今天迈阿密在美国的重要地位。

所以非君子这种第一推手的作用不可否认，绝对不能忽视。

总之，余先生的君子人格标准固然很重要，固然能在一定程
度上引领国人人格的正向发展，但我更希望我们也要为非君
子的生活开辟一定的空间，他们的生活同样精彩。

《君子之道》是余秋雨先生的一本书，书中提到了君子怀德
是君子之道的起点，作为君子，放在人生最前面的必须是道
德。有了道德，才会是真正的人。也就是道德为本。

通过这句话我联想到了曾经写过的一篇作文，通过陶行知说
的一句话“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到底是学高为师重要，
还是身正为范更重要。没有成为一名教师前我会觉得学高为
师更重要，因为当时我认为一个老师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
如何来教学生。但现在成为一名教师后，如果让我再选我会
认为身正为范更重要。因为学高为师是基础，身正为范才是
根本的。因为很多时候身教胜于言传，一个老师要博学但更
要正直，给学生做一个好榜样，就像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
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为我们要教给学生的不仅仅



是知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教会他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
法的社会公民。另外书中还提到了厚德载物，不能是厚物载
德，更不能完全没有德，也是说明了德有多么重要。

《君子之道》这本书值得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除了德还有
很多，像怎样才能算的上是一位君子，这个也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而我认为只要为人处事上谦恭有礼，大方得体，
个人修养上不断进取，终生学习，能够独善其身之后，有兼
济天下的胸怀即可。

君子非一日而成，今天要比昨天更好。

余秋雨在《何谓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那便
是：“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
它通过积累与引导，创建集体人格”。而中华民族在集体人
格方面的最独特的文化标识便是君子。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
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而做个君子，通俗意义上讲，就是
做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国人。

首先，在君子之道中君子怀德处于首位。因为君子怀德是君
子之道的起点，是公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在价值取
向上也是“利人利他利天下”。德是一个宏大的范畴，仁义
礼智信可以作为其临近概念。君子怀德，君子弘道，君子以
厚德载物，只有德才可以行天下。就教师而言，首先要有公
德，其次要有师德。

其次，君子中庸让君子之道与中庸之道合流，中庸成了最高
的道德。中庸避免了极端，允执其中，从而远离了“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的困局。因此，中庸不仅仅成为生活中的方
法论，而且成为我们的价值观。就教师而言，教育的中庸之
道就是回归教育原点，关注人的发展。人既是教育的起点又
是教育的终点，人是教育的目的而非手段。只有在教育实践
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满足学生作为一个自然人与社会
人的属性，符合教育规律与学习者的认知规律，设置多样化



的课程，鼓励个性化的选择，搭建育人平台，最终帮助学生，
成就学生。这样的教师，我们才可以称为真君子。

最后，君子不器时刻提醒君子不要跑偏。君子不器简言之，
君子不是器具。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一，尽量不要变成器物的奴隶，自己也不要变成器物。

余秋雨先生在书中说道，“很多老师都是“年年岁岁人相
同”，他们用完全一样地语句和口气复述着同一本陈旧的教
材。虽毅力称道，但未免太“器”了。因为他们让多彩的生
命变成了复制之器。”教书到最终成了教书匠，匠气十足。
教学变成了一潭死水，那些鲜活的生命最终在教学生产线上
变成了考试机器。而课堂模式化，更是让学生失去了学习的
乐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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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沦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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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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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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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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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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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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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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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君子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君子的内心是完满富足的，
君子的力量始于人格的力量。君子的心中没有担忧，没有恐
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一个人内心常常反省自己
的行为，没有愧疚，就可以做到没有担忧没有恐惧。

真君子是由内而外洋溢出来的人格魅力。一个人对自己的内
心要求严格一点，对别人就会厚道一点，所以，君子不苛刻
外界，而对自己的内心苛刻。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习上的君子做学问是为
了充实自己，修炼自己，完善自己。而如今的人已把学习当
作一种为自己谋福利的工具。学习不应想着实用，而要想着



自我的修炼。

希望社会上到是一些君子，一个真正的君子。

自然之道读后感

大鱼之道读后感

《优秀教师成长之道》读后感

《自然之道》读后感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