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写读论语的读后感(通用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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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读论语的读后感篇一

这学期，我们背诵了闻名中外的《论语》。这本书主要记录
了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行，里面的许多话，都让人受益匪浅。

背诵着这句话中，我想到了自己。在老家的时候，佳志哥哥
把乒乓球打到门上面去了。他怎么弄都弄不下来，我见了，
对他说：“我帮你把乒乓球弄下来吧！”我想了一会儿，便
拿起扫把。可是，弄了半天也没把球弄下去，倒把我自己给
弄的头晕眼花的。我想：做什么事情不能靠蛮力，要动脑筋
想办法。站在地上太低，站在楼梯上不就高了吗？于是，我
站在楼梯上，果真一下子就把球给弄了下去。

我不仅能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还很讲诚信。二年级的时候，
我背着妈妈，偷偷拿了一块钱，买了个笔。我想：要是被妈
妈发现，那不是得挨一顿嚷，而直接对妈妈承认错误，只是
被妈妈说两句而已，以后改正错误就可以了。所以，我选择
了主动承认错误的方法，果然像我想的那样。

以后，我要像曾子说的那样每天反省两次，这样我会更优秀。
我还要继续背《论语》，牢记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
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写读论语的读后感篇二

"你快乐吗？""不快乐。"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



二三，何言快乐？尤其是在这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时代，
作为一名教师，更谈不上快乐。

闲暇之余，翻看《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被《论语》
开篇第一吸引：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真的快乐吗？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些生活中平常的现象，
果真如此，孔子有必要这样大呼小叫"不亦悦乎"、"不亦乐
乎"吗？学习而经常复习，不是很快乐吗？不知道你快乐不快
乐，反正我不快乐，每次为复习而复习，即枯燥无味又不胜
其烦，这快乐从何而呢。

后看到第一篇第五："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这个"时"解释为时节、时机，心里豁然开朗："
学习到的东西，在适当的时机，被用上了，不是很快乐吗？"
当我这样理解的时候，一下子读懂了孔子的快乐，回想自己
曾经因为能够学以致用时是何等快乐，孔子的人生体验一霎
那间与我们如此相近。不仅如此，"学而时习之，不亦悦
乎！"一下就变得异乎寻常了。它不仅在描述学习、时机、实
践与快乐的关系，而且一语道破了人生的真谛，孔子用最简
单的话语阐述了"快乐人生"这一个他的思想中最重要的主题。

就像于丹所说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
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让我们感受到
一种温暖。孔子以其渊博的学识，广博的见闻，仁慈的爱心，
影响了中华化两千多年，他的一言一行为无数的后世学者奉
为楷模，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所享受的那种欢乐，同样是我们
今天快乐的泉。

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是"仁"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
戚。"胸怀坦荡，就没有忧虑。他说他自己是"发愤忘食，乐
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又说"求仁而得仁""仁"就是快乐。
人想要对谁好，就会对谁好，想要快乐，就会快乐。既然大



家都好，那一定是快乐的。仁义必须是快乐的，否则必将与
人性背道而驰，不会是真仁义。真仁义出自真心，所以会真
正的快乐。

走进孔子，我发现他是一个拥有快乐、懂得和谐的人；走进
孔子，我产生了心灵的触动，获得灵魂了的洗涤，取得精神
了的升华，变得温和、从容；走进孔子，我提升了思维修养，
改变了人生的态度，得到了全新的启示，获得了快乐的人生
体验和人生境界。

真正的成功必然伴随欢乐，只有心里的微笑才是真正的微笑。
因此，人不应该随波逐流，而应该把眼光从外界收回，凝视
自己的内心。读懂自己内心的那一天，就是成功与快乐的那
一天。是的，在当下这样纷繁的喧嚣世界，作为一名教师，
更要能守住心灵的净土，守住宁静中的快乐，懂得"爱人"和"
礼遇",用孔子的仁爱之道，去追寻教师的快乐和幸福。

写读论语的读后感篇三

这个假期，我读了《论语》，其中有一句“三人行，必有我
师焉。择其善者而从,其不善者而改之”，给我留下非常深的
印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几个人走在一起，总会有一个人
可以当我的老师，学习他的优点。发现他们有缺点，就要赶
快检查自己是否也有那种不足，如果有，马上去改正，这样
就会做得更加完美。孔子这种谦虚好学的精神，令人钦佩。

我们班里每个人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有的作文好，有的
体育好，有的唱歌好，有的乐于助人……他们的优点都值得
我好好学习，这样我也会越来越优秀。

《论语》读后感200字4

今天我看了《论语》中好几段，下面，我来说一下其中一句
中的含义吧。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
有我的老师。向他好的方面学习，看到他不好的方面就应该
对照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在生活中，我们要谦虚，每个人
都有优点和缺点，要想他的优点学习，改正自己的缺点。取
长补短，相得宜彰。比如说：我们班的某些同学的学习不好，
但他的体育好，画画的好，就应该向他这方面学习。某些同
学体育不好，但学习好，写字好。向他写字，读书学习。我
的跳绳跳得好，琴弹得好，但是胆子小，不敢上台朗诵，应
该向胆子大的，声音大的同学学习。及时改掉自己的缺点。

写读论语的读后感篇四

有这样一位圣人，他的语言从古传今，有的还转变成了成语，
从一代又一代的人口中传下来，他就是——孔子。

今天，我们学习了论语十二章，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里面的每一句话都让人回味无穷，每一句话都让我们思在其
中，我的感悟加上老师的讲述，让我终于知道孔圣人真是伟
大。

打开语文书第50页，开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们知道了学习复
习的重要，从老师的话中，我听到了孔子曾经七昼夜衣食无
着却还能讲学、弹琴，真实弦歌不绝。继续听课，我终于更
深刻的知道了我从小背到大的句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
不学则殆的真正含义，让我明白要学思结合，而其中最让我
印象深刻的还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

它让我知道时间就似流水一般一去不复返，我要珍惜时间，
很多人都说时间的重要，我也如此，可我没有真正的做到利
用时间，而是浪费了它。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限的，我
们要充分利用起来，用有限的时间做有意义的事。时间换不
来也买不来，孩子的欢笑换不走他的脚步，老人的叹息也无
法使他留步。它是大自然的雕刻者，记录下，也流逝着每一



个人的青春年华。我们要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去学习，学习是
没有尽头的，是没有终点的，它伴随着我的成长，我们终身
都需要学习，始终都需要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今天的语文课，不仅让我学到了知识，也让我开始了自己对
时间的规划与重视，但这都是因为那一个人的一句话——逝
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写读论语的读后感篇五

读完《论语》这本书，我感触很深，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
还升华了我的精神世界。

所谓的论语，即孔子及其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是中国
最早的语录散文，作者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是伟大
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理论批评家，
或第一个系统地阐述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对
中国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

《论语》是孔子学说的体现，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

其中几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第一个是第一章的第一个：子说：学习和学习，不也
说吗？有远方的朋友，也很高兴！人们不知道，不生气，不
是绅士！这意味着：在学习了知识之后，在某个时候复习它，
也不是很高兴！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处来，也不高兴！别人
不理解我，我也不生气，也不是一个高道德修养的人！

多勤奋的人，多乐观的人，多慷慨的人，这样的人不是君子，
谁是君子？值得学习。学后复习不仅会增强对所学知识的印
象，还会从旧知识中理解新事物，即回顾过去，了解新事物。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志同道合的人从远处来，大家一起讨论
共同的兴趣、喜好，一起交流生活、学习，真的很开心。别



人不理解自己是很正常的，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每个人
的思想和喜好都不一样。我们不需要讨厌和生气。我们应该
以宽容和慷慨的心去理解和原谅别人。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
为绅士。

孔子不仅是一个勤奋、乐观、慷慨的人，也是一个谦虚的人。
第七中的第二句话是子说：默而知，学而不厌，教人不厌。
为什么对我？对我来说，我默默地记住了我所学到的知识，
努力学习而不满足，教别人而不疲倦。我做了什么？孔子真
的太谦虚了。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所说的和所做的都
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如此重要的伟人，如此谦虚
的话，真的值得学习。

孔子还认为仁慈，没有邪恶。也就是说，如果你全心全意地
培养仁慈，你就可以消除邪恶。事实上，道德品质在一个人
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糟糕的道
德品质会使一个人丑陋、恶毒，甚至让一个人走上犯罪的道
路，良好的道德品质会使一个人美丽、善良，受到许多人的
喜爱，可以看出，培养仁慈是非常重要的。

《论语》真的是一本哲学书。不仅是现在，几百年、几千年、
几万年后，都会激励人们不断进取，在各个领域发挥积极作
用。

写读论语的读后感篇六

《论语》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夫!不舍昼夜。

孔子对流水的感叹，融进了他对时光飞逝，人生苦短的感叹。

用逝水象征时光的流逝一种促人及时行动的紧迫感，一种生
命价值只有在奋斗中才会实现的历史责任感，都在一声叹息
中流露出来，带给人无尽的思考。



时间是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
珍贵、最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东西。

一步步、一程程，已经走了多远，永不停留，走过秒、分、
时、日，又积成日、月、年代。

高尔基说过：时间是最公平合理的，他从不多给谁一分。

勤劳者能叫时间留下串串果实，懒惰者的时间留给他们一头
白发，两手空空。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留，但可以每时每刻做些有益义的事。

写读论语的读后感篇七

“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就是德，没有品德的人，即使其他方面
十分优秀，也是无用的。”这是我读完了《论语》之后懂得
的道理。

《论语》这本书是孔子和他的弟子说过的名言警句合集，这
些名言使我懂得了许多人生道理，也让我知道了“君子之
德”的重要性。

孔子说过：“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这句话使我感受到了小人与君子的天壤之别，君子眼中，最
重要的是品行与法制，而小人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君子都
是顾全大局的，而小人只顾自己小利得失，这也是高尚与低
俗的区别。还有一句话，令我印象特别深，“君子不器”虽
然这句话非常短，但十分明了的指出了“君子”的特点：不
像器具一样，只有一方面的用处，他们都是品德高尚，很有
才干，并且忠于国家的人才呀！

我又仔细想了想，我在生活中有没有做到像君子那样的品行
呢？我有时候犯了错，会把责任推卸给别人，有时候作业没



写完，会向老师隐瞒，这都是小人之行。

从现在开始，让我们舍小人之俗，习君子之德，做一个新时
代的“真君子”！

写读论语的读后感篇八

论语里里面蕴含的道理实在太多了，而且都是精华。我的理
解虽然有限，但也理解了好些句子：子曰：“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就是说，光读书不思考，你是不会
体会到其中的精华;光思考而不去学习，也体会不到其中的精
粹的。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如果我们不去细细品味，就不
会尝到它的精华所在。若光去品味，而不去尝它表面的味道，
那也没用。两全其美，那才叫好。，还有一句，我非常喜欢：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思是说学习后在再温习
一下，不是很好吗?如果不去温习，那么你就会把所学的一切
全部都忘光的，所以每次学习到的知识再温习一下，那么这
些知识就会留在大脑里，不会忘记了。

我十分佩服孔子的智慧，没想到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这
么深奥的道理了，在我们这么发达的社会都需要它。

论语的内容实在太深奥了。一时是理解不过来的。在以后的
成长过程中，我会慢慢的体会到它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