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孔子的读后感(汇总8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孔子的读后感篇一

这几天，我一口气把《孔子——影响世界的人》这本书看完
了，在文字的徜徉中，我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孔子，他让我
敬佩。我们历史上有那么一位伟大的人物，我为他而感到骄
傲、自豪。

孔子如此博学多才，与他谦虚好问的美德是分不开的。“三
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可谓是家喻户晓吧，它正是出自
于孔子的笔下。孔子这样流传千年的`伟人，不说三人，就是
三千人，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啊！而谦逊的孔
子却说：三人同行，有一人必定是自己的老师。他又这样说
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思是：知道
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懂就不要装懂，不懂就问
才是最聪明的。当孔子遇到一丝困难，他就会不放过一切的
向他人请教。我想：正是对学习的这种态度，才促使孔子的
知识能够更加渊博！

古今中外，但凡做学文的人都具备谦虚好问的精神。爱迪生
勤奋好学，勤于思考，成为世界闻名的发明家。屈原洞中苦
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南宋诗人陆游自幼好学不倦，
最终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大文学家。顾炎武读破万卷
书，最后成为一代大学者……不正是这种谦虚好学的精神，
才使他们孜孜不倦，勤奋刻苦，由此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吗！

读着读着，我的脸不知不觉地红了。我正是缺乏这种不懂就
问的学习态度，不懂一个问题则是埋在心里，过去了就过去



了。到头来，不懂的问题越来越多了。一旦养成了这种对于
知识随随便便的坏毛病，遇到的麻烦事儿可就多喽，学习也
就进入了恶性循环。

想想自己的行为，读读孔子的事迹，我明白：要想成功，是
不能离开谦虚好学勤奋的，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1%聪明加99%
汗水等于成功。

孔子的读后感篇二

只是有些人优点多一点，而有的.人缺点多一点而已。比如说
我们班的付震吧，他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他很关系集体：
有一次，我们班的垃圾桶坏了，第二天就只有他拿了一个新
的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大
家在一起就是为了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共同努力！

孔子的读后感篇三

读着《跟孔子学当老师》这本经典，我顿时觉得自己是多少
渺小。读着它，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孔子全心全意为学生的思
想和情怀。他总是站在学生的角度上，为他们的未来着想，
培养他们良好的个性，相信他们的才华和能力，鼓励他们一
试身手大展鸿图。

当读到第89页的这段话时，我深深地陷入了思考。这段话是
这样说的“要使人的心灵表现美好或许并不难，无须反复教
导与灌输，只要相信，人本性是善的，并按这一点对人给予
尊重与信任，为人释放心灵中的美好创造”舞台“，就可以
了。”“给予学生尊重与信任”，这句话我们经常听到，但
在这看到，感觉又完全不一样。

他说，给学生尊重与信任，就能引导学生释放出心灵中
的“美好”。是的，“人之初，性本善”，“心灵中的美
好”人人都会有，我们教师要做的就是给学生创造“释放”



这些美好的意愿与舞台。我想，给学生“优秀生”的感觉，
也许他们真的会更优秀；给学生更多的信任与期待，不爱学
习不爱劳动的学生，明天，也许，他们就会变得主动了。

怎样具体地给予学生更多“尊重与信任”，我还应该不断地
思考。

孔子的读后感篇四

孔子向师襄子学琴。师襄子教了他一首曲子后，他每日弹奏，
丝毫没有厌倦的样子，手法从生疏渐至熟练。过了十天，师
襄子对他说：“这首曲子你已经弹得很不错了，可以再学一
首新曲子了！”孔子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说：“我虽然学
会了曲谱，可是还没有学会弹奏的技巧啊！”又过了许多天，
师襄子认为孔子的手法已经很熟练，乐曲也弹奏得更和谐悦
耳了，就说：“你已经掌握了弹奏技巧，可以再学一首新曲
子了！”孔子说：“我虽然掌握了弹奏技巧，可是还没有领
会这首曲子的思想情感！”又过了许多天，师襄子来到孔子
家里，听他弹琴，被他精妙的弹奏迷住了。一曲终了，师襄
子长长吁了一口气说：“你已经领会了这首曲子的思想情感，
可以再学一首新曲子了！”

孔子还是说：“我虽然弹得有点像样子了，可我还没有体会
出作曲者是一位怎样的人啊！”又过了很多天，孔子请师襄
子来听琴。一曲既罢，师襄子感慨地问：“你已经知道作曲
者是谁了吧？”孔子兴奋地说：“是的！此人魁梧的身躯，
黝黑的脸庞，两眼仰望天空，一心要感化四方。他莫非是周
文王吗？”师襄子赶紧离席拜谢，既惊讶又敬佩，激动地说：
“你说得很对！我的老师曾告诉我，这首曲子就叫做‘文王
操’。你百学不厌，才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啊！”

孔子学琴的经过，表现出孔子治学的严谨――一丝不苟，做
事的认真――精益求精，让我懂得了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凡事
都要持之以垣，不要只求表面功夫，做就要做好。



孔子的读后感篇五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高尔基说过的一句话。是啊！
书是人类的朋友，书能使人进步，书能使人获得乐趣，书能
使人获得知识。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孔子的故事》。

这是孔子一生所经历的事，写成了一本书，孔子的一生，坎
坷而伟大，他广收门徒，传播礼道，将复兴周礼作为己任。
后人虽然评论孔子过于执着，但他们却不能了解孔子以礼治
国的本性意义，当礼道深入人心，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恭敬，
一份善良的时候，严酷的刑法就会失去它的意义，这也并非
是不能实现的幻想。

孔子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曾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
如浮云。”对于不正当得来的东西，即使再好的享受，他也
不会动心。

平时我们喜欢什么东西，都会千方百计得到这个东西，而不
惜伤害了别人。孔子他就不会那样做，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会
伤害到别人，所以他才不会用心计得到那东西。对于他来说，
那是不正当的来的东西。以后我们一定要让心灵享受更好的，
不要被一些东西虚有的外表所诱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的榜样能给我们积极的思想，正确
的行为，良好的学习习惯，完善的人格。树立了榜样，就等
于找到了自己前行的方向。榜样是无比强大的力量源泉！

孔子的读后感篇六

上星期，我们学了《孔子拜师》这一课，读了这篇课文，我
被孔子谦虚好学的精神打动了。

文章的主要内容讲的是——孔子30岁就已经远近闻名了，他
还要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去洛阳拜老子为师，并跟随



老子勤奋学习。

通过读这篇文章，我懂得了”学无止境，学海无涯“，更懂
得了”只有付出，才有收获“！我今后一定要向孔子那样，
做一个谦虚勤奋，刻苦顽强的人。

孔子的读后感篇七

开学第一周，我看的第一本书就是《孔子的故事》，内心颇
为感动。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造人，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
粟邑，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他是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
大教育家、政治家。孔子也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在这本
书里，孔子是一个善良、聪明、重情重义、诚实，为了天下
太平而活着的人。

这本书详细描绘了孔子从出生到他死去的29个故事。作者李
长之一丝不苟，本书几乎每一页都有两三个脚注，运输有几
十多种之多，可称言必有据。孔子早年好学；中年就把这些
知识都运用到教育、政治上了，并且可以将学到的知识举一
反三，更好的教育他的弟子们。而且还出国，带着自己的弟
子游学了14年，学到了更多知识；晚年他轻视政治，注重教
育，还在60多岁高龄中创作了《春秋》等书。他值得我们尊
重、学习。

孔子一生说过许多名言，“名无信不立”“一言既出，驷马
难追”是告诉我们要诚实；“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
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告诉我们要认真学
习、复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告诉我们要谦虚好学。
虚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的'一个字，是“仁”，并
且对中国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孔子仁学的内涵：一、以人
为本，仁者爱人，仁者人也；二、为人由己，这是仁学得实
施方式；三、血缘基础，总的来说，仁学就是孔子想让我们



懂得忍耐，要善良。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不懂仁、不会爱
的人，而且有些人还很残忍，残杀一些自由自在动物。这一
幕幕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得阻止这些不仁的人。

如果所有人都可以懂得仁并去做，我相信这个世界将会变成
美好

孔子的读后感篇八

匡亚明先生的《孔子评传》属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这套丛书由匡亚明先生主编，
担任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的著名学者众多，其学术价值不可
估量。这套丛书荣获多项国家大奖，这套《孔子评传》更是
由匡亚明先生亲自执笔撰写，老先生注重社会历史的研究，
对商周社会经济也有深入探讨，这使得这部书成为文史哲交
汇的巨著，而不仅仅是狭隘的个人评传。在孔子思想的研究
方面，可以说匡亚明先生开创了最广泛的范畴，拓宽了研究
视野，为后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选择了这本书和
我的孩子一起研读。全书分十章对孔子以仁的人生哲学为核
心而展开的伦理、政治、经济、教育等思想全貌及两千多年
来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和影响的曲折变化过程，都作了评述。
尤其当我读到关于孔子在教育教学方面的思想、方法、实践
等内容时，更是触动很大。

孔子是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作
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孔子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之高
超至今仍难以有人能望其项背。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
大成就，除了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精邃及知识的渊博外，
也与他先进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在其一生的教学实践活
动中，积累了一套极有价值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在许多
方面反映了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中
最精华的部分，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因材施教，循循善
诱”更是亘古不变的教育真理。



通过与孩子一起读这本书，我们有个小小的发现：

子循循然善诱人。”孔子对学生能耐心诱导，促使学生自觉
主动地进行学习，确是收到了极佳的教学效果。作为家长，
我觉得我们应该善于引导我们的孩子发现他们的兴趣，并积
极培养。

除此之外，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
法；“夫子教人，因材而异”的因材施教的育人方法；以
及“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学习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
发扬的。

在21世纪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面对孔子的教育方法、至理
名言，孔子的教学方法，对于今天仍然是有益的、适用的，
甚至可以说是需要提倡和强调的。他的“因材施教循循善
诱”是多么精辟的教育观点，是多么辩证而又统一的教育方
法。也正因如此，二千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被我们牢记，更
是被世界所牢记，全球一百多所孔子学院就是最好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