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读后感(实用9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论语读后感篇一

书是我的最爱，我每天都看，我有两百多本书，可最值得推
荐的书，还是这本古香古色的《论语》。

《论语》是一本记载孔子言行和思想的一本书。就是孔子的
弟子把听孔子讲话和孔子与时人、弟子谈话时作的笔记，加
以整理、编纂而成的。这本书包含了人文、生活、道德和教
育等方面的知识，让我觉得“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读了“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我明白了学习就像追赶什么，
追上了还会担心失去它。也就是学习完要定时复习，不然会
丢失它。

读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让我明白了：一起走，
必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要取长补短。

读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
话让我明白了：懂得学问和事业的人，不如喜欢它的人，喜
欢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学习首先要培养兴趣、爱好。
千万不能被动学习，否则只能事半功倍。

《论语》里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就不一一枚举了。我虽
然还有很多没读，但我已经被它吸引了，我坚信，他对我未
来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很大的影响。同学们，这就是我强力



推荐的一本书——《论语》。

论语读后感篇二

世界上的真理总是最简单和令人信服的，就像太阳每天升起
和落下一样。《论语》就像一根看不见的鞭子，它总是提醒
我们要努力做得越来越好。

--题词

《论语十二章》是我们近几天学来的一篇课文。它选取了
《论语》中具有代表性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录。孔子是
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创办了私立学校。在教育对
象的选择上，他主张“没有阶级，只有教育”，即学习不分
贵贱，德才兼备，他给了老百姓学习知识的机会。

这本书充满了文字，其中我认为最精彩的是：“三个人行，
一定有我的严老师。”。选择好的，跟随他们，改变坏
的。”而“博学而敬业，问而思”这两句话。

“三个人，一定有我的严老师”，也就是说，三个人一起去，
除了我，两个人，一定有值得学习的东西。去年国庆长假期
间，天气很好。我父母让我们一起爬山。我遇到一个“雪
巴”妹妹。我听说她妈妈说她是浙江大学大三的学生。她是
中学入学考试的第一名学生。我把我妹妹当作我的偶像。我
问了很多关于学习的问题。我姐姐耐心地一一解释。我在路
上遇到了一棵漂亮的植物。我妹妹正准备摘呢。我问她：你
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吗？我不知道。”“哈哈，我知道，”我
骄傲地说。这不是我前几天在百科全书里看到的“豆荚”吗？
它是制造肥皂和润滑油的原料。可祛瘀消肿，治疗过敏性皮
炎。听了我的解释，同龄人的长辈们称赞我知识渊博，姐姐
也称赞我自卑。事实上，我知道我只是喜欢看课外书。雪巴
和她姐姐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我暗自发誓，我会尽我最大的
努力进入浙江大学。



在我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有力的书法作品，上面有四个大字：
博学和勤奋。这是张锦江先生小学四年级寄给我的。当时，
我不明白它的意思。我跑去问我妈妈。我母亲说，一个人必
须广泛阅读，学好，并努力实践自己所学到的东西。我不明
白。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论语》的意思。当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在镇上的学校学习。学生不多。我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我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进入初中，学校
很大，班上的人数很多，一种无形的压力让我的优越感消失
了。每天的作业、考试成绩，老师都是以优胜劣汰的形式来
评价的，看到同学们都很积极，竞争激烈，我也给自己布置
了一个任务：每天作业完成后一定要看半小时的课外书，时
间允许的话，再看半小时的英语。虽然有点难，我还是选择
坚持，因为我知道养成一个好习惯只需要21天。如果我能
在21天内坚持下去，那就不难了。”世上没有难事，只要我
肯坚持”，我鼓励自己，我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

《论语》是儒家智慧的精髓，它教会了我们许多学习方法和
态度，也教会了我们许多修身养性的方法。学习《论语》，
智慧将代代相传！

论语读后感篇三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能够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您能告诉我一字，使我能够终
身实践，并且永久受益吗？如果有这么个字，那就是“恕”
字吧。就是你自个儿不想干的事，你就不要强迫别人干。人
一辈子做到这点就够了。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因为别人欺骗了你，你也就用同样的方
法去骗取别人，这种处世方法实在是不可取的。我以往与财
务经理说过，不能因为有客户不讲信誉，不按合同支付车款，
一拖再拖，心中产生怨气，就对我们的供应商也采取同样的
付款方法，也不讲信誉，将来公司如何生存呢？无论何时，
都要诚信为本，这样企业才能做得长久啊！



所谓“恕”字，拓展一点说，“恕”字是讲你不要强人所难，
不要给别人造成伤害。言外之意是假如他人给你造成伤害，
你也应尽量宽容。现实生活中的我，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
中曾被两个所谓的小人伤害过，尽管他们两个人目前的处境
不是太好，只是不知他们是否还象以前一样天天算计别人，
以往我在内心暗暗发誓，将来有一天我要报复，但随着锐意
进取的学习和工作，心境不断地调整，时至今日，心境变迁，
以往那种过激的想法已淡忘，甚至想不起来，但内心深处当
时的痛楚还隐约记忆。

现如今拥有一份宽容，奉献一份真诚，执着一份情节，，把
持一份矜持，回头再想想过去的思潮是十分的不成熟，但当
时的处境所崩发出来的想法却是成长过程的真实写照。所以
此刻想想，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是很有哲理的：“人是在不断
总结经验基础上日渐成长成熟起来的，”如果一个人不善于
总结得失而一意孤行，必将走回头路，弄不好还会犯同样的
错误的！

教师说，这很不错。但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叫
做“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更高的境界是，一个人不仅仅安于贫贱，不仅仅不谄媚求人，
并且他的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
生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欢乐、
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

对照起来，我是否也有相同之处呢，心灵相照的欢乐的生活
似乎离我不是遥遥无期了？

论语读后感篇四

茫茫千余年，悠悠数代人。多少人的姓名随岁月的蹉跎而磨
灭，多少件事迹因光阴的流逝而隐去，多少观念被时代的变
迁而尘封。回望过去。有多少人可以名垂青史，又有多少思



想可以让人为之倾倒。而《论语》，这一部语录体散文，却
能载入千千万万有志之士的心中，激起浪花。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好像看到孔
子率领着弟子们，正站在宽阔的，奔腾而过的河流边，在微
风吹拂下，指点江山，感慨消逝的时光，就像这喝水一样，
日日夜夜不停地流荡，一去不复返。这种紧迫的，时不可待
的，应当及时努力的感受。有如屈原的“日月忽其不掩兮，
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在生活
中，他们激励了我们一代代自强不息，争分夺秒为事业而奋
斗，像孔子一样“学而不厌”。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让也。譬如平地，虽复一篑，
进吾往也。”对我们的人生，有着着重的意义，其一，大的
成就，都是从小事做起的，不可半途而废。做事情开个头很
容易，但却很少有人能坚持到最后的。其二，人们的学业乃
至事业成就的大小，全系于个人的努力的多少。虽然乍看这
句话比较绝对，但是在很多的时候，主动努力使可以改变客
观环境的，关键在于是要克服自身的惰性，这又如荀子
的“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在学习中，他们告诉我
们只要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定会取得理想的成就。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中的松柏，在一年中最寒冷
的季节，伟岸挺拔，不折不挠，苍翠葱茏，富有极强的生命
力，启迪了后代不知有多少文人雅士的诗情画意。就如刘禹
锡的“后来富贵以零落，岁寒松柏犹依然。”的情怀。他们
这些有志之士以松柏这些自然界现象为喻，表白自己矢志不
渝的节操，也歌颂那些经得住严酷考验的坚贞不屈者。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是说，自己所不想做的事
情，就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这是孔子终身倡导的儒家思想，
意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怨，什么是仁，也就是孔子所倡导
的“推己及人”。就是以人之心推己，以己之心推人。换位



思考，很多看似很难解决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告诉我们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学会善待别人，也是对自己的善待。
一个人在尊重别人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别人的尊重，一个人在
善待异己的同时也端正了为人处世的态度。

漫漫长河里，《论语》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悠悠
岁月里，《论语》教会我们的事深刻的人生哲理。我们在它
的教导下慢慢成长，社会在它的引导下不断进步。

《论语》，我们的瑰宝！

论语读后感篇五

作为一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典著作，《论语》是中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孔子和他的门徒之间的言行录，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在我读完《论语》之后，我的心情
感悟复杂，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与体会。

第一段：结构简洁，言简意赅

作为一部经典的文化著作，《论语》的语言简洁，每一个行
文都是言简意赅，让读者在没有过多思考的情况下很容易理
解。它富含重要的道德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极为重
要的角色。每一个章节都有自己的主题，不仅是独立的，还
彼此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第二段：孔子的思想观念为后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语》是孔子的言行录，它传承着孔子的思想观念，阐述
了孔子对待人生、世界、政治的态度与看法。孔子对于人性
的解释极为深刻，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不是邪恶的，
人只有在外在冲突的环境中才会变得越来越险恶。他教导人
们要保持真诚、正直和尊重他人。在《论语》中，我们可以
感受到孔子所取得的成就，也了解了孔子所创造的伟大影响。



第三段：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象

孔子所在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那时的政治、文化总体
上处于剧烈的变革中。《论语》的产生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环
境下的，因此，它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象。在诸多的篇章中，
孔子和他的门徒也深入探讨了当时百姓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
问题。这让人们对其当时的情境和人际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
认识。

第四段：体现着民族的精神传统

作为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论语》不仅体现了儒家思想，
也体现了中国的精神传统。中国的文化精神是包容、文明、
和谐的。传统中的尊重师长、追求知识、慎思明辨的思想等
等，都是《论语》所强调的文化核心。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
传承让这部经典著作承载了中国民族的精神传统，并成为了
熠熠生辉的文化瑰宝。

第五段：让我们走近经典，感受人生

在《论语》中，孔子的话语和行为都进一步激发了我对人生
的理解和思考。我开始认识到学会尊重他人是一种优秀品质，
也开始认识到保持自己优秀品质的重要性，纵使在面对困难
的时候，即使身处逆境，我们也应该坚持自己的信仰，为了
更高更远的目标而奋斗。

总而言之，读《论语》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孔子的思想，
领略到其中饱含的人生哲理，也更加致力地将其运用到实际
中。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了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魅
力。这部经典著作不仅让我们走近历史与传统，也让我们更
加深入地了解人类的精神世界。



论语读后感篇六

和第一篇学而篇比较起来，个人觉得第二篇为政读起来难度
就大了很多。第一篇其实只要明白了学问指的是做人的道理，
则每一句都可以理解它的用意。但是第二篇中，除了几个句
子是真正正面谈到政治外，其他说的似乎都是与政治没有关
系的东西。

为此，我也专门去查了政字的.意思。在古文中，政也通正用，
所以我就在想，这里是不是孔子还是在讲做人?讲如何做一个
正直的人?不过很快我认为这样解释是很牵强的。其实为政就
是讲如何来当政，很明白不过。不过南怀谨先生的一句注释
也值得我们注意：《论语》中讲的是为政，不是政治。孔子
没有系统地去提出政治相关的概念。根据这句注释去理解为
政篇的句子，似乎开始有了一些头绪。

为政一共二十四句。第一句讲的是为政的最高境界，然后用
诗经的思无邪说明为政最需要解决的是思想问题，再后用自
己的人生经历来说明为政需要丰富的人生经历。接下来，用
了好几句的篇幅讲孝，然后讲了一个为政者的修为问题，最
后用一句话总结：为政者要有见义而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
溺，人饥己饥的胸怀。这样一看，为政篇的思路就很清晰了。

当然，这个思路是南怀谨先生的《论语别裁》中间理出来的。
我也曾试着去怀疑它，但是找不出比之更好的解释，所以我
还是比较认可这个解释的。为政篇有好几句话都是讲孝的，
似乎与为政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关系很大。我国古代都是
以孝治天下，所以在这里讲孝是有它的意义的。这点在为政
第二十一句中也得到了证实：

在这一句中，孔子就明确说到：推行孝就是为政。所以该篇
中间出现了很多人问孝的情况，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此外，孔子还讲到了一个为政者的基本要求：要周而不比，



即不要偏心眼;要不器，也就是说要全面发展;要温故而知新，
要且学且思，还不能钻牛角尖，等等。

不过，虽然为政不能翻译成做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可以看出，
这些为政的道理，放小了看，也都是做人的道理，这点在后
面的章节中也有体现。所以我个人认为，《论语》总体讲的
还是做人，还是学而篇说的学问。不管是讲为政也好，还是
后面讲礼、仁也好，孔子的主张都是从自身做人入手，就像
第一章所讲的君子固本，本立而道生。我想这也应该是学而
篇作为开篇的原因吧。

整体来说，为政篇给我的启发不如学而篇多，可能是为政这
个话题对我们这些一般人来说，没有如何做人更贴近。不过
在专家的解释中，我还是体会到了《论语》文章布局的特点，
对中间的一些话也还是有一些体会。我想，只要能学到一点
东西，也是很好的事情。

论语读后感篇七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对这句话颇有
感触。

记得在我刚上小学时，根本没有什么时间概念可言。每到星
期天，我都会将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浪费在玩乐上。一旦到了
该写作业的时候，心里总会想着：再玩五分钟吧！再玩五分
钟吧！五分钟过到了，我却丝毫没有半点动静。因为我又想
着：反正时间还很长，再玩一会儿吧！就这样，一拖再拖。
终于，在太阳落山之际，我的作业本上一片空白，比那初开
的梅花还要白净。周末我依旧重蹈覆辙。于是，我每周末都
会通宵写作业，导致睡眠时间严重不足，星期一顶着双“熊
猫眼”就去上课了，不过，好在我在家人和老师的帮助下改
正了这个坏毛病。

长大后，我再忆起自己曾经因为玩乐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时，



总是心如刀绞，忍不住感叹一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

温故知新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温习之前学
过的知识，可以使我们得到新的体会。

曾经有这样一篇文章，写着：“羊吃草，总要吃很多次。第
一次，将草吞入腹中。吸收草内的部分营养，那些未被吸收
的草就会被羊吐出来，再一次被羊吃掉，再一次……直至营
养被它完全消化，它才会停止这个看似恶心，滑稽的举
动。”

古代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每次吃饭时，都要将口中的饭
菜咀嚼成碎粒后吐出，然后吃掉，再一次吐出，然后吃
掉……这样反复重复三次。他每本看过的书都会定时重温，
这样他所学的'知识才不会“流失”。

连尚未开发灵智的动物和几千年的古人都懂得的道理，我们
哪有理由不明白？我每年除了看新书，也会在闲暇时看一看
之前读过的书，这能使我读起来更方便，并且可以顺便巩固
我之前学过的知识。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放下手中的游戏机，温习一下是之前学
过的旧知识，这样可以使你的自身修养更进一步，在知识方
面奠定牢固的基础。

论语读后感篇八

学而是《论语》的第一章，这章的关键在学和学问的问题。
一直以来，不知道多少老师错解了学问的意思，让大家一接触
《论语》就觉得极度的反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
自己当初学的时候也觉得是句骗人的话。其实也难怪，要讲通
《论语》，没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和人生阅历是不行的，以现
在的中学教师来说，还鲜有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不过好在还



是有见地更高明的学者为我们做了精当的解释，让我们可以
体会到一点点学而篇，乃至整个《论语》精神的真谛。

南怀谨先生在《论语别裁》中说，研究《论语》，要成章的
研究，要把前后联系起来研究。《论语》各章都是自成体系
的，而整个《论语》也是一个体系，切不可断句去死读。没
有全局的认识，接触到的《论语》就只是一个个枯燥的教条，
而且在理解上也容易趋于狭隘。所以，我把每一篇都不加任
何注解的抄写到了一个本子上，前后对照，发现果真如此。

就以学而篇为例，一共一十六条，讲的全部是做人的道理。
其实《论语》中讲的学问，是做人的道理，而不是简单的学
习知识。在孔子看来，知识在于其次，最重要的在于做人。
这在学而第六中讲的再明显不过了：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
有余力，可以学文。

由此可以看到，学习做人的道理是最重要的，如果道理学好
了，有余力，再来学习文学和其他的知识。在学而第二中用
有子的话也提到：君子固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
人之本与？也就是说，人的本在于孝弟，在于好的品德，只
有本固了，才能生出道来。

学而十六句可以说包含了十六种做人的道理。有作为领导的
道理，有作为下属的道理，也有交友的道理和孝顺父母的道
理。中间还教育我们不要巧言令色，要自重，不要过于追求
物质享受等等。整体来说，的确是自成一个体系，而讲的都
是如何做人，是做人的哲学，而不是狭隘的学知识。这一点，
是我读学而一章最大的收获。

至于其中的句子，给我感慨最深的还是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第一句可谓是妇孺皆知，而最后一句也是很著名的话：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不患人不己知者，患不知人也。

其实第一句中感触最深的还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它刚好又和最后一句形成了一个呼应。一个人在世，要有一
个了解自己的人真的很难。而人们也往往在为自己没有一个
知己而感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认真的去了解别人，
总觉得自己没有人去了解。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是觉得自
己是最委屈的，没有换到别人的位置去思考问题。有句话叫
做将心比心，也许一个人真的能做到处处和别人换位思考，
多了解别人的感受，相信也会有更多的人来了解他。如果一
个人真的可以做到这点，那估计每一天都会感慨：有朋自远
方来，不亦乐乎了。

学而一章，讲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但是也不可能把道理讲
的那么完全。很多东西，还需要我们去揣摩。自己在读的时
候，感觉十六句里的每一句，都唤起了我的一番思考，所以
也对孔子由衷地产生了敬佩的心理。一时也不知道用什么样
的一句话来对这篇读后感做一个结尾，就用子贡朗诵的那首
诗来总结吧：人生在世，追寻做人的道理，还要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论语读后感篇九

我津津有味地读了《论语十则》这篇课文。我从孔子和他的
弟子的言行中感触很深。

人虽然要学习，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还是需要思考。
如果不思考，而光顾着学习，那么，你就只会知道迷惑书本，
也不会知道这是对还是错。思考了而不学习，反而，不会获
得知识。所以，我们学习时一定要边学习边思考，这样才能
记住。从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看出，



学习要经过思考才会更深地懂得。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告诉我们，学过的知识要
经常复习，这样才能得以更深的理解与体会，也会使我们记
住学过的知识，然而，就可以凭这个来当老师了。因此，我
们应该在学习过后，要经常温习，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印象
深刻地理解、记住它。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像孔子那
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把知识学到家。
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
话告诉了我学习就应该要实事求是，不应该弄虚作假。不知
道就应该说不知道，知道就应该知道。

从孔子的语言中，我体会到了：学习应要边学习边思考；学
习过后，应该要经常复习，加以巩固，从中获得新的理解与
体会；学习的过程中，应该要先把不懂得弄懂，要有实事求
是的态度去面对学习。

学习就应该这样去学，才能够学得好。要像孔子那样认真去
学，()才能把知识学到家。 我津津有味地读了《论语十则》
这篇课文。我从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行中感触很深。

人虽然要学习，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还是需要思考。
如果不思考，而光顾着学习，那么，你就只会知道迷惑书本，
也不会知道这是对还是错。思考了而不学习，反而，不会获
得知识。所以，我们学习时一定要边学习边思考，这样才能
记住。从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看出，
学习要经过思考才会更深地懂得。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告诉我们，学过的知识要
经常复习，这样才能得以更深的理解与体会，也会使我们记
住学过的知识，然而，就可以凭这个来当老师了。因此，我
们应该在学习过后，要经常温习，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印象
深刻地理解、记住它。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像孔子那
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把知识学到家。



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
话告诉了我学习就应该要实事求是，不应该弄虚作假。不知
道就应该说不知道，知道就应该知道。

从孔子的语言中，我体会到了：学习应要边学习边思考；学
习过后，应该要经常复习，加以巩固，从中获得新的理解与
体会；学习的过程中，应该要先把不懂得弄懂，要有实事求
是的态度去面对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