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经典读后感(精选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你
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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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经典读后感篇一

孔夫子曾经说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及“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诸如此类的话，并且还说过“吾
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一直活到了七十二岁，五十七年的
经历使他仁德兼备，学问渊博，成为冠绝一时的大学问家，
大思想家，可谓是震古烁今(不敢说后无来者，也起码是前无
古人了)。以如此身份，当他的高足问他时，他的回答竟然
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完全有足够的资本炫耀自己的大学问家，孔子还有
必要孜孜不倦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探索中去吗?
答案是肯定的。

孔子的特点不是探求天地万物的具体性理，而是探求社会与
人生的具体性情。因为世间万物的客观规律也许是有限的，
但是人的具体感情是无限的。作为有限的“人”，探究的是
无限的“人”，这也正是让孔子感到学无止境的原因。人的
性情举止，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每探究出新的内容，
就打破了原来的旧的规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去了解人性，才是最困难的。
而孔子最精辟的论述，也自然而然体现他对人性的入木三分
的见解。

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这
一点上，和孔夫子几千年前提出的主张“仁与德”的观点不



谋而合，两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为什么相隔千年，提出的
观点却是惊人的相似毫无疑问，两人都是把“仁与德”当作
自己去不断努力实现的目标，不断的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
修养与品德，这是有必然性的。

为了学习，可以三月不知肉味，这足以见孔子的勤奋，可如
果仅仅是勤奋，恐怕孔子就不会如此得到世人的尊敬了。他
的好学表现在方方面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谦虚;我不
如老农，我不如老圃，这是实事求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这是一种乐观。他的学习精神，不仅仅限我们常人的思维：
这个是学问，那个不合适。孔子会以最博大的胸怀，去接容
包纳世间万物，这就是我们所不及的。

　

儒家经典读后感篇二

我读完论语，也算是对论语有了些了解，还有了些兴趣，感
到孔老夫子既有学问又有思想，一部论语注释流传至今好几
千年，被人们捧若圣经，怪不得誉为“半部论语治天下”。

都说孔子弟子三千，贤士七十二，孔子最喜欢的莫过于德行
优异的颜回了。而我和孔子的品味就偏偏不一样。我喜欢的
既不是以德行见长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也不是
以一言语见长宰我、自贡，更不是大政治家冉有、季路和文
学家——老挨批评的的子游、子夏。我印象最深刻的除孔子
外，也就是公西华了。别看他的笔墨不多，但他绝对是最受
欢迎的一位了。孔子对他的评价是：

“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就是说公西华很善言辞，如果他生活在现代，应该是一个出
色的外交官弄不好当上外交部长了。据说他当年白净的脸上
长着有型好看的络腮胡子，比现在的电影明星还帅啊。像他



这样仪表堂堂能说会道的男人，即使没有得到孔子的重用，
在当时，怎么着也算得上是特别得体的了吧。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
曰：‘与之庚。’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子活齐也，
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从这段故事里可看出，当年公西华在那个大家庭中扮演着什
么样的角色了吧。受欢迎，那是不用说的。不然分米的人怎
么主动要求给他家那么多米?富贵，那更是显而易见的。既然
他已经到了“乘肥马，衣轻裘”的程度，在那时还有几个比
他更富的?现在又有多少人开着宝马穿着裘皮大衣的?在史书
上，似乎没有记载公西华家世的。也就是说，他绝对不
是“富二代”。公西华的富贵，应该与他的能力与才干是分
不开的吧。

“自贡问曰：‘乡下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
也。’”“乡下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下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儒家经典读后感篇三

2.部门发了一本书《危机管理》（电子版），要求所有人员
阅读并提交读后感，我粗略翻了一遍感觉书很一般，正如书
的作者名字“平川”一样，平平淡淡的将一些案例串在一起，
没有新意，我就当看故事一样翻了部分案例，多了一些日后
吹牛的故事，但也学到了一些知识。这两年，受前一任领导
影响（准确说，一开始更多的是领导要求），我也买了、借
了不少书，其中前任领导更推荐了几本很好的书，我也逐渐
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但一直没有写读后感的习惯，希望能通
过这次让我日后养成写读后感的习惯。



儒家经典读后感篇四

论语一书是由孔子弟子及再编传而成的，记载中国古代的伟
大思想家孔子言行的书。读过这本书可以看出，书的内容十
分丰富，涉及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以及学习和做人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对我们有很大的影
响。

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伟大的教育家。因此他在书
中也总结了他的教育思想，主张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要求
学生独立思考，强调在学习上的主动。这一点与现在的教学
方式很相似，都重视学生的思想，并且启发学生。

论语虽然是一部关于教育的一部书，但它的语言也很有特色。
这本书的语言简洁，篇幅短蝎悍还特别注意用语言来表现人
物的个性，使人物形象十分鲜明。论语还善于用修辞手法来
记载孔子的言行，以此宣传孔子的思想和主张。这比单纯的
说教更生动形象，易于被人们所理解并接受。

作为青少年，读了这本书，对我的学习以及以后的人生道路
有很多启发。它的教育思想和做人做事的主张也都很符合当
代的社会生活。论语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也是
世界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阅读和学习。

儒家经典读后感篇五

我以为这本书的最大代价在于，它把艺术史研讨与美学研讨
联合为一体，提供了在以后搞艺术的详细实际环境，而不是
像普通哲学一样的广泛纪律。

艺术也是一个构成，发展，繁荣，衰落的过程，建筑计划应
该跟当地的文化，环境，时代，种族，信仰，资金，技术，
形体的大小等互相吻合，到达一种无机的团体，这才叫艺术
美。



他还提出了怎样鉴定艺术作品的的代价，艺术作品再现种族、
环境和时代特性的程度及结果。一共有三条：特性的紧张程
度；特性的无益程度；结果的集中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