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的读后感(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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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
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语的读后感篇一

《论语》究竟是什么内容? 为什么他被古人视为经典，而后
又成为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呢? 怀着这些疑问，我漫
步于《论语》的花园，尝试着去感受其中的奥秘。下面是小
编为你们整理的几篇文章，希望你们喜欢阅读。

仅为六周的中医药国际传播课程主要讲了中国古典文化对我
们的影响，我惊叹于那些小小年纪的孩子竟然可以背诵那么
多经典的文章。当然这些古籍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论语》。
主要是因为对这本书接触的比较早，而且里面的语言对比其
他书籍来说要简单易懂的多，这样一本书，它富含着道理，
隐藏着睿智，它的道理也许不一定会被现在的人们所接受，
但他在我们看来，也是一本凝结着古人智慧的作品。它是儒
家学派的经典着作之一，它是一本语录体散文集，它记载着
一位古人的思想，它体现了那位古人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
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

孔子曾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风和日暖

的季节，其他树木和松柏没有区别，郁郁葱葱，一身碧绿。
到了大雪飘飞、严寒时节，其他树的叶子纷纷凋零，唯独松
柏却经得住风霜雨雪的考验，历劫不凋、一身傲骨!人生不也
亦如此?越是艰苦的条件，越能考验一个人的品质。只有受得
起磨练，在任何恶劣环境依然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人，才
能拥有这君子的节操。



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从论语的洋洋万言中，每
个人都可以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人读出了“士不可以不
宏毅，任重而道远”的凌云壮志，有人读出了“朝闻道、夕
可死”的求知之心，而我读论语，更多的则是像看到一个长
者坐在一群年轻人中间，同他们畅谈自己的人生感悟，试图
让他们懂得：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作为一
个平凡人，应该如何过好自己的人生。

我感觉《论语》和其它经典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关注的是所
有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才能够达致
幸福，它是温暖人心的。而如何生活，是我们每个人在学习
其它各种知识之前最应该学习的，也是我们教师最需要传达
给学生的，因为它关乎一个人是否能具有健全的人格，是否
能拥有充实的内心世界。在今天这个充满了诱惑和选择的年
代，孔子的生活之道值得我们去用心感悟。

，儒家思想统治中国近20xx年。《论语》当然也就稳坐
了20xx年的宝座。直至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
店”的口号，《论语》的地位才开始动摇。文化大革命时期
深刻的“批林批孔”，更进一步瓦解了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
缚，《论语》从此埋没人间。

《论语》究竟是什么内容? 为什么他被古人视为经典，而后
又成为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呢? 怀着这些疑问，我漫
步于《论语》的花园，尝试着去感受其中的奥秘。

粗看《论语》，不过是一本语录，和《毛主席语录》没什么
差别。可细细品来，孔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思想、人生观、世
界观、教育理念等几乎都包含在语录的字里行间。《论语》
里最常见的词汇，无非是中庸、君子、礼仁云云。

中庸却是《论语》里最容易理解而最难做到的。中庸指的
是“对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衷的态度”。这种思想
体现了当今北京居民的“忍”文化。对中庸的字面理解就是：



惹不起躲得起、始终保持中立。这固然是好的，能避免许多
不必要的争端，但过度的“忍”却能使一个民族沉睡，古代
中国的发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中庸是儒家的为人之道，体现了儒家学派的软弱性。

君子是一个意义深刻的词。从小就听说什么“君子动口不动
手”、“观棋不语真君子”等，感觉君子就像个呆呆的人似
的。事实上，君子就是孔子他们儒家学派的一种自称，是理
想的“中庸”之人。比如“君子不器”、“先行其言而后从
之斗”，都体现了君子的优良品质。与君子相对的当然就是
小人了，小人并非是坏人，只是素质没有君子高罢了。

仁，是孔子的道德观，这后来发展成为了他学生孟子的政治
主张。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遵
循“礼”，这就便是“仁”了。“仁者爱人”，这里爱
的“人”是指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 尊重朝廷贵族，“不犯
上”，也说明孔子对“礼”的尊重。此外，孔子还把“仁”
当作“人” 的标准：“仁者，人也。”纵然，《论语》经历
了两千个春秋，并不能完全适合我们现在的思想，但是它毕
竟是经典中的经典。 经典永远不会过期，我们要批判地继承
这些中华传统文化，让《论语》为社会服务。总之，《论语》
是我们中华乃至世界必读之经典。

论语的读后感篇二

俗话说的好：好曲不厌百回唱，好书不厌百回读。现代名著
是这样，古代人留下来的经典著作也同样如此，比如孔子的
论语就是一部很好的书！

《论语》的作者孔子也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孔子聪明好学，青年时期便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
艺。



现在通行的《论语》共20篇，493章，大部分内容为孔子回答
弟子们的提问；一部分不属于问答，只是孔子的言论。《论
语》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涵盖哲学、政治、经济、论理、
美学、文学、音乐、道德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孔子及儒家学
说的主要文献.

《论语》中的知识是无穷的,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每天回家都关
起房门苦读.后来家里人发现他的书箱里藏的只有一部《论
语》,有一次+宋太宗和赵普闲聊,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
《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实实的回答说：“臣所
知道的的确不超出《论语》。过去臣用半部《论语》辅助太
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辅助陛下，便足以使天
下太平！”

《论语》里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东方智慧，经过两千多年的洗
礼，已得到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认同，成为了世
界的财富。

论语的读后感篇三

对于“君子”，孔子是这样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
子乎？”其实仔细想来，也许就是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吧！别
人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抱负，自己为什么要生
气、怨恨呢？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想法、活法。别人不了解自己，是很正常的。君子
就是不把这些小事儿放在心上，这样才会显示出自己的修养、
品德。世俗中有高远，平凡中见伟大，这正是以孔子为代表
的中国文化精神。

还有“仁、义、孝”。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这些传统的美德，现在又有多少人
在坚守呢？时不时就会有报道说：“某某人又弃父母于不顾
了。”我就不明白了，父母毫无回报的养育了你几十年，为
什么会狠下心来不管他们呢？有多少个日日夜夜父母因为你



生病而不能入睡；又有多少个日日夜夜父母因为你的成绩而
不能入睡；还有多少个日日夜夜父母因为你的外出而不能入
睡。但是你呢，长大了，把他们送到敬老院了，甚至是不管
他们了。娶了媳妇忘了娘？！不！借口而已，如果你真的爱
自己的父母，你会不管他们吗？难道在老婆面前没一点威严
吗？只是为自己的不小掌握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难道真
的只有在受到法律的约束时才会孝敬他们吗？我不敢想象到
那时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现代社会物质生活越来越好，有
很多人因为上班还有其他的事儿一个月甚至一年都不回家一
次，只是给父母买吃的，给他们钱，但是父母需要的不是钱，
而是你的看望！哪怕你在家呆五分钟，他们也会高兴的不得
了。几千年前的人们都懂得的事儿，现在那些自认为聪明的
人怎么就不明白呢？只是希望大家都对自己的家人好点儿。

讲信用，一诺千金，也是现在社会所缺乏的。还有朋友，只
要我们对他们真心他们也会真心对待我们。“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就是这个道理。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沉淀下来的文明和文化，是我们大家穷
尽一生也不能完全悟透的。所以对我们来说，读一些经典的
书籍，受一下文化的熏陶，是很有必要的。

这就是我读书时的一些感想，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多读书、读
好书。

论语的读后感篇四

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陆象山说：“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朱熹
说：“读书要眼到心到口到”。无论怎样读，最关键的是要
读好书。

一本好的书，能够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洗涤，一本好的书能够
为我们的一生做指引，一本好的书能够让我们受益匪浅，一



本好的书能够让我们受益无穷。

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可想而知它有多么大的影响
力。

从资料上看《论语》包括伦理教育、哲学、政治、经济、历
史、艺术、宗教等方面，许多资料从量上看并不多，但却十
分深刻，孔子主张仁，是要推行仁政，期望经过实行仁政，
保护奴隶主的利益，孔子主张仁是要加强人的自我修养，孔
子主张仁最基本的意思是爱人。

从体例上看，它属于早期的语录散文，一是口语化，明白易
懂，二是格言话，三是对华能够体现出人的性格品质甚至气
质。

从教育的意义上看，它更是意义非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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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们如何有修养，“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
学则殆”，教我们如何学习“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教我们
要有诚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教我们要谦虚，“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教我
们要珍惜时间。

读书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很多杰出的人物
在青少年时代都酷爱读书，以书会友，以书为乐，毛泽东常
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饭能够一日不吃，觉
能够一日不睡，恕不能够一日不读”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
以往说：“我扑在书上，就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在书中遨游，在书中畅想，与书携手，读书，读好书。

论语的读后感篇五

近日，一口气买下了宋代大儒朱熹之《四书集注》、钱穆老



先生的《论语新解》和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准备要
好好的读读《论语》。不是为了其他的，以前南怀瑾老先生的
《论语别裁》和于丹大姐《论语心得》也都读过，只是想了
解得更深入、更系统些。

记得梁启超老先生在讲到读国史典籍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
要善于做学案，学案的浅层次就是读书笔记，所以便欣然从
之，既算是对学问的一种自我领悟，也是对坚持的一种自我
历练。我人生第一本真正好处上的读书笔记正式开始（颇有
些感叹为时已晚，自愧啊）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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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以来，我们就一向朗诵着，但是我们很多同学往往只记
住了前两句，而把最精髓的一句给落下了，这句就是：“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能够说，此段既有学习方法的阐述，又有学习态度的思考，
更有学术境界的提炼，切不可肤浅析之。

从学习方法言，学习务必“时习”，即“当日复日，时复时，
年复年”，反复不已，老而不倦，个性是此中之“习”，不
能简单理解为温习，其还有“演习”之意，因为孔子个性要
求所学务必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即学习
务必与实践相结合，不能是空洞的理论、说教。

从学习态度言，一为“说”“乐”，即务必对学习感兴趣，
学为乐，在学习中感觉到快乐，把学习读书当做是一件快乐
之事，有兴趣才能有所成，有所成才能“有朋自远方来”，
钱穆老先生就说：“学者惟当牢守学而时习之初境，斯可有
远方朋友来之乐。”二为“不愠”，即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什
么，不是为了扬名天下，让人“知”，不是为了追求功利，
成为谋生手段，而是为了成为“君子”，何为“君子”，乃



成德之名。

从学习重要性言，朱熹老夫子在其《四书集注》中有云：此
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
学者之先务也。”而首篇之第一段，也是全书的第一段就将
学习之要，由此可见学习对于做人做事的重要性。孔子一生
重教，孔子之教又重在学，孔子教人以学，又重在学为人之
道。列此为篇首，实有深义。

从学习境界言，在此余颇同钱穆老先生言，其曰：“学而时
习，乃初学事；有朋远来，则中年成学后事；不知而不愠，
达于最高境界。”解之，“朋”之义，不仅仅仅是指“朋
友”，更多所指"“求学者”或“弟子”；“不知”之义，乃
指学日进，道行越深，至于别人已不能领会，就像孔子自己
所言：“知我者其天乎。”此段实乃叙述一理想学者之毕生
经历，实亦孔子毕生为学之自述。

由此所感，《论语》的确博大精神，半部《论语》治天下在
此就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