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语里仁篇读后感高中(大全8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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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里仁篇读后感高中篇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身为中国人，不但要关注当代文化，更
就应回顾由我们的祖先从生活中感悟到的心得。由于我学识
尚浅，只能品读一些短小易懂的古文，但也一样受益匪浅。

孔子就应说是中国儒派的创始人了，他的《论语》记录了他
的一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言论，大多关于学习，最适合
我们小学生阅读。

论语里仁篇读后感高中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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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前途。时间老人对
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不多也不少。时间老人对每个人又是
不公平的，在同样的时间内，人们的收获却不同。所以我始
终相信“珍惜时间的人时间也会珍惜他‘”这句话。懂得珍
惜时间的人会好好地使用一分一秒。因为他们知道时间是宝
贵的。如果你会把握时间，你就会把握生命，你才不会虚度
人生，如果你虚度人生，那么在你虚度的一分一秒的时间里，
你可能不会感觉到什么，然而有一天你去计算，你会觉得浪
费的时间可以干很多你没时间干的事情。这时，有的人懊恼，
有的人想祢弥补，但这是无济于事的。俗话说的好“一寸光
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如果你不想自己以后后悔，
那么现在你就要珍惜时间。历史上凡是有成就的人都十分珍
惜时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与朋友约会，他站在桥头一
边等一边在纸上写着，雨淋湿了衣服，他也毫不察觉。朋友
来了满怀歉意的说“不好意思，耽误了你宝贵的时间。”爱
因斯坦却兴奋地说：“我非常有意义地度过了这段时间，因
为在这些时候我又想起了一个出色的想法。”时间是宝贵的，
它总是不知不觉地从我们身边流走。你是想把它当作日历一
天天撕下去，到最后只留下一个生锈的日历夹吗？因此我坚
信珍惜时间的人才会拥有美好的明天。

4论语读后感世界上的真理永远是最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
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
简单的，只是它把你内心深处的良知给激活了。

两千5百多年前，孔子教学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被学生片片
段段记录下来。这些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由他的学生编纂，
后来记成了《论语》。我们会觉得，《论语》好像没有很严
密的逻辑性，很多是就事论事，里面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文
字，几乎每1则语录都很简短。其实，无言也是1种教育。我
们都说孔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土地上最有行动能



力，最具人格魅力的人。孔圣人带给我们的是1种在大地上生
存的信念，他这样的人1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而然地生
长出来，而不是从天而降的。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系崇尚
的是1种庄严、理性和敦厚之美。

《论语》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这样1种审美理想的化身。在
孔夫子这个形象身上，凝聚着他内心传导出来的饱和力量。
只有当天地之气凝聚在1个人心中的时候，它才能够如此强大。
这是1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这种力量，我们就能
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我们看到孔夫子的态度非常平和，
而他的内心却10分庄严。因为其中有1种力量——信念的力量。
孔夫子是1个特别讲信念的人。宋代开国宰相赵普也曾经说过
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
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与
敬仰。子曰：“天何言哉？4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论语》？阳货）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你看，苍
天在上，静穆无言，而4季在轮转，万物滋生，天而要说话
吗？”《论语》的终极传递就是1种态度，是1种朴素的、温
暖的生活态度。孔夫子正是以此来影响他的弟子。大家知道，
儒家理论的核心和最最精髓的东西，除了“恕”字以外，还
有1个字就是“仁”。孔子的学生樊迟曾经问过孔子什么叫仁？
孔子只回答他两个字：“爱人”。爱别人就叫仁。樊迟又问
什么叫智？孔子说：“知人”。了解别人，就是智。关爱别
人，就是仁，了解别人，就是智。

就是这么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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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道不远人，让我们在
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

论语里仁篇读后感高中篇三

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论语》如同沙漠中的绿洲一
样，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内心平和，在炎炎夏日中
收获一丝清凉。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它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塑



造我们的性格，让我们能更加平和地对待工作中的压力，将
压力转化为动力。

作为一名实习生，在公司总部机关人力资源部实习的这段时
间让我感触良多。首先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公司快速紧张的工
作节奏。从公司领导到每一个同事，都在为“振兴华北”的
共同目标努力奋斗，同事们虽然劳累但是充满了信心，这信
心是对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信心，是对美好幸福生活的信
心。

其次，让我深感震撼的是大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每天坚持学
习。局副总经理、华北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文彬曾在加
强总部机关作风建设会议上指出：勤于学习，学无止境。程
文彬在强调对标学习和开放性学习的同时，强调“系统内、
部门内要互相学习，年轻人向老同志学，老同志互相学，学
习的氛围一定要建立起来。”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公司众多优秀的同事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要对标学习，不
断提升自己。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就
告诉大家要想办好事情，就一定要做好准备，公司组织
的“书香大讲堂”、经验交流分享会等学习活动，虽然和大
家目前的岗位工作没有直接的联系，“短期收益”不明显，
但日积月累，就会获得“长期收益”。

《论语》中讲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想
读好这本书，就必须学会运用这句话。在日常工作、学习中，
要将学习和思考结合在一起，做一个会思考问题的员工，做
一个有悟性的员工。这样，更有利于自己的快速成长和进步。

于丹老师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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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代社
会竞争压力大，但只要我们坚持阅读经典，并且在生活中不
断践行“忠恕之道”，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最基本
的做人做事准则，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热情为大家提供
帮助，提升自我，尊重他人，那么不管外界的变化多么复杂，



我们都能收获内心的平静和愉悦。

《论语》最让人感动的是其所蕴含的人文情怀。孔子是一个
讲求孝道的人。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
一则以惧。”如果问大家是否知道父母的年纪，相信并不是
所有人都能脱口而出，父母总在不知不觉间老去。“树欲静
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太忙，从来都不是理由，别
找借口，也别留遗憾，放下手头的事情，给爸妈发个短信、
拨个电话，聊聊家常。

论语里仁篇读后感高中篇四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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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

孔子说：“学习后实践，不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
来请教，不应该很开心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自己却不怨恨
他，不是君子吗？”

心得：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会读书并不是有本事，很多人
都是书呆子，懂了一个道理不去实践，不能做到知行合
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懂得一个道理后不去实
践，终究会一事无成。只有经过实践，道理才会转化成我们
的能力。有人会说：“难道不应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
乎’？”《论语》里一个“苦”字都没有，所以看得出来，
孔子以及他的弟子都把学习当做了乐趣。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当我们出于好心却被冤枉



时，不应该恼羞成怒。古语言：“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只有心胸狭隘的人受委屈时，才会到处抱怨，变成类似祥
林嫂一样啰嗦的人。而君子则是心平气和，坦然面对，不抱
怨，不恼怒，不放弃，继续行善积德，探求真理，一如既往。
只要我们做事无愧于心，就不必追求被所有人理解。这就是
孔子说的君子坦荡荡的境界。

论语里仁篇读后感高中篇五

高中语文新教材增加了文化经典研读篇目，选择性必修一增
选了《论语十二章》，目的很明确，就是让学生通过学习
《论语》走进君子的世界，在学习做人处事，承担责任方能
有所收益，简言之，就是要学生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教育意义非凡，宋朝
赵普曾经告诉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佐太祖定天下，
半部可佐陛下之太平，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这个
意思，《论语》的确是最精粹，最可靠的儒书。在高中生的
群体中大力宣扬国学，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高中语文老
师责无旁贷。我们要引导学生认真诵读，领悟《论语》中的
真谛。

下面这篇文章是高二学生写的一篇学习《论语》心得。该同
学语言功底很扎实，文章很大气，对《论语》的思想精髓领
悟很到位。字里行间充满一种文化气息，是一片难得的佳作。

一盏盏稀疏的明灯照在无边的旷野上，路人看得到的只是一
朵朵光点，而光与光之间的黑暗却神秘莫测。正是那些举火
者，为路人照亮了那黑暗的一隅，从而让他们坚定了信念，
看清了方向。

近来读《论语》，又联想到先前看的电影《孔子》，不由被
先哲身上的精神所折服。在孔子所处的先秦时期，诸侯纷乱，
世间无道，民不聊生。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暗潮涌动，战乱不



休，多数人选择避世隐居的时代，孔子却毅然站了出来，替
世间敲响了礼乐的钟。他曾言：“天下有道，丘不与易
也。”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实则书满了这个世间的无奈，
正直忠义的孔子不忍，所以他才会力图推广自己的主张，试
图高举理性与规范的火炬来照亮世界的荒蛮与芜杂。在他下
定决心的一瞬间，世间便有了光。

言传身教是孔子高妙的教育智慧。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
是引导人们向善。在他教导弟子的精彩言论里，有不少是关
于仁爱的。在《当仁，不让于师》中涉及了很多孔子教导弟
子的警语，看似是孔子在教别人如何做人，其实也是他对自
身的约束。他教育弟子：“当仁，不让于师。”即行仁义的
时候即使面对老师也不必谦让。以至于后来他给子游开“杀
鸡焉用牛刀”的玩笑时，遭到子游义正词严的反驳。玩笑之
间却闪烁着孔子教育智慧的光芒，润物于无声，育人于无形。
正是孔子的严于律己，他的弟子才会如此之优秀。这又让我
想到了与孔子同时代的西方智者亚里士多德所说：“吾爱吾
师，吾更爱真理。”虽然二人国别不同，但各自箴言都道出
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也更能体现孔子思想的先进之处。
我追求的是什么？我追求的是仁爱，我追求的是美德，我追
求的是真理！这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美好追求，正是他这样的
精神追求，如熊熊燃烧之火炬为人类社会照亮前路。

君子之德是孔子固守的理想人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
知》中谈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
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小人之过也必
文。”君子犯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知耻而后勇。小人
犯错：过而不改，欲盖弥彰。这一章主要讲述了人要认识自
己、回归自己；推己及人、换位思考；要从现象看本质。而
这些思想不管是放在哪个时代都很受用，尤其是关于如何对
待自己的方面，拿现在来讲，很多人喜欢附庸风雅，舞文弄
墨，搞一些浮华的表面功夫，但是真正的君子则会潜心修炼，
不断丰盈自己，裨补缺漏，最后学有所成。没有人愿做小人，
那就如孔子一般朝着圣和仁不断前进吧。“君子之守，子孙



之昌”，能固守本心者，终将泽被后世。

积极入世是孔子一生的孜孜追求。孔子所处的年代，大多数
人选择了隐居避世，都希望借助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
于桃源世外。“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他们大
都选择了小隐，“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
哉？”，孔夫子却剑走偏锋，选择入世。站在历史的坐标轴
上我们不能说孰对孰错，但孔子的积极入世思想又确实对后
世影响深远。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妨把“知其不可而为之”
算作一种褒扬。电影《孔子》中有这样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
孔子面对老子道：“先生的道是大象无形，超然物外，不限
于世间，而我的道则在人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更显其
精神之难能可贵。虽道阻且长，然这便是孔子的心之所向，
所以无悔！凡心所向，素履可往，生如逆旅，当一苇以航！

孔子与其弟子周游列国14年，他们之间早已生出了远超师生
的深厚情谊。孔子与其弟子平等相处，他们之间无话不
谈,“吾无隐乎尔”，互相学习辩论，诞生出不计其数的至理
名言，从而福泽当世，流芳千古，为我国思想史发展奠定了
良好基础。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更是成为后世几千
年君子修身养性的标准，影响深远，不可泯灭。

孔子是万世的师表，时代的智者，以一腔孤勇力挽这风雨飘
摇的人世间。正如鲁迅所说：“如竞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
的光。”即使风雨如晦，他也要手捧火种引吭高歌，何其快
哉，至死方休！

他生于人间，长于人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带着他的道
去了。他来时人间尚匆忙，他走时人间已清醒。

论语里仁篇读后感高中篇六

《里仁篇》是《论语》的第四章，是论语核心思想“仁”的
重点阐述，在《论语》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其阐述了仁的最



基本的存在范围，如何去做一个有仁德的人，君子与小人之
别，都是围绕“仁”这一是非辨别标准进行的。

开篇，孔子便提到，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孔
子说：“住的地方，要有仁德这才好。选择住处，没有仁德，
怎么能是聪明呢?”里，为动词，居住也。仁，并非只能存在
大道理中，也是存在生活琐事之中的。居住的地方人与人之
间的相处，居住地人们的修养，都可以上升为仁。人与人之
间形成社会，社会之风气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这便
是仁最本初意思。因而，要提升到仁的地位，必须要有一个
良好的氛围。这让我想起了，我学院所组织的学风建设月活
动，创造优良的学风，首先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境，
知者利仁。”孔子说：“没有仁德的人是不能长期安于贫困
的，也不能长期处在安乐之中。有仁德的人安心在生活中，
处处讲究实行仁德之道，聪明的人知道实行仁道对己对人对
社会都有好处。”没有仁德修养的人，在逆中只会失意忘形，
在顺境中得意忘形。而有仁德修养的人则会安贫乐道，富贵
不淫。真正的智慧，修养达到“仁”的境界，无论处于贫富
之际，得意失意之间，都会乐天知命，安之若素。此种仁的
修养，是要成为坚持不懈的信念才可达成。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孔子
说：“君子关心道德，小人关心田地;君子关心刑律法制，小
人贪图财利实惠。”君子是对于违背道德事情坚决反对，君
子爱财取之有道，而小人对于物质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不考
虑法律的制裁。这也可以联系到个人修养，对于眼界的问题，
也是对自制力的一种沉淀。很多人犯罪，并非不担心法律惩
罚的后果，而是被利益所蒙蔽双眼，看不到。其实小事也是
如此，学生虽然知道旷课，无节制的玩游戏不利于身心，但
是无法自拔于眼前的快乐，也只能接受自身前途的坎坷。我
们作为思政工作者，应该尽自我所能去提升自我眼界，完善
自我，提升学生眼界，教书育人。



“仁”，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实施起来任重而道远。

《里仁篇》是《论语》的第四章，是论语核心思想“仁”的
重点阐述，在《论语》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其阐述了仁的最
基本的存在范围，如何去做一个有仁德的人，君子与小人之
别，都是围绕“仁”这一是非辨别标准进行的。

开篇，孔子便提到，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孔
子说：“住的地方，要有仁德这才好。选择住处，没有仁德，
怎么能是聪明呢?”里，为动词，居住也。仁，并非只能存在
大道理中，也是存在生活琐事之中的。居住的地方人与人之
间的相处，居住地人们的修养，都可以上升为仁。人与人之
间形成社会，社会之风气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这便
是仁最本初意思。因而，要提升到仁的地位，必须要有一个
良好的氛围。这让我想起了，我学院所组织的学风建设月活
动，创造优良的学风，首先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孔子说：“没有仁德的人是不能长期安于贫困
的，也不能长期处在安乐之中。有仁德的人安心在生活中，
处处讲究实行仁德之道，聪明的人知道实行仁道对己对人对
社会都有好处。”没有仁德修养的人，在逆境中只会失意忘
形，在顺境中得意忘形。而有仁德修养的人则会安贫乐道，
富贵不淫。真正的智慧，修养达到“仁”的境界，无论处于
贫富之际，得意失意之间，都会乐天知命，安之若素。此种
仁的修养，是要成为坚持不懈的信念才可达成。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孔子
说：“君子关心道德，小人关心田地;君子关心刑律法制，小
人贪图财利实惠。”君子是对于违背道德事情坚决反对，君
子爱财取之有道，而小人对于物质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不考
虑法律的制裁。这也可以联系到个人修养，对于眼界的问题，
也是对自制力的一种沉淀。很多人犯罪，并非不担心法律惩
罚的后果，而是被利益所蒙蔽双眼，看不到。其实小事也是



如此，学生虽然知道旷课，无节制的玩游戏不利于身心，但
是无法自拔于眼前的快乐，也只能接受自身前途的坎坷。我
们作为思政工作者，应该尽自我所能去提升自我眼界，完善
自我，提升学生眼界，教书育人。

“仁”，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实施起来任重而道远。

论语里仁篇读后感高中篇七

这几天，我每天的读书时间，都捧着《论语》。

以前从《唐诗三百首》中阅读到了优美的诗句，从《三字经》
和《弟子规》中学到了最基本的礼仪，现在从《论语》中了
解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说到《论语》大家肯定就会想到古代人摇头晃耳读着“之、
乎、则、也”。我现在才知道古人能用几个简短的字句表达
出丰富的意思。

《论语》里面的小故事更是让我百看不厌。有“张检之俭”、
“知错就改的乐羊子”、“郑板桥”、“孔子拜师”等等。

《论语》这本书真让我受益匪浅啊！

论语里仁篇读后感高中篇八

这几天，我读了一本书，书名叫《论语》，它教了我怎么做
人、怎么学习、怎么对待自己的亲人。

《论语》是一个语录体文集。主要记载着孔子及其弟子的言
行，因此称为“语。”《论语》传到汉代出现了三种传本。
东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用的就是《张候论》的传本。

《论语》还是儒家的原始经典之一，要了解孔子和他的学说，



《论语》是最直接、最可靠的资料。

《论语》告诉了我做人一定要诚实守信、尊重他人；做什么
事都要其中勤奋，要持之以恒，不能半途而废；要为他人着
想；把国家看成第一；尊老爱幼……孔子的一句句话都真有
说服力啊 ！

《论语》当之无愧为我们的国学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