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读后感(大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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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
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孟子读后感篇一

今日我读到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
所在。”我顿感心门大开。

孟子说：“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
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孟子认为，说话不必拘泥
于世俗所谓的守信，行为不必拘泥于世俗所谓的有始有终，
最重要的是以道德的大义所在来引领自己的言行。大义所在，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我这段时间有时候为这个事情烦恼，因为我前段时间被一个
朋友说我不信守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做事半途而废。我先不
管他说的有理无理。但是我觉得自己这方面确实不够好，有
时候，会做一些让人失望的事情。

孟子的话，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应该从我做事的目的开始，
如果我做的事情是符合大义的，一定会信守自己的承诺，把
事情进行到底。而有时候，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不必放在
心上。我以后要是想做一个信守诺言，做事有始有终的人，
定当将自己所做的事情，做在正途上，行在大义上。

有时候碰见别人不能信守自己的诺言或者半途而废的时候，
那得看看我们要求他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大义。

有时候我们经常像圣经里的法利赛人一样，用小义来标榜自



己，“看见了没有，我都没有违反自己的诺言。我做事都会
坚持到底的。”我们也要他人在所有事情上都要遵守承诺，
坚持到底。试问我们所要求他人的承诺和事情都符合圣经上
的教导吗？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人是义人。耶稣来是给人带
来拯救和自由。

我今后要自由的活着，那些要我在小事上同样遵守他们规矩
的人都见鬼去吧。合乎圣经上的教导，我都会听从。

我活着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但是我要是没有这么做，求神的
怜悯我，为我赦罪，使我得自由。

小小心得，如若理解出错，请大家留言纠正！

孟子读后感篇二

孟子是亚圣，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也是儒家杰出的代表
人物，。

人的本性而言，宋代以后学者一直认为"人之初，性本善"。
傅佩荣先生经过研究认为，孔子、孟子都没有认为"人性本
善"。而实际人性并无善恶，只有"善的倾向"，即孟子相信"
人性向善"，人性是种倾向，说明人生是开放的，永远是一种
对自我的要求，且此种要求由内而发，不是由外在给予的，
因此，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实现自我向善的本性。这就不难于
理解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为何总是不辞辛苦，以天下为已任，
周游列国，不可为而为之，推行自己的"仁""仁政"思想，并
以此为乐。他们的思想是站在了泰山之巅啊！傅佩荣先生总
说，人活在世界上，就要经由不断的努力奋斗，使自己越来
越好，人性向善，行善，人格越来越高，这才会享有真正的
快乐，最大的快乐。

我们要学习孟子的"浩然之气"。我们都知道孟子的几句名言，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人性向善"，人的价值当然是由内而发，但个人价值的实现离
不开环境，不可忽视环境的因素，人的价值必须落在人际关
系的网络中才能得以实现。孟子宣扬的"仁政"思想在他生活
的年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孟子从未言弃。他有那份自信，"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这些话两千年来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对于我们凡人来
说，工作学习中也要做好每一件小事，即使是最微末的细节
也要全力以赴，在工作中成长，等到时机成熟，自然水到渠
成，"天降大任"，有承担大任的一天，发挥自己的人生价值。

孟子读后感篇三

原文：

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
也。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
何若有人？

释义：

一个人的生命本来有道，但没有反省自修，反而迷心逐物，
向外驰求，一辈子随波逐流不知去向何方，就变成平常人，
也就是凡夫、众生了。

如果作人做事，不知随时随地反省检查自己过错的话，德行
是不会有所进步的，如果能时时自我反省，发现自己的过错，
那么这一天活着的生命就是有耻，就是有惭愧心。假使犯了
过错，不但不自我反省，反而自我辩护认为没有错，甚至推
过于别人，也就根本无惭无愧了。



有惭有愧之心，是平常进德修业最大的关键。佛家学说也是
如此，认为惭与愧，是人生修养非常重要的善行。有些人，
非常聪明伶俐，做错了事，自己运用机心，很巧妙地为自己
辩护，肯定自己没有错，这一类人，就是用心极不诚实，非
常狡猾的人。惭愧两个字，对这种人根本用不上。当你不如
人的时候，假如自己还没有惭愧心，那你怎么能够做到和人
家一样呢？人都有好胜上进的心理，看见别人比自己好，却
困于自己的坏习惯，只是自卑，不肯自求进步。其实，不必
怕不如人，只要发一个惭愧、有耻之心，自己努力，别人也
许十日能做到的事，自己百日、千日总可以达到与别人同样
的程度吧，甚至超越。可是一般人，往往不会自我承认无耻，
反而容易犯自卑感的毛病，其实能够有自卑感，已经是有知
耻的动机，但是必须要拿出勇气，不要被自己的自卑感淹没，
更要奋发向上进德修业，作人做事要这样，修养心性更要如
此。

读后感：

先贤所讲的无耻之心在哪里？惭愧之心在哪里？在食品安全
问题上，道德和良心已经完全没有了底线。

好在我们还有油条哥、托举哥以及无数的志愿者和好心人，
在这些道德模范的引领下，每个人都应心存善念，心存惭愧
之心，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时一定要想想这样做能否对得
起父母、对得起祖宗、对得起自己的天良？能否不让别人批
评我、指责我？用内外的力量约束自己。

相信人只要有惭愧、羞耻心，就自然会守礼，自然能够尽义
务，企业效益自然会提升，社会环境也自然会和谐。所以从
当下做起，从自我做起吧。

孟子读后感篇四

在当今社会，理性早已经被遗忘，随意的抨击他人，随意的



下定结论，甚至因为缺乏理性而导致走向不归路。

无论何时何地何种事情，缺乏理性，就是缺乏思考。

不论网络毒鸡汤还是自我的虚荣心，都是缺乏理性的表现，
才导致很多人迷茫与无解。

所以，只有做到三思而后行，方可做到理智。

孟子读后感篇五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

曾皙爱吃羊枣，而曾子却不忍心吃羊枣。

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

公孙丑问道：“烤肉和羊枣哪一种好吃？”孟子说：“当然
是烤肉。”

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
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

公孙丑说：“那么曾子为什么吃烤肉而不吃羊枣呢？”孟子
说：“烤肉是人人都爱吃的，羊枣却是个别人爱吃的。正象
避讳时只讳名不讳姓一样，姓是很多人共有的，而名是一个
人独有的。”

[得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各性，只要
这个各性不出去伤害别人就可以尊重。美国西方的各性是以
民主为大旗坑别人点钱财。印度泥贺鲁和魔笛的各性是看谁
家钱财和媳妇都像自己的，楞楞磕磕不知道自己实力，也不
需要民主大旗直接取，挨揍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样的各性



就不用评价了。

孟子读后感篇六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孟子》这本书，这是一本能教
育我们怎样做人的书，同时也是一位良师益友。所谓闻名不
如见面，今天，我就有幸读到了这本能让我们终身受益的书。

关于教我们怎样做人的书我读的不多，但也涉猎过一些，比如
《三字经》、《弟子规》等。但这本书对我影响比较大。这
本书主要写了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身边
发生的一些故事，我读后受益匪浅。

在这本书里有几个故事深深地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有一个
故事叫做《师友之道》。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交友要做
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孟子说过“父子有亲，群臣有
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心”，这“仁、义、礼、
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法则，为政治应率
先垂范，身先士卒，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通过读《孟子》
这本书，使我真正的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爱这本书，我不
会忘记它的。

孟轲的文字，已经是论点论据俱全，长于说理，不若《论语》
般读整书方知逻辑，也不若《道德经》玄妙牵强，读起来萌
化感比较强。《孟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先从一般事物说
起，再慢慢引出道理，让别人不知不觉间承认自己的错误。

“民为贵 , 社稷次之 , 君为轻”。这是孟子的重民思想。
真是啊，广大的人民群众又怎么能忽视的呢？《荀子 ﹒ 王
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多大的江山也能保住吗？“乐民之
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译：君主



把百姓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快乐当
作自己的快乐；君主把百姓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百姓也
就会把君主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这个思想一直延续到现
在。以人为本，“三个代表”，党的宗旨，无不是 “民为贵
, 社稷次之 , 君为轻”的体现。

《孟子》中有许多具有哲理性的句子。“劳心者治人，劳力
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译：动用心思
的.人治理别人，动用体力的人被人治理；被人治理的人养活
别人，治理人的人靠别人养活。

孟子经常用一些完整的小故事、寓言来表达自己地观点和看
法。而这些小故事和寓言就慢慢变成了今天我们常用地成语，
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再作冯妇”等等，
可见孟子思想对我们地影响对我们来说不可不谓深厚。

孟子所说的“揠苗助长”演变到今天一般都说成是“拔苗助
长”，但说的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孟子认为教学和学习知识
如同植物生长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必须循序渐进，而不
能揠苗助长，急于求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长也。无若宋人然。”一定要不断地培养义，心中不要忘记，
但也不要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它生长。不然就会像宋人那
样“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把自己累得不行不说，还枯死
了禾苗，得不偿失。要想幼苗茁壮成长，只有勤于耕耘。不
愿耕耘，拔苗助长，必然失败。就像人的成长与发展一样，
同样要遵循规律，通过自身的努力使自己的根基一点点变得
牢固，才能吸收更多的养分，成长得更好，由一颗幼小的树
苗长成一株参天大树。孟子在告诉我们做事情要遵守规律的
同时还提醒人们凡是应顺其自然，适应事物本身的发展的速
度和方向，正所谓：“其进锐者其退速”，即是继承了孔
子“欲速则不达”的思想。当我们太想办成一件事的时候，
往往急于求成而显得过于浮躁，沉不住气，冒冒失失的前进
就失去了方向和重心，把握不住事物前进和发展的速度，方
而更容易迷失方向。()孟子的观点就好像力的作用和反作用



的道理一样，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力越大，那它产生的反作
用也就越大。同样，如果我们在一件事情上倾注了太多的精
力和心血，付出了太多的努力，那我们必然抱有更多的希望
和企盼，而一旦事物的发展出乎我们的意料和想象，那我们
将比用平常心对待一件事物的时候更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
所以凡是我们不必看得太重，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尽最大
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这样，当事情成功时，我们才不致
于过于高兴，被成功的喜悦麻痹了清醒的头脑；在事情失败
时，才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不致于过于失望和难过而丧失
了前进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