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十二章读后感(优秀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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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
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
来看看吧

论语十二章读后感篇一

趁着寒假的闲暇时间，仔细的诵读了这一本薄薄的小书——
《论语》。孔子提倡师生之间应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互相
启发，以收到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一部《论语》，实际上
就是记载他们师生之间互相问对、讨论的情况。它是儒家思
想的经典。它是我国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也可以说，它可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书。

孔子从他的政治、哲学和心理学观点出发，认为德育的主要
内容是仁和礼。他所说的“礼”是一种政治秩序，他所说
的“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当然，这种仁和礼是有上下、
尊卑、贵贱、等级之分的。所以他主张“为政以德”，这反
映了当时人的价值的提高和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特征。

启发式教育，现在的老师都不陌生。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是
孔子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欲教好，因材施。孔子还有一
个很重要的教育思想，那就是因材施教。由于孔子在教育方
针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招收学生时也做到来者不拒。治学
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
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博学而笃志，
切问近而思”。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锲而不
舍的治学态度吗？治学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
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其目的是
培养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让他们自己会学习。学习
的主动权必须交给学生，目的是发展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



举一反三。

处世："以真报怨，以德报德，率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
不怒。"因为内心的坦荡、自信、泰然而自内向外油然而生的
从容，宽容。孔子提倡仁爱，但他并不认为应当以丧失原则
的仁爱之心去宽宥所有人的过失。处世为人，除了要感谢帮
助爱护自己的人，同样也要感谢那些嘲讽甚至伤害过自己的
人，因为只有他们的嘲讽才更让人感觉至深，才更让人觉醒
与自强。《论语》告诉我们，要本着平等和理性的态度去对
待每一个人，且彼此间要留一点分寸。

交友："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是对我们的忠
实劝告，并提醒我们广交益友，不交损友，在与人相处的分
寸把握上应"君子之交淡如水"。慢慢品味才深深的感悟什么
才是"淡如水"，水的纯净与清彻。

论语十二章读后感篇二

记得读中学时，我们时常背诵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现在回想当时其实并未真正读懂，
因为就是在机械的重复文本内容。而有关四书五经的真正了
解来源于大学校园。清楚的记得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教授的语
文课程有《大学》，《论语》，《孟子》，《诗经》。我并
非是一个有才情的女生，但对于这些经典比较喜欢，可里面
的话语体系也仅仅是看个表皮，深层的含义自己并不通透。
再有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当时于丹老师关于《论语》的讲解，
大学时也曾经追过她的视频讲解，随后多多少少也在这学会
了修身养性，品味人生的生活道理。随之毕业，工作，接触
最多的人群就是学生。而如今，《论语》中所蕴含的哲理与
真谛又重新融入到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趁此机会，简单
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悟。

尽孝篇~父母与我之间的爱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翻
译出来就是孔子说："父母的年纪不能不知道，一方面因其长
寿而高兴，一方面又因其年迈而有所担忧。"也是告知我们要
记住父母的年龄和生日。因为尽孝，最不能等待。

要说为人子女者，父母的生日是哪一天，他们今年有多大了？
对于这个问题，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上来的。而我自己
内心发问，自知这一点其实做的一般。在我没有能力的时候，
父母的生日仅仅也就是知道，没有给他们过过。曾经不善于
言语，很少提，也很少给他们说声："爸爸妈妈，生日快
乐！"然随着年纪的增长，自己也有能力去为他们做些什么的
时候，发觉他们已然渐渐老去。但我有印象开始就知道每次
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她总会说："别光记着我，我的出生日是你
们姥姥的难日，你姥姥得多吃点好吃的。"后来在外上大学和
毕业后，每逢我过生日的时候，我都会给妈妈去一个电话，
用简单的言语来转告我对她的感激之情，而她也时常为之感
动。每年的正月三十，是我妈妈的生日，今年给她过生日的
时候是礼拜四，我早早的下班把订好的蛋糕取出来，然后回
家做饭。插蜡烛许愿的时候她在家问我："也不知道你姥姥在
老家吃的什么？"我听后内心莫名的一惊，只因我深知，我爱
着我的妈妈，我的妈妈爱着她的妈妈和我，她的妈妈爱着她
和我。每个家庭的温暖源自于爱你的父母，有家有父母才有
爱。

师生篇~师生平等互助的关系

孔子被誉为"万师之表",于丹老师这样说过："孔夫子教育学
生时就很少疾言厉色，他通常是用和缓的，循循善诱的，与
人商闕的口气。这是孔夫子教学的态度，也是儒家的一种态
度。"《论语》里关于孔子教学情况中有这样一则事例：沂水
春风。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天，孔子平和地对学生说，"我
年纪大了，不会再去从政了。平时都说没有人了解你们，假
若有人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想干什么？"子路抢先发言，然
后其他弟子一一作答。最后到了曾皙，曾皙说："我与他们三



位的志向不同。暮春三月，与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
谈论谈论学问，唱唱歌，跳跳舞，岂不快哉？"由此看出孔子
与学生相处是十分随意，气氛十分轻松。学生可以一边听同
学和老师对话，一边可以自己演奏音乐，自得自乐。学生可
以与老师大胆交流，畅所欲言，在这样一种平等民主的气氛
下，学生各抒己见，老师逐一点评，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师生
之间民主平等的关系。

不谋而合地所以让我想到了我们学校自然课堂的五要素：基
于关系的相遇与对话，基于自主的探究与发现，基于理解的
分享与表达，基于发展的激励与评价。在艾瑞德，陈琳老师
单膝跪在舞台上帮孩子拿话筒，张明老师跪在绿茵场上给孩
子讲游戏规则，高培丽老师看到图书馆鞋子湿的孩子用吹风
机将其鞋子吹干……我相信这些故事都是孔夫子的影子。因
为在我们学校：每个学生都是美丽的不同。我们站在儿童中
央，老师眼里有光，看得到每个孩子。学生心中有爱，脚下
有充足的力量。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也许，
我的理解和故事还远远不够，但我相信我会一点点成长，内
心的成长是人性的成长，也唯有人性取得了成长才会使自己
成为一个卓尔不凡的人。愿我们都可以以圣人的智慧去指导
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那必定是美好至上乐园的所在。

论语十二章读后感篇三

《论语》是这样的一部书，他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
载着孔子的若干学生的言语行事。

《论语》中学而篇第一中的第四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
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句
话就介绍了曾子的为人行事，意思是：曾子说：“我每天多
次反省：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尽力了呢？和朋友交往是不
是真诚呢？老师传给我的本事是不是复习了呢？”曾子每天



都反省反省，他这种勤于反思，时时注意加强自身修养的精
神是令人钦佩的。今天我也要继续发扬这种自我反省的精神，
不仅自己的事情，就是见到别人做事时，也要留心学习观察，
处处总结经验教训。

《论语》中学而篇第一中的第一章：子曰：“学而时习之，
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
亦君子乎？”这句话说了孔子认为学习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
但不只限于书本，更重要的是学习做人做事。这句话的意思
是：孔子说：“学过了，在定时的实习它，不也很高兴吗？
有学生从远方来（求教），不也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我
不怀恨在心，不也是君子吗？”

《论语》中学而篇第一中的第六章：子曰：“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意思是：孔子说：“后生小子，在父母跟前，就孝顺他们，
离开自己的房子，便敬爱兄长，不多说话，说则诚实可信，
爱人民，亲近有仁德的人。实行这些以后，有剩馀力量，便
去学习文献。”孔子的这段话，指出了古代对青少年行为的
基本要求，今天，学生要在这基础上对德、智、体、美、劳
方面全面发展。

读读《论语》似乎对我有许多的启示！

论语十二章读后感篇四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天蓝色的小书，白色的书脊，书身短小而
精悍，上面赫然印着二个墨色大字—————“论语”。这
本书朴实无华，却凝聚着灼灼无尽的智慧，影响着一代又一
代的人。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万物复苏的初春，我们班主任老师方爸
爸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共读《论语》。初读时，我的兴趣都在
那些精辟的译文上。慢慢的，我开始迷上这三言韵文里悠深



的内蕴与意义。我细细地读它，品它，这些文字如镜子般让
我明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也觉察了自己的不足。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孔子说：”把所见所闻默默地记在心里，努力学习而不厌弃，
教导别人从不疲倦，这些事情对我有什么难呢？”子
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
子者，是丘也。”孔子告诉学生们：“你们以为我有所隐瞒
吗？我对我们无所隐瞒！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
我孔丘的为人。”在《论语》里也强调，尊敬师长，懂得长
幼有序，要学礼懂礼等。这点，带给了我很大的感触，因为
在我的成长中有许多德艺双馨、温柔和蔼的老师教育我，帮
助我。他们无私奉献，孜孜不倦，任劳任怨，在我心间播下
了美好的种子，他们让我心生敬意，尊师成了我品行里特别
重要的部分。

我们的班主任方爸爸已经执着地在三尺讲台精心耕耘了近三
十年了。但是，他把每一天都当作他最重要的日子，把每一
个学生都当作他最亲爱的孩子。他用智慧与情怀谱写最美的
师德篇章。我常常看见他在办公室里伏案凝眉，埋头苦作的
样子；我也经常听到他与别人交谈时饱腹诗书，虚怀若谷的
话语；我时刻感受到他对我们的悉心关怀与温暖呵护；我还
看见过他在教室里废寝忘食，毫无怨言地改着同学们的作
业……我对方爸爸充满了敬意，每次课后在校园里，远远看
见方爸爸，我都有女儿见到父亲般的亲切感，当我大声地喊
着：“方爸爸！”他的脸上立刻会漾起一个大大的微笑，那
朵微笑，含着满满的欣慰与慈爱。

还有敬爱的数学向老师，英语miss张等诸多老师她们用自己
精湛的专业，为我们播下美丽的知识种子。在生活上，她们
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呵护我们；当我们犯下了错误，她们
会有恨铁不成钢的焦灼，更有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教诲；
当我们取得成绩时，她们会难掩喜悦之情、欣喜，欢跳。她
们与我有着老师的恩泽，亦有大姐姐般的情谊，让我尊敬不



已，我也用自己良好的品行，优异的成绩努力的去回报她们
对我的爱。

论语十二章读后感篇五

第四章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第三章孔子说仁者能好人恶人。那么，如果自己仁的还不圆
满的话，自己会有什么后果呢？如果这个语境还原可以肯定
的话，那就是说孔子认为即使自己的仁不圆满，但是如果志
于仁，则做事为人就不会作恶了。

什么是志呢？根据《汉语字典》，志作名词，属于形声结构。
从心，士声。战国时“志”从心、之，之亦声。意思是心之
所往。其本义为志气、意愿，亦谓心之所向，未表露出来的
长远而且大的打算。《说文解字》解释“至，意也”；《国
语·晋语》释志为“德义之府也”。《论语·学而》说“父
在观其志”。《孟子》则曰：“夫志，气之帅也。《荀
子·解蔽》说》“志者，臧也”。《毛诗序》又说：“在心
为志。”志作为动词，意思是有决心、有意志于什么，专心
于什么。《论语·为政》就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此处
志于仁与志于学属于同一用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一
个人决心以仁为本，把仁道作为处事做人的根本，那么，就
不会做恶事了。”

什么是恶呢？《说文解字》说“恶，过也。”《周易·象传》
有“君子之遏恶扬善”语；《荀子·王制》则说：“元恶不
待教而诛”。古代有十恶不赦之罪。仔细体悟孔子“苟志于
仁矣，无恶也”的思想，其意义就应该是：“如果一个人有
决心行仁道，则不可能犯什么大恶之罪了。”其实，生活中
行仁道、做仁事才可能是整个社会和谐安康幸福，否则的话，
人人无仁道可行，仁事可做，世弊就会丛生。正因为没有十
全十美的社会，正因为有多元价值存在的可能，甚至现实中
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样态，所以儒家不求人家报德，以直报直



即可，人人行仁道，生活中可能因无知而有过，却不至于主
观生恶、戕害生命。如果说某高校大学生药某开车撞人致伤
是过，但是拔刀杀人就是恶，无论药某说什么，都不足以抵
命。甚至药某的某些同学还联名保药某，足见这些人多么麻
木不仁，多么不义，违背社会公正的大义试图维护个体的江
湖义气即是不义，何有仁在？正因为药某寡仁少义才使得类似
“他爸是李刚”的悲剧一再上演。这不是西学心理学能够解
决的问题，解释的问题，而是从家庭到社会学校缺失“以仁
为本”的教育所致啊！

朱熹说：“其心诚在于人，则必无为恶之事矣”就是这个道
理！朱子引杨时的话“苟志于仁，未必无过举也，然而为恶
则无矣。”古今同理，学校不教育学生做人的道德底线，家
庭缺乏道德关怀，社会以缺乏道德的做法为个性，以唯利是
图为创新。那么，现在的大学生怎么会兴仁感恩呢？感恩教
育不是徒具形式，而是要发明人的仁性啊！

论语十二章读后感篇六

不知道哪天开始，班级里同学们开始满口的之乎者也，一会
儿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一会儿有一句”君子坦荡荡，
小人常戚戚“，得我一头雾水。好不易 知道了这都是同学们从
《论语》中引用来的，我怀着满腹的好奇找来了这本书，薄
的一本，寥寥几千字。可就是本书，去让我从中获益良多，
受益匪浅。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他这样一个学识渊博
的大文学家、大教育家眼中，每个人也都有他们自身的长处。
孔子尚且如此，那更何况我们呢?从这 里让我明白了，与人
交往相处，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同时更应做到”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学些那些好的，摒弃
那些不好的。

在学习方面，《论语》这本书里我更是看到一句句好句，”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 厌。诲人不
倦“。孔子告诉我们学习要多思考，要从学习中获得乐趣，
让学习变成一件快乐的事，要时常回顾自己所学过的，要温
故知新。

《论语》就像一位谆谆善诱的长者，耐心而仔细的教着我们，
怎样和朋友相处，怎样做人，如何尽孝，如何学习。每每翻
阅都有新的收获，我想这本书会一直陪 伴我，人生的道路上
它势必会为我的扬帆起航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论语十二章读后感篇七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
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
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
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
《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

还记得第一次接触《论语》是在刚上初中的时候，它是一篇
需要背诵的课文，可是背起来甚至没有接触最多的现代文那
么拗口，反而更加易懂其中所蕴含的道理，比现代文更容易
背诵。虽然仅仅只有十则出现，但是就只默念过几次，我似
乎就已经感受到了书里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奥妙，它引起了
我的好奇心。就是这一次的“遇见”，激发了我刨根问底的
内心。我便买了一本全本的《论语》，细细品读其中所创造
出的“文明世界”。

《论语》里面讲述的是关于如何做人、关于君子人格的塑造、
关于学习、关于教育、关于政务、关于治国与安邦以及关于
中医的一些知识。其中便有一些脍炙人口的名句，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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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等等名句，都是出自其中，甚至可以在里面悟出很多为人
处事的道理和方法。

有一天我和朋友去一家餐厅吃饭，我洗完手出来没有烘干，
无意地甩了甩，没有想到，原本看似高尚的两名妇女贸然摆
着凶恶的面目对着我破口大骂：“你们在干什么！一点文明
礼貌的美德都没有，看把我的衣服弄脏了，一点家教都没
有！”她们说得很粗暴。我刚想发火。这时，我突然想到
《论语》中的一句话：“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 这句话是指有一次孔子对季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
用天子的舞蹈阵容在自己的宗庙里舞蹈，这样的事可以容忍，
什么事不能容忍？”。毕竟，容忍也是一种美德，更何况是
我的不对呢。想到这里，我连声道歉：“对不起，我不是有
意的。”她们可能没有反应过来，过一会儿也红了脸，似乎
为刚刚的言行感到不妥。“呵呵，其实我们也不应该那么凶
的，再说你可能也是无意的。”说完，我们都相视一下，露
出了笑容。回到座位上，想到刚刚的一切，又想到《论语》
教给我的道理使我避开了那无谓的争吵，能互相谅解，不引
起纠纷，真的是像书中讲的那样，只有遵守文明美德，人与
人之间才能相互容忍，做一个“君子”，世界才能“和平”。
这便是阅读带给我的快乐啊。

谈论一个人是否真正有素质、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不在于那
修饰的外表，真正在于内在，发自内心所表达出来的气质。
做一个像孔子那样注重内在修养，有文明美德的有素质之人，
何尝不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乐趣和分享。

论语十二章读后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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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