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论语十二章(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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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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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论语十二章篇一

《论语》之所以称得上是经典，是因为它将中国的国宝级别
的人物——孔丘，所言所行完完全全的记录了下来，真正的
讲述了中国千年以来所传承的正统学派的真谛，而且，其中
大部分还被现代华夏儿女所沿用着，不失为历经风霜而留其
真谛。

《论语》首先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学习。学不为人生中的
一件大事，人若是只懂得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话，蛮不讲理，
一无是处，那么，这个人就在这个世界上只起到了绿叶的作
用——衬托红花。《论语》首先就告诉我们一个铁铮铮的事
实，人要学习。首先要有兴趣，再者就需要恰当的方法，最
后，需要的就是持之以恒的动力。

《论语》讲孝：

孝道，在中国古代至今天都占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而在这
部著作之中，也毫无疑问的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人不孝则非
正人君子，此类人鲜矣，《论语》大概一半左右都牵扯到了
这个“孝”字，正因如此，后被公认为百家之正统的儒家学
派把孝道推广的非常广泛，巩固了孝道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政治，自古以来一直才是世界上真正占据主要地位的事，论



语中对待政治，主讲一个子——仁。对于政治来讲，要想成
功的治理国家需要什么？答案是得民心，若想得民心最好的
方法是什么？只有仁。这一点儒家的选择是很正确的，但不
知为何，儒家的政道并未被自古以来的各大王朝用于主要政
道，实是一件痛苦之事。论语，作为我们华夏民族不可磨灭
的传统著作，虽然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我
们的大部分习惯已经在儒家思想的驱动下变得儒化，中国人
心中孝为先，正是因为千古以来儒家思想的主导，与《论语》
在我们祖宗身上留下的习惯一直传承下来。《论语》是一部
语录体散文，记叙了千年以前我国大学者孔子及其弟子的言
行，成为我国的四书五经之一，其经典语句被我们流传至今，
可为宗矣。《论语》其实并不仅仅的记录了孔子以人的言行，
还有许多的是他弟子的言行，他的弟子无一不亦包揽群书，
通晓古今，人品正道，更有天赋异禀的弟子，在我眼中，他
们的成就决不亚于孔子。

人存世上，什么是最不可缺少的？朋友！这一点论语中就讲
述了许多，交友儒雅，友人高尚，就是一种激励自己向上的
方法，《论语》讲交的朋友要比自己强，这样才可以让自己
奋发向上，成为人中之龙。

对中国人来说，理解是十分重要的，《论语》中讲礼，不必
过分的拘泥，但又不可不遵，这就是《论语》对待里的态度，
实实在在的讲了最正确的对待理解的态度，可以为后人所遵
循，流转百世。

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之道，这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理论
中庸。说他世界最强毫不过分，因为世界上凡是都要讲究一
个尺度，而儒家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凡事不可偏激，
也不可太淡薄，所以我们正需要一个态度去对待这些无法分
化的特别明确的事情，那就是中庸之道。《论语》作为我国
文学艺术的瑰宝，对于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对于它，
世人也抱着神圣的态度去品读，也是我们华夏五千年历史的
一大见证，也是历史上不可动摇的一部分，被世人所称道，



《论语》不朽！

读后感论语十二章篇二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
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是在说：“孝顺父母，顺从长兄，而喜好触
犯上层统治者，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喜好触犯上层统治
者，而喜欢造谣的人，是没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
务，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孝顺父母，顺
从长兄，这就是“仁”的根本。“义”是在仁的基础上理解
的，即：一个人在社会中要做到为人所想，去帮助别
人“礼”让我想到孔子的一句名言“克己复礼”!大家要是都
谦让一点，不就好了吗?“智”我觉得就是知人之言为智!也
就是明白别人的道理，使自己更好的向前发展!其实，我们现
在都是在学习前人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我们只有了解了其中的
道理，才会明白自己在社会上的意义!当然对身边人的意见应
该是选择好的，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发展接受!“信”是我们一
直在提倡的诚信。

从我们的先祖开始就提倡“信”，而当今社会有时却缺失了
传统文化的美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发扬《论语》
中的道理。这样我们才能做一个“少年君子”我们要想真正
的建立和谐的社会，没有仁义礼智信不行的!希望我们的国家
越来越美好，社会越来越和谐!

论语乃修身阳性，人生之道，必读之本。学，是孔子教书的
首要。每一个人不论他是职位高低贵贱，只要他有值得我们
学习的地方，他就可以做我们的老师。孔子曰：“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不耻下问如今成为一种摆设。不懂得你问了
吗?如果你觉得像别人请教问题就低人一等，那你这样的学习
态度永远也学不好。真正的学习是用自己的主动，不卑不亢
的态度去请教，达到学习的态目的。学会了学习，学到了知
识，接下来就是学以致用灵活运用自己所学知识，把所学的



知识落到实处，正处。不要让知识去支配你!不要做一个被动
者，同时也要学会权变，让学习的知识，智慧，品德融为一
体!

还要善于反省自己，该说的话该做的事，说了没有做了没有;
不该说的，不该做的是不是也去说了也去做了!要以一个正确
的态度衡量自己，看清自己。我觉得这点对我影响很大!

孔子还有最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分享。雨果也说过，你有一
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彼此交换就有两种思想。新东方总裁
于洪敏的成就得益于他的众多朋友的支持，而知些朋友的支
持就来自于洪敏在大学时期的乐于分享，所以他需要的时候
他的朋友就从世界各处纷至沓来，成就了新东方，成就了俞
洪敏。

读后感论语十二章篇三

我读《论语》也只是因为选了《中西经典选读》这门课，于
是从图书馆借了这本书。

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我竟然不知出于《论语》。像“父母
在，不远游。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在其位，不谋其
政。道不同，不相为谋，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朽木不可
雕也。三十而立……”

我读《论语》这部书，当然不是想从中觅得修身、齐家的孔
门秘传。我只是在这部书中认识了一个迂阔率性、明知其不
可而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诲人不倦的孔子，一个食
不厌精、懂得生活乐趣的孔子。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常把孔子
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民主政
权处死的，据说是自由精神阻止他逃亡。但我更喜欢孔子的
直言不讳：“道不行，乖桴浮于海”，这同样是一种自由精
神。打开《论语》去读，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
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产生了孔子一个伟大的思



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
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
想――中庸之道。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
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是有必
要一读的。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9日
上午，孔子故里山东省曲阜市的杏坛剧场内传出朗朗的诵读
声。2000多名少年儿童齐声诵读《论语》中的经典名句和中
国历代名篇佳作明月高悬，孤灯一盏。橙黄色的灯光笼罩着
周遭的一切。我正襟危坐于桌旁，在这样一个宁静而又安详
的初春的夜晚，仔细背诵着一本蓝色仿线装的，薄薄的小
书——论语。

从辩论的角度看，孔子肯定是输了，而且输得心服口服。可
是如果从生活的角度看。孔子又是赢家，是大赢家。这是历
史证明了的，不是我说的。也许，真理本不是辩出的，而是
做出的。

孔子何以获胜，辩论为何不出这样的道理，我不知道，天资
太差，脑子太笨。但我知道孔子说了些什么，他说的是做人
的道理，生活的道理，生存的哲学！如果你是人，你生活在
一个群体中，不论你做什么：你去干革命，做领导，开公司，
或是你去当土匪，做强盗，当恶霸。如果你想做强，作大，
你就必须相信孔子说的，从这个角度说，孔子的道理，是永
恒的真理！ 说起生活的道理，生存哲学。我们中国人可是不
会陌生。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等级社会的生活经验，世界上
哪个国家也比不上。比如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权夺
利，互相倾扎，落井下石，背后捅刀，见利忘义，过河拆桥，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损人利己，假
公济私，猜疑嫉妒，暗地造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
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还有什么，大家补充。 总之，
我们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智慧，尤其是生存智慧。中国人是
适应力最强的生物，在任何的环境里都可以生存。并且还有



一整套自我娱乐的方式，我们是最喜欢内耗，窝里斗，最容
易忘记过去，最经常变得麻木不仁，最喜欢隔岸观火，充当
看客的民族。好了，不说了，鲁迅先生比我说的强多了，不
敢班门弄斧。

读后感论语十二章篇四

一只蝴蝶飞到我身旁，我好奇地想要抓住它，正要伸手，蝴
蝶却飞走了。不知不觉中，时光回到了20xx年9月1日的清晨，
我和妈妈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学习《论语》。经过近一
年的努力，我学完了《论语》，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
君子”。

我喜欢《论语》里的孔子，一个长相并不出众，但很有文化
的君子。孔子的儒家思想，充满智慧，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
位谦谦君子。《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留下的许多经典句子，
每个句子里都蕴含着许多哲理，其中我最喜欢：“言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这句话的大意是：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那
么就没什么值得肯定的了。在我们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做
清洁时，同学们却发现班里没有扫把了，班长说：“我去买
吧，你们等等我。”同学们相信了，但直到第二天，班长仍
然没有把扫把买回来，有位同学忍不住问班长，班长大笑着
说：“你们真信哪？我骗你们的！”同学们这才知道被班长
骗了，从此，大家都知道了班长是个不守信的人，改选时大
家再也不推荐他了。

《论语》中还有一些被人们错误理解的话，比如：“父母在，
不远游，游必有方。”但众人只记住了“父母在，不远
游。”好像远游的儿女都不孝顺了似的。这句话的完整意思
是：父母在时，儿女尽量别远出，如果必须出去的话，一定
要告知父母自己所处的方向位置，免得父母担忧。

虽然我把《论语》学完了，但是他书中的知识我还没有学透，
我要用一辈子去学习、练习《论语》里的智慧，争取成为大



家公认的第七十三位“贤人”。

读后感论语十二章篇五

学者朱光潜先生说：“华论语是一部绝妙的书，可以终生咀
嚼，学用不尽的。”

一个真正的君子，一个真正的仁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
背离仁德的。在当今社会上，有许多人都在富贵与仁德的取
舍中舍去了“仁”而失去了做君子的实质。这让我联想到了
自己的学习与生活，坚持一种道德，坚守一种信念最重要的
就是无论是身处困境，还是安逸，都不可放弃初心，而学习
也是一样。学习中，无论是马失前蹄还是遥遥领先，都不能
因失败而自暴自弃，也不能因佼佼而自大自满，要以平和之
心去面对，坚持自己的目标与初心，就如君子，似水一般有
德行，有傲，有志向。

在品读《论语》中，我发现那些看似深奥的道理有时就在生
活中赫然体现，就如这一句“见资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
也”。这句话告诉我们：见到优秀的人要向他学习，见到不
优秀的人要反省自己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如果人人都像这句
话中所说的那样，那么社会一定会无比和谐与美好。向优秀
的人学习，不断反省反思自己的问题是人与人交往过程中非
常重要的一点。我不禁幻想着开学时的场景是：步入初中。
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比我优秀的同学也许会有很多，每个
人身上都会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需怀揣着谦虚求学的态
度去和新同学，新朋发交往，我相信那样不仅可以学到新的
知识，也可以自我培育好的品质。

孝，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无素。在《论语》中，孔子与弟
子们也多次提起孝道。子夏问孔子孝是什么，子日：“色难。
有事，弟子服其劳看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意思
是说：侍奉父母经常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遇到事情，子
女去做；有好吃好喝的，让长辈、父母去享受，难道这样就



是孝了吗？”读到这句话，我不禁心头一震。原来我所理解
的孝道仅仅是满足父母的生活所需，在他们需要自己的时候
尽力做到让他们满意。但孔子则说要从内心尊敬父母，从眉
宇之间表现出和悦的神色和敬意，我的思绪渐渐飘远了，现
在的我，还没有能力赡养父母。但我却没有做到最基本的对
他们和颜悦色，基至有时候面对他们的说教会不耐烦，不服
气。看来孔子说“色难”是很有道理的啊！对父母时时刻刻
笑脸相迎确实不是件容易事。我实在是为自己之前对父母的
态度感到了深深的愧疚。我心中对自己默默说，我一定要做
到对爸爸妈妈和颜悦色，连孔子都说难的事情，我若是做到
了，那我也算是自己心中的半个孝子了吧！

《论语》中所教授的、讲述的真理都非常朴素，却又需要我
们反复咀嚼才能悟得真谛，导我言行，我现在的学间与能力，
也许无法全面的理解，《论语》中的所有道理，但是我坚信：
只要我坚持反复咀嚼，定会有更多的醒悟，助我走向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