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十则读后感(实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论语十则读后感篇一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c哉?人焉c
哉?”(为政)子曰：“德不孤，必有邻。”(里仁)人在社会中
不可能是孤立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外部看，考察一
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就可以推断出这个人属于哪种类型。从
内部看，人只有在朋友中间才能找到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不
同于家的感觉。除了情感的寄托以外，“家”还有天然的血
亲关系加以维系。朋友圈则不同，友情不仅可以满足情感表
达交流的需要，还可以使人获得价值上的认同。纯粹的友情
总是靠共同的取向得以维系的。一方面，我们通过朋友这面
镜子，了解自己是谁;另一方面，我们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产生
共鸣。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
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
多贤友，益矣。”(季氏)纯粹的友情带来的是超脱功利的快
乐。

《论语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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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十则读后感篇二

《论语》的交友观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挖掘，但有一点好像没
有涉及到——如何处理一个朋友群的关系。即，几个人彼此
都是朋友，三五成群。这里面就不仅存在单纯的两两交往的
问题，还包含更复杂的一对多，多对多的问题。

说了这么多《论语》中的交友观，由于《论语》主要记载的
是孔子的思想，我倒对孔子的朋友产生了兴趣。我想孔子应
该有很多朋友。单就《论语》来看，我却只找到两处。一处是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
是为贼。’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
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
者也，欲速成者也。’”另一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朋友死，
无所归，曰：‘于我殡’。”后者不知从何考证，前者看来
只是孔子所“和”之人，并非所“同”之人。孔子有没有纯
乎价值认同的“知己”呢?仅看《论语》，似乎没有。子
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如知子也?”子曰：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退
而求其次，孔子的学生中有没有人能充当这一角色呢?有时，
师生关系也可到达一种朋友关系。

论语十则读后感篇三

《论语》这本书虽然只是一些只言片语和对话，但却包含了
文，史，哲，人生，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

《学而》一篇中孔子谈到孝悌忠信等行为规范和做人的原则。



比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孔子看来，孝弟乃做人
立世之根本。每个人如果对父母不尊敬侍奉，对兄长不听命
维护，社会就乱套了。孝，悌，忠，信，是孔子经常涉及到
的命题，也是孔子用以衡量做人的尺子。用今天的道德标准
衡量，这些虽然并不是全都适合，但基本是合理的。毕竟跟
封建社会不一样了，现在的人有了自己的规范，例如我们反
对古人的”愚忠“、”愚孝“。

几千年过去了，可是孔子在做人与学习的关系问题上，所强
调的做人第一，首先做好人，到现在依然受到肯定。

《为政》一篇也谈到了人生的修养。孔子把孝的问题，礼节
的问题，忠信的问题，义勇的问题看得很重。认为一个人不
具备这些品格，就谈不上有道德，也就无法立足于社会，更
无法治理国家。另外，孔子对许多日常言行举止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

1、”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止，是知也。“孔子向我们强调
了做人要实事求是，别不懂装懂。

2、”先引其炎而后从之。“则教到了我们要有重视实际的求
实精神。

3、”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表露出
孔子轻言重行的倾向。

论语十则读后感篇四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时空的以前现在将来在同时进行，于
是在地球的某一处，我们便有了一个交点。我希望他也能甩
掉这个坏朋友，语文成绩和英语成绩能芝麻开花——节节高。
”他胸有成竹地说：“答上了，一百分没问题；”妈妈闻讯
赶来，拿起鸡蛋，觉得很可疑。



这则论语是说：经过了寒冷的冬天，才知道松柏是最后一个
落叶的。它告诉了我们：只有经过艰苦的环境的磨炼，才能
更加体现出人的毅力和意志。

有一次帮母亲拾柴火，伙伴们陪着我一起去。可那些树枝却
是长满了尖刺，朋友们时常被扎得鬼哭狼嚎，我的手也难遭
厄运，被扎出一道道伤口。渐渐地，伙伴们放弃了，便劝我
陪他们一起玩。我看看身旁满头大汗的母亲，咬了咬牙，一
口回绝朋友，又埋头干了起来。

下午回到家里，妈妈替我挑出手中的小刺，夸奖了我。那时
的我，手上的疼痛依旧掩遮不住心中的喜悦。

不经风雨，怎见彩虹？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经历过逆境。逆境中的挣扎求存固然是
痛苦的，更是难熬的，也是辛酸的。可是，只有在逆境中我
们才能进步，才能磨炼自己。

古人有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这个社会里，你不逆流
而上，只在原地踏步，别人就会超越你，适者生存这个道理，
人人皆知，我们应该学会磨炼自己，不管条件怎样恶劣，环
境怎样艰苦，我们都应坚持下来，做一棵不惧“岁寒”
的“松柏”。

风浪越大，九越戳越勇，任凭他的摧残击打，我们都要逆风
飞翔。

论语十则读后感篇五

这个寒假，我又温习了《论语》，通过学习，我对《论语》
有了更深的理解。

《论语》一开始就提到了”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老师
曾告诉过我们，这句话的意思是：已经学习过的知识，常常



温习，一定会十分愉快。后来，当我学到一些知识后，都会
主动的多复习几遍，每次复习都会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对
别人提到的相关问题也能很快的回答，我高兴极了。

《论语》还说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
说”一味的读书，而不思考，只能被书本牵着鼻子走，就会
被书本所累，从而受到书本表象的迷惑而不得其解。而只是
一味的埋头苦思而不进行一定的书本知识的积累，进而对知
识进行研究推敲，也只能是流于空想，问题仍然不会得到解
决，也就会产生更多的疑惑而更加危险。“这是孔子提倡的
学习方法，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才能学到有用的真
知。现在我们正处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面对浩瀚的知识海
洋，盲目的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学到有用的知识的。只有在学
习中思考，使知识深化和升华，才能真正掌握到有用的知识，
服务于社会和人类。

《论语》就是这样一本书，它用朴实的语言教给我们做人的
道理，告诉我们学习的方法，认真的、反复的阅读这本书，
总能给我们更深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