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学说读后感 儒家经典论语的读后
感(精选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儒家学说读后感篇一

论语一书是由孔子弟子及再编传而成的，记载中国古代的伟
大思想家孔子言行的书。读过这本书可以看出，书的内容十
分丰富，涉及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以及学习和做人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对我们有很大的影
响。

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伟大的教育家。因此他在书
中也总结了他的教育思想，主张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要求
学生独立思考，强调在学习上的主动。这一点与现在的教学
方式很相似，都重视学生的思想，并且启发学生。

论语虽然是一部关于教育的一部书，但它的语言也很有特色。
这本书的语言简洁，篇幅短蝎悍还特别注意用语言来表现人
物的个性，使人物形象十分鲜明。论语还善于用修辞手法来
记载孔子的言行，以此宣传孔子的思想和主张。这比单纯的
说教更生动形象，易于被人们所理解并接受。

作为青少年，读了这本书，对我的学习以及以后的人生道路
有很多启发。它的教育思想和做人做事的主张也都很符合当
代的社会生活。论语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也是
世界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阅读和学习。



儒家学说读后感篇二

我们都知道百善孝为先，一个人想要成为君子，就要先对自
己的父母，兄弟恭敬。孔子认为，一个人除了生病一定会让
父母操心之外，其他都不能让父母操心，这样才是真正的孝。
这使我感触颇深，自己几乎没什么事能让父母不操心，我还
是需要尽更大的努力才能做到孝啊。

一次，孔子给他的学生们上课，他问曾子说：“曾参，你知
道我一贯的作风是什么吗?

曾子说，我知道。孔子于是高兴的走了，其他人问他孔子的
一贯作风是什么，曾子说，是忠恕之道呀。忠与恕，便是孔
子的作风。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一个人只有把别人放在自己
心里的中心才能做到忠，一个人只有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思
考才能做到恕。很多人一生都背负着仇恨，是因为他一直无
法宽恕别人的过错。在古希腊，有这样一个神话，大力神赫
利克勒斯发现山路上有一只袋子，于是想打破它来显示自己
的力气大，但是它一直没能成功，而那个袋子反而越来越大。
这时，一为哲人告诉他说：“这是仇恨袋，你越击打它它就
会越大。而生活中的我们是不是也在不停的击打着放在自己
面前的那一个个仇恨袋呢，最后我们不但没能击败它，却使
自己的心情更加糟糕，这就更加得不偿失了。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当中也告诉我们许多治世的方法，
孔子认为，执政者只有先做出榜样，他所下发的政令官员才
会执行，百姓才会顺从。这也提醒我们，一个人如果自身不
够优秀，又怎么能去领导别人呢。

论语能告诉我们的还有很多，我所感悟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
角罢了。我就用孔子的学生子路的话来结束本文吧，孔子的
学识好象高墙中的华丽宫殿一般，我们又如何与他相比呢。

　



儒家学说读后感篇三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孝敬父母和长辈，
关心爱护兄弟姐妹;其次，一切言行中，要谨慎，要讲信用;
和大众交往时要平等仁和，要时常亲近有道德的人，向他学
习。假期中，我做到了尊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听他们的话，为他们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今后，我会更多
的学习《弟子规》中的知识，更好的理解。

《弟子规》对我的帮助很大很大，今后我一定把他背的熟熟
的，作为我以后行为的量尺，相信在这个好朋友的监督下，
在我自己的努力下，我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小学生!

我觉得学习国学，就是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能让我们更文
明，更有礼貌，更懂事，更有利于我们现在的小学生成长。
所以我以后要多读书，特别是国学方面的书，多学习中国的
传统文化，等我长大了，好做一个传播中国国学的学者。这
本书产生的时代毕竟是封建社会。有它的历史局限性，我们
要站在现今时代的高度评判学习这本书。有继承，有摒弃，
传承健康的历史文化精髓，维护民族文化遗产，使中华民族
的精神永远流传下去。

儒家学说读后感篇四

我读完论语，也算是对论语有了些了解，还有了些兴趣，感
到孔老夫子既有学问又有思想，一部论语注释流传至今好几
千年，被人们捧若圣经，怪不得誉为“半部论语治天下”。

都说孔子弟子三千，贤士七十二，孔子最喜欢的莫过于德行
优异的颜回了。而我和孔子的品味就偏偏不一样。我喜欢的
既不是以德行见长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也不是
以一言语见长宰我、自贡，更不是大政治家冉有、季路和文
学家——老挨批评的的子游、子夏。我印象最深刻的除孔子
外，也就是公西华了。别看他的笔墨不多，但他绝对是最受



欢迎的一位了。孔子对他的评价是：

“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就是说公西华很善言辞，如果他生活在现代，应该是一个出
色的外交官弄不好当上外交部长了。据说他当年白净的脸上
长着有型好看的络腮胡子，比现在的电影明星还帅啊。像他
这样仪表堂堂能说会道的男人，即使没有得到孔子的重用，
在当时，怎么着也算得上是特别得体的了吧。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
曰：‘与之庚。’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子活齐也，
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从这段故事里可看出，当年公西华在那个大家庭中扮演着什
么样的角色了吧。受欢迎，那是不用说的。不然分米的人怎
么主动要求给他家那么多米?富贵，那更是显而易见的。既然
他已经到了“乘肥马，衣轻裘”的程度，在那时还有几个比
他更富的?现在又有多少人开着宝马穿着裘皮大衣的?在史书
上，似乎没有记载公西华家世的。也就是说，他绝对不
是“富二代”。公西华的富贵，应该与他的能力与才干是分
不开的吧。

“自贡问曰：‘乡下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
也。’”“乡下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下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儒家学说读后感篇五

孔夫子曾经说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及“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诸如此类的话，并且还说过“吾
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一直活到了七十二岁，五十七年的
经历使他仁德兼备，学问渊博，成为冠绝一时的大学问家，
大思想家，可谓是震古烁今(不敢说后无来者，也起码是前无



古人了)。以如此身份，当他的高足问他时，他的回答竟然
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完全有足够的资本炫耀自己的大学问家，孔子还有
必要孜孜不倦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探索中去吗?
答案是肯定的。

孔子的特点不是探求天地万物的具体性理，而是探求社会与
人生的具体性情。因为世间万物的客观规律也许是有限的，
但是人的具体感情是无限的。作为有限的“人”，探究的是
无限的“人”，这也正是让孔子感到学无止境的原因。人的
性情举止，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每探究出新的内容，
就打破了原来的旧的规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去了解人性，才是最困难的。
而孔子最精辟的论述，也自然而然体现他对人性的入木三分
的见解。

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这
一点上，和孔夫子几千年前提出的主张“仁与德”的观点不
谋而合，两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为什么相隔千年，提出的
观点却是惊人的相似毫无疑问，两人都是把“仁与德”当作
自己去不断努力实现的目标，不断的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
修养与品德，这是有必然性的。

为了学习，可以三月不知肉味，这足以见孔子的勤奋，可如
果仅仅是勤奋，恐怕孔子就不会如此得到世人的尊敬了。他
的好学表现在方方面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谦虚;我不
如老农，我不如老圃，这是实事求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这是一种乐观。他的学习精神，不仅仅限我们常人的思维：
这个是学问，那个不合适。孔子会以最博大的胸怀，去接容
包纳世间万物，这就是我们所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