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语感悟读后感(优秀10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想
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感
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论语感悟读后感篇一

俗话说的好：好曲不厌百回唱，好书不厌百回读。现代名著
是这样，古代人留下来的经典著作也同样如此，比如孔子的
论语就是一部很好的书！

《论语》的作者孔子也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孔子聪明好学，青年时期便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
艺。

现在通行的《论语》共20篇，493章，大部分内容为孔子回答
弟子们的提问；一部分不属于问答，只是孔子的言论。《论
语》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涵盖哲学、政治、经济、论理、
美学、文学、音乐、道德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孔子及儒家学
说的主要文献.

《论语》中的知识是无穷的,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每天回家都关
起房门苦读.后来家里人发现他的书箱里藏的只有一部《论
语》,有一次+宋太宗和赵普闲聊,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
《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实实的回答说：“臣所
知道的的确不超出《论语》。过去臣用半部《论语》辅助太
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辅助陛下，便足以使天
下太平！”

《论语》里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东方智慧，经过两千多年的洗
礼，已得到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认同，成为了世



界的财富。

论语感悟读后感篇二

透过“为仁由己”，我们知道人的主动性与负责性是“为
仁”之关键。依此思考“克己复礼”，则“克己”是“自为
主宰或能够自己做主”，“复礼”是“实践礼的要求”。合
而观之，一个人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仁”，
也就是“人生正途”。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此一来，不
必担心“欲望是善是恶”的问题，却把焦点转向人的主动及
负责态度，其中要点在于人的主体自觉。若以“克”为“克
制”，难免觉得自己处处都是毛病；若以“克”为“能够做
主”，则自我显示向善动力，可以主动负责安排人生。何者
比较符合孔子原意?我想是后者。因为“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
礼的要求”，其中已经包含了“克制欲望”在内。

颜渊再问具体做法，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
勿言，非礼勿动。”“礼”原是行为规范，规范常以基本的
要求为限。如此一来，以“克制欲望以符合礼”来解
释“仁”，未免过于消极，什么都不要做了。反之，“能够
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则在消极的“四勿”之外，还
可以积极的“合礼则视、听、言、动”。孔子岂是消极之人?
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又岂是“四勿”所能框限的。

论语感悟读后感篇三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教学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被学生们片
片断断记录下来。这些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由他的学生汇
集编纂，后来就成了《论语》。

寒假里，妈妈要求我读他有关交友的论说，以便对我今后的
交友起到指导的作用。同时，她又向我推荐于丹老师的《论



语心得》这本书，以帮助我理解。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
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在这段话里，孔子
教育我们两点，一是要交好的朋友，正直、诚实和见多识广
的好朋友值得交往，对自身有益。二是不要交坏朋友，溜须
拍马，不诚实和夸夸其谈的坏朋友千万不能交往，否则害处
很大。

怎样和朋友相处呢？孔子曰“侍君有三愆：言末及之而言谓
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我和
妈妈一起阅读了《论语》的原文和于丹老师的心得后一致认
为：朋友之间需要互相尊重和真诚，更要把握分寸，不能要
求对方一定要怎么做。

今后，我在交友时首先要注意礼仪，比如当我提醒同学脸上
有点墨迹时，要很有礼貌地个别跟他说，不要说很多次，也
不要冒失地去摸他（她）的脸，更不要讥笑他（她），这样，
在一个友好和平的环境中，我会交到很多的好朋友。

论语感悟读后感篇四

孔子教授学生文、行、忠、信四项内容，我们作为老师应该
教授给学生的。现在的教师面临巨大的升学压力，在教学过
程中更注重“文”，却忽略了“行”、“忠”、“信”。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教师在注重知识传授的过程中也要注
意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

孔子是如何在具体教学活动中教授学生的文、行、忠、信的
呢？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最好的教学方法。老师在非常了
解学生的状况时，非常熟悉所教知识或学生所学知识时，创
设良好的学习氛围，把学生带入了一个思考状，一个学习状。



其要义是教师要了解学生，教师在上课时，知道学生在想什
么，要说什么。要求学生能够做到“举一反三”，在学生充
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这是
符合教学基本规律的。教学中更应该多重视学生学的过程。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是学习方法也是教学
启示。善于学习的人总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知识，
而不善于学习的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却收效甚微。当今社会
是一个信息社会，获取知识的能力变成自身素质的一部分。
只有“学而不厌”，不断探索，才能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才能获得更丰富的知识，也就能更好地位教学服务。教师是
学生的榜样，希望学生“学而不厌”，教师就要“学而不
厌”。“身教重于言传”，“亲其师，信其道”，教师的一
言一行都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学生的一
生。一个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老师，其学生也必然会继承
老师的勤学善思的传统。“学而不厌”是“诲人不倦”的基
础。没有“学”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是不可能做到
“诲人不倦”的。否则，“诲”也将是照本宣科、生搬硬套、
缺乏趣味、缺乏创新的。“诲人不倦”要求教师能够做到乐
教、善教。在享受到教育的乐趣和幸福的基础上，认真研究
教育教学中“诲”的方法、途径、内容，才能真正做到“诲
人不倦”。

论语感悟读后感篇五

这几天，我每天的读书时间，都捧着《论语》。

以前从《唐诗三百首》中阅读到了优美的诗句，从《三字经》
和《弟子规》中学到了最基本的礼仪，现在从《论语》中了
解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说到《论语》大家肯定就会想到古代人摇头晃耳读着“之、
乎、则、也”。我现在才知道古人能用几个简短的字句表达
出丰富的意思。



《论语》里面的小故事更是让我百看不厌。有“张检之俭”、
“知错就改的乐羊子”、“郑板桥”、“孔子拜师”等等。

《论语》这本书真让我受益匪浅啊！

论语感悟读后感篇六

读了《论语十则》后，我有所感悟令我受益匪浅，同时也油
然而生出对儒家文化，对孔夫子的敬佩同时更加了解了孔子
个人的情况和儒家文化的精髓。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弟子言
行的一本书。

《论语十则》主要涉及到学习方法，学习的乐趣及个人修养
三个方面的道理。

学习并且按时复习，这是孔子提倡的学习方法。创新也离不
开复习。作为一名学生，我很有感触，常常就是因为没有认
真复习而考砸。而我觉得，在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如果你
对已经拥有的不珍惜，直到失去时才万分后悔，那就属于失
败了。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要我们复习的;知识，事业，爱
情……而如果只是单纯的学，不去思考，分析，就会产生各
种迷惑，我们还要在学中多想。

孔子认为三人行，（读书笔记 ）必有我师，见贤思齐等等，
这也使我明白要多挖掘学习他人的优点，学习他人的优点。
并且要以赞许的眼光看待别人。比如我们班级体里的每位同
学，我们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甚至说那是缺点，就
是把自己看为是中心，有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就从朋友身上
鸡蛋里挑骨头。当然，我们要时刻保持"人不知而不愠的思想，
做到宽容对待他人的不理解，并要尽量挖掘(学习)他人的优
点。

曾子"日三省吾身"，为求看看自己是否忠诚，守信及温习了.
孔子告诉子贡："其怒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反



映了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仁"，"仁"就是要爱人，做到"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而孔子又教导子由，什么是智慧，儒家学
派认为智慧就是要理解他人，看透他人。这些解释起来并不
困难的，但在注重"利益，回报"的现今，又有多少个人能做
到仁礼待人，民贵君轻?论语十则》讲的肯定能使我们有所收
获，《论语十则》让我感到了几千年前的伟大思想家，教育
家孔夫子仁的思想，爱的呼唤。《学而》是《论语》第一篇，
原文是：“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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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话的
感悟，始自于中学时代;而时隔多年，再一次读到这段话时，
又是另一番滋味。

当学到的知识增多，读完的书慢慢堆满自己的箱子时，却发
现其实这么多年来，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是很多，读过很
多的书，见过很多的人，但是读完的书就如同见过一次面的
陌生朋友而忘记得一干二净，所以，为了让自已快乐，以后
一定要“学而时习之”。

人生，就是在不断地学习经常地温习中慢慢成长，而在这不
断中我们也不断地走向成熟。也许，过了那么些日子，你已
功成名就;也许，过了一些时日，你也依然穷困潦倒……但是，
不管你活得多好，抑或你过得再差，总会有一些人认识你，
也会有很多人不认识你，不了解你，我们，都仅仅只是平凡
人生中最平凡的一员，又何必去再乎这些事呢?在自已的角落
中当一个开心的人吧!

《论语》的深澳，有很多东西，并不是我所能完全体会的，
但我想，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不断地学习，让《论语》的
思想，深入我的内心深处。

论语感悟读后感篇七

读《论语通译》，不仅让我回味了以前读《论语》时的心情，
也让我对《论语》有了新的认识。我读《论语通译》，最喜



欢"君。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
句。前一句的意思是君。心胸平坦宽广，小人局促经常忧愁；
后一句的意思是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不要加给别人。这两句
话的意思不难理解，但要体会其中的深意，就得自己去慢慢
体会了。《论语》中还有很多像这样很有道理的句。，但我
偏偏喜欢这两句，其实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自己
心灵深处的某些东西被这两句话给打动了吧！尤其是后一句，
虽然只是一段话中的一小句，但却称得上是道理中的道理了。

《论语》是记录孔。及其弟。言行的书。孔。被称为"圣人"，
可见他的思想和学说的影响是多么的广泛，而这又反映出了
孔。所作出的贡献是多么的伟大！《论语》中有这么一句："。
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说的是孔。杜绝了四种缺
点：不凭空猜测意料，不绝对肯定，不固执拘泥，不自以为
是。我觉得能做到这点的人是很了不起的，而孔。就做到了，
所以称孔。为"圣人"也不为过。

但《论语》也经历过不少风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五四运
动时的"打-倒孔家店"，这些事在我们历史课上都讲得很详细。
通过这点，我们知道了要一分为二的去看《论语》，汲取其
精华，剔除其糟粕，用它来净化我们的心灵。

感谢《论语通译》，让我能很好的去理解《论语》的内容。
《论语》是我们的中华瑰宝，而《论语通译》是我们中学生
的宝贝！

论语感悟读后感篇八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出自《论语》的
第二章——《为政》。它的大意是：“学习而不去思考就会
使人迷惘，只思考却不去学习道理就容易误入歧途。”

这句话看似普通，但其实相当的贴切。就像我们学习《论
语》，若只是通读字面的字句词意，却不去深思其中隐藏的



深意，便往往会闹出笑话。

先就“学而不思则罔”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论语》中
的一篇“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
者，过则毋惮改”，其中“无友不如己者”，光看字面上的
意思：“不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乍一看好像没什么问
题，但仔细一想，要是人人都不和不如自己的人交友，学问
一般的不理学问低的，学问高的又不管学问一般的，这样一
来大家不就都没有朋友了吗？这明显就是错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仔细认真的思考，查证，这就是所谓的学而
思了。在古代，同门的师兄弟之间称作“朋”，有共同志向
的才叫做“友”，再想想孔夫子说过的：“道不同，不相为
谋。”这一下就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了——不再是“不和不
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而是“不和志向不同的人交朋友”。

你看，这就是“学而不思”和“学而思”的差距，这也是为
什么孔夫子会说“学而不思则罔”的原因了。

说完了前半句，再来说说下半句“思而不学则殆”，同样用
《论语》举例。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
之哉”。这句话同是出自《论语·为政》，其中的“輗”
和“軏”都是古代马车牛车上的类似于承轴的重要部件，没
有它车怎么也跑不起来。

现在，我们来看“思而不学”的后果。就这句话来说，如果
不知道“輗”，“軏”的意思，那么便不能理解整句话的含
义。要是哪天被朋友问起，为了不丢面子只好瞎蒙，万一被
识破了，那真是无地自容了。

这为了不丢面子而不懂装懂，胡乱猜测不就像是误入歧途一
般吗？这正是“思而不学”的后果。



无论是“学而不思则罔”还是“思而不学则殆”，终究都是
没有学通透，学彻底。这“学”和“思”，就像孔子口中君
子的“文”和“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可见《论
语》的以小见大，前后贯通，亦可见孔夫子那超凡的处事理
念和人生智慧。

论语感悟读后感篇九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生于这个时代的孔子而立之年创办私
学，周游列国热心救世，言行为后世留下典范。汉初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得文景之治，宋初宰相赵普得之半部
《论语》治天下。孔子一生钟情于政治，投身于政治，天命
之年居鲁国中都宰，路无拾遗，都邑大治，孔子所传之道皆
经世致用。

论语开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纵观《论语》
二十篇，君子的内涵无外乎“仁、义、礼、智、信”，而唯
独把求学放在首位，可见学习地位之重。《论语·阳货》有
云：“性本相近，习相远也。”太初有道，万物始于混沌，唯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两小儿辩日
孔子尚不能决也，可见修身之道，贵在勤学！修身之道，仅
于求学乎？“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
何？”君子的王道既非韩非的以法治国，也非庄周的无为而
治，正如孔子之仁，以德教化，以仁立国，天下归心！在孔
子眼中，重学归仁只是君子修身的基本要求。“颜渊问仁，
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可见身为君子，还需
谨慎言行，重行礼教，不能误入歧途而失君子之道。“子曰：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不仅要有高
尚的品德，还需有不为外界所惑的坚定内心。“岁寒，然后
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心中君子的境界，不仅要重学归仁，
克己复礼，有道而正，更重要的是保持这种高尚的品格。君
子之道，广施仁义也，若十里之众欣欣向荣，必以礼乐而教
化之，仁者居正，则君子之道正矣！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莫非勤学以礼，固守正道
只为寄情于山水乎？答案恰恰相反，作为一个治理国家的君
子，天下祥和安宁，百姓安居乐业，何不流连山水，“浴乎
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而这也是孔子思想的最高境
界。“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所
提修身之道皆为明德于民，以身作则，教化四方。季康曾问
政于孔，“日：‘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治理政事，如若
主张杀戮，施以暴政，必然加速其灭亡，若能主张仁政，以
德治国，则“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
偃。”

如欲天下大治，海晏河清，君子仅以仁治民，以德治国恐为
时尚早。“何为则民服，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民如水君
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国之道还应命令法纪，加强四
方治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君子治国应当高瞻远瞩，
深谋远虑，造福苍生，得万民之心，则天下可大治矣。“天
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
侯出。”君子从修身之始敏而好学，克己复礼，至执政之时
以仁治民，以德治国，最终皆为天下苍生！若君子顺天而行，
广施仁政，以德教之，明德于民，则孔子心中的太平盛世指
日可待，“正如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子所处的时代，烽火四起，诸侯割据，孔子选择政治作为
自己的人生归宿更是一种必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记载，
“出则入仕为官，入则著书立学”，孔子生平，莫过于此。
所谓时势造英雄，自孔子起，中华民族有了自己独特的政治
文化。相比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追寻真理并以身
殉道，柏拉图著书立学并提出理想国主张，虽处于不同文化
不同环境，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细品《论语》，部分观点难
免有所瑕疵，如《为学·第二》记载，“攻乎异端，斯害也
已。”殊不知，万事万物皆在变化，真理总是经过不断地否
定发展并完善。



两千多年的时间若白驹过隙，中原数易其主历朝更替，变化
的是不同时代解读孔子角度的差异，不变的是孔子的思想在
历史长河烙下深深的烙印。

论语感悟读后感篇十

假期，我读过许多的书有：《孟子》、《三国演义》、《窗
边的小豆豆》、《论语》等等。其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
那本《论语》。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儒学的创始人。
《论语》就是记载了孔子告诉弟子们做人的道理和学习治理
国家的方法。

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如今我读完了一整部
《论语》，知道了许多平时我不知道的做人的道理和一个人
想成就大事必须具备的品格，《论语》这本对我来说是人生
进步的一大阶梯。这可是儒家创始人，闻名中外的孔子。教
育弟子说的话。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释文》孔子说：“不仁的人不可以长久地居
于贫困之中。也不可以长久地居于安乐中。有仁德的人安于
仁。聪明的人利用仁。”这句就是讲了一个做人的道理。

我还记得一开始我读《论语》的时候。没读两天就没有兴趣
了，不爱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了论语中记载的做人
的道理是多么的重要，才开始慢慢的阅读《论语》开始还是
觉得没什么意思。后来坚持每天阅读，感觉其中每句话都有
很深傲的意思，从读完《论语》之后，我的言行举止都有了
很大的改变，变得有条有理也喜欢和人交往了，结交了许多
正直的朋友。

《论语》这本书里边讲的道理一直刻在我心里，永远不会忘



记，他对我人生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