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语读书心得体会 论语读书心
得(大全8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心得体会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
断提升自己。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拜读《论语》时，发现孔夫子教给我们的做人道理真的好多
好多。论语是道德与智慧的凝结，他是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
又是一个正直、坦率、宽容的朋友，它是一个映射着我们道
德情操、品性修养的镜子，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准自己的方向，
多一份艺术和智慧，多一份清醒与闲暇，多一份享受生活馈
赠的心情。

其中，他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内心的安宁。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
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
《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确实，情绪是人对客观事
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理想的心理状态应该是情
感表现乐观而稳定，既不为琐事耿耿于怀，也不冲动莽撞。

教师的工作是一件繁琐、劳心的工作，如何在一种清贫的生
活世界中寻找快乐，让那种快乐既不会被清贫的生活所剥夺，
也不会被富足的生活所蛊惑，努力地在清贫中保持着做人的
尊严和内心的`快乐呢?这就需要我们在自己的心里开出一片
乐土，追求自我的完美。那么首先就要意识到：教育是艺术，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教师作为一种职业，需要具有广博的



文化基础知识、精深的专业知识和扎实的教育科学知识。正
像陶知行先生所说：“要想学生学好，必须先生好学。”为
了夯实自己的知识功底，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最大限度地
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教师就需要有一种不断学习的精神，
让自己成为学生心目中的一个知识宝库、一本活的教科书、
一个“什么都懂，什么都会”的人。在从事这项极富有创造
性的工作的同时，认识到生命的每一时刻都是教育的起点，
教育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这将为你带来极大的快乐。

其次不忘：教育是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教师职业需
要有一种探索精神，探索即寻找科学的真谛，不满足已有的
结论，向未来挑战。教学时把自己当作自由的研究主体，把
激活课堂作为优化教学的切入口，不囿于既定的教学模式，
把课堂教学建立在教与学双向主体积极性基础上的一种充满
乐趣的活动。这样，师生通过合作和创造性劳动，就会获得
良好教学效果和产生的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从而使师生从
研究中共同获得一种认识提高的快乐、道德向上的快乐、创
造的快乐、发展的快乐。

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莫过于书本了。一本好书
能改变人的一生，让一个人从失败走向成功，从忧伤走向快
乐，从灰心失意走向奋发图强。《论语》便是人类文化遗产
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在人类过去的2500多年中，世界人们
读得最多最熟的书恐怕就是《论语》了。而两千多年后的今
天，于丹教授《论语心得》以华贵而朴质面貌，展现于世人
眼前。而这本书，也成为了我爱不释手的珍宝。

《论语》这部书，教给我们很多为人处世的方法，做人的规
矩、道理，这些办法通过于丹的白语化，用许多浅显的故事，
而变得懂俗易懂，看起来很朴素的语言，但在原则中透着一
些变通，更简单的说：它告诉我们的是为人处世的原则。



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论语难懂，给人一种枯燥的感觉。而于丹
教授却用通俗的语言将这种朴素的哲学以生活的事例展现给
观众，有一种心灵的触动。这样纷繁的喧嚣世界，有多少人
还有心中的净土，有多少人懂得“爱人”和“礼遇”，生命
的意义在于无悔。活回本真的自己，让自然的理想代替这样
的现实。《论语》中许多经典的词句是我们耳熟能祥的，于
丹教授认为，这部曾经统治中国社会思想两千多年的儒家经
典，仍然能为我们现代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
系，提供一份温馨的劝导。《论语》集中了孔子的人生感悟
和思想精华，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论语》的精髓就在
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溶化于人的内心，天、地、人就
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就变得无比强大。即使在
当今社会中，我们中国人也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
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不是《论语》的思想精华对
我们现代人的启发呢?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
也可说更远了，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
的问题。〈论语》告诫我们，无论对朋友还是对领导，都要
保持一定的距离，掌握好亲疏的分寸。君子之道这一讲对我
也感触颇深。孔夫子在教育他的弟子时，常以小人和君子之
分来明辨是非。“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就是说君子胸怀平
坦开阔，但是小人却经常忧愁恐惧。即便是今天，人们还是
希望自己能做君子而不做小人。交友之道，于丹教授告诉我
们，《论语》中对交友有非常明确的标准，说人的朋友，益
者三友，损者三友。好朋友有三种，坏朋友也有三种。什么
叫益友呢?叫友直，友谅，友多闻。直是直率坦率，谅是宽容
原谅，多闻是博学多才，这三种是好朋友。人们常说：“在
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人的社会环境中朋友是相当重要
的。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
友是我们最好的环境，你从他的身上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
也就是说交什么样的朋友，你也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通过
于丹教授的精彩讲解，自己感觉有很多收获。但是真正对论
语的了解以及它与现代人的联系，还得通过自己的不断学习
和不断感受真正的化为己有，寻找到活的真谛与快乐。



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中，没有寻章摘句，没有引经据典，
没有从教条到教条、从书本到书本的搬家，一切都娓娓道来，
将孔子从圣人的高位复原到脚踏实地的师长，将圣贤经典点
化为隽永心语，不故作高深，不矫情卖弄，如同《论语》中
孔子面对席前的子弟，循循善诱，建立心灵的智慧，传递着
温柔的思想力量。于是，圣人不再遥远，经典不再尘封，现
实也就少了几许迷茫。

于丹说：“把阳光沏进咖啡里，然后把阳光喝下去，让你自
己散在光线中，这是一个读书的境界。”或许，正是因为有
了这种高雅的境界，才使得她对《论语》有了如此的感悟，
写出了这样一本影响无数人的好书。如同春雨一般，滋润人
们的心灵，悄然无声。

易中天曾说：学习是谋生，读书是谋心。看来，人生在世，
无需为谋生而一生学习，却需为谋心而终生读书。多读书，
读好书。倘若读书甚少，必将是终身的遗憾!

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在我读的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论语》中的《季氏十六》
一文。它说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个是天生懂的人；一个
是学习后懂的人；一个是努力学习后懂的人；最后一个是努
力学习才能懂却懒惰不肯学习的人。

我认为世界上几乎没有第一种人，也很少有第二种人，其中
大多数是另外两种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工作，努
力学习，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不要成为第四种人，不
学习就想成功。不要高估你的力量，认为你是第一种人，不
努力学习，成为第四种人。一辈子都没有成功。

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与父亲的解释，我了解到了《论语心得》的内容以及《论语》



的道理。

《论语心得》主要讲述的，就是于丹对于孔子的《论语》的
感悟。内容分别有：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
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和人生之道。孔子一生最看重
的，就是“恕”、“仁”与“智”。然而，快乐也悄悄地隐
藏在这三个字中。

“恕”，宽恕他人的毁谤，机能出有体现出自己博大的心胸，
又能顺从感受到在宽恕了别人此后，心中的.那份惬意和清爽。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对摔伤夫妇的儿子因车祸而身
亡，但是，肇事女司机撞人中年男子后立刻驾车逃跑了，抓
不到他。夫妇俩悲痛欲绝，有人问：“你们恨那个撞死你们
儿子的司机吗?”夫妇俩说：“不恨。相信他也不是故意的，
要恨，只能恨儿子命好。”这一信息传到了司机的耳中，司
机倍感羞愧，便到局自首了。由此可见，宽恕的力量极其强
大!

“仁”，爱一个人能够或使那个人眼里的心中充满。孔子说：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人之方也
已。”能够从小事做起，推己及人，这就是课堂教学仁义的
方法。关爱别人，就是仁，所以，我们应该尽自己能力去帮
助一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智”，了解别人叫做“智”。我们应该做一个充分恰当了
解他人的人，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虽然
这句话是关于道德修养的，但是也让我们知道，观察他人是
很重要的。当我们认识了他人，且能够知道他(她)需要的是
什么，我相信，我们必然能够感受到快乐。

“恕”、“仁”和“智”，三个字集中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
美好的共同组成人了。“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给予比获



取更能使我们的心中充满幸福和快乐。破镜重圆人人都希望
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专业知识一种感觉，与贫
富无关，同内心相连。

其实，快乐就婚姻生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觉得快乐，
那么我们就快乐;心不觉得快乐，那么我们就不快乐。快乐是
一种信念，肩头我们要相信快乐一直在我们身边，让快乐永
远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心里。

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首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适当使用将直接导致文学
作品的成败。虽然语言庄严而丰富，但它的斧头痕迹相当重，
不适合公众阅读和传播。

因为《论语》以口语为基础，结合了古文的特点，将两者融
为一，与我们相隔数千年，读起来依然朗朗上口，意味深长。

读《论语》，时间的概念是模糊的`，我们似乎有一种身临其
境的感觉。老人的善良和智慧，那群学生的坦率和可爱，都
跳在纸上，准备出来。

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当我上小学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时候，我听说过《论语》，但
我没有真正读过。当时，在我的想象中：《论语》与其他书
没有什么不同。当我真正读完《论语》时，我觉得我幼稚的
想象力在二年级和三年级是非常错误的！

三个人行，一定要有我的老师，选择好，改变坏人。这是我
读完《论语》后感触最深的'一句话。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
有值得学习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选择他们的优点，根据他
们的缺点注意纠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接
触到各行各业的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势，值得学习，成



为我们的好老师和好朋友。个人有个人优势。只有向别人的
优点学习，弥补自己的缺点，才能变得更好！

事实上，敏感而勤奋，不羞于问。这句话也来自《论语》，
可能和上一句意思一样。这句话告诉我们：聪明而容易学习，
不认为咨询不如自己的人是羞耻的。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
是不可能完美的，一定有很多方面不如别人，所以我们不应
该羞于问，会更完美。

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人的朋友很重要。朋
友是我们最好的环境，你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
就是说，你会成为什么样的朋友。于丹告诉我们，《论语》
对交友有着非常明确的标准，子说：益者三友，伤者三友。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益。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便，损
害。有三种好朋友，三种坏朋友。什么是益友？叫友直，友
谅，友多闻。直率坦率，宽容原谅，多闻博学多才，这三个
是好朋友。三个坏朋友？友便辟，性情特别暴躁。不能冷静
理性地帮你分析判断。友善柔和，尤其是优柔寡断。当你需
要选择时，他的优柔寡断会让你失去机会。朋友便便，是心
怀鬼胎的朋友。阿谀奉承的人不走正道。选择朋友就是选择
一种生活方式。自己在朋友心中的地位。从自我修养开始。
只有不断提高自己，才能交到好朋友.

余丹认为，无论是上下级、朋友、父母还是孩子，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都不是越近越好。凡事过尤不及。子说：事君数，
斯辱；朋友数，斯疏。意思是：对君主劝诫过多，就会受到
侮辱；对朋友劝诫过多，就会被疏远。还说，带刺的豪猪是
在近距离和远距离之间多次试探出最佳距离，既能温暖对方，
又能不伤害对方。人，也是如此。

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这天老师教我们论语十则，我没一边读老师又让有的同学说
意思，尤其是读到这一句让我深受感悟。



读到温故而知新，能够为师矣。意思：温习学过的知识，能
够得到新的理解和体会，凭借这一点就能够当别人的老师了。
我感受到：只要学习学过的知识你就比别人学的多了，做别
的`事也要这样做，你就懂这方面的知识了，就比别人学的多
了。

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我们学校是一个经典古诗文学校，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读了
《三字经弟子规》。我们现在上了四年级就开始读了《论
语》，这本书写了许多篇值得我们学习的话，其中我最喜欢
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你知道么？我告诉你吧！这句话是说：花言巧
语，一副伪善面目，这种人的仁心就很少了！我在给你讲一
个小故事吧！唐玄宗时李林浦任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这个人
品德败坏，凡是才能比他好，声望比他高的人，他都不折手
段的打击。对唐玄宗他又开始讨好卖乖。有一次，他对李适
之说：”华山有大量黄金，如果能够开采出来，那就可以为
国家增加财富。“李听了，赶快向皇帝报告，建议开采。唐
玄宗听了，找李林莆商量。可李林莆却说：”这件事我早就
知道，可华山是帝王风水集中的地方，还是不要开采
了。“唐玄宗听了他的话，以为他是个忠君爱国的'好臣子，
对李适之却疏远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联想到了我自己，不禁脸红了。因为在
上一次，妈妈给弟弟买了一盒糖果。我花言巧语的对弟弟
说：”今天你让我吃一个糖，明天我给你买一个汉堡包，你
让我吃个糖呗！“，弟弟听了，把糖给了我好几颗。到了第
二天，弟弟早把这件事忘了个一干二净。所以我什么也没有
给弟弟买，我本以为这只是一个好玩的游戏。但这一次读
了”巧言令色，鲜矣仁。“我就再也不这样做了，每次弟弟
买糖，我不再花言巧语了！



我一定坚持把论语读完，在把我的坏毛病改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