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孔子著作读后感(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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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孔子著作读后感篇一

暑期我看了《教师怎样做小课题研究》这本书。这本书是辽
宁省特级教师，沈阳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徐世贵所著。接近30
万字，共13章。从开展课题研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开始
讲起，涉及到从如何选题，如何写方案，研究方法，研究思
路，研究反思，成果搜集到如何组织和评价等内容。语言通
俗易懂，并且结合实例，对我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为了留下深刻印象，我细致揣摩每段的内容，对照学习每个
案例，边品味边细读，同时做好读书笔记和自己的随想，就
像徐世贵老师在我眼前亲自做培训。我每天坚持读一章，大
约三小时。读完整本书后，无比畅快！原来读书不是只需要
囫囵吞枣，精雕细琢的品味的确收获颇丰。

当看到“小课题研究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实施方案”的时候，
我想到了我们学校的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课题研究，于是觉
得我们的课题似乎从中可以借鉴一下，并且进行适合我们学
校现状的创新。就主题学习实验而言，目前的瓶颈可能就是
教学方法的问题，我想，大家分组进行一个领域的子课题研
究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操作方法。

当看到学生自主教师导学六步教学法的时候，我又想到了我
们的精读课。

找准我们课题的切入点，进行深入研究，在研究中反思，在



反思中提炼，再提炼后实践，我想这是我们未来开展课题研
究的方向。

去伪存真，扎实研究，做研究型教师。在研究中促进自身专
业发展，我想这才是课题研究的真正意义。

孔子著作读后感篇二

《教师如何做“小课题”》是一本论述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如何做小课题的专著。特别注意从基层学校老师的兴奋点、
困惑点切入,以小课题研究过程中碰到的主要问题为体系,以
教师身边的研究案例为基础，力求准确把握小课题的基本定
位，帮助教师切实掌握从事小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学会灵
活运用不同的文体形式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从而进一步增
强参与新课程改革的信心和能力。本书作者祝庆东就职于上
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负责培训中心的工作。本书是
其从事基础教育领域的群众性教育科研工作的总结性成果，
读来获益良多。下面，我将从“小课题的含义”、“小课题
的作用”、“小课题的方法”三个方面谈谈感想。

孔子著作读后感篇三

阅读完《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心中激荡起的无
数反思的涟漪，难以平复。

1842年的中国，仍处于落后的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中，
面对已经步入君主立宪制的近代化英国，清朝统治者竟用冷
兵器时代的思维及外交策略与当时已纵横四海的英国进行对
抗，鸦片战争从一开始，便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这场战
争，清朝不仅输在了科技与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封
建制度。清朝统治者傲视“四夷”的“天下”观，部分是因
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
中国社会经济并不低于西方水平的自信。



茅海建先生在书中，从为琦善卖国贼的平反到打破林则徐神
话，从介绍清朝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到介绍英国的当时的
船坚炮利，从战争的起始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看
到的是腐朽制度的沦陷过程，是天朝崩溃的根本所在。但当
时的统治阶级却完全没有觉醒，依旧沉沦于“天朝”的美梦，
朝臣们关注自身利益，本来该为中国朝阳的年轻一代，也在
延续着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
的昏暗时代，即便现在看来，我也止不住的颤栗。

仅仅到此，我已感慨万千。首先我羞于自己对历史的了解，
犹记得高中时候历史课本中介绍的中国近现代史，我曾片面
的认为林则徐是十足的名族英雄，琦善是恶劣的卖国败类，
我曾“认真”的思考，如果当时的中国多出几个林则徐，关
天培，斩尽所有的琦善跟耆英，林则除等人若不受到排挤，
一心一意抗击英军，那么中国在鸦片战争之中的胜算有多
大??当时的我在接受名族英雄们的熏陶之中，将战争之败的
根本原因——落后的制度，抛诸脑后。但实际上，我们必须
清醒的意识到，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是多出几个林则
徐，少几个琦善，耆英就能避免中国被瓜分的厄运。天朝的
崩溃，实质上是落后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在面对先进的
君主立宪制时的整体的崩盘。也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的统治
者在国家被瓜分之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
仍然做着“天朝”的美梦。

进科技改造自己，使得日本从落后的德川幕府时代进入了举
世闻名的明治维新时代，最后到达了可以参与直至主导侵华
战争的列强水平。其中原委，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或许
我可以尝试说服自己，是因为日本没有悠久的历史文明，缺
少长时间的历史积淀，没有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系，使得
日本更好的率先的做出亚洲国家由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向
君主立宪制的转变，达到了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转变。或许这
的确是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段历史，用辩证的眼
光去接受历史，以史为鉴，做出我国当代社会应有的改变，
才能更好更快的实现美丽的中国梦。



阅读完茅海建先生的这本书之后，我明白了历史永远没那么
简单，对一个民族来说，如果将历史的优秀描述成神话，把
错误粉饰得壮烈，那么这样，将会使历史成为一个民族前进
的绊脚石，一个民族想要获得不断前行进步的力量与动力，
必须正视历史，尽管这段历史可能无比的沉重。而我在书中
的收获除了更全面更辩证的了解的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始
末，认清历史之中“爱国”与“卖国”的道德评判标准，我
更希望的是自己能真正的做到以史为鉴，知行合一。

本文来源：

孔子著作读后感篇四

我们的历史学家，如果能在埋头故纸堆的同时抬眼看一下世
界，相信会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比如，在大明嘉、隆、万年间海外贸易如火如荼，本书也讨
论得风生水起的时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短短20年时
间里收到了不少于8条征服中国的计策——大明一无所知，但
研究这部分史料的专家则应该知道。

而所有这些觊觎、狂妄、或曰蠢蠢欲动，都来自彼时的葡萄
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海上强国对东方的贸易开拓。夹杂
其间的，当然还有传教，以及二者全都受阻之后海盗嘴脸的
原形毕露。

一直在看明朝这段时间的历史，在中外不同作者的著作中看
到了只鳞片爪。本以为这本专门研究明朝海外贸易的专著会
集个大成吧，没想到仅仅总结了一些古籍史料。

很好，没什么不对！

只是，还可以更好。



孔子著作读后感篇五

在这本书里可以读到艾米丽勃朗特的生平，她是一个内向羞
涩的女性，同时具有坚强的意志与超凡脱俗的精神。她的生
活既贫乏又广阔，她离群索居，但又把灵魂安放在那无垠的
荒原上。是什么塑造了她内心“冰与火”的二重性呢？在本
书中提及的两点：福音教派与荒原。宗教活动中包含的迷醉
与痴狂，和荒原风景的冷静超然，以及文学作为载体实现了
艾米丽内心世界的发展丰富。

在她笔下的人物中，凯瑟琳和希刺克利夫的魅力压倒了其他
角色。希刺克利夫执着，疯狂，由于邪恶的复仇精神而显得
深沉，他始终站在世俗的对立面，他的世界观似乎真是“野
蛮人”的。凯瑟琳则摇摆于优雅文明的世界与希刺克利夫的
世界之间，然而她心底的声音却将黑暗的希刺克利夫重构：
他就是我。他存在，我便存在。

神秘的“你-我”关系，正如本书所说，具有超越肉体的纯精
神性。而它的魅力之处也在于，它是神秘的，只能由读者自
己本人去加以体会解释。旁观者角色如耐丽/洛克伍德的叙事
都是世俗性的，类似于一种“转喻”。他们无法理解凯瑟琳
对爱情的“隐喻式”语言，这种神秘的隐喻在《红楼梦》中
也俯拾即是，我认为宝黛的爱情也因此具有了美丽的神秘性。

然而我认为《红楼梦》与《呼啸山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
人物众多而具有全景性，也因此在情节上更现实；一个的情
节始终被主要角色的“悲剧性格”所牵引，痛苦的激情像脱
缰之马，不断加速直至力竭而死。

如果不单纯将《呼啸山庄》当作一个古怪美丽的故事，那具
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读者必定会感到不快。因为这个故事虽然
展现了凯与希二人精神之美，并把其他善良软弱的面目映衬
得苍白无力。但希与凯对激情的放纵，在正常的因果观念下，
是自毁也是毁人。是主动把自己孤立于世间。



谜一样的人物总让我又欣慰又难受。欣慰的是世界里还有这
种独特的心灵，难受的是他们自身矛盾重重，迷雾像双手搅
乱了我的内心。

孔子著作读后感篇六

在未接触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之前，我的“历史观”一直
是通过学校各种历史、政治教材所通用的“经济形态”或者
说是“阶级形态”形成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
“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并且一旦牵扯到历史的相关
知识，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是朝代，是民族，是历史人物。

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汤因比的思想一反西方传统的历史
文化观念，企图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历史形式的发展
及其意义，揭示人类文明运动的轨迹。汤因比反对把民族国
家当作历史研究的单位，认为只有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相对独
立的系统。根据对文明的独特理解，汤因比认为在人类近60
的历史发展中，共出现了26个文明形态。其中有21个得到了
发展，它们是：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或划分为拜占庭文明、
俄罗斯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它与前者可以合为伊
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可分为中国文明、朝鲜-日
本文明)、古希腊文明、古代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
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
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明
(又译为尤卡坦文明)和玛雅文明。

另外有5个文明停滞了，它们是波利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
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和奥斯曼文明。有的时候，汤因
比还提到一些流产的文明，如斯堪的那维亚文明和凯尔特文
明等，从而使文明形态的数目增加到30多个。当然，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汤因
比对于文明形态的划分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划分方法是主观
的，似乎完全没有什么明确的合乎逻辑的“分类依据”。但
是，读完这本书，确实给我的历史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明，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力量的推
动而诞生、成长、衰落和消亡?触景生情，思绪联翩，年轻的
汤因比深深跌入了一种永远也难以以自己的想要质疑人类的
命运的神圣的“使命感”之中。当晚，他便在一张便笺上录
下了一部历史巨著的撰写提纲，人类历史上从此多了一部鸿
篇巨著。

读到这里，不仅想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希腊模式和
中国模式》中说：“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
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
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孔夫子如
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结合汤
因比写《历史研究》时所处的背景，不禁想到，在经常打些
无义战的春秋时代，孔子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一直在
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思想，他甚至可以说
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
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他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
“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
治性的江山一统。他的以文明为基点的思想，穿越数千年，
确与汤因比的思想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

《历史研究》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