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语大学篇第四章读后感(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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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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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大学篇第四章读后感篇一

《论语》是我国的经典作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

粗看《论语》，不过是一本语录，与其他的语录没什么差别。
可细细品来，孔子及其弟子的有关修身(内圣)、治国(外王)
的思想流连于语录的字里行间。

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常把孔子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相提并论。
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民主政权处死的，据说是自由精神阻止他
逃亡。但我更喜欢孔子的直言不讳：“道不行，乖桴浮于
海”，这同样是一种自由精神。

就我看来，人的一生中秉怀着许多有关生活的触动，只是很
多时候，这些触动没有点燃让我们人格震撼的导引线，而使
我们困窘地活着。于丹的《论语》心得中，虽然从其独特的
个性视角出发解读《论语》。但毕竟是一种颇能为大众认可
的个人独特的对于《论语》的感悟。每个人要是想要在《论
语》中找到让我们人格震撼的导引线，还需自己到论语中慢
慢寻觅。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
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
快乐的生活。



孔子讲究孝道，孝成为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如今人们对父
母的付出视之为必然，孝道在逐渐褪色。对现在的人们讲孝
是非常必要的，让他们明白孝是为人之本。子曰：“父在，
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
矣。”“事父母能竭其力;”“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要观察
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
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了。”“事
父母能竭其力;”为人子女，做让父母为你担心的事情，也不
算是孝道。如今人们认为只要提供父母良好的生活条件就是
孝，而对父母们的感情需求漠然不管，不听从父母的意愿、
教诲行事做人。但父母们真正需要的就是这些。所以为父母
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能够按照父母的意愿、
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的孝。

孔子提倡仁爱，但他并不认为应当以丧失原则的仁爱之心去
宽宥所有人的过失。《论语》告诉我们，要本着平等和理性
的态度去尊重每一个人，且彼此之间要留有一点分寸，有一
点余地。

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
也;生心之所不能已1也，非求其报也。故曰：“上仁为之而
无以为也。”所谓的仁，是说其从心底里欣然地去爱别人;他
喜欢别人也有福，而且不喜欢别人有灾祸;这是从心中生起而
不能停止的情感，是不求回报的情感。所以说：“那上面的
与人相互亲爱有所作为而不有心于作为。”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其实也就是我对孔子的仁爱之道尤为触动，孔子曾经
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爱离我们远吗?我想要
仁的时候，念头一动，斯仁至矣，仁爱就来到我的心中，我
的生命就被仁爱充满了。

修身，一是修德，二是修智，德才兼备，便是修身的理想结
果。而修德又是修身的首要任务。子曰：“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
文。”说的是，先要懂得“孝悌”、“谨信”、“仁爱”，



然后“学文”，这就明白告诉我们，应以修德为先。论语中，
修德之道无处不在。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
礼勿动。”“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已是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
庄重、宽厚、诚信、勤敏、慈惠，人之“五德”。至于修智，
《论语》不仅指明了学习知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为
学之道和“举一隅”而“三隅反”的学习方法。

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知，
不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
师”“博学而笃志，切问近而思”。一种谦虚、严谨、实事
求是，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故而
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学而实习
之不亦说乎。”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
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可见学习
的重要性。 治学与做人，“做人”乃“治学”之本，德才兼
备方能至于至善。“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虚浮而学，德才具不兼备。

在现在社会中，孝道、仁爱、修身和治学，每每被人忽视，
圣贤与经典也逐渐模糊，纷繁世界的庸俗烦琐和思想的高贵
纯粹似乎缺少了一些必要的链接。《论语》，让我领略到的
就是一种智慧，是对自己的得失缺憾的正确对待，是对为学
之道理智看待，是一种心态，一种融入在现在社会中的理性
道德。

论语大学篇第四章读后感篇二

2，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译文孔子说：花言巧语，满脸堆笑的，这种人是很少有仁德
的。

3，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
信乎?传不习乎?



4，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
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译文孔子说：君子吃不追求饱足，住不追求安逸，做事灵敏，
言谈谨慎，时时改正自己的错误，就算好学了。

5，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译文孔子说：不怕没人了解自己，就怕自己不了解别人。

6，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译文孔子说：《诗经》三百(零五)首，用一句话可以概括，
即：思想纯正，没有邪恶的东西。

7，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译文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有所建树，四十
岁不遇事困惑，五十理解什么是天命，六十明辨是非，七十
随心所欲，不超过规矩。

8，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译文孔子说：温习旧知识时，能有新收获，就可以做老师了。

9，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译文孔子说：君子团结群众而不互相勾结，小人互相勾结而
不团结群众。

10，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译文孔子说：读书不深入思考，越学越糊涂;思考不读书，就
危险。



11，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译文孔子说：知道的就是知道的，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的，
这种态度是明智的。

12，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译文孔子说：人无信誉，不知能干什么?

13，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14，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译文孔子说：《关雎》这篇诗，主题快乐却不放荡，忧愁却
不悲伤。

15，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译文孔子说：以前的事不要再评说了，做完的事不要再议论
了，过去了就不要再追咎。

16，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译文孔子说：早晨理解真理，晚上死也值得。

17，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译文孔子说：君子通晓道义，小人通晓私利。

18，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

译文孔子说：见到贤人，要向他看齐;见到不贤的人，要反省
自己。

19，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



译文孔子说：朽木无法雕琢，粪土的墙壁无法粉刷，我能拿
他怎样?

20，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译文孔子说：灵敏又好学，向比自己学问差的人请教时，不
觉得没面子，所以称为文。

常见常用《论语》名言警句及译文60例(中)

21，季文子三思而后行。

译文季文子遇事总要思考三次，然后才行动。

22，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译文孔子说：宁武子这人，国家太平时，就聪明，国家混乱
时，就愚笨。他的聪明可以赶得上，他的愚笨别人赶不上。

23，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译文孔子说：一个人的内在质朴胜过外在的文采就会粗野，
文采胜过质朴就会浮华。只有文采和质朴配合恰当，才是君
子。

24，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译文孔子说：知道学习不如喜欢学习，喜欢学习不如以学习
为快乐。

25，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
仁者寿。

译文孔子说：智慧的人喜欢水，仁慈的人喜欢山;明智的人好



动，仁慈的人好静;智慧的人快乐，仁慈的人长寿。

26，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27，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
复也。

译文孔子说：不到他苦思冥想时，不去启发;不到欲说无语时，
不去开导。不能举一例能理解三个类似的问题，就不要再重
复教他了。

28，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
斯也。

译文孔子在齐国听《韶乐》，好长时间吃肉不觉滋味。他说：
没想到好音乐这样迷人。

译文叶公问子路：孔子是怎样的人，子路不回答。孔子说：
你怎么不说：他这个人啊，发愤时就忘记吃饭，高兴起来就
忘记了忧愁，竟然连自己衰老了也不知道，如此而矣。

30，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

译文孔子说：三人走路，必有可作为我的老师的人。选择他
的优点向他学习，借鉴他的缺点进行自我改正。

31，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译文孔子教学有四项内容：文献，品行，忠诚，信实。

32，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译文孔子说：君子胸怀宽广，小人忧愁悲伤。



33，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译文曾子说：鸟将死时，叫声都很悲哀;人快死时，说话都很
善良。

35，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译文孔子说：不在那个位置上，就不要想那个位置上的事。

36，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译文孔子说：年轻人是值得敬畏的.，怎么就知道后一代不如
前一代呢?

37，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译文孔子说：三军可以剥夺主帅，匹夫不可剥夺志向。

38，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译文孔子说：明智的人不会迷惑，仁爱的人不会忧愁，勇敢
的人不会畏惧。

39，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译文孔子说：到了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

40，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译文孔子说：君子帮助人取得成绩，不促使人陷入失败。小
人相反。

41，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译文孔子说：自己身正，即使不下达命令，群众也会自觉去



做;自身不正，即使下达了命令，群众也不会服从。

42，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
不成。

译文孔子说：不要只求速度，不要贪图小利。只求速度，往
往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43，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译文孔子说：君子和睦相处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同流合污而
不能和睦相处。

44，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译文孔子说：君子坦荡而不骄狂，小人骄狂而不坦荡。

45，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

译文孔子说：品德好的人一定言谈也好，言谈好的人不一定
品德好。高尚的人必定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高尚。

46，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译文孔子说：不怕没人了解自己，就怕自己没有能力。

47，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译文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定有眼前的忧愁。

48，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译文孔子说：君子担心至死也没好名声。



论语大学篇第四章读后感篇三

读完《论语》，坐着发呆，迷茫中，《庄子》.秋水中的一句
话，浮在心头。“德国人，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
害，动物弗能贼。不是说它薄，言察乎安全，宁愿祸福，也
不愿意去。”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是什么？

是一位在文化封冻的河流上用肩膀拉船的纤夫，是一位
在“人治”与“专制”之间撑船的摆渡人。

一个自由的思想家，却因为世事的'束缚、统治的变化、被哄
抬或被排斥，终身在困境中追求不成功的“仁”理想。

善良的人一直在呼吁同情弱者，但他们总是把德国人列为强
者，这似乎自然不属于同情的范围。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
优秀的人都成为了最弱的弱者，因为他们的分享、竞争和排
斥。

孔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论语》中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而是简单的道理和以身作
则。仔细想想周围的人。

这些性格经常被展现出来，但我们很少如此清楚地看待那些
习惯于冷漠的人。也许在中国的血液里，有“绅士”的影子，
只是通过孔子等到德国的吐痰，凝固了它，现在用墨水，代
代相传。

也许德国人从不抱怨，通过字里行间，只能隐约看到孔子的
无奈。记得有人曾经说过:“一半的论语治天下。”孔子有一
整部《论语》，只留下无奈的忍耐。



论语大学篇第四章读后感篇四

论语》这本书，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将平日记录孔子
及其弟子的一些言行合为一处而成的，其中孔子的言论、思
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甚至有了专门的学派：儒家。

孔子没有留下任何一本可以完全证明是他写的著作，我们了
解他的思想，仅仅能从《论语》中寻找线索，可见这本书的
历史价值。

比如整本书的第一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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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最喜欢的章节之一。

它分三句，我认为第一句其实是提倡不读死书，即学习知识、
道理，不能一直存着不动，最好时不时去实践一下，是一件
很愉快的事情。确实，我也试过几次，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运用刚学的简便运算，对着长长的收银条快速帮爸爸完成
了核对，我真的感到很高兴。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认为是劝我们要珍惜与自
己志同道合的人，因为彼此之间能获得快乐；如果有朋友从
远方来看望自己，自己感到快乐，是因为知道朋友在乎和珍
惜自己。也许，有朋自远方来，古人会比现在的人更加感到
快乐，因为他们与朋友的每一次相聚和离别，都有可能是最
后一聚、最后一别，交通不便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我所在的
四川省，古人就曾说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认为是劝我们不要过
于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他们诋毁自己，可能是因为他们
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动机，不了解自己，并非恶意伤人心。如
果真是这样，那就不必生气了，为什么非要让别人了解自己？
孔子这句活中，提到对“君子”（我认为是指道德高尚的人）
的一点要求。即做到“人不知，而不愠”。



在整本《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对君子的要求，但每次
不尽相同，有时为了突出君子的高尚，孔子还以“小人”
（我认为是指道德较低下的人）与君子作对比，如：“君子
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我觉得，虽然身处两千多年后，
我们仍然可以用《论语》中君子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自己，尽
力去做一个现代的“君子”。

《论语》中可以引申出很多东西，里面运用古文讲述的道理
也可以让我们思考良久，我只是尽自己的能力写出了对《论
语》中一章的片面理解，已经有一些字数，可见整部《论语》
及孔子学问的深奥无比，很难理解透彻，孔子的弟子子贡也
说过：“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
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
者或寡矣。”

论语大学篇第四章读后感篇五

刚进高中，对各种新奇的选修课程充满了好奇，看到国学一
门科，却丝毫不知这教的是什么，直到发下一本《学庸论
语》，才恍然大悟，原来教的是中国古代经典啊！

其实，很早就接触过《论语》这本书。小时候，妈妈听说读
《论语》很有好处，就买来一本读。那时候全然不知读的是
什么意思，只管往下读，只觉得顺口。每天半小时，读着读
着，就变得滚瓜烂熟。再读《论语》，感悟颇深，便写下了
这篇作文。

常常在生活中遇到许多困惑，感觉生活有太多的不如愿，太
多的烦恼。也许是因为我们总是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心胸不
够开阔吧？而《论语》却能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看懂生活，
看透一切，不再为生活小事而烦恼。

儒家思想在历史上曾那样兴盛过，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使它成为了当时的正统思想。但在新文化运动时，却



有人喊起了“打倒孔家店”，儒家思想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而今，我们又拿起了《论语》，因为在追求物质的现代，保
持一颗宁静深远的心，一颗高洁的心，一颗不因外物而变得
浮躁的心，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又拿起了《论语》，因为它
对人生的解析、对道的解析，那样精美绝伦，深深吸引了我
们。

《论语》告诉我们的知识，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
谛，就是告诉我们，怎样坦然地对待一切，怎样过上我们心
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也许我们一下子感受不到《论语》
带给我们的进步，却可以得到心灵的平静，那就足够了，
《论语》的作用是不会立刻发挥出来的，但在这个浮躁的社
会，还有什么比心灵的平静更重要的呢？心静下来了，才能
做出理智的判断、正确的选择。

既然作为学生，自然最关注学习，不妨就来谈一谈《论语》
中讲学习的部分吧！我最喜欢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
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
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几句。词句间，透着多么谦
虚、实事求是的态度啊！对学习的爱、尊重、敬畏早已体现
得淋漓尽致。我不禁感叹古时候人们对学习的那种认真的态
度。在我们现在的学习生活中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只有热爱
学习的人，才能学得更深入；只有敬畏学习的人，才能学得
更仔细认真，更一丝不苟。而只有当我们以最谦卑、最认真
的心去对待学习的时候，学习才会回报我们，让我们掌握知
识，沉浸于学习的快乐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