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前半部读后感 论语后半部分读后
感(大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
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前半部读后感篇一

品味名著后，书中那些紧张曲折而又富有生活气息的故事;那
些带有传奇色彩而又栩栩如生的人物，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
中，永不磨灭!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论语》后半部分读
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今天，妈妈和我一起从网上搜集了《论语》的名句，我和妈
妈一起背了三四句。我背的有：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
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君子乎?”子曰：“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通过这些名
句，告诉了我们学习一定要思考，学会了，学懂了，也要返
回来再一次巩固和复习，免的忘记了。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要抽出十分钟来背上几句，就连妈妈也
答应我，以后她也要跟我一起背诵，朗读!

论语读后感据中学的历史课本记载，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
开始，一直到清末，《论语》作为儒家的核心著作之一和官
方认可的正统思想，统治了中国思想界达两千年之久。事实
上，这两千年中，官家推行论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统治的工
具。因为论语讲“礼”、讲“仁”;讲“忠”，将“孝”;或
许也因为《论语》中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个人对



该句的理解持保留意见，见下文)。

若子民全都仁义忠孝而又不知，自然不会犯上，不会上也就
不会作乱，更谈不上谋反了，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
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我们要
推翻封建统治必须要先推翻它的思想枷锁。《论语》自然是
首当其冲。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打倒孔家
店是非常正确的。打得很好。

《论语》就像一杯耐人寻味的香茶，越品读就越能体会出文
言文之间蕴藏的知识。走进了《论语》这本书，我看到了万
人师表、学识渊博的孔子。

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弟子把他平日
的言行给记录下来，编成了《论语》。《论语》一共有20章，
记载了孔子各方面的言论，围绕着“仁 ”这个主题编制的。
孔子是中国儒家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
都起着很大的进步意义。《论语》不仅是古代文学的典范，
而且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学习中国文化的开始。

《论语》的第一章就是学而第一，以学为主。子曰：“学而
时习之，不亦说乎?”它的意思是说：“学习过后能按时复习，
不是很愉快吗?”现在的一些学生把 复习甚至于学习看做是
一件很痛苦、浪费时间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把学习看做是一
场游戏，我和你之间的学业上的较量!

我读完第一章，突然明白了：学习的过程应该取长补短，应
该更好的完善自己不足之处，提高自己的修养。

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儒家的创始人之一，他所
坚持的儒家不仅仅在春秋战国时期广为流传，孔子的言行更
是被其弟子们编成一部书，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流传至今。

然而，起初我却对孔子有着极大的成见，认为他是一个腐朽



的老头子，只因为孔子曾经说过：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我
对这一句话感到愤愤不平，认为孔子歧视女性，还时常想着
孔子的母亲不也是女人么，当读到孔子的文章时，便和同学
用恶毒的话来数落孔子，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是自己误会了
孔子，孔子所说的：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并没有歧视女性的
意思。而古时候的语言文字和现在的语言文字是有很大的区
别的。我真应该要学好文言文，以免再出现同样的笑话来，
我也明白了不能够只因为个人的片面观点去评价一个人的好
坏，而是要根据长久的观察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优劣。

论语》是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弟子记录孔子言行
的一部著作，它的资料很广泛，涉及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许
多问题，它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可是有些资料依然值
得我们在今日去学习、运用。比如：“学而不思，思而不
学”就是要告诉我们学习要和思考联系在一齐，只明白死记
硬背，不会灵活运用的人，即使再用功的去学习背诵，也学
不到真正的知识。

“言必信，行必果”就以一个“曾子杀猪”的故事教导我们
此刻的家长，不能哄骗孩子，不然孩子会所以学会哄骗别人，
要重视诚实守信品德的养成。“欲速则不达”就是告诉我们
做什么事都不能只图快，否则，反而会失败，也提醒那些望
子成龙的家长不要“拔苗助长”。还有“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等。《论语》不仅仅让我们
了解了它的精华思想，更弘扬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读了《论语》这篇著作，我受用不尽，不仅知道了做人的道
理，还亲密接触，让我对孔子了解的更深更多。

《论语》书是对孔子日常生活的举止与语言方式，还有记载
中国史代伟人对孔子的评价与生活故事。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这句话反应了孔子与别处俩人行走中，必定有一位是其
师傅，还反应了孔子好问好学的不屈不挠的学习精神;他还非
常谦虚，自己成了老师，还是求学，对问题都不耻下问;不像



我们，遇到奖励就万分骄傲，遇到困难就不理不睬。在我练
字期间，我在书法班的名誉上是大名鼎鼎的;于是，我非常骄
傲，在学校的作业本上写得乱七八糟，还差点被批入“差字
黑名单”;自从读了这本著作，我在数学方面的字体大有进步，
连老师都对我刮目相看;有一次，还在课堂上公开赞扬我的作
业本呢!原来论语是这么重要啊!

论语中有很多论述在今天看来，仍然非常有现实意义，小到
一个人的为人处事，大到一个地区的管理，都有指导意义。

《论语卫灵公》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
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子贡问他的老师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
以作为终身的.行动准则，孔子说，那就是宽恕、原谅，自己
不喜欢的事情，不要强加给别人。

我国历史久远，地大物博，而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孔丘，
一直以来被人们当作圣人来崇拜，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论
语》。那是中华民族的精萃。虽然全书只有一万多字，并且
该书是孔子的弟子所记录的他的学述思想，深刻地体现了这
位教育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理念。是隔二千多
年，一直是人类教育事业的灵魂。

我看过这本书，虽然理解还不够透彻，但手捧这本书，感觉
非常的朴素和温暖，里面不仅有天下大道之志，更重要的是
它永远不失去脚下朴素的起点，一直被普通百姓作为人类道
德的准则。

他提倡“孝道”，主张要以德为原则，去尊敬长辈，这在我
们现在社会，犹其应该引起重视，不能以工作压力大，而忽
略了自己的长辈，免得后悔莫及。孔子也提倡“仁德”，主
张用发自内心的善意去对待别人，如果现今社会，我们都能
以此为准则，那么我相信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孔子还提
倡“诚信”，他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就是一



个人要是没有信誉，真不知道他怎么在这个世上度过一生。
道理很通俗，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他更提倡“学
习”之道，人的智慧是靠后天的学习积累的，我们每个人都
有一种学习的心愿，但可能方向和质量会有所不同，孔子当
时就教育他的弟子“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知识无处不
有，就看我们是不是用心去学。当然他提倡的东西还很多，
一直为人们作为一种美德。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当今社会，各方面都在飞速发展，但孔子的思想一直引导我
们中华民族走向宽阔的大道。

前半部读后感篇二

《论语》就像一杯耐人寻味的香茶，越品读就越能体会出文
言文之间蕴藏的知识。走进了《论语》这本书，我看到了万
人师表、学识渊博的孔子。

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弟子把他平日
的言行给记录下来，编成了《论语》。《论语》一共有20章，
记载了孔子各方面的言论，围绕着“仁 ”这个主题编制的。
孔子是中国儒家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
都起着很大的进步意义。《论语》不仅是古代文学的典范，
而且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学习中国文化的开始。

《论语》的第一章就是学而第一，以学为主。子曰：“学而
时习之，不亦说乎?”它的意思是说：“学习过后能按时复习，
不是很愉快吗?”现在的一些学生把 复习甚至于学习看做是
一件很痛苦、浪费时间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把学习看做是一
场游戏，我和你之间的学业上的较量!

我读完第一章，突然明白了：学习的过程应该取长补短，应
该更好的完善自己不足之处，提高自己的修养。



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儒家的创始人之一，他所
坚持的儒家不仅仅在春秋战国时期广为流传，孔子的言行更
是被其弟子们编成一部书，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流传至今。

然而，起初我却对孔子有着极大的成见，认为他是一个腐朽
的老头子，只因为孔子曾经说过：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我
对这一句话感到愤愤不平，认为孔子歧视女性，还时常想着
孔子的母亲不也是女人么，当读到孔子的文章时，便和同学
用恶毒的话来数落孔子，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是自己误会了
孔子，孔子所说的：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并没有歧视女性的
意思。而古时候的语言文字和现在的语言文字是有很大的区
别的。我真应该要学好文言文，以免再出现同样的笑话来，
我也明白了不能够只因为个人的片面观点去评价一个人的好
坏，而是要根据长久的观察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优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