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语读书心得大学生(精选8篇)
军训心得是在军事训练过程中对个人体验、感悟和收获进行
总结的一种方式，它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思考自身在军训中的
变化和成长。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军训心得范文，希望
能帮助到即将进行军训的同学们。

论语读书心得大学生篇一

我和父亲一起读了于丹的《论语心得》，通过我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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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他人的错误行为，机能体现出自己博大的胸怀，
又能感受到在宽恕了别人之后，心中的那份愉悦和清爽。孔
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读书心得大学生篇二

一直以来，“宽容”一词是被我这样诠释的：宽容是一种美
德。宽容，就是不与人斤斤计较，就是时时与人为善，就是
宽恕别人的过失。再次很认真很仔细地拜读了于丹老师的
《论语心得》后，我不禁为自己的知识浅薄而惭愧不已，我
也终于明白了宽容的另一个真谛：宽容别人，其实也是给自
己的心灵让路；宽容别人，善待别人的同时，其实就是在善
待自己。因为只有在宽容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才能奏出和
谐的生命之歌！于是我让自己在忙忙碌碌中停下来对照对照，



反思反思。

古人说：境由心生，境随心转。一个人是否快乐，不在于他
拥有什么，而在于他怎样看待自己的拥有。西方人则
说：“同一件事，想开了就是天堂，想不开就是地狱。”的
确，一个人的处境是苦是乐常是主观的。对此，我是深有感
触。记得我曾经的一位闺中密友，我们从小玩到大，在一起
学习、一起工作，后来仅仅因为单位“评优”事件，她竟致
多年的情谊于不顾，深深地伤害了我。当我得知真相后那种
痛楚、伤心、失望的感觉是难以言表的。那次的打击使我开
始怀疑我一贯的人生观和处事态度，我认为许多人在利益和
友情之间选择的是前者，所以从那以后原本快乐的我变得沉
默了，经常生闷气，脾气也越来越差，我甚至曾想过与她绝
交、也想过对她“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但善良的爱人却巧妙地告诉我遇事要理智、要冷静，
要学会宽容，并让我学着宽容那位朋友。他说：“你现在就
是在拿别人犯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所以你才会那么痛苦。要
减少自己的痛苦，你要学会宽容。宽容，意味着你不会再为
他人的错误而惩罚自己。宽容地对待自己，你就能心平气和
地工作、生活，这种心境是充实自己的良好状态。”于是，
在独自痛苦地思索和反省之后，我发现那件事对我而言并没
有想象当中那样糟糕，因为它教会了我认识人，使我在今后
的日子里走得更稳。后来，我一如既往地对待那位闺中密友。
记得在我决定宽容她的那一刹那间，一直以来压在我心头的
怨恨、愤怒、悲伤，全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宽容使我又恢
复了以前的快乐。那位女友后来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向我表
示歉意，并表达了她也要学会宽容待人，善待他人的意愿。
多好的结局呀！它让我们都明白了，学会宽容，对别人对自
己都可成为一种毋需投资便能获得的“精神补品”。学会宽
容，不仅有益于身心健康，而且对赢得友谊，保持家庭和睦、
婚姻美满，乃至事业的成功都是必要的。我们仔细想想，为
使别人痛苦，而自己的痛苦仍然存在，甚至比别人更痛苦，
那又有什么快乐而言呢，有什么满足可言呢？要降低伤痛，
最好的办法可能就只有宽容了。



因为学会了宽容，我给自己的心路找到了出口，我找回了失
去了的快乐。所以，宽容别人，就是在宽容自己。生活中，
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应该宽容自己，首先让自己保
持良好的心态，让自己有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当我们不
小心跌倒了，我们应该宽容自己，继而不趴在地上懊悔，而
是站起来擦亮眼睛继续往前走；当我们的路走错方向了，我
们也应该宽容自己，继而不停留在原地转圈，而是迎着日月
星辰，明辨方向不动摇；当别人不理解我们的时候，我们更
应该宽容自己，要对自己充满信心，相信时间终会证明一切，
而不须急于解释那一时难以说清的误会。

再读《论语心得》，我明白有了“宽容”随身携带在自己的
左右，既宽容别人，也宽容自己，那么我们将是拥有了灵丹
妙药，我们可以时刻施展妙手回春，让自己的心活得更健康，
让自己的一生更加“顺水顺风”……所以，朋友，请带
着“宽容”前行吧！

论语读书心得大学生篇三

于丹教授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把孔子的《论语》诠释给我们，
使我们领悟到《论语》传递的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是
一本难得的好书！她从天地人之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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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个方面分别
诠释了《论语》的真谛！

她把两千多年前的《论语》用一个现代人对社会、对生活、
对人生的感悟演绎出来，灰色的孔子一旦链接了这个多彩的
世界，催生而出的是一种纯粹的积极的态度，是道德品性、
情感智慧的升华，看完这本书真的是受益匪浅，给人以心灵
的震撼！他教导世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好人、如何做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做人的起点就是要有一个乐观积极的
心态，与人为善、修身养性。

人的一生难免遇到挫折和磨难，怎么样来面对生活给自己带



来的不幸？于丹教授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
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
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
的遗憾，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
重你的苦痛。对于我们来说，大的就是工作中，小的就是家
庭中，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小事，不要抑郁于胸，要学会自
己劝自己，想开些，不必计较那么多。第二个态度是，要尽
可能地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这个遗憾。一种遗憾，可
以被放得很大很大，放大遗憾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将如印
度诗哲泰戈尔所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
也将错过星星了。”承认现实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
力去弥补这种不足，这就是《论语》告诉我们对待生活缺憾
的态度。

看于丹《论语》心得体会到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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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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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生活匆匆的路途上，
多一份艺术和智慧，多一份清凉与闲暇，多一份享受生活馈
赠的心情。

总之，在当今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社会潮流中读于丹的论语
心得，真的能给人以心灵净化，如一丝清泉沁人心脾，让人
陶醉，给人启迪！

论语读书心得大学生篇四

作为一名学校基层的教育管理者，更加关注的《共产党宣言》
中所阐述的教育思想对于今天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所带来的启
示和指导意义。“用心做教育，做心中有人的教育”也正是
今天教育综合改革的核心内涵，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的全面阐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教育的本质



和作用在于培养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永远围绕人
来展开的，教育要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视角上去认识（引自区
教委顾成强主任在中高考总结表彰会上的讲话）。今天的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就是要将过去的教育没有从“人的全面发
展”方面去发展，纠正到回归自然、回归生活、回归传统、
回归体验的教育。教育是社会活动，学校不是封闭的不与社
会接触的场所，教育是与社会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脱离社
会的教育绝对不是培养人的教育，也绝对不会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

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给予学生施展才能的自由空间，最终
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是素质教育和今天深入开展的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的终极目标。无论是中高考命题改革，还是中高
考招生制度改革，以及义务教育阶段课程设置的变革，都是
在体现公平的基础上，要体现学生的创造，激励学生去努力
追求，充分考虑到学生个性发展，扬长避短，在更广阔的空
间里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智慧。

论语读书心得大学生篇五

再次翻开已经泛黄的《共产党宣言》，看着空白处记得密密
麻麻的批注，当年在大学时挑灯夜读的情形又浮现在眼前。
原本以为，书中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不复记忆，但再
读之下，却发现“消灭私有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
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这些句子已经渗透进自己的血脉，指引着自己的人生。
在它的指引下，我在大学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指引
下，我在团委书记的岗位上带领广大青年团员做党的后备军；
在它的指导下，我成长为了一名基层的党务干部，为实现共
产主义奋斗终身。

在全面从严治党和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今天，再读《宣言》
让我进一步认识到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准确地运
用发展的、辩证的、全面的、非教条化的方法处理问题，才



能推动各项工作。再读《宣言》使我密切关注世界研究马克
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并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理论、观点相对
比，从而提高我们思想上的坚定性、理论上的鉴别性，减少
政治上的模糊性、实践上的盲目性。再读《宣言》，我们必
须做到：不僵化、不教条，从经典原著中传承精髓、灵活运
用，寻找新灵感、开创新思路。

论语读书心得大学生篇六

《论语》是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
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行。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论
语大学生读书心得1000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语大学生读书心得1000字1

读完《论语》，我如同经历了一番修行，明白了;

天地人之道;

心灵之道;

处世之道;

君子之道;

人生之道。

而心灵之道则净化了我的思想，让“仁者不优，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的道理。

每个人固有自己的思想，哪怕一个人在人生十字路口分辨是
非，做出判断时，思想却也能产生分歧。这完全是因为内心
不够强大。做到内心强大，是要将轻于身外之物看轻。太在
乎得与失的人，被孔子斥为“鄙夫”。鄙夫，意义几乎与小



人同等，就是不上台面鄙陋的人。孔子说，像这样的小人，
他能谋划国家大事吗?不能。这样的人在没有得到利益时抱怨
着不能得到;而在得到后又恐怕这利益会失去。既然害怕会失
去，那么，如此的鄙夫则将不择手段维护利益，往自己脸上
抹这不应该抹的“金”。

这种怨得而患失的人，绝不可能拥有开阔的心胸，决不会有
坦然的心境，更不用说拥有真正的勇气。

说到“心灵之道”当然得谈到心态。

子曾经曰过，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我认为是说小
人骄傲，是炫耀他外在的成就;而君子之骄，则是骄傲内心的
风骨。君子因为有心态的平和、安定和勇敢，他的安详舒泰
则是由内而外的自然流露。小人表现得则是故作姿态，在众
人面前搔首弄姿，哗众取宠，故作玄虚，实际在人们的心中，
他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意义，完全是骄矜傲人的脾气，因为
小人的内心多的是一股躁气，多的是一股傲气，所以他们的
气度上便理所当然少了一份安闲，少了一份修养。

一种平和、安详的心态，不论是对学习，还是对生活，都会
有推波助澜一样的影响。而此种心态，又是从平时笃定、从
容的气势可以养成的。

《论语》提倡“坦荡荡”的心境。这种心境和胸怀，既可以
弥补你先天的遗憾，又可以弥补你后天的过失……这种心境，
就像孔夫子所说，它其实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
若即若离，只是需要我们去发现而已。但是，就是因为心境
与心态的不同，所以心态会在心境的诱惑迷离下改变本性，
使自己坠入深谷，再不能从万谷深渊中迭起，纵而使自己误
入歧途。心境是一种动力，实际上是虚幻的，当人在伤心时，
产生幻境，使心灵得到一丝安慰。这确实是甜美的，可有的
人想入非非，虚度光阴，以为这种心境会成为现态。不知不
觉中，心态也会尾随心境而变化，养成惰、软、幻、怨的性



格。

正确的心态会使我们的生活饱满充盈，让我们欢欣，让我们
的生命拥有最大的效率，让你的每天进行着新的轮回，并把
这种心态与欢欣向他人疏导。

回到《论语》的角度，《论语》带给我们的，永远是一个人
生动态系的哲理，一个新鲜脱俗的至理传奇!我们不可以断章
取义，不可以僵死的理解《论语》的含义，因为她本来就是
一本活的典教，其中的含义是通过人一生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这些古代圣贤的思想，在你的大脑中运转时，在你的血液里
流动时，我们深深地知道，并肯定：你正确的心境与欢欣的
心态就是对古代圣贤的肯定和无限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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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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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即孔子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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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
有些不同。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贪
污或是抢劫，，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母
都希望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
的出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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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能
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甚多，而每
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为我们良师
益友。就说我们班上的吧。在这个近80人的班集体里，就有
篮球上的猛将、绘画巧匠、书法好手、象棋大师。有的是上
晓天文，有的是下通地理;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的能歌善
舞……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身于万绿
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伟，绵延;
大海是那样地壮丽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不排斥每一
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一滴不起眼
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须善于从平
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

今天还能启发我们的心智吗?还能对我们今天的心灵产生触动
吗?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授紧扣21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结
合其深厚的古典修养，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从中国人
的宇宙观、心灵观、处世之道、交友之道、人格修养之道、
理想和人生观等七个方面，从独特的个性视角出发来解读
《论语》。全书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
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

《论语》这本书，是孔子的弟子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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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珍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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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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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颜回，但是一千个读者中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读完《论语》后，我对颜回有了自己的看法。

“孔子说：我不违背整天的词语，如蠢，以为他们撤退省，
足以发回也不傻。”这是老孔子颜回的评价，可以概括
为“颜回大智若愚。”颜回看起来笨，其实他是一个聪明的
人渴望学习，所以我们不能以貌取人。

孔子作为老师可以不分贫富，只要是通过虚心求学生活的人，
他都收下。当颜回进学堂时，只要磕三下头便成了孔门弟子。
一开始孔子教育并没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颜回，只是我们发
现他上课进行学习最认真，但从不发表意见。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孔子颜回发现后，中午放学总是最后一
个离开学校，下午和早期学校。孔子觉得很奇怪：颜回，吃
就吃这么快?于是，他派了几个人回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焉。

原来，颜回家发展非常穷，所以我们住在城市贫民区，父母
可以每天都要到自己田里去种地，只给颜回就是留下一锅菜
汤。颜回回到家后，就把菜汤倒到一个用竹子能够做的每个
碗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有时菜汤喝不饱，他就跑到井边，
用水瓢舀几瓢水喝，然后他们赶紧重新回到教育学堂。

孔子非常欣赏颜回，所以他说：“贤，惠也!一筐菜，一瓢饮，
在小巷里，人们不能担心，回来也不改变它的快乐。



贤者归也!“

不仅如此，颜回恭恭敬敬地说。他对孔子太不仁慈，以至于
他的美德闻名于世，孔子说他“在三月的时候良心发现”，
但是颜回没有照顾他的健康，英年早逝，孔子悲痛欲绝，他
说:“唉!天空被哀悼!天空被哀悼!”

公爵曾问孔子：“有什么好学的弟子?”孔子说：可见日元多
么重要回来孔子“有那些谁学颜回，不怒，不贰过不幸短命
死的人现在也将死，未闻好学者也!”

我们也可以学习颜回的另一个优点：尊敬师长。

老师面对这么大的班级，毫无怨言的把教授给我们的知识，
我们不能不尊敬老师。但我们不应该面对老师的恐慌，如果
是这样，就不能建立正常的师生关系。

颜回礼貌地指出孔子错了。这样，我们在课堂上要认真听讲，
不懂的问题可以向老师请教，吸收老师的知识，才能无愧于
老师的辛勤付出。

因此，我觉得学生颜回是个尊师重道，好学，大智若愚的人。
他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好榜样。

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论语》如同沙漠中的绿洲一
样，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内心平和，在炎炎夏日中
收获一丝清凉。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它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塑
造我们的性格，让我们能更加平和地对待工作中的压力，将
压力转化为动力。

作为一名实习生，在公司总部机关人力资源部实习的这段时
间让我感触良多。首先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公司快速紧张的工
作节奏。从公司领导到每一个同事，都在为“振兴华北”的
共同目标努力奋斗，同事们虽然劳累但是充满了信心，这信



心是对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信心，是对美好幸福生活的信
心。

、董事长程文彬曾在加强总部机关作风建设会议上指出：勤
于

学习

，学无止境。程文彬在强调对标学习和开放性学习的同时，
强调“系统内、部门内要互相学习，年轻人向老同志学，老
同志互相学，学习的氛围一定要建立起来。”子曰：“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公司众多优秀的同事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要对标学习，不断提升自己。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这就告诉大家要想办好事情，就一定要做好准
备，公司组织的“书香大讲堂”、经验交流分享会等学习活
动，虽然和大家目前的岗位

工作

没有直接的联系，“短期收益”不明显，但日积月累，就会
获得“长期收益”。 结合在一起，做一个会思考问题的员工，
做一个有悟性的员工。这样，更有利于自己的快速成长和进
步。

于丹老师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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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代社
会竞争压力大，但只要我们坚持阅读经典，并且在生活中不
断践行“忠恕之道”，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最基本
的做人做事准则，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热情为大家提供
帮助，提升自我，尊重他人，那么不管外界的变化多么复杂，
我们都能收获内心的平静和愉悦。

《论语》最让人感动的是其所蕴含的人文情怀。孔子是一个
讲求孝道的人。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



一则以惧。”如果问大家是否知道父母的年纪，相信并不是
所有人都能脱口而出，父母总在不知不觉间老去。“树欲静
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太忙，从来都不是理由，别
找借口，也别留遗憾，放下手头的事情，给爸妈发个短信、
拨个电话，聊聊家常。

论语读书心得大学生篇七

《论语》里的每一句话都很短，但是其中蕴涵的道理却很深
远，仔细品之，总会从中发掘出很多适用、通用的道理，它
以深入浅出的形式告诉我们怎样工作、学习和生活，怎样做
人、交友和处世。关于论语读书心得怎么写?下面起来阅览
《论语》的读书心得优秀范文吧!

《论语》一书比较真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
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
心是“仁”、“礼”和“中庸”。《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
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论语》
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
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
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
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论语》是记录孔子和
他的弟子言行的书。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
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
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
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
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
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
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
《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



《论语》里的每一句话都很短，但是其中蕴涵的道理却很深
远，仔细品之，总会从中发掘出很多适用、通用的道理，它
以深入浅出的形式告诉我们怎样工作、学习和生活，怎样做
人、交友和处世。

《论语》并不只是中国众多古典文学中可有可无的一部分，
我觉得中国配得上圣贤之称的也就只有孔子了。也许只有
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句话才能够表达对孔子的无限
的崇敬之情。孔子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众多爱
好古典文学之士，从孔子的出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
丘云”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
焉”。

孔子在《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
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也不失
言(《论语》卫灵公篇)”。按照孔子说的意思就是：如果你
见到一个没悟性或者这人太差，你追着、赶着跟他说话，那
对不起，你话多了。所以他说，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一
个聪明的人，他不会错过那些可教之人，但是他也不会对牛
弹弹琴，追着可不教之才多话。所以也不失人，也不失言是
对的。对于这方面，我们就应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孔子的这
句话是在《卫灵公篇》，讲的是人与人交往的道理。

弟子问孔子说:“老师，以德抱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
一个人已经以德报怨了，那他还拿什么抱人家的恩德呢当别
人对你好时，你该怎样办呢“以德抱怨”不可取，但“以怨
报怨”也不可取，因为怨怨相报何时了还是“以直抱怨，以
德报德!”如果有他人有负与你，对不起你了，用你的正直、
耿介对待这件事，但是要用你的恩德，你的慈悲、去回愦真
正给你恩德和慈悲的人。用你的公正、率直、耿介、磊落的
人格去坦然地应对这一切，即不是德也不是怨。人生有限，
生也有涯。把我们有限的情感，有限的才华用在最就应使用
的地方。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訉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说，为人子，为人弟者，在
家里孝敬父母，在外面敬爱兄长，言行谨慎而且守信用，博
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做到这些后，还有剩余的精力，
就在去学习文献的知识。很好的阐述了躬行与学文的关系。
说明了做人要以德为先。也就是《论语》中说的“仁”，我
们这天说的德乃为人之根本。道德实践也是学，与文献知识
是一脉相承的。

孔子的学生司马牛以前问过老师说：“老师啊，敢问君子，
一个君子的状态什么样呢”老师回答得很简单，四个字，叫做
“不忧不惧”。这就是君子了太简单了吧那老师又反问了他
一句说：“内省不疚，何忧何惧啊”一个人如果自我反省，
内心没有歉疚，上不愧苍天祖先、下不愧子女父母，那么自
己的内心有什么可内疚的老百姓讲一句话说：“为人不做亏
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这就是一种生命的坦然。孔子说，
如果在当今社会，外在有如此多纷扰的声音，我们偏偏困顿
于一派喧嚣之中，但是叩问内心，无忧无惧，这容易吗这还
不够做一个君子吗所以其实我们不要以为说君子就必须要兼
济天下、建功立业，于社会士工，做出大辉煌的人才配这个
称号。其实一个君子首先应对的是自己的心，有一份生命朴
素的坦然。这对于这天的人来讲，可能很艰难，因为我们面
临的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这种变化会让我们充满了迷思。

孔子有一句话：“事君数(念shuo4)，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数，写出来是数字的“数”，也就是过于密集的意
思。“事君数”，指一个人在工作上对你的领导的态度：对
你的上司老板，你对他有言必从，不管是夜里三点还是五点，
他叫你就到，所有的事情你从来不违背。你想我这么对他，
他就应对我个性好吧错!他会认为你的人格没尊严，离你招致
羞辱不远。这叫“斯辱矣”。因为他觉得你是仰望他的。我
们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当一个人在仰望他人的时候，其实他
自己在跪着。你怎样样能够不仰望就是你自己站起来。所以
其实你对什么人都不要做到数。你去这样失去自我的尊严去



伺候领导，那最后会招致羞辱。朋友呢大家觉得朋友之间无
所谓了吧多好都没关系。有一些男朋友说，我去我哥儿们家，
我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我在他们家能够把他的冰箱翻得乱七
八糟，他家和我家一样。有些女朋友，一跟老公吵架了去找
闺中密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什么样保密都对人讲。那闺
中密友就出主意，说你离开这个男人吧，你离婚算了。其实
这样的朋友都必须好吗孔子说：“朋友数，斯疏矣。”朋友
要走到这么近的时候，就是疏远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人与
人之间，永远要以个体生命的独立尊敬为前提，包括父母对
孩子。

在以后的学习、工作、处世中，我们要学习孔子那种“以直
报怨，以德报德”的宽容之心;学习那种“事君数，斯辱矣。
朋友数，斯疏矣”的谨慎;学习那种“耻其言而过气行”的行
为方式。让我们也学会先人的“事父母，能竭其力，与朋友
交，言而有信”的爱仁之心;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
正焉”的好学精神;“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豁达、朴
素与和谐;学习那种“常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
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的诚信精神;体会到“未若贫而乐，
有道而正焉”的快乐。总之，让我们成长为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合格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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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读书心得大学生篇八

【论语十篇】是我们学校发给我们五、六年级的书，里面内
容丰富，我很喜欢，一有时间我就会拿来读读，里面有这样
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孔子四处讲学，有一天，他正坐车赶路，却被一个小孩堆的
一座土城挡住了去路。孔子下了车，微笑着说：“你怎么不
知道车来了要让路呢？”小孩子抬起头来，镇定地说：“从
古至今，只听说车要绕城而过，哪有城要避开车的道理？”



孔子听了非常诧异，决定考考他，就问道：“什么水中没有
鱼？什么火没有烟？什么时候白天短？什么树不长丫杈？”
小孩不慌不忙地回答：“井水，萤火，枯木。”说完，小孩
又反问了几个问题，结果孔子一个也答不上来。孔子又
说：“我车中有棋，要不咱们赌一盘吧。”小孩马上拒绝了，
说：“天子好赌，就无心治理国家；农民好赌，就会错过耕
种的时机；做学问的好赌，就会忘了读书；小孩好赌，就会
挨揍。赌一博原来时无聊、无用的事，学它做什么？”孔子
一听，顿时由赞赏变成了敬佩，于是拜他为师。这个7岁的孩
子就是项橐，从此，这个7岁的孩子名声扬，而孔子以圣人之
身，不耻以孩童为师，其举动也为天下人称赞。

我从这个故事中了解了橐小时候的故事，也让我真正体会
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