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语的高一读后感(优秀8篇)
民族团结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因素。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是加强民族团结。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一些民族团结的成功
案例，希望能够启发更多的思考。

论语的高一读后感篇一

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
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
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义至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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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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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必有我
师焉".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民百
姓同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广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耻下
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孔子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居敬兴简,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我想对各行各业
的人们都有所启发.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
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指孔子说："弟子在
家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则谦恭有礼,对人如兄弟一般,谨慎
而诚实可信,要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这样躬
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知识,."即在家要孝敬
父母,在外在团结友爱,有爱心,以贤德的人为榜样,不断激励



自己,努力实践,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做人的立身原则做
好了以后,再学习文献知识,以开阔视野,丰富思想."

德,人之本也,本立而道生." 仁义礼智信,国人都按这一标准
去做,社会会更加和谐,我们的国家会成为文明、昌盛、礼仪
之邦.(二)：

读了《论语》一书，我感触很深，不但学到了许多知识，而
且还使我的精神世界得到了升华。

所谓《论语》，即孔子及其弟子编纂的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
它是我国一部最早的语录体散文，其作者孔子是儒家学派的
创始人，他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我国古
代最早的文艺理论批判家，还是我国第一个系统阐述教育思
想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
巨大的深远影响。

《论语》一书是孔子学说的体现，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
即"爱人"这是孔子认为的最高的道德准则和品质。

其中几则令我印象颇深。

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而来，大家在一起讨论共同的兴趣、共
同的喜好，一起交流生活、交流学习，真的是很快乐。别人
不理解自己，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每
个人的思想、喜好都不相同，我们没有必要去为此恼恨、恼
怒，应该用宽容大度的心去理解别人，去原谅别人，这样的
人才可以被称得"君子"。

孔子不仅仅是勤奋、乐观、大度的人，还是一个谦虚的人，
在述而第七中的第二则：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
不倦，何有于我哉?"把所学的知识默默地记在心里，勤奋学
习而不满足，教导别人而不倦怠，对我来说，做到了哪些呢?
孔子真是太谦虚了，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所说所做有很



多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如此重要的伟人，还说
出如此自谦的话，的确值得我们学习。

孔子还认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即如果一心一意培养仁
德，就可以消除恶。的确，品德在一个人的人生中占据着重
要的地位，它决定着人的一生，不好的品德会使一个人丑陋、
恶毒，甚至会让人走上犯罪的道路，而良好的品德会让一个
人美丽、善良，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可见，培养仁德是很重
要的。

《论语》真的是一部很富有哲理的书，不仅仅是现在，甚至
是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后，它都会激励着人们不断的积
极进取，在各个领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

独善其身"的光芒，它为不同时期，不同年代的人们所推崇，
所向往。

今天，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个性空前张扬的时代，更是一
个竞争激烈、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面对着来自工作生活等
方面的压力，如何调适对他人的心态，是首要解决的一个人
生观问题。面对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对敌人仁慈就是对敌
人残忍。《论语》中，长者们娓娓道来，轻轻拂去你心灵的
尘土，教会你做人的道理。有空闲的时候，多多去翻一翻这
种薄薄的却又沉甸甸的古书，每次掩卷沉思，都会使你的思
想升华。

"吾十五而治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耳熟能详的名句
是孔子在讲述自己大致的人生轨迹：三十岁能够自强自立，
四十岁对各种事情都了解了，而五十岁知道天命是什么，而
到六十岁就一切坦然面对，任何"忠言"也不会逆耳了。对此，
我们当然不能拘泥于文字的表面意思，我们所要吸取的是他



那种乐观向上的人生志向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岁月匆匆，时光如梭，转眼间我已在教室里度过了 8 个春
秋;回首过去，不禁反躬自问：这些年来我学到了什么，人生
境界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呢?又想到自己肩负着"祖国的
希望"这一使命，就会由心底涌动起动力的源泉，激励自己把
精力投入到精益求精的学习中去。

了。难怪他的学生对他的评价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
之在前，忽焉在后"。

读到此处，我不由地想起了自己。身为一个学生，我到底有
没有做到学生应尽的责任。我有没有学习着并快乐着呢?我有
没有对学习产生抱怨呢? 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一
个宗教改革家路过一个工地，许多人在汗流浃背地搬砖。他
去问第一个人说："你在干什么?"那个人没好气的回答说："
你看不见我在服苦役呀!"他又去问第二个人，这个人态度比
第一个平和多了，他看说："我在砌墙啊!"改革家又去问第三
个人，只见第三个工人擦了擦头上的汗，微笑着说："我在建
造一座教堂。"这三个人做的事情一模一样，但是他们对待工
作的态度却不同：第一个的态度是悲观主义态度，他把任何
事都当作是生活强加给的一份苦役，他关注的是当前的苦难
也是确实存在的。第二个的态度称为职业主义态度，因此他
知道这一堵墙是一个局部成品，他也知道他这样做对得起自
己的一份工资。第三个人则是理想主义态度，也就是每一块
砖，每一滴汗，他都认为有价值。孔子云"发愤忘食而知老之
将至!"和第三个人一样，都是用快乐的心态在工作着，也正
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境界，才使得他桃李满天下。并且成就
了孔子一代圣贤的英名。

简单地说，《论语》用最简单的话语、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
圣人最真实也最深刻的哲理，《论语》的内涵博大精深，意
蕴深长，值得我们青少年朋友深思熟读之、领悟运用之、发
扬光大之，让这颗国学经典中的璀璨明珠永放光芒。



高一语文必修一知识点梳理

《论语》读后感

论语读后感范文

论语读后感

《论语》读后感

论语的高一读后感篇二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
说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主要讲述了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
处事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和人生之道。书
中每一个故事都告诉了我们许多人生的哲理和处事做人的道
理。

于丹老师带我们超越时空，把一位两千年前的圣人引领到了
众人眼前与今人对话。孔子没有圣贤的架势，朴素平和、平
易近人，时时传递一种朴素、温暖的生活态度。她把深奥的
道理讲的浅显易懂，真正走进了我们的心里。

“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
海阔天空。”对于我来说，大的就是工作中，小的就是家庭
中，同志之间、夫妻之间，一些生活中的琐事，抑郁于
胸。“胸怀无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渺小了。”面对人生的
遗憾，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收下来，不要纠缠在里面，
一遍又一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痛苦。

于丹老师在论语心得中讲了一个故事：一座寺庙里供着一个
花岗岩雕刻得非常精致的佛像，每天都有很多人来佛像前膜
拜。而通往这座佛像的台阶也是跟它采自同一座山体的花岗



岩砌成，台阶不服气地对佛像提抗议：我们本是兄弟，凭什
么人们采着我们去膜拜你？你有什么了不起？佛像淡淡地说，
因为你只经过了四刀就走上了今天的岗位，而我经过了千刀
万剐才成佛。

我读后眼前一亮，我们过去总是喜欢与他人相比，为什么你
我一起参加工作，你今天如此辉煌？往往比的都是自己的缺
失和他人的所得，而忽视了他人付出的努力、做出的贡献、
肩负的责任、承受的压力。想得到他人所得背后的付出，千
刀万剐与四刀相比相差何其大，这样比起来我的内心就平和
多了，怨气自然就少了。你有你的快乐，我有我的开心，知
足常乐！

这篇，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
大家暑假过的开心。

论语的高一读后感篇三

有人说我的这种言论是在抹杀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其实不
然。我主张打倒的，是那个作为思想枷锁的《论语》，是那
个用所谓的“仁义道德”（鲁迅语）来禁锢人们的思想的
《论语》。将其打倒，反而有助于我们从全新的角度认识
《论语》。

所以，我主张这样读论语：仅仅把它当作一部书，不带历史
偏见地来读。

这样读一读，我觉得，《论语》本身并不是框框条条道德规
范。它是鲜活的生活。

首先，论语源自生活。和西方的很多道德伦理著作不一样，
他没有对某一个问题的深入专门的论述，他只是一个个生活



中的片断，并且其中的角色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言语将被记
录下来。所以显得十分自然。

论语的高一读后感篇四

论语，是记录圣人孔子的言行的书。读了之后，你可以感受
到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抱负，他的很多高尚品德是当今很少人
有的。他不仅教会人们应该如何接物待事，而且十分严谨的
规范自己，以行动来做出表率。他之所以被后人成为圣人，
就是因为他在平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累积成了我们宝贵的
精神财富，给我们的思想带来了无穷的宝藏。

读了论语通译，虽然不能

论语的高一读后感篇五

a >国学经典 挽救这个时代 ——《论语》《孟子》读后感

我常常想，什么是“国学经典”，“国学经典”有什么用。
现在，我从《论语》《孟子》中找到了答案。

如果你问这些足以挽救时代了吗?那么我要告诉你，书中教会
我做人的句子，更是数不胜数。

读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我又想起前两天
看到拥挤的小店里一个人在买东西时拆开包装，将别的袋子
里的东西装入一个袋子。这不就是自私自利吗?还有贪心小贩
以次充好、自来水掺甲醇，这些事都说明小人喻于利的道理。
于是，我从中学会了要有原则有底线，不唯利是图。

读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这句话，我想起了感动中国的无臂钢琴师刘伟。



他10岁时因一场事故被截去双臂，19岁时学习钢琴，一年后
用脚弹钢琴的水平就相当于用手弹钢琴的7级水平。23岁他登
上了维也纳金色大舞台，让世界见证了中国男孩的奇迹。被
截去双臂不就是上天给他的磨炼吗?“当命运的绳索无情地缚
住双臂，当别人的目光叹息生命的悲哀，他依然固执地为梦
想插上翅膀。”这就是中国人民给他的颁奖词，是全中国人
民对他的肯定。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励志故事赶得上刘伟
的钢琴声?从刘伟的身上，我读懂了面对困难，要相信自己，
迎难而上。

读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托起生命的最美妈妈吴菊萍浮
现在我的脑海中。2011年7月2日下午，杭州滨江白金海岸小
区，两岁的妞妞趁奶奶不注意爬上了窗台，接着被窗沿挂住，
随时都有坠落的可能。这可是在10楼!一分钟之后，妞妞掉了
下来，刚好路过这里的吴菊萍踢掉高跟鞋，张开双臂，冲过
去接住了妞妞。被紧急送往医院的吴菊萍被诊断为左手臂多
处粉碎性骨折，预计半年后才能康复。“这是本能，是一个
母亲应该做的事情。”吴菊萍一脸平静地说。“在这个物质
生活富足的时代，信仰迷茫、价值紊乱的新闻接踵而来，吴
菊萍用柔弱的臂膀托起了生命的奇迹，唤醒了普罗大众对传
统美德的自觉。”这是人民给予她的颁奖词，更是她应得的
赞美。

这就是国学经典的魅力。有它，才会有感动中国的人;有它，
人们才会懂得生命的真理;有它，才会有和谐美好的中国!因
此，国家才会这样宣传国学，弘扬国学;学校才会要求我
们“童声诵国学，经典润童心”要求我们做到“读而常吟之，
学而时习之”。我们需要国学，国家需要国学。国学是人之
本，民之基，国之根。国学像土，一亩心灵之土，为无数幼
苗提供营养，使它们开出美丽的鲜花。国学像水，万物生长
的生命之水，滋润着小树舒枝展叶，天天向上。在这个信仰
迷茫的时代，是国学挽救了人们的良心，挽救了这个时代。



论语的高一读后感篇六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爱传统文化，《论语》
吾之最爱也。

《论语》与我初次结缘

在我读学前班时，妈妈在朋友的介绍下买回一本《论语》，
那时我不识字，但翻着那简短的文字，我就很好奇，硬拉着
妈妈教我读。刚开始，第一则，妈妈每天教我读5遍。俗话说：
“反复是记忆的基础”。到第五天时，我已经能背诵第一则
了。在妈妈的鼓励下，我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学第二则时，
就坚持复习第一则，就这样我坚持了一段时间，我积累的知
识越来越多，学习兴趣也越来越浓。我也明白了：“学而时
习之，不亦悦乎?”的道理，尝到了“反复是记忆的基础，记
忆是理解的窍门”的滋味。

《论语》与我成为朋友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与这本书成了要好的朋友，它一直就在
我的书桌旁陪着我读书，空闲时我随手一翻，它就像变魔术
一样，化身为圣人，与我促膝相谈——与君一句话胜读十年
书。

当我学习懒惰做作业不思考时，我的朋友也会敲着我的脑袋
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时我明白了以后
做什么事都要三思而后行。

《论语》是我生命中的指路明灯

《论语》是石，敲出星星之火;《论语》是火，点燃熄灭的
灯;《论语》是灯，照亮夜行的路，《论语》是路，引我走向
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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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我懂得了如何培养言而有
信，严于律己的处事品质。在我们班的同学中，大多数都不
能言而有信，严于律己，犯了错误总是想推卸责任，从不找
自身的原因。而有修养的人却能在遇到问题时，不断反思自
己并修正自己，宽以待人。

如果我们大家都能认真学习《论语》，那么就会成为有良好
修养的人，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美好，中国梦的实现
就指日可待。

转眼间，我即将结束初中的生活，我的朋友《论语》仍然陪
着我，为我的成长指明方向。

传承我国传统文化——《论语》

近年，社会上掀起了传统文化热。各种方式都在普及《论
语》。但有的演讲并没有把握它的本质，有的影视剧只为追
求收视效果，却不尊重历史，这样普及传统文化并不好。我
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反复朗读，知行合一。

总之，我会从现做起，从我做起，带动身边的人诵读《论
语》，我也要把这种方法传给我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也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论语的高一读后感篇七

前一阵读了一本书，读后颇有感触，这本书名为《论语心得》
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于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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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丹给我们讲述的《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
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如果你因为



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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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一直是我们对生活要
求的太多，还是现实生活对我们要求的太多，原来我们可以
活得更简单快乐！

记得于丹老师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座寺庙里供着一
个花岗岩雕刻的非常精致的佛像，每天都有很多人来佛像前
膜拜，而通往这座佛像的台阶，也是由跟它采自同一座山体
的花岗岩砌成，台阶很不服气对佛像提出抗议，说：我们本
是兄弟，凭什么人们踩着我去膜拜你？你有什么了不起？佛
像淡淡地说：因为你只经过了四刀就走上了今天的岗位，而
我经过了千刀万剐才成佛……一个简单的故事，使我如梦初
醒。想当初自己刚迈上教师岗位的时候，常常会在工作中对
一些安排充满了怨气，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我想这应
该不是我个人的一种问题，刚踏上工作的人估计或多或少都
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觉得这个世界和想象中的差别太大了，
大的有些可怕！读完此书后我想可能问题是在于我们是带着
美好的想象踏上了社会，年轻气盛，对问题的思考缺乏深度
和虚心的态度。做事急于成功而盲目的与他人胡乱对比，总
拿自己不如意的地方去和他人的好的方面做对比，不能接受
别人比自己好。正如书中所说的佛像之所以能让千万人去膜
拜他是因为他曾接受了千刀万剐的考验，而作为一名年轻的
工作者，我们还有很多经验等待去积累还有很多技能等着去
学习。

因此，我们要对生活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一种好的心态
就是多思、多想、多看，少指责、少抱怨、少后悔，要笑看
人生，把饱满热情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在现实生活中不怨
天忧人，不做盲目攀比，要有理想，有追求，是我们起码的
生活方向。

《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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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高一读后感篇八

《论语》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是：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对流水的感叹，融进了他对时光飞
逝，人生苦短的感叹。用逝水象征时光的流逝――一种促人
及时行动的紧迫感，一种生命价值只有在奋斗中才会实现的
历史责任感，都在一声叹息中流露出来，带给人无尽的思考。

时间――是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
又最珍贵、最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东西。一步步、一
程程，已经走了多远，永不停留，走过秒、分、时、日，又
积成日、月、年代。高尔基说过：“时间是最公平合理的，
他从不多给谁一分。勤劳者能叫时间留下串串果实，懒惰者
的时间留给他们一头白发，两手空空。”我们不能让时间停
留，但可以每时每刻做些有益义的事。

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前途。时间老人对
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不多也不少。时间老人对每个人又是
不公平的，在同样的时间内，人们的收获却不同。所以我始



终相信“珍惜时间的人时间也会珍惜他‘”这句话。懂得珍
惜时间的人会好好地使用一分一秒。因为他们知道时间是宝
贵的。

如果你会把握时间，你就会把握生命，你才不会虚度人生，
如果你虚度人生，那么在你虚度的一分一秒的时间里，你可
能不会感觉到什么，然而有一天你去计算，你会觉得浪费的
时间可以干很多你没时间干的事情。这时，有的人懊恼，有
的人想祢弥补，但这是无济于事的。俗话说的好“一寸光阴
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如果你不想自己以后后悔，那
么现在你就要珍惜时间。历史上凡是有成就的人都十分珍惜
时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与朋友约会，他站在桥头一边
等一边在纸上写着，雨淋湿了衣服，他也毫不察觉。朋友来
了满怀歉意的说“不好意思，耽误了你宝贵的时间。”爱因
斯坦却兴奋地说：“我非常有意义地度过了这段时间，因为
在这些时候我又想起了一个出色的想法。”

时间是宝贵的，它总是不知不觉地从我们身边流走。你是想
把它当作日历一天天撕下去，到最后只留下一个生锈的日历
夹吗?因此我坚信珍惜时间的人才会拥有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