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读后感初一(优质8篇)
民族团结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保障。如何宣传民族团结的
意义，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民族观，是加强民族团结的必要
手段。接下来，我们将介绍一些近年来取得的民族团结进展
和成果，为我们的未来发展带来了希望。

论语读后感初一篇一

读了《论语》这本书，我的感触至深。因为这里不但有大家
明白并且知道的论语，还有一些大家比较生疏的论语。

比如说：子曰：君子之德，风;人之小德，草;草之上风，必
偃。这句话也代表了我们不能做一个墙头草，然后随风倒。
没有一个自己的理由，总是听从别人的安排，跟着那些有思
想的人倒。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这句话代表了我们遇到了合乎仁德
的事，即使面对老师，也不必谦让。也说明了我们应该在老
师面前，就诊一些老师的错误，更对的应该是在人德、人品
一面上，有一些修改。这样，我们的教育，就万无一失了。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
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句话也反映了老师对我们所说
的：做事情不能着急，如果太着急，就没有多少成果，反而
还要重新来一遍，还不如稳扎稳打，把事情一次性做好。虽
然这样慢一些，但是，这毕竟是做事最快的方法。要是着急，
成不了，瞎操作，没有一点用处。

还有大家最熟悉的一句：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也是我们要温习所学的内容，复习了之后，才可以稳扎稳打，
学上其他的、更加新鲜的知识。所以，温习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温习，就像猴子搬包谷一样，走着丢着。第一天，



有100%，到了第二天，不复习的话，就跌倒了50%，还不复习，
第三天，就只剩下最后的5%，第四天，还不复习，那么，这
个东西就忘完了。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复习。

这就是我总结出论语的几条名言，我们应该学习学习。

论语读后感初一篇二

寒假期间，陈老师陪我们一起读了论语，记录了孔子的教育
思想和政治思想。

于是，我开始反思自己今天上并没有真正做好这些事情。早
晨，妈妈让我帮姐姐拿一双袜子，我马上就去，我和妹妹感
谢我，之后我听到的是很开心;中午回家给客人，并有一个孩
子是有点像我写的女孩，我真诚地邀请我和她最喜欢的玩具
我在我的心脏想到这里玩高兴;到了晚上，我想我只是完成了
正常工作日，但没有复习所学的知识，我觉得很惭愧，老师
觉得这么难教我们的知识，我们总是在学习上抛出的背后一
面，永远不知道，“审阅老”的话，我想坚持刷我学到的知
识，我它会越来越好!

学会每天反省自己，我们国家才能知道学生自己在哪一个方
面需要做的好，就要继续教育保持，哪些问题方面没做好，
就要开始不断完善改进。我希望我读完了《论语》以后也可
以把里面的道理用到我的学习和生活中，让我更加具有优秀!

论语读后感初一篇三

打开《论语》去读，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群雄
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孔子，一个2000多年前的学者，
他的思想、教育理论、教育方法、他的言行在今天看来依然
是那么先进，那么贴切。读完《论语》，才知道“君子坦荡



荡，小人常戚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道不同，不
相为谋”这些平时我们常说的语句竟然出自《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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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世界是个大家庭。既然是在“家”里，就
不免人各有志，人各有禀性，正如有爱螃蟹，有人爱鲈鱼，
不过都是求真的一种心境。只要不越于原则，还有什么不可
以真心待人，真诚说话，真情做人的道理呢!

品味人生，修身养性，其目的正是要在愉快地生活中做好这
一次穿越。淡泊的襟怀，旷达的心胸，超逸的性情和闲适的
心态去生活，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融入自然状态，这样才无
愧与天地，也才能如孔夫子教导我们快乐地生活的秘诀那样，
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论语读后感初一篇四

《论语》八佾篇，通篇都与礼仪相关，读起来似乎与现在相
隔甚远，且以现在的眼光看孔子似乎孔子有些顽固，而难以
变通。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可见礼仪的重要性。虽然随
着时间之变迁很多礼仪已经被忘却所产生的内涵，而变成形
式，但是无规矩不成方圆，一切需要礼仪进行规矩，社会才
会秩序井然。创新固然好，所有社会的进步都是需要不断地
创新进行完成的。似乎看来礼仪也就是形式，与创新是相互
矛盾的，不可共存的。可是创新能被社会所认可必须是符合
常规，符合道德，也不能违背礼仪之内涵。

需要说明一下，孔子所指的礼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礼，它的
意义是非常广泛的，它超越了现在法律所涵盖的范围，它规
范了人与人之间的准则，如父子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
长幼之间等，同时也规范了国家运作的种.种制度。



本篇中林放问礼之本，孔子的回答是“大哉问!礼，与其奢也，
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可以看到，孔子所说的礼是符
合人心中的真性情的，而不是繁琐的仪式，礼的外表则是符
合人的真性情的“文化”产物。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正朔是天子颁布的，昭示着天下还有国君，告朔是诸侯履
行的，昭示着天下还有亲人，这是礼制最重要的部分。虽然
现在只剩下饩羊，只有形式了，但是形式还是能够去昭示礼
仪的内涵，让人们想起此种礼仪的内涵，对世人还是有启示
作用的。故而，形式的存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能因为形
式而去进行敷衍，应该去思考形式所存在的内涵。这种只存
在形式的礼，也是符合人的真性情，有利于社会的规范。

因而在学习中，在工作中，要做好形式性的工作，要反思我
们所学所做的内涵，要在形式中添加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内
涵。

论语读后感初一篇五

学孔论孟思辨仁义礼智。参禅悟道感受禅宗道德。修身治企
品悟易学人生。华夏五千年，中国国学常盛不衰，传统文化
生生不息;四顾寰宇，华夏文化乍起，华商捭阖纵横;溯本寻
源，尽在道然，尽在文明。《大学》、《中庸》、《论语》、
《孟子》、《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易
经》、《六祖坛经》、《心经》、《金刚经》，人生真谛，
万物运行，事物发展，皆含其中;解读，可领悟中和之妙道，
可领悟道法之始然，可领悟起落之轮回。

“天不生仲尼，万古无长夜”众所周知，中国之教始于孔子，
孔子所教收于《论语》。一部《论语》，集儒家思想之大成，
为开山扛鼎之巨作，享“东方圣经”之美喻，由历代君王所
推崇，承国文经典数千年，可谓传统文化中的典范。



宋赵普曾有言：“半部论语治天下”，足以见《论语》的智
慧之光。毋庸置疑，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论语》凭借其
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的的深远影响而大放异彩。可眼
观现下，纷繁社会，大千众像，孔孟、老庄已越来越远，圣
贤与经典也逐渐模糊，传统思想的追求并不再是主流。《论
语》这颗照亮了中国文化的璀璨明珠，照比先前似乎也稍显
暗淡。

大浪淘沙，留下的是精华。历经起落，不曾湮灭。面对这样
的巨作，一直望而却步，未曾触及边角，究其原因，觉得既
是封建朝纲治世所需，为官从政的秘门典籍，必然陈乏学术，
深奥枯燥。今有心重拾传统，体会圣贤，便随心走进《论语
选读》的课堂，不想竟得此一剂修身养心的妙药良方。初看
《论语》，通篇以思想、语言和典故为基础，兼借古代行文
的简练精粹，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其字里行间融汇贯穿了
孔子的政治思想、教育理念、人生观、世界观等。即是选读，
解析必然不很全面，浅论其最常见的字词，为中庸、君子、
礼、仁。

中庸是儒家的为人之道，也是《论语》里最容易理解而最难
做到的。孔子讲中庸，即“执两用中”，指的是“对人处事
采取不偏不倚，无不过无不及”，但又绝不是没有原则的折
中主义，是一种非常高深的“做人做事”的度的把握。《论
语》中有很多运用这样思想分析问题的句子，直接说的有一
句：“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
也》)。孔子觉得中庸这种至高的道德，在民间失去很久了。
间接谈到的也有一句：“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两端而竭焉”。讲的是：有个农夫问我问题，我什么也不知
道，只是顺着这个问题尽力来回答他。这便是孔子的中庸了，
执两端而用中，从而处理问题不偏不倚。

君子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一种自称，是做人的目标，是努
力要做成的一种人，是最理想的“中庸”的人。在《论语》
中，孔子不止一次提到君子的道德高尚：“坦荡荡”、“无



所争”、“喻于义”、“笃于亲”、“务本”、“周
急”、“不党”等等。除此之外，君子还具有“文质彬彬”、
“无适无莫”、“修己以敬”的品质。如此“君子”，文质
兼修，宏阔志高。与君子相对的是小人，小人也并非就是坏
人，只是能力没有君子高，德行没有君子好罢了。《论语》
里有相当一部分篇幅直截了当的阐明君子和小人的不同
点：“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
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
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
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然而，君子的物质地位往往也与
小人相差甚远。

礼这个字几乎贯穿了整部《论语》，似乎在每一篇章里面都
有涉及。《论语》中不止孔子一人讲“礼”，他的学生也多
次以“礼”为例。虽然有些许差异，但大体思想一致。孔子讲
“礼”，首先表现了其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担忧。春秋末年，
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社会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原有的社会
秩序遭到破坏，诸侯国不守“周礼”，闹得天下一团乌烟瘴
气。为此感到忧虑的孔子及其门徒，自然而然地以传说中的
崇尚上古礼制来表达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关切。于是，孔
子“正名”的思想应运而生。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
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
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次体现孔子以礼治国的思想，即
“为国以礼”。众所周知，孔子致力于维护三纲五常、宗法
为大。而“礼”的本意就是封建制度下的等级思想。所以有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说。推“礼”作为治国的根
本方略，下不犯上，幼不凌长，从而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这实际上也是后人慎终追远的源头。再次日表现在常生活的
皈依。孔子的生活中处处有“礼”，语言、行动、器物等等，
一定要合乎“礼”的要求，否则就是“非礼”。总而言之，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



杀身以成仁。”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
道德准则的事，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
尽管如此，《论语》所承载的仁爱、大义的思想还是不变的。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简单的言辞是可以引发人们无尽的
联想的。

比如：“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
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
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
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
要跌跟斗。又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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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
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
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
品德的重要性。再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述而》)、“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孔子觉得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
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
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于此可见，孔子的教育理念中全面发
展很重要。

除此之外，为政治学方面，孔子讲得最多。其中表现的意愿
广阔，难能详诉。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论语》都有
其传世名著的流传价值。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来，儒学思想作为一种工具统治中国近。如今，这部多年
前的学术经典依然是中华文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纵然，《论语》来至2000多年前，但《论语》思想并没有过
时，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程被赋予新的意义。我觉得《论
语》的思想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入人的内
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因而无比
强大。人对自然万物，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
契。同时，它对于我们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直到今天，我们



依然能从《论语》中借到一双眼睛，让目光由外向内看，完
满自己的内心。

论语读后感初一篇六

在十则里，我最喜欢的一条是孔子说过的：“由诲女知之乎！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的意思是，教给你
知与不知的学习态度！知道便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这样才是聪明智慧的。我喜欢这一则的原因是他既强调了我
们要有谦虚的学习态度，也告诉我们思想品德的修养。

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在学习生活中我们也要与孔子说的这
一句话一致，在学习中，我们学过的知识，知道我们就是学
会去运用它，而没学懂，不知道，我们就不能装懂，要去认
真学。有的人，老师交给他的知识并没有学懂，因为怕老师
或同学笑话而去装懂。其实在生活中老师也多次提醒我们，
没有学懂的知识，我们不能装懂，我们必须大胆提出来，学
会，弄明白，这样我们才是聪明的，如果你去装懂我们既没
有弄明白也害了自己，老师也不知道我们学习的情况，所以
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不知道，没学懂，一定要问，不要怕
别人笑话。

在十则中，不仅仅是这一条，每一条都值得我们去学，去读，
还值得我们去发扬，让更多的人知道。

论语读后感初一篇七

《论语》究竟是什么内容?为什么他被古人视为经典，而后又
成为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呢?怀着这些疑问，我漫步于
《论语》的花园，尝试着去感受其中的奥秘。

粗看《论语》，不过是一本语录，和《毛主席语录》没什么
差别。可细细品来，孔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思想、人生观、世
界观、教育理念等几乎都包含在语录的字里行间。《论语》



里最常见的词汇，无非是中庸、君子、礼仁云云。

中庸却是《论语》里最容易理解的而最难做到的。中庸指的是
“对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衷的态度”。这种思想体
现了当今北京居民的“忍”文化。对中庸的字面理解就是：
惹不起躲得起、始终保持中立。这固然是好的，能避免许多
不必要的争端，但过度的“忍”却能使一个民族沉睡，古代
中国的发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中庸是儒家的为人之道，
体现了儒家学派的软弱性。

君子是一个意义深刻的词。从小就听说什么“君子动口不动
手”、“观棋不语真君子”等，感觉君子就像个呆呆的人似
的。事实上，君子就是孔子他们儒家学派的一种自称，是理
想的“中庸”的人。比如“君子不器”、“先行其言而后从
之斗”，都体现了君子的优良品质。与君子相对的当然就是
小人了，小人并非是坏人，只是素质没有君子高罢了。《论
语》花了相当篇幅直截了当的阐明君子和小人的不同点，
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
而不周”。然而，君子的物质地位往往与小人相差甚远。毛
泽东说过：“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
可见君子的物质生活是那么的悲惨!

礼，表现了孔子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孔子生活在动荡不安的
春秋时代，诸侯国不遵守“周礼”，闹得一团乌烟瘴气。孔
子的礼的核心是“正名”，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
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
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致力于维护三纲五常，提
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当鲁国大夫季
氏“八佾舞于庭”时，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也，熟不可
忍也?”

仁，是孔子的道德观，这后来发展成为了他学生孟子的政治
主张。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遵
循“礼”，这就便是“仁”了。“仁者爱人”，这里爱



的“人”是指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尊重朝廷贵族，“不犯
上”，也说明孔子对“礼”的尊重。此外，孔子还把“仁”
当作“人”的标准：“仁者，人也。”郭沫若在《十批判书》
中说过：孔子“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
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

论语读后感初一篇八

于丹对《论语》的解读能够赢得民众的掌声的根本原因正是
她没有把重点聚焦在什么王道政治、儒教等，她把论语的教
导直接针对普通人的生活，比如她讲解的心灵之道、处事之
道都是帮助人的内心需要，这就是当今许多现代中国人的实
际需要。人们从于丹的讲解中，更多的去理解《论语》中的
一些教导，以帮助自己求得心灵的平安，帮助自己为人处事、
帮助自己教育孩子。尤其是在当今忙忙碌碌、竞争激烈以及
精神相对空虚的情况下，人们更有对内心平安的追求，当然
孔子不能给当代中国人完全的精神寄托，但《论语》中的一
些内容的确能给人某种心灵安慰，也可以让人从中学到一些
处事之道。

于丹《论语心得》是道德与智慧的凝结，她是一个循循善诱
的教师，又是一个正直、坦率、宽容的友人。她可以映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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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做一切事情的根基，修身是放在第一位的。修身可理
解为外在能力完善，并懂得变通，与时俱进。而内在心灵则
完满、富足，待自内心修为提升，自身能力提高才能更好地
去为人处事。学习于丹《论语心得》，感觉最深的是能启发
我们的心智，触动我们的心灵，教给我们很多为人处世的方
法，做人的规矩、道理，让人在不经意中增加了智慧的法码，
给予了力量的源泉，得到了快乐的幸福，真正品味出那份平
平淡淡才是真的细腻意境。

于丹的心得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和谐，什么是



无畏。在于丹对《论语》通俗化的解读中，无论是“心灵之
道”还是“处世之道”，无论是“君子之道”还是“朋友之
道”，于丹都用一种大气的胸怀，独到的眼神，加以审视、
领悟，并用轻松自然的口吻娓娓道来。――这就是于丹心得
的力量，这就是于丹心得带给人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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