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于丹论语心得读后感悟(精选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心得感悟怎
么写才恰当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感悟范文，
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于丹论语心得读后感悟篇一

以前总说门当户对是封建毒害的残余，但真的没有更现实的
意义吗？就我看来，它是为婚姻做一些必要的、经常被忽略
的、精神层次上的铺垫。当然，我并不是说要把其当成一种
铁定律例来执行，而是认为应该作为必要的参考来对待。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好的朋友是良师，他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思想、行动，令你
觉得快乐幸福，生活处处充满阳光；好的朋友不见得时时刻
刻陪伴在身边，却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默默地站在你身边，
也许仅仅是一个眼神、一句话语、一种态度、一份默契。

但是再好的朋友，也是需要距离的。否则就是非爱行为，就
是事君数，思辱矣；朋友数，思疏矣。

那么如何可以结交到好的朋友？最根本的，让自己成为善良
的、乐观的、幸福的人，使自己与这些美好的`品德相贴近，
那么至少可以在与这样美好的人相遇时共品一杯茶。

于丹论语心得读后感悟篇二

读这一本书，进一步增加了对《论语》的了解，同时也很好
地启发了心灵，帮忙我们冲破世俗的、利益的、外在的束缚，



找到人生本该追求的努力方向和人生价值所在，透过心灵的
释放，让我们智慧地、快乐地、幸福地生活。下面我就讲两
点体会。

一、做一个有信仰的人

书中讲到对子贡问政一段的解读，子贡问政原文是这样的，
子贡问孔子一个国家安定平稳需要什么孔子说：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足够的粮食、强大的军队、人民对国家的信仰。
子贡又问：必须要从三者中去掉两样呢，孔子的回答是去兵、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于丹对此的解读是没有粮
食，无非就是一死，自古而今谁不死，死亡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没有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什么是政
治政治并不必须让大家都过上一种物质礼貌上的发达生活，
他仅仅是一个标志，真正来自于内心的那种安定和对于一种
政权的认可，这些都是来源于信仰，信仰的力量足矣把一个
国家凝聚起来。

、政府执法不严、商人金钱至上等等社会风气的背后体现的
都是信仰的缺失。从大的方面来讲，一个国家想要强大，民
众务必有一致的、向上的信仰。正如于丹所说，成功的政治
来自民众内心对政权的认可，民众信仰的树立需要政府威信
的树立。在我看来，政府威信的树立最核心的是从执政党队
伍抓起，也就是我们的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只有这两支队
伍在思想上、行动上高度纯洁了，民众才会对党、对政府产
生敬畏之心，进而从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与政府持续一致
格调，构成一股力量，实现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乃至整个
国力的提升。从小的方面来讲，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这
个人要么无所追求，残喘于世，要么无所畏惧，无恶不作。
因此，做一个有信仰的人，于己于社会都十分必要。如何做
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要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是谁、我往哪里
去、我和别人以及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要对自我有
一个正确的认知，对未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对自我与他人
之间有一个清晰的界限，要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选取一条贴合自己人生的道路去努力，
并且在努力的过程中，相信世界是有规则和逻辑的，能够关
心疾苦，谨慎生活，有所敬畏，有所求，有所不求，从而让
我们的人性更有深度，让心灵更有高度。

二、做一个独立的人

于丹在论语心得一书中写到这么一段话，是一个英国心理学
的一个女博士写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话：她说，这个世界上所
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的`目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爱以分
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
是越早让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
分离得越早，你就越成功。于丹对此解读，距离和独立是一
种人格的尊重，《论语》里面的仁爱之心也正是教给大家应
本着平等和理性的态度尊重每一个人，留一点分寸，有一点
余地。

有句话说参差百态方为美，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坚持独立观察
和发现，社会就会拥有更多健全的人格，社会才更加充满活
力。作为一个单位人，需要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决定，独立
工作的潜力。具体从三个方面努力。首先要懂得向内审视。
人的眼睛有两种功能。一是无限广阔地向外看，拓宽视野，
猎取知识；另一种功能则是无限深刻地向内看，反思自我，
整装待发。培养独立思想需要我们用好第二种功能，懂得看
清自己，既要找到自我的闪光之处，也要找到不足之处，只
有这样才能做到见贤思齐，见庸自省，才能摆正位置，调整
心态，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其次要懂得各司其职。孔子说
过不在其为，不谋其政，于丹给这句话的注解是你在什么位
置上，要做好本分，不要越俎代庖，跳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
你做的事。工作中，每个人都就应各司其职，承担职责，不
能寄期望于上级领导或同事帮忙，正如马云说的小鬼也要学
会当家，职务再小，分工再少，也要做好本职岗位工作，学
会独立完成任务，这样不仅仅有助于培养个人工作潜力，更
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当然，各司其职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是两码事，有些工作仍然需要理解、沟通与互助。第三要懂
得博采众长。人格独立不代表固步自封，唯我独优，独断专
行。我们既要坚持自我的观点，也要尊重别人的观点，做到
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扬长避短，这样更有助于独立精神的
提升与完善。

于丹论语心得读后感悟篇三

最近一向在读于丹的《论语心得》，这是一本十分好的书。
其实从小我们就开始学《论语》，虽然在填鸭式的教育中我
们背会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朗朗上口的句子，但是对这些话
的明白却是肤浅和随意的，甚至于觉得《论语》是很深奥的
东西。但是看完于丹的这本《论语》心得，我才明白先人圣
贤为什么会说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那种推崇，也
知道了过去自认为深奥的孔夫子的《论语》并不是高不可及
的，先贤们说的话，穿越沧桑，传到这天，仍然能够让我受
益匪浅，温暖备至。于丹说：“《论语》告诉大家的，永远
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样
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因此，当这
本书被我认认真真地看完后，心里很为于丹把现代社会、现
代人的生活透过《论语》完美结合后给予的精辟阐释表示喝
彩!对于丹的《论语》心得，不会也不想做任何评论，对我来
讲，读懂、悟到就能够了，因此，在那里就姑且把读到的一
些我认为精彩的部分记录下来和大家一同分享吧!

书中有一段话让我记忆深刻。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
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以前问老师，假如一个人很贫贱，但他不向富人谄媚;一
个人很富贵，但他不傲气凌人。这怎样样?孔子说，这很不错。
但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个更高的境界是，一个
人不仅仅安于贫贱，不仅仅不谄媚求人，而且他的内心有一
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也
不会正因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



君子。这是多高的骄傲啊!一个人能够不被富足的生活蛊惑，
又能在贫贱中持续着做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快乐。或许很多人
会说，这但是是说说，让谁做到这样，谁也不行!也许，这样
的境界我们凡夫俗子确实很难做到，然而，这种自然、平和、
用心的心态却绝对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也唯有肯接纳肯效
仿圣人这种心态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超凡脱俗而又能够获
得成功的人。我们的思想永远决定着我们的行动，心有多宽
路就有多宽。在社会风气略显浮躁的这天，作为一名年轻人，
务必懂得去学习这种平和的心态，以造就一个更为善美更为
清亮的明天!

于丹说，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安贫乐道，
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
前，每个人都在发奋发展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
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但越是竞争激烈，越是需
要调整心态，调整与他人的关联。好在，有这样一本书，一
盏灯指引着我，警醒着我。让我在急躁的赶路之时持续着一
份清醒，我坚信，内心的成长才是人性的成长，也唯有人性
取得了成长才会使自己成为一个卓尔不凡的人。我会用圣人
的智慧去指导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更会用圣人内心的
温暖照亮整个人生!鼓舞士气的话。

于丹论语心得读后感悟篇四

读过《于丹论语心得》有了些思考和心得。于丹是北京大学
的一位女教授，她以读《论语》为引领，把高深的道理寓于
生动通俗的语言中，抓住了论语的核心要义，剖析并展开来，
结合我们当前的社会，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对《论语》重
新认识的体会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把握自我，不为外界表象所迷惑。忠孝礼仪是《论语》对
“士人”的基本标准和要求。人们对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
情不该做;什么事情是好的，什么事情是坏的，都要作出正确
的判断。《论语》早就把这问题解决了，只是我们以前没有



注意到而已，处理好各项关系，就是要讲求“忠孝”。对党，
对国家，对事业，对领导，要“忠”;对朋友，对工作，
要“诚”，对父母，对老人要“孝”，对子女，对孩子
要“悌”，对他人，乃至敌人，要有“礼”。把忠深深植入
到心中，不是说说了事，有时候要用生命来解读，有时候要
用几十年的苦难解读。

二是安贫乐道，淡薄名利思想。我们工资收入不高是多年的
事实，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但有的人却很不适应，。但
任何事情都有个度，超越了度，事物本质就发生了变
化。“法律允许范围内”、“违纪”、“违法”悬殊往往在
一线间，有的人偏就喜欢在这钢丝上走，思想根源上还是不
能正确看待“安贫乐道”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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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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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
为人要真正获得自在、宁静、最要紧的就是安贫乐道。我们
不排斥富裕，我们不崇尚贫穷，但如果在富贵中，要学子贡
一样，要同情、周济贫困的人，并且不要名利。如果在贫困
中，不能怨天尤人，要有安贫乐道精神。

三是爱人犹如爱己，敬人犹如敬己。孔子很重视日常生活中
的礼节。当做官的人，穿丧服的人，还有盲人路过他面前，
他一定要站起来;如果他要从这些人面前经过，他就小步快走，
这表示对这些人的一种尊敬。现代人一般都希望能得到他人
的关爱、得到他人的尊敬。但自己付出了什么呢?却很少去思
考。自己心中没有别人，很难得到别人的尊重。特别是生活
中本来有诸多不如意的人，忧患多于欢乐的人，更不容易做
到自尊、自爱，并对他人的付出。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
持一颗诚敬的心，真心赞扬他人，真诚对待他人，真心接受
他人的`好意。对待不友好的人，要“以德报恩，以直抱怨”。
用《论语》精神指导我们的行为。



于丹论语心得读后感悟篇五

读完《于丹〈论语〉心得》这本书，心灵有所触动：它使我
重新认识了孔子，让我领略到了一种独特的智慧，一种正确
的心态，一种融入到当今社会中理性的道德。

《论语》是一本记录着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教学和生活的语
录。记得读中学时，我在语文课上机械地背诵着“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实并未真
正读懂。而今，于丹教授用自己独到的视角，将这样一本古
老的书籍，用现代的眼光进行系统的解读和阐释，拉近了我
们普通人和圣贤之间的距离。

在我的心目中，孔子是一位离我们很遥远的古代圣贤。可是
现在，于丹教授将一般人艰涩难懂的《论语》和现在这个缤
纷的世界联系起来，通过心得的方式来解读，用深入浅出的
语言，结合现代实际生活娓娓道来，阐述其深刻内涵。其中，
她的许多独到见解，仿佛让人欣赏到了一个个曲径通幽的胜
地，宛如久闭的心门打开了一扇窗，丝丝缕缕的阳光透进来，
心里明亮了许多；又如涓涓细流注入心田，沁人心脾而美不
胜收。

于丹教授笔下的孔子没有圣贤的架势，朴素平和、平易近人，
时时传递出一种朴素、温暖的生活态度。正如易中天所
说：“孔子只有温度，没有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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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丹〈论语〉心得》分天地人之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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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七大篇章，并
运用讲故事的形式告诉我们许多为人处事的哲理。下面，我
从五个方面来谈谈《于丹〈论语〉心得》诠释的“为人处
事”：

（一）为人之道。在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因为生活节奏快、
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等问题，人们显得越来越浮躁，精神



世界十分空虚，很多人心态不平衡，怨声载道。其实人的生
命是短暂的，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做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人？《于丹〈论语〉心得》告诉我们，要想让自己有限的
生命变得有意义，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要做到：精神富足、
心理健康、积极生活、和他人和睦相处，爱岗敬业、安于本
职，献于社会。

（二）处世之道。在社会交往中，无论是工作还是处世，人
们都想找到一个法则，既对自己负责任，又要对他人负责任。
《于丹〈论语〉心得》中提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要越俎代庖，你在什么位置上，就要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越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
事，不在其位，就不要谋其政。在工作上如此，在与人相处
方面也要如此。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人与人
是近了，但也可以说人与人更远了。因为通讯和交通工具的
使用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在钢筋混泥土的城市中，
对门的邻居却往往成了陌路人。记得顾城写的一首诗《远和
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
近。”这首诗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述得非常形象、非常微
妙。人与人之间，即便走得再近，也还是会有可能产生距离。
如何与人和谐相处，于丹在《论语心得》中借用《论语》之
语总结了与人相处的几点原则：第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
禄在其中矣。第二、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第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从三点原则中我们可以悟出，相处之道的确是一门艺术，其
前提是要保持一个乐观和积极的心态，其关键是要把握好相
处的尺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与人和谐相处。

（三）交友之道。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很多的朋友，但
究竟有几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朋友呢？究竟有谁会在自己需要
帮助的时候伸出手来帮一把呢？《于丹〈论语〉心得》中说，
对待朋友要有一定的尺度，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要保留一条
界限，这样朋友也才能够交往得长久。可见，通过《于丹



〈论语〉心得》，《论语》告诉我们的是一种交友方式：怎
样交朋友，交怎样的朋友并要怎样维护友情。

（四）理想之道。一个人应该有理想。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本是修
身，修身是放在第一位的。修身可理解为：外在能力完善，
懂得变通，与时俱进，内在心灵完美、富足。因为只有内心
修为提升了，自身能力提高了才能更好地去处事。通过《于丹
〈论语〉心得》，我们知道了这是孔子对人生理想的总结，
这也被后人奉为人生理想的指南。

（五）人生之道。孔子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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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孔子自道的人生轨迹，却也成了后人的人生
坐标和价值体系。它就像一面镜子，人们可以通过它比照自
己的人生轨迹。当然，人的年龄有生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
社会年龄，但如果我们能在二三十岁时就能提前感悟到四五
十岁的境界，并在内心建立起明晰的人生价值体系，做到淡
定从容，那这样的生命一定是有效率、有意义的生命。从
《于丹〈论语〉心得》中，我读到了这份人生的价值体系。

于丹教授对《论语》的感悟是快乐的、丰富的、给人启发的。
通过读《于丹〈论语〉心得》，我学会了修身养性，品味人
生的生活道理。只有以淡泊的襟怀，旷达的心胸，超逸的性
情和闲适的心态去生活，并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融入到自然
的状态中，才能寻找到自己内心的那份安宁，也才能如孔子
教导我们的那样：快乐地生活！

1.于丹论语感悟读后感初中

2.《于丹--论语感悟》读后感600字

3.读《于丹----论语感悟》有感最新



4.论语高中读后感

5.论语读后感

6.《论语》读后感

7.论语十二章读后感

8.论语的读后感内容

10.阅读论语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