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论语读后感(大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
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中国论语读后感篇一

论语这本书，是由孔子的弟子所写，里面写的'是孔子的话。

孔子有非常多弟子，七十二位弟子精通六艺，他们被称为七
十二贤。在古代，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才施教”，以
及“仁”。能够实现恭敬、宽容、信用、勤敏、慈惠，加上
克服自己、合乎礼节，这时，恭喜你，你已经成为“仁”了。

我认为孔子对国家有巨大的贡献，是一位伟大的人。

中国论语读后感篇二

这个假期，妈妈给我买了一本《论语》，刚开始，我只是读
着玩儿，越读我就越觉得受益匪浅。

《论语》称得上是我们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我们源
远流长文化历史的见证。早在几千年，我们祖先已经对修养、
道德、人生哲理及学习方法等都有了自己的见解。

《论语》记录了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论，开篇第一章第一则就是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易说乎？”意思是学过的知识，在
一定的时间里温习它，不也是很快乐的吗？对学过的知识进
行复习，不仅可以加深理解，同时也能从知识中领悟道理，
也就是“温故而知新”。

在这本书中，孔子对“诚信”二字作了详细的解释。诚是以



诚待人，信就是说话要算数。信是人字和言字组成的.。意思
是人应该讲信用、守诺言，这样人与人之间才能和平共处。

虽然有时会觉得《论语》枯燥无味，但我不知不觉中得到了
启发，规范自己的行为，油然而生一种对孔子的敬仰。我一
定会花时间去把里面的道理记在心里。

中国论语读后感篇三

我们从一年级就读过《三字经》、《弟子规》，现在我们四
年级了，开始读《论语》这本书，其中”温故而知新“这篇
让我很有体会。

《温故而知新》这篇文章讲的是孔子有很多徒弟，其中有一
个叫颜回的人，有一次颜回问孔子：”获得新知识的主要途
径是什么？“孔子说：”获得新知识有许多途径：向老师学
习，向书本学习，在交往、生活中自学等等“。颜回又问孔
子：”还有别的途径吗？“孔子回答：”温故而知新也可以
获得新知识，温习已经学习过的东西，可以由此获得新的认
识和体会“。颜回听后高兴地说：”弟子明白了，我一定按
照老师的.说法去做“。

读完这篇，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温习的重要性。以前妈妈让我
背”年少气盛“这个时，我不知是什么意思，当我再次背诵
时我查了一下词典知道它的意思是：年纪青气势旺盛。看来
古人的话还真有一定的道理！

中国论语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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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过自己内心需要的幸福生活。

品味生活，培养自己的修养，其目的`是做好幸福生活。以淡
泊的心，豁达的心，超然的气质，从容的心境去生活，把自



己的情绪和生活融入自然状态，才能做到天地无罪，才能找
到自己内心的平静，就像孔子教给我们的快乐生活的秘诀一
样。

中国论语读后感篇五

我们从小都在读论语，孔子的仁。“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
与。”孔子认为：所谓“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可视为
“仁”的根本。可我却觉得，“仁”的根本不应该就只有这
些，那对待老师呢？对待朋友呢？所以，“仁”指的当然不
仅仅是这些。

我们也在学习孔子的那句话：“知之是知之，不只是不知，
是知也。”可是又有谁留意过孔子的那句话：“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意思也就是：对待老百姓，可以使他们顺着
当政者所指点的.路线去走，但不可以使他们都知道为什么这
样走。这不是又和他的上一个思想相互矛盾吗？呵呵，看样
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孔圣人也会啊！怪不得大部分统
治者要信奉儒家学说了。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论语是孔子语言的精髓，甚至是中文
的精髓，这博大精深的文化，还是得细细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