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语读后感(通用9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论语读后感篇一

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从论语的洋洋万言中，每个人
都能够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矢志不渝。

亦或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谦虚。

而我读论语，更多的则是像看到一个长者坐在一群年轻人中
间，同他们畅谈自己的人生感悟，试图让他们懂得：人就应
如何度过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作为一个平凡人，就应如何
过好自己的人生。

《论语》所传递的第一个生活的要诀，便是持续平和的心态。
生活中常常能见到让你不顺心的事情，看到比你富有的人，
看到比你生活的更好的人，往往就会失去心理平衡。二千年
前的孔子也以前遭遇贫穷，当他走到郑国的时候，粮食都断
了，他的学生不高兴的问他，怎样君子也会穷呢，他淡定的
回答，君子能够安于贫穷，而小人则会因为穷而作乱。孔子
并不掩饰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他坦诚的说：如果能够发财，
那么即使去做辛苦的事情，我也愿意。但他也并不强求；如
果发不了财，那么我就去做我所喜爱的工作。达至幸福的路
径有很多，金钱并非唯一途径，关键在于内心的快乐。

人就应如何生活呢？



孔子给出的第二个答案便是爱。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在他看来，没有仁爱的根基，礼也
是无用的。这点孔子曾反复阐述。尤其是对父母之爱。他谈
论孝，人人都说孝就是奉养父母，而他却说如果不能从心底
里敬爱父母，这又与饲养犬马有何区别？事实上，也只有基
于真诚的亲子之爱，才有可能到达真正的孝道。当别人向他
请教治丧之礼时，他简洁的回答：与其易也，宁戚，与其在
面子上搞得隆重，不如从心底里真的为逝者悲伤，一场充满
爱的丧礼，才是对死者真正的尊重。真诚的仁爱之心，是孔
子反复向他的学生所强调的，这也就应是古今中外教育的永
恒中心。

人活在世上快乐与否，很重要的因素，取决他能否在人际交
往中得到快乐。

在人际交往中，要持续自己人格和心灵的独立性。

孔子用一句话为这个原则做了最好阐述：君子和而不同，小
人同而不和。即告诉人们，与朋友之间，不管相处的多投合
多愉快，也不用强求两人观点完全一样。一个具有完整人格
的人，就应能够持续内心精神世界的独立。也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进而获得真正的友情。

《论语》和其它经典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关注的是所有平凡
人的平凡生活，告诉人们就应怎样去生活才能够达致幸福，
它是温暖人心的。而如何生活，是我们每个人在学习其它各
种知识之前最就应学习的，因为它关乎一个人是否能具有健
全的人格，是否能拥有充实的内心世界。在这个充满了诱惑
的年代，孔子的生活之道值得我们去用心感悟。

论语读后感篇二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以语录体为主，叙事



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
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下面
是小编为你准备的关于《论语》读后感 ，欢迎阅读，希望你
喜欢。

今天，我终于读到论语的第8篇了，回想着原来读的辛苦。有
许多字不会读，都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查，字典翻都翻得想吐。
虽然前面很辛苦，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 上人嘛。孔子的仁和
礼都在我的心底扎下了深根。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我从课前导读上也读到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不论社会地位高
低贵贱，每个人都应有受 教育的机会。

我读论语时发现了一句话：子曰：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
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耳顺，七十而从
心所欲，不逾矩。我以为并没有什么大的 含义便直接看译文
了。译文上是这样写的：孔子说：我十五岁时开始立志做学
问;三十岁时说话办事的有把握;四十岁时遇事就不迷惑;五十
岁时懂得了什么是天命 ;六十岁时凡听到的都能辨别是非;到
了七十岁时才能达到随心所欲，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也不会
超出规矩。

我从这句子中隐约体会到一个含义。孔子自述了他学习和修
养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境界逐
步提高的过程。就思想境界来讲，整个过 程分为三个阶段：
十五岁到四十岁是学习领悟的阶段;五十，六十岁是安身立命
的阶段，也就是不受环境左右的阶段;七十岁是主观意识和做
人的规则融合为一的阶 段。在这个阶段中，道德修养达到了
最高的境界。孔子的道德修养过程，有合理因素：第一，他
看到人的道德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能一下子完成，不
能搞突击 ，要进过长时间的锻炼和学习，要有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第二，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思想和言行的融合，自觉
的遵说道德规范，而不是勉强去做。这两点对任何人， 都是
适用的。



《论语》是一本好书大家好好读吧，我相信大家。

寒假里，我和妈妈一起读了《论语》。

《论语》一共有20章，是孔子的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一本书。
它主要讲述了人与人如何相处、如何勤奋学习、如何在社会
上努力奋斗和如何孝敬父母的一本书。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
一句话就是”学而第一“里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
乎“这句话。

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的力量是不可缺少的。俗话说：”一
个巴掌拍不响。“光凭自己单薄渺小的力量是远远不可能创
造出大事业的。由此，我想到到了管仲和 鲍叔牙的友谊故事。

管仲和鲍叔牙小时候是一对好朋友。管仲小时候家里很穷，
所以常常偷鲍叔牙的钱，但鲍叔牙不但不记恨他，反倒对管
仲更加友好。几十年过去了，管仲在为公 子纠争夺王位时差
点杀死公子小白。在公子小白继承王位时，鲍叔牙也成了宰
相。鲍叔牙不计前嫌还推荐管仲，可见鲍叔牙的心胸是多么
宽广呀!

还有一个是有关伯牙和钟子期的友谊故事，当琴师伯牙在荒
山中弹琴时，樵夫钟子期竟然能够听出”巍巍乎志在高
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十分高兴找 到了自己的知
音，但是钟子期死后，伯牙再也找不到知己了，便摔掉琴，
发誓不再弹琴。可见在一生中友谊是多么可贵，多么重要呀!

这些事例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我的好朋友小董来我家玩，一
开始我俩还相处挺好的，也合得来，但没过了几天，我们便
经常为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吵得天昏地暗， 不可开交。最后，
妈妈告诉我们俩要团结友爱，才能做好每一件事，还告诉我
们”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过了几天，我的朋友小杨来我家作客，我吸取了教训，与小



杨开心的度过了一天。在生活中，友谊真是无处不在，只有
在经历磨难后，才能真正体会到友谊的珍 贵。

读了《论语》，我受益匪浅。它教育了我怎样与朋友交往，
我一定要把小主人做的更好。

这个寒假我读了论语这本书，虽然不是很复杂的古文，但读
一些短小易懂的古文，但也一样受益匪浅。

孔子应该说是中国儒派的创始人了，他的《论语》记录了他
的一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言论，大多关于学习，最适合
我们小学生阅读。

《论语》只是众多经典古文中较优秀的一部，经常品读古文，
不仅可以使我们拥有更丰富的知识，还教会我们学习、做人。

这个寒假我读了论语这本书，虽然不是很复杂的古文，但读
一些短小易懂的古文，但也一样受益匪浅。

孔子应该说是中国儒派的创始人了，他的《论语》记录了他
的一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言论，大多关于学习，最适合
我们小学生阅读。

《论语》只是众多经典古文中较优秀的一部，经常品读古文，
不仅可以使我们拥有更丰富的知识，还教会我们学习、做人。

论语读后感篇三

《论语》是我国的经典作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古人
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地位不言而喻。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统治中
国近20xx年。《论语》当然也就稳坐了20xx年的宝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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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看《论语》，不过是一
本语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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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十则》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讲学习方法及态度的；
二是讲思想修养方面的。这十则教给了我们如何处世待人以
及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态度。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说的是：学习了不思考就
会迷惑，只思考不学习就会有害。《论语》深深地影响着我
们的生活，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哲理启迪着我们的心灵，它告
诉了我们如何为人处世，修身养性。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完善自我，让这个世界更加和谐。

论语读后感篇四

读了这本书之后使我懂得了很多道理，增加了不少见识。

子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告诉我
们：“李密自幼好学，勤奋，在地方负有名望，多次下诏要
他现任要职。这时他的祖母已96岁了，李密珍惜祖孙二人相
依为命的美好日子，不忍心远离祖母。文章读来催人泪下，
感动了皇上，同意他暂缓征诏，还让当地官员提供赡养他祖
母的生活费用，待他祖母去世，又特准他在家服丧后，再出
来做官。”

故事告诉我们一定要孝敬老人。

子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是读书，却
从不认真读书，就会疑惑而无所得。

孔子真是一个大学问家，我们应该向他学习，记住他的教悔。



论语读后感篇五

有这样一本书，它富含着道理，隐藏着睿智，它的道理也许
不必须被我们所理解。但它在我们看来，却是一本凝结着古
人智慧的作品。它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是一本语
录体散文集，它记载着一位古人的思想，体现了那位古人的
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

曾经有这样一个人，他开创儒家学派，他编篡《春秋》，他
修订五经，他创办私学，他打破贵族教育，他有着此刻人们
不及的聪慧，以及当时人们所不及的思想。他在现在，已经
是国际知名的人物，他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

他名为孔子，它叫《论语》。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出自《论语》中的
《为政》篇。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
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
师，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
事求是、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吗？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
其蔽也蠢，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治学是仁信的基础。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任重而道
远，死而后已，朽木不可雕也。

论语读后感篇六

在学习的旅途中，你是否复习、预习过呢？如果没有，那你
听说过这句话吗：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这是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说的一句
话，并为后人开启了一条教育之路。这句话主要讲了，要复
习以前的知识，才能懂得新知识，这样就能当老师了。一、
二、三年级上校本课时，我对这句话，并没有多大感受，只



明白它的意思和道理，没有实践来。

直到这件事的发生……

那是上四年级时，老师让我们回家复习第三单元，明天测试
一下。并告诉我们：温故而知新。回到家，我想：反正都学
过的东西，不用温故了，明天正常写就是了。就这样，晚上
我写完作业，就去玩了，早把复习忘到脑后了。第二天早晨，
第三节课，老师给我们发下卷子，开始测验，卷子到了我的
手里，一看，傻了眼，以前背的滚瓜烂熟的课文，都忘的一
干二净了，更重要的是，后面拓展的题我也不会，其余的一
些基础题我还能应付。这时我已经出了满头的汗，心想：要
是昨天晚上不玩，留下时间复习复习，那今天也不会这样了。
哎，温故而知新嘛！

从此以后，我对复习严加重视起来，有时还会把复习写下来，
就再也没有出现这种事。是呀，复习只是简单的两个字，真
正实践起来却很难。来吧，让我们温故而知新，做学习的.小
主人！

论语读后感篇七

作文我好似在做梦，那雨声不听的在我脑海里回荡着—?450
字作文我在离妈妈接我的地方很远就开始寻找妈妈的身影，
可是却找不到。我回来时，就会给他盖上一层小被儿。"这句
话就诠释了平凡可以理解为富贵，诠释了平凡不是富裕与贫
穷的防线，也不是富裕与贫穷的过度线?就在饿狼快追上他时，
他见到前面有口不知有多深的井，不顾一切跳了进去。

课间随意翻阅书本，不觉被里面的内容牢牢吸引了，这本书
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枯燥难懂，论语中的经典话语加上一个个
小故事，变得生动形象，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每当夜晚难以入眠时，我便捧着它细细品味，细读之中，也
读出了一点点自己的心得.



为人之道，贵在真诚.自懂事以来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
些人处世圆滑，左右逢缘;有些人巧舌如簧，善于奉承;有些
人耿直憨厚，善良朴实;有些人刻苦兢业，舍已为公;有些人
无为颓废，胸无大志.这些类型，我觉得都和自己对不上号，
我自己却是挺喜欢真实，不太会耍弄心机，也不善于推卸任
务，也许源于老师对我的教导：做一个真诚的人.真诚是搞好
人际关系的良方，与人交往，不虚伪，不矫饰，真诚地面对
每一个人，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我想他人也会热情地接受
你.

这本书还一直放在我的床头，有些故事我还没有细细地读完，
不过我想我会挤出时间去细品的，看着书柜里长年作为装饰
品的书籍，我很惭愧，没把书当成自己的朋友，我想我会重
新去认识它们，就像《论语》里说的，为人之道，贵在真诚。

《论语》，可谓我国文学史的一大瑰宝，如果有时间，可要
记得研究一下哦!

论语读后感篇八

中华文化，千年积淀，深深的凝聚在《论语》一书中。

——题记

本人才疏学浅，未能参透《论语》一书中深刻的道理，也未
能根据书中内容而引经据典地讲出一连串的引人深思的感想。
但在此，我只求简略的谈一下我在看完《论语》一书后的感
受。

“仁”

孔子一生富有政治理想，推行礼治德政，其学说核心
为“仁”，因此，“仁”也是《论语》中的主要内容。“人
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仁”在孔子



心中的地位之高。但到底，什么是“仁”，如何才能做
到“仁”呢？于是，孔子便说“刚，毅，木，讷，近仁。”
孔子认为：“刚强不屈，果敢坚毅，质朴老实，言语谨
慎，(这四种品德)接近于仁。”具有这四种品德的人仅仅是
接近于“仁”，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仁”呢？或许，连
孔子心中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也或许，“仁”在孔子的心中
具有很高的地位，地位之高甚至于没有一人可以达到。因此，
只要做到接近于“仁”便已不错了。

“学”

这些语句从古至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伟大的学者为了一个简
简单单的“学”字而不断努力，奋斗，倾尽自己的一生。

“君子”与“小人”

在《论语》中，“君子”与“小人”可谓是高频率词，而孔
子也曾发表过很多关于这两个词的言语。

太多太多的语句告诉我们“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太多
太多的语句警戒激励着我们。可是，如何才可做到“君子”
呢？孔子说：“君子不器。”于是，我们便开始学习各种文
化知识，我们每个人都在争做德智体美劳全优的现代学生；
孔子又说：“君子成人之美。”于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帮
助着他人，以此来方便他人，快乐自己；孔子还说：“君子
耻其言而过起行。”于是，“少说多干”成为了我们的口号。

“君子”于“小人”绝非几句话就可以辨别清楚的，但若无
这几句话，则可真是分不清了。

薄书一本，一万余字，细读一遍，一生无害。



论语读后感篇九

第三章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此句须反复诵读，方能真正体悟圣人之殊胜意。“仁者”是
儒家价值的中心，人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是士君子的成人
之路，也是人性自觉、自尊的必然选择。贤人、圣人、天人
构成了儒家价值的果位次第，层层递进。发什么心，成什么
果。

孟子说过一段话：“君子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内心
所怀的念头不同。君子内心所怀的念头是仁，是礼。仁爱的
人爱别人，礼让的人尊敬别人。爱别人的人，别人也经常爱
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经常尊敬他。假定这里有个人，他
对我蛮横无礼，那君子必定反躬自问：我一定不仁，一定无
礼吧，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对我这样呢?如果反躬自问是仁的，
是有礼的，而那人仍然蛮横无礼，君子必定再次反躬自问：
我一定不忠吧?如果反躬自问是忠的，而那人仍然蛮横无礼，
君子就会说：‘这人不过是个狂人罢了。这样的人和禽兽有
什么区别呢?而对禽兽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

如此看来，“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自有大义在那
里，大义就是仁者爱人、恶人的标准。进一步解释，“惟”是
“只有”、“仅仅”的意思，有强调的语气。“能”是“能
够”的意思，指有能力做。“好”、“恶”是动词，分别
指“喜欢”与“痛恨”。“人”与“仁者”相关，这句话就
是：只有仁者能够喜欢有仁的人，能够痛恨无仁之人。联系
里仁一章、二章之句义，仁是内在于人的，而且需要人自身
的努力保有仁性。能够这样做的人就是仁者。仁外化为天地
万物之性就是化生孕育万物之生，仁内化于社会文物制度就
是礼义廉耻，在孔子的政治世界里就是克己复礼了。所以这
句话也可以解释为只有保有仁性的人，能够根据儒家知礼义
廉耻之大义喜欢仁人或痛恨不仁之人。



所以朱熹引用游酢的话：“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然人
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无私心，所以
能好恶也”。朱熹根据一般人的好恶突出仁者的好恶，仁者
有其正，这个正就是那个大义吧。针对宋代士大夫的生活风
气，朱熹与游酢所指的宋代的那个仁者就有无私心的大正大
义了。其实，仁者能够好人恶人不仅会随着时代变化呈现出
不同的意义，关键还在于对仁义这一话语的再阐释罢了。成
就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格公民，也未免不至
于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