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语读后感(优秀8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
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语读后感篇一

学而是《论语》的第一章，这章的关键在学和学问的问题。
一直以来，不知道多少老师错解了学问的意思，让大家一接触
《论语》就觉得极度的反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
自己当初学的时候也觉得是句骗人的话。其实也难怪，要讲通
《论语》，没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和人生阅历是不行的，以现
在的中学教师来说，还鲜有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不过好在还
是有见地更高明的学者为我们做了精当的解释，让我们可以
体会到一点点学而篇，乃至整个《论语》精神的真谛。

南怀谨先生在《论语别裁》中说，研究《论语》，要成章的
研究，要把前后联系起来研究。《论语》各章都是自成体系
的，而整个《论语》也是一个体系，切不可断句去死读。没
有全局的认识，接触到的《论语》就只是一个个枯燥的教条，
而且在理解上也容易趋于狭隘。所以，我把每一篇都不加任
何注解的抄写到了一个本子上，前后对照，发现果真如此。

就以学而篇为例，一共一十六条，讲的全部是做人的道理。
其实《论语》中讲的学问，是做人的道理，而不是简单的学
习知识。在孔子看来，知识在于其次，最重要的在于做人。
这在学而第六中讲的再明显不过了：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
有余力，可以学文。



由此可以看到，学习做人的道理是最重要的，如果道理学好
了，有余力，再来学习文学和其他的知识。在学而第二中用
有子的话也提到：君子固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
人之本与？也就是说，人的本在于孝弟，在于好的品德，只
有本固了，才能生出道来。

学而十六句可以说包含了十六种做人的道理。有作为领导的
道理，有作为下属的道理，也有交友的道理和孝顺父母的道
理。中间还教育我们不要巧言令色，要自重，不要过于追求
物质享受等等。整体来说，的确是自成一个体系，而讲的都
是如何做人，是做人的哲学，而不是狭隘的学知识。这一点，
是我读学而一章最大的收获。

至于其中的句子，给我感慨最深的还是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第一句可谓是妇孺皆知，而最后一句也是很著名的话：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不患人不己知者，患不知人也。

其实第一句中感触最深的还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它刚好又和最后一句形成了一个呼应。一个人在世，要有一
个了解自己的人真的很难。而人们也往往在为自己没有一个
知己而感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认真的去了解别人，
总觉得自己没有人去了解。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是觉得自
己是最委屈的，没有换到别人的位置去思考问题。有句话叫
做将心比心，也许一个人真的能做到处处和别人换位思考，
多了解别人的感受，相信也会有更多的人来了解他。如果一
个人真的可以做到这点，那估计每一天都会感慨：有朋自远
方来，不亦乐乎了。

学而一章，讲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但是也不可能把道理讲
的那么完全。很多东西，还需要我们去揣摩。自己在读的时



候，感觉十六句里的每一句，都唤起了我的一番思考，所以
也对孔子由衷地产生了敬佩的心理。一时也不知道用什么样
的一句话来对这篇读后感做一个结尾，就用子贡朗诵的那首
诗来总结吧：人生在世，追寻做人的道理，还要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论语读后感篇二

我津津有味地读了《论语十则》这篇课文。我从孔子和他的
弟子的言行中感触很深。

人虽然要学习，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还是需要思考。
如果不思考，而光顾着学习，那么，你就只会知道迷惑书本，
也不会知道这是对还是错。思考了而不学习，反而，不会获
得知识。所以，我们学习时一定要边学习边思考，这样才能
记住。从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看出，
学习要经过思考才会更深地懂得。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告诉我们，学过的知识要
经常复习，这样才能得以更深的理解与体会，也会使我们记
住学过的知识，然而，就可以凭这个来当老师了。因此，我
们应该在学习过后，要经常温习，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印象
深刻地理解、记住它。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像孔子那
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把知识学到家。
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
话告诉了我学习就应该要实事求是，不应该弄虚作假。不知
道就应该说不知道，知道就应该知道。

从孔子的语言中，我体会到了：学习应要边学习边思考；学
习过后，应该要经常复习，加以巩固，从中获得新的理解与
体会；学习的过程中，应该要先把不懂得弄懂，要有实事求
是的态度去面对学习。

学习就应该这样去学，才能够学得好。要像孔子那样认真去



学，()才能把知识学到家。 我津津有味地读了《论语十则》
这篇课文。我从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行中感触很深。

人虽然要学习，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还是需要思考。
如果不思考，而光顾着学习，那么，你就只会知道迷惑书本，
也不会知道这是对还是错。思考了而不学习，反而，不会获
得知识。所以，我们学习时一定要边学习边思考，这样才能
记住。从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看出，
学习要经过思考才会更深地懂得。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告诉我们，学过的知识要
经常复习，这样才能得以更深的理解与体会，也会使我们记
住学过的知识，然而，就可以凭这个来当老师了。因此，我
们应该在学习过后，要经常温习，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印象
深刻地理解、记住它。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像孔子那
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把知识学到家。
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
话告诉了我学习就应该要实事求是，不应该弄虚作假。不知
道就应该说不知道，知道就应该知道。

从孔子的语言中，我体会到了：学习应要边学习边思考；学
习过后，应该要经常复习，加以巩固，从中获得新的理解与
体会；学习的过程中，应该要先把不懂得弄懂，要有实事求
是的态度去面对学习。

论语读后感篇三

从论语的洋洋万言中，每个人都能够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作为一个基础教育工作者，我懂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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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正是我们最需要传达给学生的东西。

心并不真的认为君子务必治国平天下，人生最终的追求，仍
然是要归结到内心的平静，要能够体味到平凡生活的幸福，



而这些，其实都取决于心境。

《论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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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我们教师最需要传达给学生的，正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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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天这个充
满了诱惑和选取的年代，孔子的生活之道值得我们去用心感
悟。

论语读后感篇四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这句话出自《论语》，是
我最喜欢的名言之一。每当读起这些古典名著时，都不禁会
赞叹起瑰丽的中国文化，四书：《论语》、《孟子》、《中
庸》、《大学》，五经：《诗经》、《尚书》、《礼记》、
《周易》、《春秋》。这些灿烂的瑰宝已经在世界文化史、
思想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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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的意思是看见贤人要想着
向他看齐，看见不好的人要反省自己有没有跟他相似的毛病。
这句话教导我们正确的学习态度是向一切人学习，随时随地
要注意学习，不但要学习别人的长处，还要借鉴别人的短处，
反省自己有没有跟他类似的毛病。老子也说过类似的
话：“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

虚心求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遇见不懂的要及时请教别



人，努力与别人看齐。如果人们没有“见贤思齐”这种精神，
那么你，你还是原来的你，不会有任何前进的步伐，生活也
就不会有动力，而动力决定着你的成败！

因此，我们应该有着“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的这
种精神！

论语读后感篇五

看书也讲究缘分，如同择友。不经意间，在网购时看到了南
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因敬佩南先生的学识，亦或是于
丹的读书心得有所触动，很想知道南先生对论语到底有何别
裁，就毫不犹豫地订购并利用假期用心地品读与体味。南先
生诙谐的语言，旁征博引的求证，贯通古今中外的学识，透
过本质还原孔子大智慧的解读，仿佛是一坛陈年老酒醇香四
溢，又好似一杯清茶沁人心扉，深深地吸引了我，欲罢不能。
看南先生的书，就像一位智者在跟你进行一场心灵的对话，
帮你指点迷津，许多的人生哲理包含其中，等你品味，等你
领悟。读后唇齿留香，净化心灵。终于我把总是看向外面的
眼睛收回，开始反观内省，那种精神的滋养慢慢渗进心灵，
从内里改变自己做人做事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人省己，
受用终生。

南先生用“经史合参”的方法，细心体会原著的本义，拨开
秦汉儒学和宋明理学等古代名家设置的层层雾障，力图恢复
《论语》的本来面目。虽然褒贬不一，甚至是质疑和批判，
但南先生从千年中华文明着手，联系实际，联系自身，细腻
而不缺大气的阐述，使《论语》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让我
们找回了曾经遗失了的人的品格和功能，令人耳目一新，可
敬可佩！

年早过不惑，可一直不知道人的价值究竟应该体现在哪里，
怎样的人生才算幸福。南先生用最浅显的语言，为我们诠释
着孔子的大教育，为我们指点着迷津。孔子最看重“仁”字。



这个“仁”，就是人的人格，人的人性，人的尊严。孔子
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
姓”。“修己”虽是自我教育，但背后还系着一个社会目
标——安人。“安人”是给人类以和平、快乐。教育的根本
并不是为自己，为的是一个社会目标。所以“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其修身是基础，而后面的“齐家、治
国、平天下”，都是社会目标。所以孔子时代的这种“修己
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观念，就是将个人与社会统
一起来。教育的目标不是为自己的私利，不是为升官发财，
而是为“安人、安百姓”，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因
为有这个使命，就格外感觉到一种责任。

南先生对学问的解读最让我佩服：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
识，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做人做事上去体会的，所以随
时随地的生活都是我们的书本，都是我们的教育。知识渊博
不等于有学问，文章写得好也不等于有学问。有学问就是会
做人、会做事。它的前提是“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
爱众，而亲仁。”反观我们目前的教育，还纠缠于应试的泥
淖，暑期有些学校还为了提高几个百分点，侵占学生难得的
社会实践和休息时间进行集体补课；有时我们还会困惑于如
何开展素质教育这些基本问题之中，实际上我们的古人早已
弄明白学问的真谛，并真真实实地付之于行动，也取得过巨
大的成效。只是在这人心浮躁、追逐功利、唯文凭为是的时
代，我们忘了老祖宗的教诲了。这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必须正本清源。

《论语别裁》这部书是南先生对《论语》这部书别出心裁的
解释，为我们这些不懂古文的假知识分子更好地了解孔子的
教育教学思想提供了无私的帮助，让我们进一步明白了许多
教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论语》的绝大部分是孔子和他的
弟子或者其他人的问答。聪明的学生问他，有聪明的答复，
愚笨的学生问同样一个问题，他的答复便又不同。孔子的教
学是因人而异的，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孔子是
一个了不得的教育家，他认为除了绝顶聪明和绝顶愚笨的人



没有办法教育以外，其他都是平等的，可教育的能力是一样
的。

从中可以看出，他提出的教育哲学是民主自由的，他把人看
作是平等的个体来对待，并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受教育的权
利。他的这种教育哲学，连同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我认为都是现在提倡的以人文本理念的思想源头，至今仍有
其先进性，并将继续对我国的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还
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
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
我师焉。”“君子不重则不戚，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忧不
如己者，过则勿改。”等等。这些关于教育教学的至理名言在
《论语》里比比皆是。

《论语》在一问一答之间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通过南先生
的别裁，娓娓道来，对目前的教育改革也提供了许多的启示。
现再举两例为证。

《论语》第三章八佾中有这样一段话：“子夏问曰：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素以为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
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大意是子
夏问他的老师孔子：为什么《诗经》里这三句话要这样描述？
孔子回答他：“绘画完成之后才会显出素色的可贵。”以现
在的人生哲学来说，就是一个人由绚烂归于平淡的可贵，暗
示淡泊以明志的道理。这是孔子的启发教育，以子夏的聪明，
一听就懂，于是提出了心得报告，说：“难道礼仪的后面还
有一个礼的精神吗？也就是说礼的内涵比表之于外的礼仪更
重要吗？”孔子听了，大加赞扬，说子夏不但讲得对，还更
启发了自己。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启发式教育吗？通过启发，让学生
明白以知识背后的情感培育立身处世的胸襟，以知识的学习
过程教人明白做人的道理，这不正是目前教育中三维目标的



有机融合吗？同时我们应该效仿孔子，当遇到部下或学生有
好的意见时，就应该及时地鼓励与赞扬，这样才能更好地激
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读过《论语别裁》，学习了《论语》的精髓，更重要的是要
把这些感悟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上。南先生告诉我们，坐而论
道，玄思辩难，都是读《论语》的歧路，唯有知行合一才是
正道。我们学习了《论语》，领悟到了学问的真谛，了解了
孔子关于教学的见解，就应该把这些圣人的见解贯彻到做人
做事之中，贯彻到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
同时促进教育教学工作。

论语读后感篇六

[今译]子夏说：“君子要等在民众中建立信用了再来劳动他
们，如果没有建立信用，他们将会怨他故意加害为难;君子要
等他的君主信任他了，才能再对君主有所规谏。否则君主将
可能怪他故意谤毁了。”

[解说]要当好一个“君子”，要真正担负起一个“士”的责
任，完成其使命，“君子”应严格要求自己，对上对下都要
建立信用。取信于民，才能够获得老百姓的支持与拥戴;取信
于君主，你的正确的主张与建议才能被君主认同与采纳。本
人以为，除了上下以外，与自己的同僚之间，与朋友之间，
建立信任与信用同样非常重要。

子夏的“信而后劳其民”的思想与主张，无论是在古代还是
在现代都是相当先进与积极的。古代的“君子”与“民”之
间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人格与社会地位上都是不
平等的，但子夏却提出要在“君子”与“民”之间建
立“信”的关系。认为作为统治者的“君子”，只有作出表
率、主动取信于民，才能获得“民信”，才能获得老百姓的
支持与拥戴。延伸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民信”了?这当然离不开
“君子”对“民”的教育与引导，这与孔子提出的“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篇第八》)的精神是一致的。

“信而后谏”，则是提出了“君子”与“君主”间的行政互
信问题。作为“君子”要取得“君主”的信任，首先
得“忠”人之事，对君主要“忠”，才能取得“君主”的信
任。孔子也说过“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篇第
十四》)当然孔子认为“臣事君以忠”的前提条件是“君使臣
以礼” (《八佾篇第三》)，“君主”首先要按“礼”办事，
也就是要按制度办事。否则的话，儒家的主张便会象孟子所
说那样“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
下》)了。

子夏在本章提出了一个“民”、“君子”以及“君主”三者
间的关系模型问题，子夏认为，要维系好三者的关系，有个
核心的东西就是“信”。所谓“民无信不立”，如果一个社
会没有“信”的话，是无法正常运转的。而这个“信”的建
立要靠“君子”的努力，要靠“君子”的修身进德。

秦国的“商鞅变法”就是从“立木求信”与“徙木为信”开
始的。“商鞅变法”其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一方面“变
法”取得了当时的秦国君主秦孝公的理解与支持(这就是“信
而后谏”)，另一方面，变法取得了平民的信任与支持。对上
对下都建立了信任关系。而商鞅本人最终惨遭“车裂”，也
是因为他的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
他与秦惠文王及旧贵族之间无法建立起信任关系所致。

《子张篇第十九》主要的话题都是围绕着“士”的责任、使
命与德行而展开，从本章子夏论“信”可以看得出
来，“士”(此处的“君子”即“士君子”，亦即“有位之
士”)在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

论语读后感篇七

从前，因为各种杂事，从没有静下心好好翻看一本书，都是



零零碎碎的读些只字片语，自从参加了读书协会，在大家的
影响下我开始认真的阅读一本书。在这个寒假，我翻阅了一
本影响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巨著——《论语》，这让我受益匪
浅。

从我们的历史课本中，大家能知道，西汉汉武帝时期，“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家思想成文了中国的正统思想，而
儒家经典著作《论语》成为了那个年代道德思想的标准，直
到清朝末年。在这两千年的学习中，论语已深入中华民族道
德文化的骨髓，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扎根繁衍。但从历史
中，我们获知，这两千年统治者更多的还是将儒学和《论语》
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运用论语中的“礼，仁，忠，孝”来禁
锢人们的思想，加强自己的统治，所以，在我们要推翻封建
统治时，就必须先推翻它的思想枷锁。《论语》自然是首当
其冲。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是非
常正确的，打得很好。但当时的局限，全盘的否定，也使得
中国的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抛开任何历史偏见来阅读它
时，你会发现，他蕴藏着几千年，我们古人在生活实践中获
知的大量智慧结晶，这些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是一份及其珍
贵的文化遗产。

就《论语》本身来说，他不像西方人的思想著作，在某个问
题上做十分深入的分析，他的思想道理非常广泛浅显。对于
读惯西方哲学、神学著作的人来说，孔子的思想可能会太散
乱了，没有一定的系统。然而在细细的品味中，你会发
现，“圣人”所说的都是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有着非常强
的实践性，生活性。这也许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思想特点，
重实践不重理论。就像老子说的“圣人行不言之教”，正因
为如此，我们在《论语》中看到的，都是孔子和他弟子的言
论和日常的琐事，然而，就是在这些平凡的言论和日常琐事
中，蕴涵了泱泱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

在读书协会的讲座中，我听到老师说：《论语》就是译本教
我们“如何做人”的书。这让我感触很深：做人和做学问是



不同的。做学问也许还能在纸上做，做人却只能到生活中去
做。读教人做人的书，自然要放到生活中去读而不是仅仅在
纸上读，到故纸堆中去寻找疑问的解答。所以，阅读《论语》
要和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才能从实践中去真正感受
《论语》中的精髓。

打开《论语》，我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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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造就了一带
圣人——孔子，一个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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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夫子曾经说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
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也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作为一个学
识渊博的大学问家，孔子还有必要这样孜孜不倦的把有限的
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探索中去吗？然而，从他的言论中我
们不难看出他的答案是肯定的。这让我对自身的浅薄感到惭
愧。

从孔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并不是探求天地
万物的客观规律，而是探求社会与人生的具体真谛。作为有
限的“人”，却投入到探究无限的“人”之中，这也许就是
让孔子感到学无止境的原因吧。

作为一名教师，在和学生的交流中，我也能偶尔感到人的性
情举止，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每当探究出新的内容
后，原来的旧的规律就被打破了。在阅读了《论语》后，我
才发现几千年前，孔子就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不患人
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它的意思是“不忧虑别人不了解
自己，只忧虑自己不了解别人。”原来，去了解人性，才是
最困难的。而孔子最精辟的论述，也自然而然体现他对人性
的入木三分的见解。



在现在的教学中，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教学，我想在孔子的
言论中已告诉我们“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
人”的道理。这让我想到了自己的教学。

记得有一次课堂上，学生对于我提出的一个历史问题产生了
疑惑，根据他平时看的电视，他不赞同我的观点。当时，他
开始在座位上和旁边同学，窃窃私语。他的行为已经违反了
课堂秩序，我很生气，所以，立刻点名批评了他。他很不服
气，课后在和他的交谈中，他始终不认为自己有错。在读了
《论语》后，我发现，在教人求真的时候，我的错了，我没
有真正的好好的去了解这个学生，从他的行为，可以看出，
他是喜欢历史的，而且愿意学习，因为只有认真学习了，才
会真正产生疑问，而我却只看其一，而不看其二，做了错误
的决策。

教师教的是“人”，这不是一成不变的客观规律，而是千变
万化的事物。从《论语》中我明白了，对待人不能墨守成规，
如果那次事件中，我能在课堂上对他的认真加以肯定，对他
的行为给以提醒，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在阅读《论语》的过程中，我深感自己对于世界的渺小，深
感自己行为的诸多缺失，但从《论语》中，我不断找到新的
自我，不断成长。我深信《论语》是一本值得我们细细品位
的好书。

论语读后感篇八

《论语》是孔子智慧凝成的结晶，它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儒
家思想的博大与精深，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深邃之美。孔夫
子曾经说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诸如此类的话，并且还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孔子一直活到了七十二岁，五十七年的经历使他仁德兼备，
学问渊博，成为冠绝一时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可谓是震
古烁今。以如此身份，当他的高足问他时，他的回答竟然是



朝闻道夕死可矣，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完全有足够的资本炫耀自己的大学问家，孔子还有
必要孜孜不倦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探索中去吗?
答案是肯定的。

孔子的特点不是探求天地万物的具体性理，而是探求社会与
人生的具体性情。因为世间万物的客观规律也许是有限的，
但是人的具体感情是无限的。作为有限的人，探究的是无限
的人，这也正是让孔子感到学无止境的原因。人的性情举止，
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每探究出新的内容，就打破了
原来的旧的规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把话
已经说得很明白，去了解人性，才是最困难的。而孔子最精
辟的论述，也自然而然体现他对人性的入木三分的见解。

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这
一点上，和孔夫子几千年前提出的主张仁与德的观点不谋而
合，两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为什么相隔千年，提出的观点
却是惊人的相似?毫无疑问，两人都是把仁与德当作自己去不
断努力实现的目标，不断的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修养与品
德，这是有必然性的。这就是孔子的学习!

也许我们这些凡人是永远无法领会万世师表的学习的内涵，
但每一个人也许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