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语读书心得 老师论语读书心得
体会(实用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论语读书心得篇一

《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后代的学生记录下来的一部关
于孔子言论与行为的经典著作。作为一位教师，我在阅读
《论语》时，发现其中的精神内涵与教育理念对于我们现代
教育工作者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我特别将我在
阅读《论语》过程中的收获和思考整理成为一篇读书心得体
会，与大家分享。

第二段：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孔子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他强调“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即要求学生要通过学习和不断的实践来提
高自己的能力。这给我很深的启示，作为一位老师，我应该
鼓励学生思考、质疑和探索，不要只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模式
中。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学生，为他
们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论语》中强调了礼仪、诚实守信、友爱亲和等美德的重要
性。这对于现代社会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在教育工作中，
我们应该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培养他们做一个
有道德和责任感的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社会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成为有价值的人。

第四段：注重教育的个性化与关怀

《论语》中有很多关于“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孔子在教
育学生时，注重发掘每个学生的特长与才能，并因材施教。
这让我想到，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着不同的个性、
能力和兴趣爱好。作为一位老师，我应该关注每个学生的需
求，并量身定制适合他们发展的教育方式，给予他们个性化
的关怀和支持。只有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中，学生才能真正获
得成长与进步。

第五段：不断学习与发展

《论语》中记录了孔子一生的学习与求知之路，他在不同的
场合与不同的人交流讨论，从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见识和修养。
这给我很大的启示，教师应该以身作则，不断学习与研究，
提升自己的教育水平与能力。只有具备专业知识和教育素养
的教师，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传递知识，并对学生起到激
励的作用。

结尾：

通过阅读《论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孔子的教育智慧和教
育理念对我作为一位老师的积极影响。《论语》中的平凡与
智慧、宽容与坚持，都是我在教育工作中应该保持的一种态
度。我要以孔子的教诲为指导，始终坚守初心，不断追求进
步，并将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学生，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做出应有的贡献。

论语读书心得篇二

《论语》十则读后感触频多，我感觉到了一股让我兴奋的奇
怪的感觉，为什么让我兴奋呢？因为它给我一股学习的冲击



力，让我们走向学习的快乐时空。

特别是“温故而知新”这句话讲的是学习方法，它的意思是：
温习旧知识后，就会有新的发现，新的体会。

举个例子吧，开学时，班长发新课本给同学，如果她发现有
一本课本缺了个角或有破损，就马上发给了别人，这就是错
误的做法。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先生，为自己想的少，为别人
想的多。如果人人都能学习鲁迅先生，这世间该多么的美好，
多么的和谐啊！

另外“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给我感触很深，这句话
的意思是：寒冷的冬天，才会知道松柏是最后落叶的。

读了这句话，可想而知，松柏是多么坚忍不拔，是那么经得
起恶劣环境的考验。我们不正需要这种精神吗？不论在如何
恶劣的环境中，都应该坚强不屈，高风亮节！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免不了要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和挫折，但是我们决不能退缩，应该坚强面对，鼓起勇气战
胜困难，勇往直前！

通过学习《论语》十则，我明白了：学习要讲究方法；遇到
困难，就得去克服它；还懂得了处世之道——“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

论语读书心得篇三

读圣贤书，立君子品，做有德人。

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沉淀在一本散发着油墨书香的《论语》
之中，任凭他在岁月的风箱里被剥落的斑驳朱漆，任凭他在
时间的长河中刷洗的一字不剩，然而这其中的灵魂所包含的
所有美丽文化都以他安详的姿态静静的躺在那泛黄的纸张上。



像阳光，播撒我心中知识的种子;像雨露，滋润我向善的灵魂。

同样的，孔子也是个孝子，大爱存在他的心中，不只是对人
民的博爱，还有对长辈们的孝爱。可是如今的人们渐渐地对
孝这个字的认识越来越淡薄，原本闪光的字眼逐渐褪色，逝
去了原本的光彩，而人也就因此这样坠入了一个他们自认为
的美丽却又失重的世界。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
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句话完全颠覆了平
日里人们眼中的孝子形象。也许你以为孝就是听父母的话，
帮父母干活，有好吃的就给他吃，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孝，
是在心理上的安慰，而不是物质上的丰富;是对得起父母的期
望，而不是为了他们的期望而去做一些损害道德的事情;是爱
自己，而不是不顾自己的安危让父母担心、忧虑。

在《论语》中有一句话令我深思熟虑：“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就是我们班这个小小的
集体也会有“姚明”“王羲之”“达芬奇”“宋祖英”“华
伦庚”“冰心”等。有的人学习不好，可是篮球却是动若脱
兔;有的人体育不好，可是书法却是龙飞凤舞;有的人书法不
好，可是绘画却是栩栩如生;有的人绘画不好，可是唱歌却是
娓娓动听;有的人唱歌是五音不全，却是满脑子的数学;还有
的人对数字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倒是写起作文来便妙笔生花
了……都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话不假啊。每个人
的优点都值得我们去学习，每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人都能够成
为我们的良师益友，教导我们，使我们更上一层楼。我们要
多向我们身边的所谓平凡人学习他们好的一面，就像是置身
在一片树丛中的一小株嫩苗，在旁边许多的植物滋养下茁壮
成长，并且长成一棵坚韧不拔的大树。树之所以高大，因为
有了嫩苗;山之所以伟岸，因为有了石子;海之所以壮阔，因
为有了水滴;人之所以闪光，因为有了那些所谓的平凡人!

《论语》是道德与智慧的凝结，是中华文明的汇聚，是一位
谆谆教导的老师教会了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更是引领我么
向上的阶梯。



薄书一本，细读一遍，终生无悔。

论语读书心得篇四

第一段：前言（引入论题，概述读书的重要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是受到重视的一项活动，众所周知，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孔子的名言。在现代社会，读
书对于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而
论语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通过记录孔子的言
行，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智慧。作为一名老师，我在阅
读论语时，深受启发，收获颇丰。在下面的文章中，我将分
享我在阅读论语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中的道德修养观念）

论语中强调了个人修养的重要性。比如，孔子说：“有朋自
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告诉我们待人接物要友善。
另外，论语还提到了孝、悌、忠、信等为人处事的准则。通
过读论语，我深刻体会到了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只有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才能够做到尊重他人、关爱家庭、
奉献社会。

第三段：为人师者宜以德为先（论语中对教育的思考）

作为一名教师，我在读论语中发现了许多关于教育的思考。
孔子曾说：“敏而好学，不恥下问”，他提出了教育者的修
养要求。论语中的孔子给了我们很多关于教育的启示，不仅
要教书育人，还要做到以德为先，以身作则。作为一名老师，
我深受教育观念的影响，从而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的
同时，更注重他们的品德修养。

第四段：用心用情才能成就教育（论语中对教学方法的思考）



论语还提到了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孔子曾说：“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强调了教育应该从切近学生的实际出发，根据
学生的兴趣、特长进行教学。还有例如“温故而知新”等观
点，表明了对于复习知识的重要性。在阅读论语的过程中，
我逐渐认识到，只有用心用情地去教育，才能够更好地引领
学生，帮助他们取得进步。

第五段：论语的现实意义（感悟与展望）

论语不仅仅是古代经典，它的思想仍然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
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社会，很多人忽视了道德修养的重
要性，个人利益的追求成为主流。然而，通过阅读论语，我
们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准则，以及如何以德报人，关心
社会。同时，论语中关于教育的思考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作
为教师，我将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与学习能力，并致力
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总结：通过阅读论语，我对人生、教育等诸多领域的思考得
到了启发。论语中蕴含的深邃智慧，不仅让我受益匪浅，更
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与希望。读书不仅能够扩大我们的见
识，还能够影响我们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我相信，在读书
的道路上，我将继续努力，不断地汲取智慧的营养，将其转
化为实际行动，为培养更多有德有才的学生付出自己的努力。

论语读书心得篇五

于丹老师讲授《论语》心得别具一格。在我的心目中，孔子
是一位离我们很遥远的古代圣贤，《论语》犹如高山上一颗
劲松高不可攀，只可仰望而不可触及。而于丹老师仿佛是一
位美味快餐的加工高手，它能把一般人很难懂的《论语》通
过心得的方式来解读，似乎把难以消化吸收的食品加工成了
老少皆宜备受欢迎的高档营养品。他带我们超越时空，把一
位两千年前的圣人引领到了众人眼前与今人对话。孔子没有
圣贤的架势，朴素平和、平易近人，时时传递一种朴素、温



暖的生活态度。她把深奥的道理讲的浅显易懂，真正走进了
我们的心里。他说：“孔子没有温度，只有色彩”。

平时，总喜欢看一些纯文类的书籍、目的是想净化自己的心
灵，荡涤内心的浮躁，最近读了一本叫做于丹论语心得的书，
给了我很多的感触，让我在忙忙碌碌的现代生活中近距离的
接触了一次圣人。这个曾经被捧被批的圣人，因着朝代的更
替主权的轮换曾遭受过天与地的对待，然而，他口中的道理
却如此亘古不变。这一次，他又借着于丹教授之口，通俗的
给了我一次心灵的洗礼，人性的成长。当然，读《论语心
得》，在他人的心得之上取得感触，是比较容易而且盛产的，
要把这些感触化成文字，真是写也写不完。下面我就说几个
对我工作学习非常有益的感触，与大家分享，共勉。

记得于丹老师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座寺庙里供着一
个花岗岩雕刻的非常精致的佛像，每天都有很多人来佛像前
膜拜，而通往这座佛像的台阶，也是由跟它采自同一座山体
的花岗岩砌成，台阶很不服气对佛像提出抗议，说：我们本
是兄弟，凭什么人们踩着我们去膜拜你?你有什么了不起?佛
像淡淡地说：因为你只经过了四刀就走上了今天的岗位，而
我经过了千刀万剐才成佛……一个简单的故事，使我如梦初
醒。做为一个刚迈上自己岗位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常常会在
工作中对一些安排充满了怨气，总是会想，那个那个我也可
以做，为什么只让我做这个没意思的工作呢。我想，这应该
不是我个人的一种问题，在我们毕业后的同学聚会中，也常
常听到朋友们这样的牢骚。刨去青春傍身，年轻气盛，我想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心胸还不够宽广，对问题的思考
缺乏深度和虚心的态度。我们急于成功而盲目的.与他人胡乱
对比，总拿自己不如意的地方去和他人顺利对比，不能心平
气和的接收他人的辉煌。是啊，书中写的多好，佛像能让千
万人去膜拜是因为他曾接受了千刀万剐的考验，而作为一名
年轻的工作者，我们还有很多经验等待去积累还有很多技能
等着去考验，怎能如此心浮气躁呢?这便是《论语心得》带给
我的一点思考。



还有另外一则也让我记忆深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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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
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孔子所谓的人生更高的境界是什么呢?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
不仅不谄媚求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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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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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其中映现了封建思想，儒家做派的影子，但一个人能
够不被富足的生活蛊惑，又能够在贫贱中保持着做人的尊严
和内心快乐的风骨，无不吸引和震撼着我。或许很多人会说，
这不过是说说，让谁做到这样，谁也不行!我左思右想，悲哀
的发现自己无力用事实来说服拥有这样思想的人，然而，这
种自然、平和、积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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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俗而又可以获得成功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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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作为一名年轻人，我们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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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的智慧就是圣人的智
慧，品完后我如此喜悦;圣人的智慧也终归是圣人的智慧，品
完之后发现自己如此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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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着一份清醒，
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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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我读了两遍,每一轮都有不一样的收获,正如孔子所说
的”温故而知新”吧.孔子不只是位思想的巨人,更是位行动
上的巨人,他就是用他的一言一行来做榜样与表率,感染着身
边的人与他所处的社会.一本好书是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检验
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从中我也体会到点滴,人生是有坐
标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生命意义,要活出精彩,要活出不
败的人生!



论语读书心得篇六

近代以来，读书一直被视为知识的源泉和人类的财富。无论
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读书都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途径，
可以开阔视野，提高思维能力，培养良好的品德和道德观念。
读一本好书，不仅能够给我们带来知识和智慧，更可以引发
我们的思考和感悟。下面，我将分享我在读书中的一些心得
体会。

首先，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在生活的
狭小圈子中，我们往往只能接触到有限的事物，思维会变得
局限。而通过阅读，我们可以进入作者的世界，看到不同的
人、事、物，从而能够拓宽我们的知识面，增长我们的见识。
例如，在阅读历史类书籍时，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历史时期
的社会背景、重大事件等，从而更好地理解现实生活中的问
题，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其次，读书可以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在阅读的过程中，我
们需要理解、分析和评判作者的观点和论据，从而培养我们
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同时，阅读也是一种思考的过程，可以
让我们深入思考问题，并通过阅读与他人的交流来提高我们
的逻辑思维能力。当我们阅读科学类的书籍时，我们需要根
据已有的知识和实际情况，推断和解决问题，这样可以激发
我们的创造力和发现新知的能力。

第三，读书可以培养良好的品德和道德观念。无论是小说、
政治类书籍还是哲学经典，都包含了丰富的道德和人性思考。
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认识到什么样的行为是值得赞
赏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应该谴责的。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
能够对于自己和他人都产生一种共情和理解，从而提高我们
对他人的关怀和尊重。这种道德与品德的培养将使得我们成
为一个有情感、思考和责任感的人。

此外，读书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通过阅读文



学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情感和行为
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他人。阅读也是一种情感交流
的方式，读书后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分享给他人，
通过共同阅读的话题来交流和交往。这样的交流也可以促进
我们的社交能力的提升，更好地处理与人相处的问题。

总之，读书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通过阅读，
我们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通过阅读，我们可以提高思
维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培养良好的
品德和道德观念；通过阅读，我们可以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要培养一个持续学习的习惯，读书
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只有不断地读书，我们才能更好地成为
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让读书成为我们生
活的一部分吧！

论语读书心得篇七

读书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体验，它能够带给我们无穷的快乐和
收获。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增长知识，提
高文化素养。同时，读书还能够激发我们的思维，培养我们
的创造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读书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成为更好
的自己，还能够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给予我们指引。读书心
得体会，正是我们通过读书获得的宝贵经验与感悟的总结。

第一段：阅读开阔视野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我们可以了解到前人
的智慧和经验，领略到各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例如，
我曾读过一本小说，讲述了一个在大都市打拼的年轻人的故
事。通过读书，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自我奋斗和努力的重要性。
这本书使我意识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通过阅读，我不仅
了解到了作者的思想，还培养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人文关怀。

第二段：提高知识与文化素养



通过阅读，我们还能够增长知识，提高文化素养。无论是小
说、诗歌还是论文等各种文体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
文化内涵。例如，我曾经读过一本历史书籍，讲述了一个国
家兴衰的故事，这本书不仅让我了解到了历史的变迁，还启
迪了我的思维，让我进一步思考国家发展的道路。通过阅读，
我提高了自己的知识水平，丰富了自己的见识，也培养了自
己的文化素养。

第三段：激发思维，培养创造力

阅读不仅能够给予我们丰富的知识和文化，还能够激发我们
的思维，培养我们的创造力。通过阅读，我们可以接触到各
种各样的思想和观点，从而拓宽自己的思维方式。例如，我
曾读过一本科普读物，讲述了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这
本书通过丰富的实例和生动的语言，让我对科学的认识有了
更深入的理解。通过阅读，我学会了怀疑和挑战现实，培养
了自己的创造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第四段：指引人生的道路

读书心得体会不仅是我们通过阅读得到的宝贵经验的总结，
更是指引我们人生道路的重要依据。通过读书，我们可以了
解到前人的智慧和经验，从而积累自己的人生经验。例如，
我曾读过一本成功者的自传，通过他的经历和故事，我明白
了成功背后的艰辛和付出。这本书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找到
了方向和目标，让我明白了成功的真谛。通过读书心得体会，
我不仅能够总结自己的经验，还能够从中汲取智慧，指引自
己的人生道路。

第五段：结语

读书心得体会是我们通过读书获得的宝贵经验与感悟的总结。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增长知识，提高文化
素养。同时，读书还能够激发我们的思维，培养我们的创造



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读书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能够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给予我们指引。因此，让我们把
读书视为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通过读书心得体会总结自己
的阅读收获，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成为更加全面发展的人。

论语读书心得篇八

《论语》中的许多哲理近乎常识，却仍然深沉，世俗中有高
远，平凡中见伟大，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读
《论语》，就好像是穿越千年和孔子对话，让我明白了：要
重视个人对家庭、国家、社会和历史的价值！

老子是以“柔”为主的辩证法，孔子则是以“中”为基点，
法家和兵家提倡“刚”，这是中国文化的三足。读了《论语》
之后，我更欣赏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仁”的精神。正所
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作为儒学经典读物《论语》可谓是
把这一精神阐释的淋漓尽致。孔子曾说：“墨家兼爱，是无
父也；扬子无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句
话虽有失偏颇，但是却让我明白了，只有把个人放在社会的
伦理体系里面，个人价值才能真正得到体现，个人的人格才
能得到彰显。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教育我们
要在学习生活中吧“学”和“思”结合起来，勤勉治学，才
能学有所成。就如后世程子对其的解释：“博学、审问、慎
思、明辨、笃行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以此教育君王要
施行仁政，得道才能多助，要懂得民心所向。对于政治来讲，
要想成功的治理国家需要什么？答案是得民心，若想得民心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只有仁。这一点儒家的选择是很正确的。

子曰：“君子不器”。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人并不是
被控制的工具或机器，而是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思想



特征。人应该充分发挥自己潜在的才能，才能使个性获得全
面的发展。孔子自己后来也实践了这一点，他后来收门徒三
千，有教无类，可谓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
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
对学生和真理孜孜不倦追求的品格！子曰：“饭疏食，饮水，
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
云。”在今天这个浮躁而喧嚣，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里，
这种精神又是多么的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