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师读论语读书心得体会 教师论
语读书心得(大全5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心得体会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提
升自己。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教师读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论语》是一本记载了古代思想家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语录。
它集齐了儒家道德中关于政治、教育、伦理、艺术、道德等
内容。

起初，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很不想读，自己认为这本几千
年前的东西没什么用，可是读了几次之后，觉得还挺有用的，
它教会了我生活的智慧和做人的道理。

我们每天都在学习，也都在复习。然而见到了朋友，特别是
多年不见的好朋友，都会有一股涌上心的温暖，都很开心。
在人生里，有很多人不认识自己，不了解自己，如果误会了
自己，不要怨恨，因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

再例如说，”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这句话是说，只学别人的知识而自己不思考，会陷
于迷惑;只独立思考而不学别人的经验，这就危险了。

在平常的学习生活中，如果你只是学习而不思考，学再多的
东西也是白费。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总结学习的方法，
就能在学习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然而只思考，不学习别人
的经验，就算你有再多的方法，也没用，要把学到的知识运
用到实践之中。



我觉得，我们身为中国人，一定要读好《论语》，知道更多
的道理。

教师读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论语》是语录体文集，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
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与思想的记录，共二十篇，约一万二千字，
成书于战国时期。《论语》里面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文字，几
乎每一则语录都很简短，但其中蕴含了深刻的道理。孔子是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
人，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为历代君王所推
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
今天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但他的智慧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
人，后人尊称他为“圣人”。

《论语》语言质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它在人们的思想
中有深刻的影响，得到了后人的信仰、尊重，是后代人必读
的一本圣书。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学习这本书受益非浅。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这就是一句千古名言。
意思是：“把老师教给你的知识和你因此而得到的知识在现
实中实践它是一件令人十分愉快而振奋人心的事。”孔子认
为作为教学过程的一方——学生的学习活动，本身就应该是
快乐之事。孔子的教学思想完全是一种启发式的教学思想，
并且十分看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在实践中锻炼知识和提高知
识能力的培养。孔子的这句话就是告诉弟子们，理论联系实
际，把学来的知识放到实践中去才是真正的知识，才能证明
你已经把握了知识。而真正懂得知识的人在现实中的运作会
兴趣倍增，会自然产生出需要更多知识的充实。

学习、实践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可是“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方法，是重中之重。只读书学习而不
会积极地思考问题，就会茫然无知而没有收获，就是我们平
常说的读死书。反之，如果只空想而不读书学习，就会疑惑



不解，精神疲惫，就成为“纸上谈兵”。所以，我们在日常
的教学工作中，不仅要多读书、认真学习各种先进的教学经
验、理念，而且还要勤加思考，不断将所学知识与日常教学
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只有这
样做才能把我们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使之不断符合社
会的需要。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解释为“在温习学过的知识
时，能有新体会，新发现，那么就可以当老师了。”这也就
是对我们学习思考提出的要求，要求我们在学习中不断“温
故而知新。”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使我们
不断提高，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的需要。

作为教师除了有好学的精神和养成温故的习惯外，还要有谦
虚,严谨,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学习态度。

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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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问近而思”。
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学习态度吗?学
习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他觉得“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
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
贼……”可见学习的重要性。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做人要不断学
习,不感到厌烦;教育学生要有耐心,不感到疲倦。

“学而不厌”。作为教师尤其要做到这一点。教师是学生的
示范，我们希望学生做一个终生学习的人,首先我们教师要做
一个终生学习的人。“身教重于言传”，“亲其师,信其
道”,教师应该是学生很好的榜样。

教师要做到“诲人不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教师教
育孩子要耐心”,我们经常这样说。但事实上,我们许多老师



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我们会在课堂上生气发火,这是我们
还没有学会耐心的见证。

教师在课堂上失去理智,感情冲动,除了伤害了孩子的感情以
外,别无他用;教师的喋喋不休,除了让孩子耳根的茧子更厚以
外,没有其他功能。这些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无非是希望
孩子好好学习,好好成长,如此而已。有没有更有效的办法呢?
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这样尝试一下?当孩子上课走神的时
候,原谅他、提醒他,毕竟学习是孩子的事,他没做好,希望得
到的是老师的帮助;就象在生活中一样,别人做错了,这是事实,
可是如果我们生气发怒,那就是我们的错了。当课堂秩序乱的
时候,不要对孩子大呼小叫,我们应该考虑是不是我们的课堂
对孩子没有吸引力呀?及时调整自己的课堂,把孩子们吸引过
来;当孩子犯了错误,耐心一点,调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找
出孩子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的去跟孩子谈,帮他认识自己的
错误,这才是我们的目的。“诲人不倦”四个字简简单单,但
蕴含的是教师的爱心。所以,我们作教师的,应该将“学而不
厌,诲人不倦”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教师读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要快乐地生活，便要心怀一份无私的“博爱”

许多读过《论语》的人都认为孔子最看重的东西似乎
是“礼”，像如何宴请宾客，如何侍奉国君等等，所有礼节
他都一板一眼、严谨无差，并认为礼乐是治国安邦之本。但
孔子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所以
在孔子意识里“礼”是在“爱”的根基之上的。其实，不论
古今中外，对于任何人来讲，爱都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懂
爱的人便不会懂得生活。但今天的孩子，却很少看到他们对
父母的体谅和感激，父母尽最大所能给了孩子一切，却独独
忘记教会孩子如何去爱他人、如何让孩子觉得接受别人的关
爱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是爱的缺失，也是教育的缺失，
存在这种缺失，不仅会让孩子在今后的集体生活中遇到种种



挫折，更重要的是，心中没有爱的人，无法体会到生活中最
高的快乐。因此，真诚的.仁爱之心，应该是古今中外教育的
永恒中心。心怀博爱，还应在人际交往中保持自己人格和心
灵的独立性。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就是告诉我们，无论对朋友还是对领导，都要保持一
定的距离，掌握好亲疏的分寸。不管与人相处的多投合多愉
快，也不用强求两人观点完全一样，应该能够保持内心精神
世界的独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进而获得真
正的友情。

要快乐地生活，便要享受一份内心的简单

何为简单?我对简单的理解不是碌碌无为，而是喧嚣浮躁的世
事中那份少有的宁静，真正的简单是宁心静气、无悔奉献后
的那份收获与快乐。

生命的真谛，就在于微笑着面对生活,让自己快乐，让别人快
乐，是一个人精彩人生的展示。因为，有缘相聚不容易，相
聚相守更不容易。做一个快乐简单的人，要有一份美好的憧
憬。不管竞争压力有多大、不管生活节奏有多快、不管学习
过程有多苦，我们心中的美好憧憬不能丢。因为有了憧憬，
才会有实现憧憬的愿望，有了实现憧憬的愿望，才会有实现
愿望的行动，有了行动就一定会有结果，因为你努力了。做
一个快乐简单的人，要做到“以责任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
恕人”，淡泊自己的名利，想着大家的利益。这样，我们就
会心胸开阔、豁然开朗。做一个快乐简单的人，还要有战胜
困难和挫折的勇气。一个人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失败。
当我们遭遇挫折，感到压力，产生痛苦、面对无奈时，我们
要做的不是颓废沮丧，而是要反省自己，总结经验，改变航
向，因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会转瞬即逝。因为天塌不下来，
当感觉天快塌下来的时候，实际上是自己站歪了!孔子认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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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取决于自己的心境。当我们无法改变
世界时，可以改变自己的观念;当我们无法改变事情的结果时，



可以改变自己看待结果的心情;当我们无法改变別人的看法时，
可以改变自己的想法;当我们无法改变风向时，可以调整风帆
的角度。总之，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只有战
胜自己，才能战胜困难;只有改变自己，才可改变世界;只有
不忘初心，才会找到生活的真谛与快乐。

教师读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您能告诉我一字，使我可以终
身实践，并且永久受益吗？如果有这么个字，那就是“恕”
字吧。就是你自个儿不想干的事，你就不要强迫别人干。人
一辈子做到这点就够了。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因为别人欺骗了你，你也就用同样的方
法去骗取别人，这种处世方法实在是不可取的。我曾经与财
务经理说过，不能因为有客户不讲信誉，不按合同支付车款，
一拖再拖，心中产生怨气，就对我们的供应商也采取同样的
付款方法，也不讲信誉，将来公司如何生存呢？无论何时，
都要诚信为本，这样企业才能做得长久啊！

所谓“恕”字，拓展一点说，“恕”字是讲你不要强人所难，
不要给别人造成伤害。言外之意是假如他人给你造成伤害，
你也应尽量宽容。现实生活中的我，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
中曾被两个所谓的小人伤害过，尽管他们两个人目前的处境
不是太好，只是不知他们是否还象以前一样天天算计别人，
曾经我在内心暗暗发誓，将来有一天我要报复，但随着锐意
进取的学习和工作，心境不断地调整，时至今日，心境变迁，
以往那种过激的想法已淡忘，甚至想不起来，但内心深处当
时的痛楚还隐约记忆。

现如今拥有一份宽容，奉献一份真诚，执着一份情节，把持
一份矜持，回头再想想过去的思潮是十分的不成熟，但当时
的'处境所崩发出来的想法却是成长过程的真实写照。所以现



在想想，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是很有哲理的：“人是在不断总
结经验基础上日渐成长成熟起来的，”如果一个人不善于总
结得失而一意孤行，必将走回头路，弄不好还会犯同样的错
误的！

老师说，这很不错。但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叫
做“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教师读论语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常挂在嘴边的话，我竟然不知出于《论语》。像“父母在，
不远游。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道不同，不相为谋，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朽木不可雕也。
三十而立……”

我读《论语》这部书，当然不是想从中觅得修身、齐家的孔
门秘传。我只是在这部书中认识了一个迂阔率性、明知其不
可而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诲人不倦的孔子，一个食
不厌精、懂得生活乐趣的孔子。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常把孔子
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民主政
权处死的，据说是自由精神阻止他逃亡。但我更喜欢孔子的
直言不讳：“道不行，乖桴浮于海”，这同样是一种自由精
神。打开《论语》去读，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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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孔子一个伟大的思
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
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
想――中庸之道。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
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是有必
要一读的。

孔子讲究孝道，孝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的人们却
在褪色，对其讲孝是非常必要的，让他们明白孝是为人之本。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
候，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
是他对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
孝了。”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
同。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贪污或是
抢劫，触犯法律，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
母都希望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
女的出发点。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
果能够按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
正的孝。

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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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问近而思”。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
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吗？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
”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
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可见学习的重要性，
治学是仁信的基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
《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
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
敏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