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语读后感悟(优质8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我们想要好好
写一篇心得感悟，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质的心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论语读后感悟篇一

‘论’理论，理论人生，理论人生沧桑百态，理论孔子儒家
思想，理论学而篇，理论为攻篇，理论子罕篇、先进篇、李
氏篇、卫灵公篇、子张篇、微子篇等。

自古文学家孔子，受万民敬仰，成立儒家思想，得意门生队
排长龙。

自然理论乎，名言乎，不少矣。

例：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去攻读钻研邪说，那就有害
了。

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也有当事人反对之论，唯女子乃小人难养也，可是例时上千
年，出了多少女中豪杰，真是多乎，精乎。

论语读后感悟篇二

书是我的最爱，我每天都看，我有两百多本书，可最值得推
荐的书，还是这本古香古色的《论语》。

《论语》是一本记载孔子言行和思想的一本书。就是孔子的
弟子把听孔子讲话和孔子与时人、弟子谈话时作的笔记，加
以整理、编纂而成的。这本书包含了人文、生活、道德和教



育等方面的知识，让我觉得“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读了“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我明白了学习就像追赶什么，
追上了还会担心失去它。也就是学习完要定时复习，不然会
丢失它。

读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让我明白了：一起走，
必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要取长补短。

读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
话让我明白了：懂得学问和事业的人，不如喜欢它的人，喜
欢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学习首先要培养兴趣、爱好。
千万不能被动学习，否则只能事半功倍。

《论语》里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就不一一枚举了。我虽
然还有很多没读，但我已经被它吸引了，我坚信，他对我未
来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很大的影响。同学们，这就是我强力
推荐的一本书——《论语》。

论语读后感悟篇三

孔子曾说：“言必行，行必果，然小人哉!”这话我不同意。
有时我想，会不会是弟子们编《论语》的时候记错了老师的
话呢?“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先生若是在船上，是绝对
不会丢下那个装着“诚信”的背囊的。这我相信。

“一诺千金”的优良传统，并亲自蹈行。在这说一件事，或
许是值得深思的。一位大学新生去北大报到，当天事务确实
很多，拿饭票，领学生证，铺床，买热水瓶……这位新生带
着沉重的行李，不知如何是好。恰巧对面走来一位老人，新
生以为是工友，就说老师傅替我看个行李成么吗?老头说行。
后来新生就去忙乎了。从早忙到傍晚，新生忽然想起自己的
行李还在校门，让老头看着呢。他满心愧疚地往校门口跑，



也没抱多大希望。谁知那老头颤巍巍地还在那儿等他，白头
发在风里飘啊飘。新生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第二天开学典
礼，新生才知道这老人就是著名学者、北大副校长季羡林。

“诚信是人生的支点，是人生最好的渡船。让我们一起努力，
拥抱诚信，拥抱成功，在孔子“仁”的思想引导下，让自己
的人生变的更精彩!

论语读后感悟篇四

文字间的血脉之默契，环抱组合在一起，一高一低，一长一
短，每一句短小精炼。

穿越千古的文字与礼仪在我眼睛流逝，慢慢的清晰，我害怕
当年的时代在不经意间，把这一本传世之作遗忘了，他的博
学和伟大，经历千年的风雪洗礼，在今天广为流传，闪闪发
光。

我昂首挺胸的走在充满文言的字里行间，去感受这千年的美，
千百年来这一段仁德佳作。

不曾难过，我飘荡了，宛如桶钟声回响在静静的心房之间。
他颤抖，也刺痛了，不要问我什么感受，我陶醉了。我在这
精炼的伏笔之下，醉了，醉了很久，如同在做梦。

论语，华人之萃。传也，现世之宝。德也，同鸣君子。感叹
古人智慧，竖拇指于敬。

孝：孝者，心静者也，善以心之善。君子以此为举，能德万
人所附。与父与母，以亲为待，不行为恶，此为孝德。

父母大地的生命之火，在燃烧的每一刻都有爱的保障，我把
手高高的举过头顶，让阳光照在我的手心，把内心深处的波
涛，传达在阳光谱写下的蓝天白云里。妈妈、爸爸我爱你们。



忠：忠者为和也，不贱不盗，以和为贵。忠者善和之人，效
忠余力，不反不闭。义为命者，本为忠所附，长久志见，忠
也。

彼此的忧伤你读我听，我们都有同一颗心，你在照耀着我，
我在守护着你。你把你的忧伤挂在南方的艳阳里，我用东方
的大雪纷飞倾听你。你忠与我，我爱于你。我们不浮浮沉沉，
我们只愿朝朝暮暮。

信：守信，可交之人，商场之核心，买卖只本质。信者，为
事事大流传，反信者，被唾弃之。为信，为人，为齐家，信
者走天下，皆可活。

写满文字的淡黄色纸张，盖上红色印章的那一刻，你知道我
的内心在思索什么？这红色印章下，为数不多的花白银两，
是买卖者之间如爱人牵手一般的信任，你懂我的那些文字和
花白，你懂我的那些数字和印章，而我信一直在心中闪亮，
照耀我们彼此商场的前程。

直：正为万事所需，正乃世间所喜。为正事，方可得福报。
反正为虚，伪不接不纳，奸诈者反自闭。虚、伪、奸、诈、
逆道而行，终为不直，此为唾弃。为正为直者，喜福同报也。

灯光下，灰暗。不懂那长长幽静的小道，为何传达点点的哭
泣之声，明月赐予我正直的力量，可以踏平一切黑暗，我把
白天采集的光阳之正，挥动在随手捡到的白色木棍上。哭泣
声停止的那一刻，一份正直属于他，一份真实属于我。一句
谢谢，把打破了小道的这份幽静，而正直却伴随，仓促逃跑
的两个坏人，感染了虚伪、奸诈的世界。

上学时期，朗朗上口的那些经典文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乎？”在论语里面还有很多关于学习的方法与说明，“温故
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些老师不断在要求我们去阅读的金
典桥段。



而孔子也在劝解当下，要多读书，多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
在学习中找到内心深处的自我，现在生活在一个互联网的世
界，关于学习，这个时代的人理解的越来越浮躁。

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主播一个月10万的收入，学历也一般般，
而且很多有学习，有能力的人也纷纷的加入这个主播大军。
让部分人感觉学习，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变的越来越没有价值。
而环顾四周，那些站在金子塔顶端的人，都是很爱学习，不
断更新大脑的人。

虽然穿越千古，真理还是真理，一个人的收入只是一方面，
而通过学习，通过思考得到心智成长，整个心理过程的实践
不是金钱可以解决的。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让百世的真理，
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不要浮躁，要做一个仁德之君子，肯
定也离不开学习之道。

论语读后感悟篇五

家里有两个孩子当听众，对于我这个好讲话的人，确是方便。
高兴起来，便向他们高谈阔论一番。老子的话，有理无理一
个样。孩子识趣，只管听，不争鸣，这往往使我越谈越惬意。

这一回，跟孩子又扯开了《论语》和“仁”的话题。《论语》
这部书，多处谈及“仁”。

然而仍纯粹以我做老子的身份讲话，望文生义，借题发挥，
且自以为是。涉及到古代文献典籍，我的态度大率如此。我
偶尔翻检《论语》，就像翻检时下流行的文艺报刊，根本算
不上研究。而作为文学作品看，我认为《论语》是上上乘的。

我喜欢《论语》的那种心安理得；

我喜欢《论语》的那种从容不迫；



我喜欢《论语》的那种深入浅出；

我喜欢《论语》的那种意味悠长。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人不知，而不温，不亦君子乎？”

《论语》一部书开头这几句，如一支优美的牧歌。它好像在
欣赏生活，礼赞生活，在提示着生活的一种至高至美的境界。

它要求人们“学”，要求人们“习”，“学”而“习”，人
才能成为“君子”。“君子”这个字眼，好像不完全仅仅显
示人的社会地位。我觉得它还包含着对于一个人的教养、修
养、生活态度和志趣的评价。人之所以成其为“君子”，亦
即人之所以成其为较高的人了。而从中便有了“说”，有
了“乐”，有了“不温”。这光景，是很不坏的。

读《论语》会使我想起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归去来兮，
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调怅而独悲；悟已往之
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如同孔子强调“学”而“习”，陶渊明强调“归”而“追”。
不能一去不返，一放难收，要回来。回来并非无所事事，
在“归”中而另有所“追”，亦即从另一人生境界上重新出
发，重新前进，这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积极。无论就《归
去来辞》的这几句话，还是就陶渊明的整个作品，都具有
《论语》的那种心安理得，从容不迫，深入浅出，意味悠长。
陶渊明以他的作品和实践，体现了孔子至为向往而终生都不
打算享有的“风乎舞云，咏而归”的那种与自然相亲相近的
生活状态。怎么人们老把陶渊明视为避世者，而不看见他也
是孔子的传人呢？陶文陶诗的思想风貌，温柔敦厚，充满了
爱心；笔调亦直亦曲，亦方亦圆，如倾如诉，如叹如咏，这
般文笔，我以为只能从《论语》中得来！



论语读后感悟篇六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颜回，但是一千个读者中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读完《论语》后，我对颜回有了自己的看法。

“孔子说：我不违背整天的词语，如蠢，以为他们撤退省，
足以发回也不傻。”这是老孔子颜回的评价，可以概括
为“颜回大智若愚。”颜回看起来笨，其实他是一个聪明的
人渴望学习，所以我们不能以貌取人。

孔子作为老师可以不分贫富，只要是通过虚心求学生活的人，
他都收下。当颜回进学堂时，只要磕三下头便成了孔门弟子。
一开始孔子教育并没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颜回，只是我们发
现他上课进行学习最认真，但从不发表意见。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孔子颜回发现后，中午放学总是最后一
个离开学校，下午和早期学校。孔子觉得很奇怪：颜回，吃
就吃这么快？于是，他派了几个人回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焉。

原来，颜回家发展非常穷，所以我们住在城市贫民区，父母
可以每天都要到自己田里去种地，只给颜回就是留下一锅菜
汤。颜回回到家后，就把菜汤倒到一个用竹子能够做的每个
碗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有时菜汤喝不饱，他就跑到井边，
用水瓢舀几瓢水喝，然后他们赶紧重新回到教育学堂。

不仅如此，颜回恭恭敬敬地说。他对孔子太不仁慈，以至于
他的美德闻名于世，孔子说他“在三月的时候良心发现” ，
但是颜回没有照顾他的健康，英年早逝，孔子悲痛欲绝，他
说: “唉！天空被哀悼！天空被哀悼! ”

公爵曾问孔子：“有什么好学的弟子？”孔子说：可见日元
多么重要回来孔子“有那些谁学颜回，不怒，不贰过不幸短
命死的人现在也将死，未闻好学者也。！。”



我们也可以学习颜回的另一个优点：尊敬师长。 老师面对这
么大的班级，毫无怨言的把教授给我们的知识，我们不能不
尊敬老师。 但我们不应该面对老师的恐慌，如果是这样，就
不能建立正常的师生关系。 颜回礼貌地指出孔子错了。 这
样，我们在课堂上要认真听讲，不懂的问题可以向老师请教，
吸收老师的知识，才能无愧于老师的辛勤付出。

因此，我觉得学生颜回是个尊师重道，好学，大智若愚的人。
他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好榜样。

论语读后感悟篇七

通过学习于丹教授《论语》的这本书后，我深受启发。于丹
教授的讲课，剖析现代社会人们的为人，处世的方法和道德，
告诉我们既是人们身边所发生的日常琐事，也是最简单的真
谛，《论语》中把天比做理想主义，地比做现实主义，天、
地、人和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每一个人把自己
容入大自然，因势利道，不断学习，内心充满快乐，宽容，
整个社会才能和谐。

讲到处世之道，我深有体会。记得在我遇到麻烦和问题时，
也曾痛苦过，曾徬徨过，不知道该怎么办，干什么都感到没
意思，整天提不起精神，但是时间或许能够减轻痛苦，等过
了一段时间想开了，既然痛苦不能解决问题，每天痛苦也是
活，开心也是活，为什么不能每天开心点呢。人的一生难免
要遇到挫折和磨难，怎样来面对生活给自己带来的不幸呢？
于丹教授告诉了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
憾与苦难。她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
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
事情的态度。”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不要纠
缠在里面，一遍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苦痛。如
果你无力改变，那就努力去适应它。

为人处世也是一样，应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



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在工作中，对待同事，要大
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互帮互助。家庭中，长辈、家属、
亲戚之间，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不要抑郁于胸，要学会
自己劝自己，想开些，就像人所言；你心量有多大，就有多
大的福气。所以何必计较那么多呢？一种遗憾，可以被放得
很大很大，放大遗憾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如印度诗人哲泰
戈尔所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
星星了。”承认现实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
这种不足，这就是《论语》告诉我们对待生活缺憾的态度。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只有工作上往上比，才会看到自己的不
足，生活上往下看，才会得到满足，不会去攀比。平淡的生
活，足以滋养世人。看于丹《论语》体会到的是，《论语》
是道德与智慧的凝结，他是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又是一个
正直、坦率、宽容的朋友，它是一个映射着我们道德情操、
品性修养的镜子，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在现代
生活匆匆的路途上，多一份艺术和智慧，多一份清凉与闲暇，
多一份享受生活馈赠的心情。

总之，在当今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社会潮流中读于丹的论语
心得，真的能给人以心灵净化，如一丝清泉沁人心脾，让人
陶醉，给人以启迪。

论语读后感悟篇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面不患乎？与朋友交而
本信乎？传不习乎？”这句话的意思是:曾子说: “我每天多
次自己反省﹕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往来是
否诚实呢？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复习了呢？”

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要尽心竭力，按时上课不迟到，上课要认
真听讲，上课积极发言，不和旁边的同学们说话，回家写作
业要认真，写字要工整，上操要认真，动作要规范，在学校
要遵守规矩，老师分配的各项任务尽力去完成。



和朋友往来方面，广交朋友，关心朋友，团结朋友，重要的
是诚实地对待不要欺骗朋友，发现朋友有困难的时候要帮助
他，朋友之间要相互鼓励。

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每天要复习，回家写完作业后要复习老
师上课讲的知识，巩固知识点，不会的问题及时要问老师，
以前学过的知识也要复习，难的题要多做几遍。

我们每天要上面的三点总结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管什么事情
要尽心竭力地去做，同朋友往来以诚相待，所学到的知识经
常要复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