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交友篇读后感 论语交友的读后
感(优秀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交友篇读后感篇一

我想，像佛教一样，每一部经典，每一种思想，它之所以能
流传千古，不是因为他有多么高深，一定是它抓住了人性的
某种弱点，从长远来看，人是很没有记性的一种动物。论语
讲的主要是两部分，做人和治学，但是做人和治学不同于科
学知识的积累，知识可以通过媒介传承积淀，但是对于人，
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即使是有关于做人的知识，他
也要自己亲身的实践与体悟才能真正有所收获与进步。而从
另外一个方面，人对于自己的认识与控制往往并不像科学知
识那么客观和理性，或者说，要想干点实事儿并能有所成就
就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什么是自己的性子，就是人性的
一些弱点，自私，贪婪，欲望，懒惰。孔子告诉我们的，就
是要克服弱点，终有所成。因为人性的弱点是永恒的，所以
论语二十篇，虽经千年岁月，却仍历久弥新。要克服这些本
性，走向克己复礼，走向仁义礼智则必须要付出一些努力，
所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道理。

无论现今的人如何推崇或批评孔子，或是他的思想被政客们
如何的百般蹂躏，不可否认的是，以《论语》为代表的孔子
思想已经作为烙印深深地刻在了中国人的心灵中，体现在人
们的举止行为中。但在现实社会中，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思维
的改变，在数千年不断拉大的历史差距下，孔子的思想被淡
化似乎是必然趋势。



论语给我的启示太多太多，关于交友，关于养身……论语中
的人文精神，是我们永恒的追求。希望大家多关注国学。对
一些着作多一些见解，让我们共同提高自身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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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读出了士不能够不宏毅，
任重而道远的凌云壮志，有人读出了朝闻道夕可死的求知之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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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论语》的人都明白，孔子最看重的东西似乎是礼，如
何宴请宾客，如何侍奉国君，所以礼节他都一板一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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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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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
人来讲，爱都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人们能够达致幸福快
乐的阶梯，不懂爱的人便不会懂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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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强调在人际交往中，要持续自己人格和
心灵的独立性。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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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受到他人伤害的时候，他不赞同无原则的以德报怨，因为
善待对自己坏的人，实际就是怠慢了真正对自己有恩德的人，
所以他认为就应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也是做人原则性的
体现。



我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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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幸福，它是温暖人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