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语心得体会 论语学习心得(优
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那么下面我就
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论语心得体会篇一

曾参说了具体的“三省”，但这句话的核心还是在于一
个“省”字。生活中的“省”不止于这三处，然而要真正做
到自省往往需要极高的自觉性和很大的勇气。

生活百态，人生复杂，在曲折且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们是很
容易迷失自己的，例如：当我们略有成就时，就会飘飘然不
知自己为何许人也；当我们遇到挫折时，又会自怨自艾。只
有这世界撤去喧闹，我们冷静下来，愿意正视自己的内心的
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自己有什么事做错了？什么事做对了？
做错的错在了何处？这才是自省的起点。一个人只有学会自
省，并且学会自省，才会正确认识自己，才会找回迷失的自
己，拥有更好的心态。所以想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人，就必
须时刻自省。

吾人最大之知识，系反躬自省!

论语心得体会篇二

《论语》是我国的经典作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古人
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历代的统治者心目中
的地位了。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统治中



国近20xx年。《论语》当然也就稳坐了20xx年的宝座。直
至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论语》
的地位才开始动摇。文化大革命时期深刻的“批林批孔”，
更进一步瓦解了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论语》从此埋没
人间。

《论语》究竟是什么内容?为什么他被古人视为经典，而后又
成为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呢?怀着这些疑问，我漫步于
《论语》的花园，尝试着去感受其中的奥秘。

粗看《论语》，不过是一本语录，和《毛主席语录》没什么
差别。可细细品来，孔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思想、人生观、世
界观、教育理念等几乎都包含在语录的字里行间。《论语》
里最常见的词汇，无非是中庸、君子、礼仁云云。

中庸却是《论语》里最容易理解的而最难做到的。中庸指的是
“对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衷的态度”。这种思想体
现了当今北京居民的“忍”文化。对中庸的字面理解就是：
惹不起躲得起、始终保持中立。这固然是好的，能避免许多
不必要的争端，但过度的“忍”却能使一个民族沉睡，古代
中国的发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中庸是儒家的为人之道，
体现了儒家学派的软弱性。

君子是一个意义深刻的词。从小就听说什么“君子动口不动
手”、“观棋不语真君子”等，感觉君子就像个呆呆的人似
的。事实上，君子就是孔子他们儒家学派的一种自称，是理
想的“中庸”的人。比如“君子不器”、“先行其言而后从
之斗”，都体现了君子的优良品质。与君子相对的当然就是
小人了，小人并非是坏人，只是素质没有君子高罢了。《论
语》花了相当篇幅直截了当的阐明君子和小人的不同点，
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
而不周”。然而，君子的物质地位往往与小人相差甚远。毛
泽东说过：“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
可见君子的物质生活是那么的悲惨!



礼，表现了孔子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孔子生活在动荡不安的
春秋时代，诸侯国不遵守“周礼”，闹得一团乌烟瘴气。孔
子的礼的核心是“正名”，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
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
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致力于维护三纲五常，提
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当鲁国大夫季
氏“八佾舞于庭”时，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也，熟不可
忍也?”

仁，是孔子的道德观，这后来发展成为了他学生孟子的政治
主张。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遵
循“礼”，这就便是“仁”了。“仁者爱人”，这里爱
的“人”是指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尊重朝廷贵族，“不犯
上”，也说明孔子对“礼”的尊重。此外，孔子还把“仁”
当作“人”的标准：“仁者，人也。”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
中说过：孔子“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
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

纵然，《论语》经历了两千个春秋，并不能完全适合我们现
在的思想，但是它毕竟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永远不会过期，
我们要批判地继承这些中华传统文化，让《论语》为社会主
义制度服务。总之，《论语》是我们必读之经典，我受它的
感化甚深 !

论语心得体会篇三

听了黄部长关于论语的讲解后，真是受益匪浅，给我以心灵
上的震撼!黄部长把两千多年前的《论语》用一个现代人对社
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演绎出来，但每个人理解的程度
不同，感受也会有所不同，我的理解就是教导世人如何做人，
如何做一个好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做人的起点就是
要有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与人为善、修身养性，做好自我。
有同事问我《论语》2500多年前的经典语录，今天还能启发
我们的心智吗?还能对我们今天的心灵产生触动吗?我很斩钉



截铁回复他!能“绝对能”他从如今人们面临的心灵困惑，结
合其深厚的古典修养，从中国人的宇宙观、心灵观、处世之
道、交友之道、人格修养之道、理想和人生观等七个方面，
从独特的个性视角出发来解读《论语》。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论语》，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
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穿越两千多年的时
间隧道，体悟经典的平凡智慧。我看到他举的例子，打的比
方，他的经典妙句，真叫人折服。解读之精妙，文学功底之
深厚，无不叫人连连称绝。

我决定去买一本养心、交友、处世、有利于工作的好书来苦
心修读希望我们都有启迪和收获人的一生难免遇到各种各样
的挫折和磨难甚至有权财的诱惑，如何来面对生活给自己带
来的不幸又怎么样拒绝诱惑，黄部长给我们讲述的《论语》
的精华思想，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
中的缺憾与苦难。

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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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再一次怨天尤人，这样只能加重你
的苦痛。

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不喜欢要的东
西，也不要强压给别人。在孔子老人家这句话的基础上我想
在现代人，将其意思改为日：“已所欲，施于人”，就是把
自己想要的东西，让与他人，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送与他人，
把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传授给他人!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可以
肯定的说没有!没有多少人会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让给别人呢?
现在的我们都有这等心胸吗?人人有了，集体多和谐，社会多
美妙!我们现代的得修炼。“人与人之间，事情与事情之间的
比较，没有单纯的技巧高下之分，而只有境界优劣之辨，那
么这种境界的标准就取自于“大道合乎自然”。



他还说

——生命有限，流光苦短，每一个人的生命(命运)在我们自
己的手中。

——人生有限,生也有涯.把我们有限的情感，有限的才华用
在最应该使用的地方。

“生命有限，流光苦短，而在天地之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或
儒或道合乎自然大法，最终每一个生命的成全就是这一句话：
每一个人的生命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用你的公正、率直、耿介、磊落的人格去坦然地面对这
一切，即不是德也不是怨。

一个人反省自己的行为，而能够不后悔、不愧疚，这个标准
说低也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说高就是个至高无上的标
准，大家想想，要使自己做过的每件事都禁得住推敲，实在
又是极不容易的事。所以孔子才把它作为君子的人格标准。

“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的人，是梦想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
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是务实主义者不是现实主义
者。”而在我年轻气盛的时候，是一个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
的人。现在的我是一个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我想以后
还应该看看蓝色的天空。

听完后我在想：《论语》是道德与智慧的凝结，是循循善诱
思想的老师，是一个映射着我们道德情操、品性修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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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常读更深入的读，以理论指导我的
行动。



学习论语的心得（精选篇2）

论语心得体会篇四

《论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具
有崇高地位，宋人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论
语》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产
生了重大的影响，被称为东方的《圣经》。我读论语的时间
不长,也没有通篇详细的读,但是却在字里行间已经被孔子深
深的感动,为他的胸襟和智慧折服! 他的一生甚至都没有一部
自己的著作,仅凭着学生们记录他言行的这部《论语》就能让
我们如此受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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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这样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
治学、治国、为政，涉及政治、哲学、教育、伦理、文学、
艺术和道德修养等各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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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是有必
要一读的。

建国已六十年，“五十而知天命”，和平岁月，弘扬以儒家
文化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是“守成期”，顺理成章
的天命。其实，儒学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不仅可
与守成，亦可催人进取，儒家文化中蕴含的对现代生活有巨
大作用的力量，不仅是为某个阶级服务的政治哲学，也是直
指人心的人生哲学。儒学在历史发展中多少次沉浮坎坷，命
运悬于一线之际却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
因为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潜能，那是超乎政治伦理之上，鲜
活在平常日用之间，本于生命，积极进取，追求成功的永恒
精神。人生，就要有积极的心态，明确的目标，靠坚持不懈
地努力行动来获取成功，这是天地自然社会赋予人类亘古不
变的使命，也是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终极目标、整体主题。
而这些，却是孔子给我们的启示。



一、要勤学善悟，学以致用

读完《论语》之后，脑子里都是中国伦理道德和我们民族传
统的文化思想，但整篇文章下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孔子关
于学习方面的论述。孔子很重视学习态度，强调要终身“好
学不厌”，提倡“不耻下问”的精神。“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三人”当然不会都是强于自己的人。只要有“善
者”，就要“从之”，对于“不善者”要引以为戒，改正自
己也有的缺点。这里指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虚心向别人学习。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像
我们工作时间短的人，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提高自身
能力和素质。学习首先要勤奋，其次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
爱因斯坦有个著名的成功公式：“勤奋努力+正确方法+讲究
效率=成功”。其中把勤奋看成是首要因素，说明要取得任何
方面的成功，都必须具备勤奋精神。勤奋不仅是一种精神，
更是一种方法，就是要勤学、勤记、勤思，“温故而知新”。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是“思”
的基础，“思”要在“学”中进行，二者相辅相成。一个人
要增长知识和才干，就必须认真读书和思考，两者不可废，
要养成经常思考问题和总结自己的习惯。通过自身的知识储
备，形成自己有理有据的判断，那就是要勤奋学习，勇于实
践，善于总结，定期对自己所感所悟进行梳理和提炼，不断
温故旧学、收获新知。能“悟”，才能有所提高，才能在自
我成长的过程中事半功倍;得“悟”就会豁然开朗，对新问题
有新的办法，而不是束手无策。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
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
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也就是说，品德不
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
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
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
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

二 、爱人犹如爱己 ，敬人犹如敬己。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
仁。”意思是指在家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则谦恭有礼，对
人如兄弟一般，谨慎而诚实可信，要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
那些有仁德的人。即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要团结友爱，有
爱心，以贤德的人为榜样，不断激励自己，努力实践，完善
自己的道德修养。现代人一般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关爱，得到
他人的尊重，但为什么自己付出了什么，却很少去思考。有
的人唯我至上，目空一切，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有的人出口
就脏话粗话，不管他人接受不接受。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
者人恒敬之。如果自己心中没有了别人，就难得到别人的尊
重，特别是生活中诸多不如意的人，忧患多于欢乐的人，更
不容易做到自尊自爱，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颗真诚
的心，真心赞扬他人，真心对待他人，真心接受他人的好意，
要以德抱怨，以直抱怨，用论语精神指导我们的行为。 在日
常工作中，真心对待每一位前来办事的市民，对所提出的问
题要一一解答，为市民提供快捷服务、便利服务、微笑服务。

三、以正确的心态面对人生观

每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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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
《论语》的精华之一就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
生活中的缺憾和苦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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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态度是，承认现实不足之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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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的
态度。在处世之道中，孔子提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隐
含着就是“在其位要谋其政”。在我们工作中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岗位，做好本职工作是前提。社会是一所大的学校，要
想在工作中有所作为，真正胜任本职工作，就要多听、多看、
多思、谨言慎行，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结合别人的间接经验才
会使自己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孔子所言的“修以安百姓”那
样的一种高尚的信仰、情怀和社会坦荡，作为我们一个普通
人的认识没有能力顾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始于足下，做好



自己的工作，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好份内的事，那么整个集体
就是一个和谐的集体，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集体。

四、生活中正确对待自己的得与失。

出了抗议：我本是兄弟，凭什么人们都踩着我们去膜拜你?你
有什么了不起?佛像淡淡地说，因为你只经过四刀就走上了领
导岗位，而我经过了千刀万剐才成了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当心中常常自觉不自觉的与他人凡事做比较时，其前提就是
自己是否有可比性，比较方法是否有科学和理性。通过比较
应该是发现差距而产生压力和动力，因有了鉴别而便于定位
和确定目标，其目标应是催人向上，奋发有为，这样比起来
我想内心就平和多了，怨气自然就少了。常言道，你有你的
快乐，我有我的开心，知足常乐!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
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将眼光放长远些，
你才会收获更多。

读《论语》，让我们领悟到的是一种智慧，是对学习的正确
认识，是对自己的得失缺憾的正确对待，是对身边朋友的理
智看待，一种心态，一种融入在现实生活中的理性道德。总
之，《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作为两千
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
之处，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要做到“古
为今用”。我们今天也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
旺、事业成功的基础，特别是在我们努力创造和谐社会的今
天，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显得尤为重要。有时间就去读一读
《论语》吧。

学习论语的心得（精选篇4）



论语心得体会篇五

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虽是夸张的说法，但强
调了学习《论语》的重要性。时至今日，学习《论语》是否
也重要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
的言行，作者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而孔子是古今中外
最有智慧的人物之一，应该说，《论语》是一本充满智慧的
书，学习《论语》，自然可以学到智慧并且增进智慧。《论
语》又是儒家经典著作，儒家提倡“诚意，正心，格物，致
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论语》中的很多思想
对我们中华民族道德的建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学习
《论语》可以提高自身修养，可以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个人感触比较深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人生观。《论语》的核心是讲做人，而做人的首要问题是立
志。孔子是“志存高远”的典范，“修己以安百姓”(即“修
养自己，使所有的百姓都安乐”)是孔子向君子提出的要求，
也是他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把个人的理想与社会责任联系在
一起，而且坚持不懈地要去实现它，周游列国20xx年之久，
力争改变无道的现实，所以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三军可夺师也，匹夫
不可夺志也”等等之说。孔子这种以天下为己任、执着追求
理想及勇于担当的精神正是当代很多人所缺少的。

孝悌之道。孔子讲究孝悌之道，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
悌”(即“弟子在家要讲孝，出外要讲悌”)，孝悌已成为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的人们却在渐渐丢失。我们经常能
听到老人食不饱腹，衣不御寒，甚至被子女赶出家门等不孝
之事。那么，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就是孝了吗?孔子在回答其
弟子什么是孝时曾说，赡养父母要“敬”，如不敬，那就与
饲养狗马没什么区别;孝敬父母难的是对父母要和颜悦色，如
果只是有事情子女去做，有酒饭给父兄吃，这样不能算孝。
在向孟武伯解释什么是孝时还说道：“父母唯其疾之忧”，
意思是说，要让你的父母只为你的疾病担忧，不必为自己其



他方面担忧。因此，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全部，
还要尊重父母，按父母的意愿行事做人，即使事父母竭其力
了，但如果在社会上行事不检点，违法乱纪，使父母担忧，
也不能算是孝。

为人处世之道。《论语》中有很多篇幅是在讲为人处世的方
法，这些方法至今仍很实用。例如，孔子曾说：“君子和而
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
矣”。和谐是贯穿在孔子仁礼思想中的根本价值追求，为了
达到和谐的目标，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和中庸的思想。
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我们今天
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给
《四书·中庸》加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
庸，平常也”。中庸的主要思想,在于论述为人处世的普遍原
则,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不走极端，要恰到好处。“中”
是“和”的基础，过或不及都不利于“和”。有人认为中庸
之道是不讲原则的折中主义，其实不然，孔子说过：“乡原,
德之贼也”，乡原是指那些与世俗同流合污，不讲原则，谁
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可见，孔子是厌恶那些不讲原则的好
好先生的。不讲原则的折中主义之说实属对中庸之道的偏见，
是后人的错误理解。

为政之道。孔子曾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
星共之”(即“如果为政以德，就可以像北斗星那样，处在自
己的位置上，其他的星星都围绕在它周围”)，“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令不从”。孔子将政治归结为正人正己，而且正人要先正己。
为政以德首先要求当政者“帅以正”，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样才能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上梁不
正下梁歪，如果当权者、领导者走歪门邪道，违反党纪国法，
下面的风气自然会歪，更谈不上对政事的治理能奏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