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语读后心得体会(汇总8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优质的心得体会
该怎么样去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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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读后心得体会篇一

于丹教授说：“《论语》教给我们很多处世的办法，做人的
规矩，这些道理有时候很朴素。《论语》不是板着面孔的一
部书，它教给我们的办法有时候透着一些变通，它告诉我们
一种做事的原则和把握原则的分寸。其实我们今天总在说什
么事情是该做的不该做的，什么事情是好是坏，有很多时候
一个事情的判定不简单是好坏之分，只是你是什么时间做这
件事，或者把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有很多事情应该是
有尺度的，孔夫子不是一个提倡一味丧失原则，一味要以一
种仁爱之心去宽宥一切的人。”

于丹教授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做过了头，不是
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去做，否则得到的不是很好的下
场。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把握分寸做事，是一个明智的
人应该做到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千万不要做不该你
做的事情，只要有分寸地把握住自己的过失也就可以了。

于丹教授告诉大家，要是有人对不起你了，你不要以德抱怨。
要以直抱怨，要以你的耿直和公正来对待他，不要让他感到
你是可欺的，要让他对你刮目相看，觉得你不是随便可欺的
人。以前我们总认为，即使人家对不起你了，你还是对他好。
这样长久下去，那个人总觉得你是可欺负的人，于是他便会
变本加厉地欺负你，让你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这样长久下
去，只能增长了那个人嚣张的气度，反而更加欺负你了。现
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不如意的人和事情，如



果我们一味地迁就，一味地原谅、宽容，即使他到你的头上
来欺负，你还是忍受，还是对欺负你的人恭敬不已，那么就
加深了那个人欺负你的程度。

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与其怨
天忧人，不如恭身自省，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掌握分寸，
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自然
就会懂得为人处世之道。

她告诉我们：先修炼好自己，戒之在斗，不要听信他人对你
的鼓动，要结交有平常心的朋友，结交到淡淡的平和的朋友，
她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为人处世是有哲学道理的，只要你能
多动脑筋，多问几个为什么，遇到什么事情，不要过早地下
结论，要多听，多看，多闻，把人家走过的路，间接地警示
自己。那么你的人生路就会走得很好，也会走得很顺畅。如
果一个人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一些，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少苛刻别人，君子不抱怨别人，对自己每天都要检点，那样
的人，才会做到慎言之。一个人尊从学问的人，才会让自己
成为有知识有教养，有能力，有抱负的人，才是最明智的人。

论语读后心得体会篇二

《论语》是我国儒家思想的前年经典绝学，是一部记载孔子
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其中大多是孔子回答弟子们的提问后所
做的记录;有一部分是回答诸侯国君、卿大夫和各方人士的问
题;还有一部分没有问题，只是记录孔子的一些言论。因此，
《论语》中记载的言论涉及方方面面，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
的精髓，其中的很多思想至今对我们的言行都有很好的指导
意义。

例如在“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中，孔子告诉我
们如何正确对待已经学过的知识;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这句话中，我们知道读书而不思考就会茫然无所知，



只空想而不读书就必然会产生疑惑等等。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论语》，除了那些我们都很熟悉
的千古名句之外，我们还会找到一些能够反映时代背景的语
句。

例如：“自行束修以上，我未尝无诲焉。”它的意思是：学
生主动带一束肉干来见我，我是不会不教他的。我认为，当
今社会的师生关系融洽，学生尊敬老师，老师爱护学生，这
些都不需要物质来衡量的，而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学生
要送礼才可以得到老师的赐教，这足以反映出当时封建社会
的腐朽。

再如：“朝，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意思是说，孔子上朝的时候，
与下大夫说话，侃侃而谈，从容不迫;与上大夫说话，态度和
悦;君子在场时，说话局促不安。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和不同
等级的人说话态度明显不同，他的做法与当今以人为本、和
谐社会是不相符的，充分说明孔子所处时代是一个等级分明
的时代。

此外，从“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意思是说
朋友送的礼物如果只有车马，没有祭肉，孔子也不会行拜礼)
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的人们很重视祭祀祖先，
即使别人送再多的东西，如果没有祭肉，主人也不会高兴等。

当然，虽然在《论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带有明显时代色
彩，透露出封建社会的腐朽气息的言论，但从整体上看，它
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做人做事的原则、治家治国道理，使我们
受益匪浅。因此，它仍是一本好书，孔子也毫无疑问是中华
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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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贪财或是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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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为耻。这两句话
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
义至大。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
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甚多，而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为我们良
师益友。就说我们班上的吧。在这个近80人的班集体里，就
有篮球上的'猛将、绘画巧匠、书法好手、象棋大师。有的是



上晓天文，有的是下通地理;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的能歌
善舞……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身于万
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

高山，是那样地雄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山之所
以高，是因为它从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
积极地聚集好一点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
大海的渊博，就必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
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
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民百姓同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广博……
但是正是这样的“不耻下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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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论语》当然也就稳坐了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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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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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语读后心得体会篇三

本书共从七个方面解析了论语，洋洋洒洒，引人入胜，丝毫
不令读者觉得枯燥乏味，亦无高高在上之感。书中并没有妄
下定义，而是通过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小故事，带领读者一
起去慢慢品味《论语》的魅力。就如路边的一个免费茶摊，
人人都可坐在这儿，暂忘一切烦恼与忧愁，从历史悠久的茶
的醇厚中感知生命的美好。

我一直在好奇：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都如此肯定、推行《论
语》？它和其它教育类书籍有怎样本质的`区别呢？于丹的
《论语心得》给了我答案。

在书中，孔老夫子再不是一个抽象的、模糊不清的影像，而
是一个真实、平易近人的老学者。你甚至可以和他坐在一起，
轻声探讨“论语之道”。千百年来，有多少人曾拜读过《论
语》，而他们从同一本《论语》中，悟出了自己的心得。

《论语》为什么会使这么多人从中受益，难道它真的涵盖了
世上所有的真理吗？当然不是。《论语》实不在教给人们太
多的条条框框，而是令读者在潜移默化之中，修养了身心，
洗刷了内在，告诉读者应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世界，就如同
老师教予我们解题的方法而不是告知答案。这深深扎根在读
者心灵中的理性，远比耳边飘过的千百句真理来的深刻。

灰色论语，在亲近；灰色论语，在进心。《论语》，这部孔
子的“真理语录”，在于丹的笔下，化作一句句现代语言，
一个个贴近现实的小故事，深入浅出的诠释了“论语之道”。
而今，让我们再次翻开于丹的《论语心得》，随于丹一起走
到遥远的春秋末期去，走到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中去，呼吸那
时人们所呼吸的空气，沐浴那时人们所沐浴的精神光芒。



论语读后心得体会篇四

本书共从七个方面解析了论语，洋洋洒洒，引人入胜，丝毫
不令读者觉得枯燥乏味，亦无高高在上之感。书中并没有妄
下定义，而是通过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小故事，带领读者一
起去慢慢品味《论语》的魅力。就如路边的一个免费茶摊，
人人都可坐在这儿，暂忘一切烦恼与忧愁，从历史悠久的茶
的醇厚中感知生命的美好。

我一直在好奇：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都如此肯定、推行《论
语》？它和其它教育类书籍有怎样本质的区别呢？于丹的
《论语心得》给了我答案。

在书中，孔老夫子再不是一个抽象的、模糊不清的影像，而
是一个真实、平易近人的老学者。你甚至可以和他坐在一起，
轻声探讨“论语之道”。千百年来，有多少人曾拜读过《论
语》，而他们从同一本《论语》中，悟出了自己的心得。

《论语》为什么会使这么多人从中受益，难道它真的涵盖了
世上所有的真理吗？当然不是。《论语》实不在教给人们太
多的条条框框，而是令读者在潜移默化之中，修养了身心，
洗刷了内在，告诉读者应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世界，就如同
老师教予我们解题的方法而不是告知答案。这深深扎根在读
者心灵中的理性，远比耳边飘过的千百句真理来的深刻。

灰色论语，在亲近；灰色论语，在进心。《论语》，这部孔
子的“真理语录”，在于丹的笔下，化作一句句现代语言，
一个个贴近现实的小故事，深入浅出的诠释了“论语之道”。
而今，让我们再次翻开于丹的《论语心得》，随于丹一起走
到遥远的春秋末期去，走到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中去，呼吸那
时人们所呼吸的空气，沐浴那时人们所沐浴的精神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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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读后心得体会篇五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要对别人做你不想做的
事。”29日上午，孔子的故乡山东省曲阜市杏坛剧院传来响
亮的读书声。2000多名小朋友齐声朗读《论语》的经典名句
和中国历代名作，明月高挂，孤灯一盏。橙色的灯笼罩着周
围的一切。我坐在书桌前，在一个宁静安详的初春夜晚，背
诵一本薄薄的蓝皮书——《论语》。

从论辩的角度来看，孔子肯定是输了，他是服气的。但是如
果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孔子是赢家，也是大赢家。这是历史
证明的，不是我证明的。也许，真理不是争论的，而是制造
的。

我不知道孔子为什么会赢，为什么不能论证这个道理。他天
赋太差，脑子太蠢。但我知道孔子说了什么，他说的是做人
的道理，生活的道理，生存的哲学！如果你是人，你生活在
一个群体里，无论你做什么：你去革命，你去当领导，你去
开公司，或者你去当土匪、强盗、恶霸。如果你想变得更强
更大，你必须相信孔子所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的真
理就是永恒的真理！



谈论生命的真理，存在的哲学。我们中国人不是陌生人。因
为我们在等级社会有五千年的生活经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
家能比得上。比如：内斗、作弊、争权夺利、互相倚势、向
别人扔石头、背后捅刀子、忘记好处、过河拆桥、亲自做事、
背后做事、损害别人的私利、假公济私、猜疑嫉妒、暗中造
谣、与自己无关、高高挂起、门前扫雪。还有什么，请补充。

总之，我们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智慧，尤其是生存智慧。中
国人是适应性最强的生物，可以在任何环境下生存。还有一
整套自娱自乐的方式。我们是喜欢内耗，在阵痛中战斗，容
易忘记过去，往往变得麻木不仁，喜欢隔岸观火，充当看客
的民族。好了，不说了。鲁迅比我说的好多了，他怕班门弄
斧。

鲁迅以为可以用笔当剑，用凶言大叫惊醒沉睡的中国人。但
她错了，文学的力量可以忽略不计，鲁迅本人似乎已经被我
们遗忘了。

无论是孔子还是鲁迅，他们对人性善恶两方面都有自己的理
解，由于各自的特点和时代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至于
结果如何，只有历史才能评判。我在这里说的只是一点牢骚。

论语读后心得体会篇六

于丹所谈的“理想之道”，就是给我们一个淡定的起点，给
我们一个储备心灵快乐的资源。书中有一段对于理想与现实
关系的分析，很是经典。神于天，圣于地。既有一片理想主
义的天空，可以自由翱翔，而不妥协于现实世界很多的规则
和障碍；又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能够在这个大地上进行自己
行为的拓展，也如论语中所讲，一个人：“心中有眼中就
有”，一天充足的阳光、一杯热气腾腾的茶，这些表面看来
或许毫无价值的东西，就是我为自己设定的关于理想的那个
淡定的起点。



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选择一个朋友就是选
择一种生活方式，于丹在讲论语时，谈及交友就有非常明确
的标准，好朋友有三种，坏朋友也有三种：友直、友谅、友
多闻，益矣；友偏辟、友善柔、友便妄，损矣。为人正直，
坦荡刚正，顶天立地的朋友，他的人格可以映校你的人格，
他可以在你怯懦的时候给你勇气；他可以在你犹豫不前的时
候给你一种果断，这是一种好朋友；宽容的朋友，当我们不
小心犯了过错或者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时候，有时候过分的苛
责还有一种批评，都不如宽容的力量来得恒久。更容易让我
们从内心找到自己的弊病，找到自己的缺失。

论语读后心得体会篇七

抛开尘世的喧嚣，披一路风尘，孔子孤身一人，踏上了为师
的道路。说是旅行，不如说一次心路历程，更是一次道德与
心灵相融。同样的一部著作，每个人的个性和经历不同，解
读自然也不同。也许，同样是《论语》，愤世嫉俗的人读出
了天人合一，急功近利的人读出了从容淡定，甘于平庸的人
读出了奋发进取，缺乏谋略的人读出了生活的智慧……我们
从中明白了“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
力量”；我们从中懂得了“理想之道就是给我们一点储备心
灵快乐在的资源”；我们感悟到了“三十而立，就是建立心
灵的自信”。

我们从小接受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伦理观念，
从孔融三岁让梨的尊礼，守礼，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患意识，无不显示着儒家学说对国
民成长过程中千丝万缕的渗透。几千年来世人仍愿意尊奉孔
子，把他的话作为座右铭，作为修身养性的准则，这与孔子的
“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做黜！”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很多人都说于丹的《论语心得》催生而出的是一种纯粹的积
极的态度，是道德品性、情感智慧的升华。读于丹说论语，
让人领略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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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心态，一种融入
在现在社会中的理性德行。

于丹的《论语心得》是从天地人之道开始谈起的。从盘古来
天开始变化达到的某种境界,叫做“神于天，圣于地”，她说：
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这里既是一片理想主义
天空，人们再次自由翱翔；还要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能够在
这个大地上去进行他自己行为的拓展。……理想主义与现实
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有了这样一个大的宇宙观，再将心
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朋友之道在这里娓娓道来，
向我们解读了孔子及论语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于现代人、
普通人及现代社会的需要。

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为人的处世之道呢？孔子
说：“过犹不及”。在孔子的眼里，做事情如果不把我分寸
的话是与没做是没有什么两样的。那么应该如何把握分寸？
当我们遇见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自
己身边的人又应该有什么一种心态？在这嘈杂的社会中我们
有要保持着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呢？弟子问孔子说:“老师，以
德抱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如果一个人以德报怨了，
那么你会用什么去报答人家的恩德呢？当别人无微不至时，
你又该怎么办呢？“以德抱怨”的方式不可取，但“以怨报
怨”是更不可取的，因为怨怨相报何时了？做人还是应
该“以直抱怨，以德报德！”如果有他人有负与你，对不起
你了，用你的正直、耿介对待这件事，但是要用你的恩德，
你的慈悲、去回愦真正给你恩德和慈悲的人。用你的公正、
率直、耿介、磊落与光明的人格去坦然地面对这一切，那么
不是德也不是怨，这件事也不会损坏我们之间的感情了。

今天的社会，物质生活是越来约发达了，但人与人之间关系
却越来越冷漠。《论语》中何谓“仁爱”？是用平等和理性
去对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但凡稍微留一点的分寸，做
事情时给别人保留一点的余地，就像《禅宗》里所说的那种
至高无尚的境界，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也就是花一旦



全开，就要凋谢了，月一旦全圆，就要亏损了。而未全开，
未全园，这就是自己心中所期待的那种感情，而朋友之道和
亲人之道皆是如此，退一步,海阔天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
要把握分寸，恰到好处。现在我们与其怨天忧人，不如恭身
自省，加入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论语》中的“掌握分寸，谨
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是自己
变的快乐起来自然就会懂得为人处世之道。

在现代社会中，孔子好像与我们在慢慢分离，我们对圣贤与
经典也逐渐远去，怎样为人处世、用怎样的标准来约束自己，
在我们心中好像变的模棱两可。而于丹以白话诠释经典，以
经典诠释智慧，把两千多年前孔子的话来诠释一个现代人对
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全部演绎出来，而这个灰色幽
默的孔子用自己最好的感悟来向我们解释了这一点，从而演
变出的是一种的积极的态度，心灵与灵魂的净化、情感与智
慧的升华。不管是于丹对《论语》的解读，还是我们对《于丹
〈论语〉心得》的解读，我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学会
怎样做人。千颗心有千种所得，万颗心有万种所得。我们对
于生活，也是如此，无非在自己平凡的生活中取明白一些简
单的道理。因此，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永远是独立的个体，
我们的思想会因生活的改变而改变，我们的人生会在感悟和
理性中慢慢成熟。

《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一种朴素的、一种温暖的
生活态度。品味人生，修身养性，其目的正是要在愉快地生
活中度好这一轮回。淡泊的襟怀，旷达的心胸，超逸的性情
和闲适的心态去生活，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融入自然状态，
这样才无愧与祖先，也才能如孔夫子教导我们快乐地生活的
秘诀那样，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洋洋洒洒写了很多，与其说是读后感，还不如说是自己心情
的梳理，这篇文章更像是我的一篇日记。感谢她让我《论语》
中全方位地审视了自己。这次学习也让我体味人生要“言寡
尤，行寡悔”般淡定从容，要做到心灵的勇敢，要让生命提



升效率泛出光芒。我更加热爱生活！

《论语》中告诉我们的道理中有：做什么事情不能就急于求
成；马和驴的语言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学习那匹随唐僧取
经的马，经历风雨，磨砺成长，不能像磨坊里的驴一样，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此打转。

道理面前，顺乎自然，柔韧而刚，做好自己！

论语读后心得体会篇八

以前总说门当户对是封建毒害的残余，但真的没有更现实的
意义吗？就我看来，它是为婚姻做一些必要的、经常被忽略
的、精神层次上的铺垫。当然，我并不是说要把其当成一种
铁定律例来执行，而是认为应该作为必要的参考来对待。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好的朋友是良师，他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思想、行动，令你
觉得快乐幸福，生活处处充满阳光；好的朋友不见得时时刻
刻陪伴在身边，却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默默地站在你身边，
也许仅仅是一个眼神、一句话语、一种态度、一份默契。

但是再好的朋友，也是需要距离的。否则就是非爱行为，就
是事君数，思辱矣；朋友数，思疏矣。

那么如何可以结交到好的朋友？最根本的，让自己成为善良
的.、乐观的、幸福的人，使自己与这些美好的品德相贴近，
那么至少可以在与这样美好的人相遇时共品一杯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