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读后感(通用10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孔子读后感篇一

坐在窗前，桌子上放着一杯热茶，手中捧着一本书，这个有
些诗意画面经常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是一个书虫，深信着
高尔基所说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认为一本好
书就像是你的一个良师、一个益友，他开拓你的视野，增长
你的智慧，洗涤你的心灵。我也喜欢把我所读的好书跟所有
同样爱书的人分享！

最近读了一本自认为很好的书―《于丹《论语》心得》，在
没有读这本书之前就很喜欢于丹。看到她才知道原来讲《论
语》的不一定是老头子，喜欢听她讲的《论语》，因为是那
样的与众不同：没有文邹邹的死板语言，有的只是生动的趣
语。还记得于丹的一句话，至今让我印象深刻，她说：“在
我心中孔子只有温度，没有色彩。”多么精彩的一句话，还
不成熟的我不太理解这句话，可读完这本书，我认为孔子是
灰色的，他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普通的，贴近人心的。我
们不需要仰望他，只需平视。

之所以买这本书，一是因为于丹，二是因为孔子。孔子是家
喻户晓的，自上学前我就对他有一定的了解，用他自己的话
来形容自己，就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
老之将至云尔。”；另一方面从“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可以看出他不求富贵，
只求道义，他认为行义是最重要的；同时孔子生性正直，老
子曾这样评价他：“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



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
臣者毋以有己。”他善良，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
诚。作为一名学者，他勤奋好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我也许就是同学所说的落伍的人吧，但是不知怎的，我对那
些时尚的东西总是没什么兴趣，我可能更中意于古典的东西
吧！其实谁说少年不能读《论语》，论语是我道德品质的教
材，论语所代表的思想其实也是儒家的主张，从古至今，儒
家思想一直是历史的主流，最早是汉朝时的“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近代则是，中国在各国所设立的孔子学院，论
语是中国的一个标志，孔子是中国人的典范。

作为一名新中国的少年，我应该向孔子学习，学习他的精
神―不求名利，乐于助人，勤奋好学，正直，力争成为第二
个孔子！

轻轻地合上书，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的依然是孔子的形象
和语言，睁开眼时忽然发现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细雨，论语
何尝不是着春雨呢，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阅周勇博士的《跟孔子学当老师》，是因为题目很吸引我，
这本书写法很自由，因此也就很动情地抒发自己对孔子和与
后世孔子般的老师或研究者的赞赏。这种笔法很容易阅读，
很自由，很个性化地解读，也很自然地融入了自己的生活阅
历和经历。这种写法就是把孔子“人化”而非“神话”。走
近孔子、走进孔子的生活和思想，跟随孔子学当老师才成为
可能。仔细研读了这本《跟孔子学当老师》的佳作，掩卷深
思，受益匪浅，只感觉自己教学的心旅又多了一份坚定和从
容。做教师若不学孔子乃是一种缺憾。

书的封面印着一行小字：师者，永怀“教学之恋”，永怀生
命的恬静、感动与美好。

无论什么事情，当你投入了真情，本身就是一种灵魂的净化，



是一次思想的洗礼，把教学当成恋爱来谈，可见对教育的深
情。

梁启超第一次做研究生的导师，上课时，他走进教室，望着
天花板，然后突然说：“兄弟我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之后，
才慢悠悠地补充了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章太
炎先生的开场白比梁启超自信的多：“你们来听我的课是你
们的幸运。”但是国学大师不能没有学生，所以他又补充了
一句：“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孔子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想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指导我
们教师学习的准则。“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教学相长，循
循善诱，诲人不倦，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这些中国教
育大地上的美妙风景，这些深深卷入了我们的教育生活的美
好语词，蕴藏着一份宗教般虔诚、炽烈、隽永的”教学之
恋”。

孔子教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教人如何体贴“仁心”。在朱熹看
来，孔子堪称圣人。朱子所说的一切堪称完美再现了圣人孔
子心目中的“大教”，他甚至将“圣人之心”、“圣人之
教”与真正伟大的教育视为同一事物，认为教师教学、学生
求学都必须“先立大本”，即以圣人或孔子式的“仁心”，
来统摄自己的教学活动。“吾之所以为学者，以吾之心未若
圣人之心故也。”----朱熹。这种“仁心”在我们实际教学
当中就是那种对学生无私的爱。中国式的大爱学生，就是用
自己的努力求学与不息探索，为学生做求学、正心的榜样与
引导，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学术与人生道路。这种大爱反过
来又会激励教师终身求取学问，端正品行，从而将教学引
入“教学相长”的最佳轨道。

大教教心在我们是教学中不仅是教学生体贴仁心，更重要的
是要把知识教到学生的心里去，即知识传授的前提是如何获
得学生的“倾心”――对任课教师的仰慕之心，对所学文化
知识的喜爱之心。“亲其师，信其道”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传授的知识或对学生的管理没有渗入到时下这些思
想千差万别的当代学生的内心深处，那我们所谓“生动”的
说教也只好算得上毫无意义的忙碌了。因此在我们教学过程
中我们应该真正蹲下来看学生，和学生平等相处，走进学生
的心田，播种知识的种子，才可能收获丰收的喜悦。我们的
新课改已经向我们说明“以人为本，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
教师的主导地位。”这个几千年前孔子曾经倡导的千年古训
的深层含义了。

“学”仍然是教师的第一命根。有了很好的“学”，就会有
很好的“心”与教。

孔子最喜欢的事不是“教”，而是“学”，他不停地“学”，
藉此当上了教师，获得了快乐。孔子是把自己研读过的历史
文化遗产变成了自己的“文”，换言之，他消化了自己所能
学到的历史文化遗产，把它们变成了自己肚子里的“学问”。
难怪他可以心情快乐、底气十足地站在他那座土堆起来
的“杏坛”上。“学”就是孔子借以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
在确立人生第一乐事的过程中，孔子遇到的最大诱惑
是“思”。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把“思”作为第一乐事。
“思”必以“学”为基础，否则“思”与“学”都无乐趣了。
因此可以说，孔子之所以能够当上教师，尤其是他之所以能
够通过教学，通过与学生相处，品尝到类似与真正贴心
的“朋友”或“知己”进行交流的幸福，全是来源于他
的“学而时习之”。陶行知先生常说，当教师的，得先“学
而不厌”，方可能体会“诲人不倦”的大乐。钱穆，朱自清
们似乎没有这样说过，但他们的幸福教师生涯同样是建立在
自己不断“为学”的基础之上。“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
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其中“不愠”与“乐乎”皆来自“学”，换言
之，“学”实为教学或教师生活之本。只有先学了，才能教
学，才能成为“不愠”与“乐乎”的教师。孔子即是先通过
历史文化将自己所要教授的“义理”研究清楚，然后才来教
学生。他是一位真正的以“学”与“思”作为“教体”的教



师。

对学生的爱，尽在“授之以渔”和“师生心灵的共鸣”

教育什么时候有最大的教育效能？我想答案同样是：让师生
双方产生心灵的共鸣！

真正的教学乃是以师生的求学经验与心得体会为基础，非得
要师生之间的求学经验与心得体会发生共鸣，才会发生真正
触及师生心灵的教学。将自己的求学经验与心得体会传授给
学生，使学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将要耕耘的“学”一句
话，是教师先把自己的“学”教给学生，让教师了了解教师的
“学”，然后和学生一起“学”。

向学生传授真正能触及心灵的“渔”，并因此让他们更强烈
地感受到我们的爱；反思我们的教学内容是不是来自于我们
自身的求学经验与心得体会。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知困，然后能自强，才是教学时必须
考虑的头等大事。另外，仅对学生的爱是远远不够的，还必
须有教学内容，而且教学内容越多越好，越能显示老师对学
生的爱。

孔子对待教学的态度比喻成“孔子式的爱情”。“教学，有
如柏拉图式的爱情”和“静心感受孔子的'教学之恋”，认为
孔子是把教学当作“恋人”一样看待的，孔子对教学的痴迷
程度，就像柏拉图把自己的全部爱情奉献给真理。在没有职
称、没有工资，甚至连固定的教学场所也没有的情况下，孔
子还是全身的投入和付出，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柏拉图
式的爱情”――也就是将灵魂中的爱，献给永恒的真理或美
德，而不是世间其他任何可能变动、难以把握的存在。孔子
曾有堪于柏拉图媲美的坚定执着、不畏孤军作战的英雄本色
以及感人至深的师生情谊。孔子“终身坚持一种信念”是值
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因为我们几乎从未像孔子、柏拉图那



样，有着明晰坚定的信仰，更不要说曾用尽全部力量去追逐
信仰，所以我们也从未通过求知、教学体验过什么刻骨铭心
的爱情，即使我们将爱情寄托于求知、教学以外的人与事，
也同样可能是失意而回。就内涵而言，孔子的教学之恋除了
是以自己的爱学习、爱仁心和爱人生等等大爱作为基础，更
表现为他对颜渊、子路、子贡等学生的无私忘我的大爱。孔
子以其一生的经历证明，教学，绝对有如“佳人”一般，可
以让深爱着它的教师体验到人间的极致情感。教师可能面对
的命运有许多，但从孔子的经历来看，教师的终极命运乃是：
倘若我们有幸能成为孔子式的教师，便可以体会到包含人间
至情的教学之恋。

学习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情怀和以“礼”来升华
自己的感情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便是孔子的情怀之一，倘若教了一辈
子的书，连这样一点情怀都不曾真切地体会到，我们又有何
底气可以让自己坦然地站在三尺讲台之上，更不要说去感受
教学之恋的幸福与快乐。人除了吃饭工作之外，还要为爱而
生。人活在世上，只要心灵不死，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安
顿自己的爱。圣人孔子亦是如此。但孔子的非凡之处在于，
他竟然将自己的生命之爱献给了被许多人忽视的教学，竟通
过教学找到了让其心动的归宿，而且倘若真如钱穆先生所说，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职业教育家”，那么孔子
还是第一位体验教学之恋的教师，因为所谓“职业”乃
是“事业”，是可以视之为生命，将生命寄托于它。在教学
过程中，只要孔子倾尽了自己的“深情”与“真气”，再倾
下去，生命便要消失了，孔子的教学之恋即可以和人间任何
一种之情媲美。

孔子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同时有懂得以“礼”来升华自己
的感情，从而使自己的感情释放出来，可以达到超凡脱俗的
美，此即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理”他们彼此的关爱、
尊重、理解与体贴正是这些人性力量构成了可以升华



的“理”。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孔子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他从来没有一句教条，也全无道
学气。他所有的教学之道，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等等，都是
以自己的赤子之心以及对学生的真实了解为基础。

人类身上那些最优秀的品质：勇敢、执着、仁慈、洁净……
无论爱什么，在爱的过程中，只要具备这些优秀的品质，并
将这些品质发挥出来，极可能成就并体验极致的爱情。

反观孔子，学问、人格与心意，这些能够赢得学生追随
的“法宝”他一样也不缺，而且在学生面前，他历来都
是“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所以他的教学以及孔门的师生
关系实在值得长期地研究下去。

周子曰：“圣人所以圣者，诚而已。”即教师只有虔诚地付
出自己的一片仁心，才能创造让学生永远留恋的求学岁月。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
乎舞雩，咏而归。”这是孔子的学生曾点说的一段让孔子引
为之音之言的人生理想。不是子路、冉有他们理解的“学而
优则仕”，竟然是归于大自然。

归于大自然，身边是单纯年轻的笑脸，迎着春风，洗尽尘埃，
畅游在春风和歌声里……天地开阔，师生之间可以畅谈嬉戏，
也可以在山水之间明澈自己的心境。而教育的最终目的，并
不是教会学生某门知识或者某个技能，而是一种自动求知的
能力。

我们不可能有孔子那样的人生经历，甚至也很难有他那样的
学问和人格。可是如果一个教师不爱他所从事的教学，无论
深浅，都意味着他将承受多么可悲的职业生涯。其不幸程度，
就像一个人从未爱过谁一样。教学也可以成为爱的对象，哪
怕自己爱的教学并不存在于现实中，只是一个抽象的理想，



也足以让我们留恋终生。

如此想来，在教学这旅程中，即使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只
要将自己的文化和人生价值观影响了学生，便可以让学生永
远留恋求学岁月，也可以让自己真正实现职业理想。那么，
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文档为doc格式

孔子读后感篇二

这几天，我一口气把《孔子——影响世界的人》这本书看完
了，在文字的徜徉中，我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孔子，他让我
敬佩。我们历史上有那么一位伟大的人物，我为他而感到骄
傲、自豪。

孔子如此博学多才，与他谦虚好问的美德是分不开的。“三
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可谓是家喻户晓吧，它正是出自
于孔子的笔下。孔子这样流传千年的`伟人，不说三人，就是
三千人，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啊！而谦逊的孔
子却说：三人同行，有一人必定是自己的老师。他又这样说
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思是：知道
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懂就不要装懂，不懂就问
才是最聪明的。当孔子遇到一丝困难，他就会不放过一切的
向他人请教。我想：正是对学习的这种态度，才促使孔子的
知识能够更加渊博！

古今中外，但凡做学文的人都具备谦虚好问的精神。爱迪生
勤奋好学，勤于思考，成为世界闻名的发明家。屈原洞中苦
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南宋诗人陆游自幼好学不倦，
最终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大文学家。顾炎武读破万卷
书，最后成为一代大学者……不正是这种谦虚好学的精神，
才使他们孜孜不倦，勤奋刻苦，由此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吗！



读着读着，我的脸不知不觉地红了。我正是缺乏这种不懂就
问的学习态度，不懂一个问题则是埋在心里，过去了就过去
了。到头来，不懂的问题越来越多了。一旦养成了这种对于
知识随随便便的坏毛病，遇到的麻烦事儿可就多喽，学习也
就进入了恶性循环。

想想自己的行为，读读孔子的事迹，我明白：要想成功，是
不能离开谦虚好学勤奋的，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1%聪明加99%
汗水等于成功。

孔子读后感篇三

读着《跟孔子学当老师》这本经典，我顿时觉得自己是多少
渺小。读着它，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孔子全心全意为学生的思
想和情怀。他总是站在学生的角度上，为他们的未来着想，
培养他们良好的个性，相信他们的才华和能力，鼓励他们一
试身手大展鸿图。

当读到第89页的这段话时，我深深地陷入了思考。这段话是
这样说的“要使人的心灵表现美好或许并不难，无须反复教
导与灌输，只要相信，人本性是善的，并按这一点对人给予
尊重与信任，为人释放心灵中的美好创造”舞台“，就可以
了。”“给予学生尊重与信任”，这句话我们经常听到，但
在这看到，感觉又完全不一样。

他说，给学生尊重与信任，就能引导学生释放出心灵中
的“美好”。是的，“人之初，性本善”，“心灵中的美
好”人人都会有，我们教师要做的就是给学生创造“释放”
这些美好的意愿与舞台。我想，给学生“优秀生”的感觉，
也许他们真的会更优秀；给学生更多的信任与期待，不爱学
习不爱劳动的学生，明天，也许，他们就会变得主动了。

怎样具体地给予学生更多“尊重与信任”，我还应该不断地
思考。



孔子读后感篇四

上星期，我们学了《孔子拜师》这一课，读了这篇课文，我
被孔子谦虚好学的精神打动了。

文章的主要内容讲的是——孔子30岁就已经远近闻名了，他
还要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去洛阳拜老子为师，并跟随
老子勤奋学习。

通过读这篇文章，我懂得了”学无止境，学海无涯“，更懂
得了”只有付出，才有收获“！我今后一定要向孔子那样，
做一个谦虚勤奋，刻苦顽强的人。

孔子读后感篇五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高尔基说过的一句话。是啊！
书是人类的朋友，书能使人进步，书能使人获得乐趣，书能
使人获得知识。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孔子的故事》。

这是孔子一生所经历的事，写成了一本书，孔子的一生，坎
坷而伟大，他广收门徒，传播礼道，将复兴周礼作为己任。
后人虽然评论孔子过于执着，但他们却不能了解孔子以礼治
国的本性意义，当礼道深入人心，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恭敬，
一份善良的时候，严酷的刑法就会失去它的意义，这也并非
是不能实现的幻想。

孔子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曾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
如浮云。”对于不正当得来的东西，即使再好的享受，他也
不会动心。

平时我们喜欢什么东西，都会千方百计得到这个东西，而不
惜伤害了别人。孔子他就不会那样做，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会
伤害到别人，所以他才不会用心计得到那东西。对于他来说，
那是不正当的来的东西。以后我们一定要让心灵享受更好的，



不要被一些东西虚有的外表所诱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的榜样能给我们积极的思想，正确
的行为，良好的学习习惯，完善的人格。树立了榜样，就等
于找到了自己前行的方向。榜样是无比强大的力量源泉！

孔子读后感篇六

匡亚明先生的《孔子评传》属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这套丛书由匡亚明先生主编，
担任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的著名学者众多，其学术价值不可
估量。这套丛书荣获多项国家大奖，这套《孔子评传》更是
由匡亚明先生亲自执笔撰写，老先生注重社会历史的研究，
对商周社会经济也有深入探讨，这使得这部书成为文史哲交
汇的巨著，而不仅仅是狭隘的个人评传。在孔子思想的研究
方面，可以说匡亚明先生开创了最广泛的范畴，拓宽了研究
视野，为后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选择了这本书和
我的孩子一起研读。全书分十章对孔子以仁的人生哲学为核
心而展开的伦理、政治、经济、教育等思想全貌及两千多年
来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和影响的曲折变化过程，都作了评述。
尤其当我读到关于孔子在教育教学方面的思想、方法、实践
等内容时，更是触动很大。

孔子是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作
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孔子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之高
超至今仍难以有人能望其项背。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
大成就，除了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精邃及知识的渊博外，
也与他先进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在其一生的教学实践活
动中，积累了一套极有价值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在许多
方面反映了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中
最精华的部分，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因材施教，循循善
诱”更是亘古不变的教育真理。

通过与孩子一起读这本书，我们有个小小的发现：



子循循然善诱人。”孔子对学生能耐心诱导，促使学生自觉
主动地进行学习，确是收到了极佳的教学效果。作为家长，
我觉得我们应该善于引导我们的孩子发现他们的兴趣，并积
极培养。

除此之外，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
法；“夫子教人，因材而异”的因材施教的育人方法；以
及“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学习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
发扬的。

在21世纪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面对孔子的教育方法、至理
名言，孔子的教学方法，对于今天仍然是有益的、适用的，
甚至可以说是需要提倡和强调的。他的“因材施教循循善
诱”是多么精辟的教育观点，是多么辩证而又统一的教育方
法。也正因如此，二千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被我们牢记，更
是被世界所牢记，全球一百多所孔子学院就是最好的证明。

孔子读后感篇七

孔子向师襄子学琴。师襄子教了他一首曲子后，他每日弹奏，
丝毫没有厌倦的样子，手法从生疏渐至熟练。过了十天，师
襄子对他说：“这首曲子你已经弹得很不错了，可以再学一
首新曲子了！”孔子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说：“我虽然学
会了曲谱，可是还没有学会弹奏的技巧啊！”又过了许多天，
师襄子认为孔子的手法已经很熟练，乐曲也弹奏得更和谐悦
耳了，就说：“你已经掌握了弹奏技巧，可以再学一首新曲
子了！”孔子说：“我虽然掌握了弹奏技巧，可是还没有领
会这首曲子的思想情感！”又过了许多天，师襄子来到孔子
家里，听他弹琴，被他精妙的弹奏迷住了。一曲终了，师襄
子长长吁了一口气说：“你已经领会了这首曲子的思想情感，
可以再学一首新曲子了！”

孔子还是说：“我虽然弹得有点像样子了，可我还没有体会
出作曲者是一位怎样的人啊！”又过了很多天，孔子请师襄



子来听琴。一曲既罢，师襄子感慨地问：“你已经知道作曲
者是谁了吧？”孔子兴奋地说：“是的！此人魁梧的身躯，
黝黑的脸庞，两眼仰望天空，一心要感化四方。他莫非是周
文王吗？”师襄子赶紧离席拜谢，既惊讶又敬佩，激动地说：
“你说得很对！我的老师曾告诉我，这首曲子就叫做‘文王
操’。你百学不厌，才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啊！”

孔子学琴的经过，表现出孔子治学的严谨――一丝不苟，做
事的认真――精益求精，让我懂得了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凡事
都要持之以垣，不要只求表面功夫，做就要做好。

孔子读后感篇八

开学第一周，我看的第一本书就是《孔子的故事》，内心颇
为感动。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造人，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
粟邑，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他是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
大教育家、政治家。孔子也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在这本
书里，孔子是一个善良、聪明、重情重义、诚实，为了天下
太平而活着的人。

这本书详细描绘了孔子从出生到他死去的29个故事。作者李
长之一丝不苟，本书几乎每一页都有两三个脚注，运输有几
十多种之多，可称言必有据。孔子早年好学；中年就把这些
知识都运用到教育、政治上了，并且可以将学到的知识举一
反三，更好的教育他的弟子们。而且还出国，带着自己的弟
子游学了14年，学到了更多知识；晚年他轻视政治，注重教
育，还在60多岁高龄中创作了《春秋》等书。他值得我们尊
重、学习。

孔子一生说过许多名言，“名无信不立”“一言既出，驷马
难追”是告诉我们要诚实；“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
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告诉我们要认真学



习、复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告诉我们要谦虚好学。
虚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的'一个字，是“仁”，并
且对中国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孔子仁学的内涵：一、以人
为本，仁者爱人，仁者人也；二、为人由己，这是仁学得实
施方式；三、血缘基础，总的来说，仁学就是孔子想让我们
懂得忍耐，要善良。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不懂仁、不会爱
的人，而且有些人还很残忍，残杀一些自由自在动物。这一
幕幕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得阻止这些不仁的人。

如果所有人都可以懂得仁并去做，我相信这个世界将会变成
美好

孔子读后感篇九

今天，我在老师的指导下读了《孔子和学生》这篇课文，知
道了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
的创始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是孔子受到学生敬重的重
要原因。这篇文章真的让我明白了许许多多的道理。

特别是孔子说的那段话：颜回很守信用，但不懂得变通；子
贡聪明，但他不够谦虚；子路很勇敢，但宽厚、忍让方面仍
待学习：子张处事谨慎，为人严肃，可是旁人却不容易亲近
他。我这四个学生虽然各有优点，但都还要不断学习啊！这
段话让我深受启发，体现了孔子善于发现学生优点的同时，
也能够指出学生的不足，告诫大家都需要不断地相互学习。

另外，大教育家孔子不仅能够善于发现学生优点，并且觉得
在这些方面自己比不上学生，还能够虚心向学生学习，这是
多么好的老师啊！由此我想到了我自己，我身上也是优点、
缺点并存，爸爸妈妈经常告诫我要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可
我一直都听不进去，现在想想真为自己的`不谦虚而感到脸红。

为了让自己进步得更快，我总结了自身存在的优点和不足，
优点是：认真对待学习，听话、爱好广泛，并且动手能力特



别强；不足是：稍有些胆小，有时还爱撒娇。不过，我有信
心改掉这些坏毛病，同时还要虚心地学习周围同学的长处，
让自己身上的优点越来越多，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

孔子读后感篇十

在过去的岁月里，通过学习《论语》，对孔子有了一定的了
解和认识。知道孔子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
育家和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但是《论语别裁》只是对《论语》
这部着作，做了精湛的诠释和注解，对孔子本人的记载较少。
因此，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是站在门外边读，里面的许
多知识不理解。正好，在暑假中，我买到了曲春礼教授所着的
《孔子传》。这本书，对有关孔子的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了
一番精心的取舍，用优美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从对孔
子本人的刻画和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比较详尽的介绍了孔
子曲折、坎坷的一生，再现了春秋末期诸侯割据、争霸吞并
的历史。通过读《孔子传》这本书，使我对孔子有了更深的
了解和认识。

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他设
教授徒，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例，一生共收徒3000人，精
通“六艺”者72人。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孜孜以求，不
耻下问，总结出了一整套治国平天下之道和教学经验。其中
很多的教学经验，也正是我们做老师的所要学习的地方，有
很高的借鉴价值。孔子的一生在政治上并不得志，但是在他
任中都宰和鲁国大司寇时，曾将鲁国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
闭户，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遗憾的是，他虽然历尽艰
辛、周游列国，最终不为各国国君所重用，只能勤奋读书，
设教授徒、盼望能为国家多培养有用之才。

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纥（he），他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员猛将。由
于立战功，鲁君封他为陬（zou）邑大夫。叔梁纥的第一个妻子
为他生了九个女儿，他觉得愧对祖宗，于是又立了一房妾，
虽然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却是残疾的，先天跛腿，取名孟皮。



叔梁纥后又娶曲阜名门颜蘘的小女儿颜徵（zhi）在为妻。颜徵
在漂亮贤惠、德才兼备。她和叔梁纥结婚两年，还没有孩子，
于是他们就到泥丘山神那里去求子。果然，到了年底，颜徵
在生下了一个孩子，取名为孔丘，他就是后来的伟大的圣人
孔子。

孔子从小聪慧过人，起初他的母亲教他读书识字，但是渐渐
地他母亲发现，孔子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就让孔子跟着他
的外祖父学习“六艺”。由于孔子的勤奋好学，他的博学多
能，逐渐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开始有人登门求教，那个时候
收下了第一个弟子颜路，即颜回的父亲。孔子的理想就是能
让自己的满腹经文，得到用武之地，但是由于当时鲁国宰相
的嫉妒，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只有下决心：创办私学，设教
授徒。

孔子的教学方法是循循善诱、因人施教。他同时鼓励学生多
提问题，大胆质疑，他区别不同情况进行解答。他的学生中
有的性格粗鲁、憨厚，有的耿直、淳朴；有的擅长舞剑，有
的长于辞令；有的谦虚，有的逞能；有的适合教书，有的适
合做官……孔子总能找到适合教育他们的方法，并且让他们
心服口服。看到这里，我想到了我的学生们，他们都是鲜活
的生命，千差万别，老师在没有对他们做充分的了解和分析，
就用统一的教学方法要求他们，让他们做到一致，那是不现
实的。因此，作为老师，还要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
学方法，才可以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学生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