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语通译读后感 论语诠解读后
感(汇总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
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论语通译读后感篇一

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也许有点夸张。但论语的重要意义
是不能忽视的.。《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由孔子的
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它以语录和对话文体，记录了
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集中反应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
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

读了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基本了解了孔子的思想主张。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孔子对“孝”的理解，对现代社会的教育
意义不减当初。近年来，空巢老人等词汇的问世，也从另一
个角度反映出这一问题;还有文化名人于丹对论语的解读，也有
“孝敬之道”这一篇节。

首先，让我们先看看，论语中孔子对“孝”的解读：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
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为人之本与!”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



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
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
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
馔，曾是以为孝乎?”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
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看过如此之多“孝敬之道”，使我们懂得了“孝敬”仍然现
代社会道德素质的朴素的起点。在今天这样一种人人平等，
法律公平的社会里，“孝”仍然是做人的根本。

众所周知，“仁”是孔子思想的中心。而，在孔子心
中，“孝”是做人之本，也是“仁”之本。做不到“孝”，



就不称之为人;更不能做到“仁”。在文中，孔子已经详细的
说明了，应该如何对待父母。侍奉父母，要竭尽全力，这个，
是毋庸置疑。最基本的，是“养”。而犬马皆能“养”。所以
“孝”之本就是要“敬”了。就如我们平时说的：孝敬。正
所谓，孝、敬不分家。然后便是忧其忧，乐其乐，心系于父
母。体谅父母，理解父母的一番苦心。如果都能做到这样，
就不用“可怜天下父母心”了。至于“不远行”之类，我想，
应该都是心系父母的表现。最后就是，父母过世之后要厚葬
他们，并守丧。古人很看重守丧，这也是孝敬父母的一种形
式。只有学会孝敬父母，用心爱自己的父母，才能学会爱别
人，忠于君主。所以说，“孝”是为人之根本。

在现在这个经济，科学都非常发达的时代，最最基本
的“孝”竟然被人们所忽视。小孩子们，在家都被宠着，哪
里知道“敬”父母;在成年人们追逐自己梦想，实现自己人生
价值的同时，也竟都忘记的自己的父母。忘了他们独自在家
中，虽是不缺吃，不缺穿，但是，他们并不幸福。他们一年
到头也难见他们朝思暮想的子女一面，他们的心灵是空虚的。
他们只求一声问候、一起吃个饭、常回家看看.......我们，
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回头看看那为我们而白了的头发，为我
们而皱了的脸颊。

论语中的“孝”让我们拾起那颗久违的“孝心”吧!!

论语通译读后感篇二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老师带我们一起学习《论语》，体会
《论语》，使我感受颇深。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侄，谄也。”爱国是任何人的责任，
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这么强大了，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
都有浓浓的爱国心。在抗日期间，大批日军进攻中国，他们
以为有着精良装备，就可以占领中国，但是他们错了，中国
人的爱国情令他们没有投降，而是与日军展开了搏斗，虽然



有些汉奸投靠日军，而且我军的装备极差，但是我们中国人
有着前赴后继的精神，倒下一批，又冲上一批，终于那狂妄
的日军被我们那“爱国情“打败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让我懂得了时光像
流水一样日夜不停的流去。我们要珍惜时间，因为时间是永
不停留的，如果你每浪费一分钟，你的生命就会减少一分钟，
因为生命是用时间组成的，珍惜时间就相当于珍惜生命，浪
费时间就相当于浪费生命。我在一本书上读了这样一个科幻
故事，它讲的是在一个小村庄，来了一个人，开了一个时光
屋，在里面可以用时光来换钱，村子里的人都换钱，有的用
了10年换了30万，有的用15年换了50万，有的人甚至用50年
换了180万。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村子里的年轻人都没有了，只
有一个青年没有变自己的时间，不到几年的时间，就拥有了
几百万元的家产，而那些变卖自己时间的人悔也来不及了。
我知道了背叛时间的人，时间也会背叛他。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
信乎？传不习乎？”令我懂得了我们要时常反省自己，不要
总说别人的不是，我有时候就犯这样的错误。一次，我弟弟
抄了一篇作文，我没在意，妈妈发现后说了我，为什么不制
止弟弟。我说他的事我为啥管，事后我很后悔，我是哥哥要
帮助弟弟的。

《论语》让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让我们一块体会《论
语》吧！

论语通译读后感篇三

从论语的洋洋万言中，都可以读到自己想要的工具。作为一
个基础教育事情者，我明白了：人应该如何渡过自己生命中
的每一天，作为一个平凡人，应该如何过好自己的人生。其
实，这正是我们最需要转达给学生的工具。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对
政治的体贴和了解，对职业的热爱和投入，与同事的团结和
相助，对学生的尊重和敬服，对学术的严谨和进取，对自己
的要求和自律都在时时刻刻地影响着学生的学风和学校的校
风，教师形象直接关系到学生素质的培养。学高为师，德高
为范，“立师德，铸师魂，练师功，树师表。”是这个时代
的召唤，“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教师不朽
的追求。教书育人是爱的事业，关爱每一位学生是我们教师
的责任。教师的爱与众差异，它是严与爱的有机体现，是理
智与热情的巧妙结合。因此，在这条门路上，我愿将青春融
化在教育的沃土中，和在座的同仁们一起肩负起国家和人民
赋予我们的责任，将一只只凝聚着师爱的手高高擎起，搭建
一片教育的蓝天！

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一种平和的心态。
生活中经常能见到让你不顺心的事情，看到比你富有的人，
看到比你生活的更好的人，往往就会失去心理平衡。二千年
前的孔子也曾经遭遇贫穷，当他走到郑国的时候，粮食都断
了，他的学生不兴奋的问他，怎么君子也会穷呢，他淡定的
回覆，君子可以安于贫穷，而小人则会因为穷而作乱。这份
安于贫穷的心境至为难得，而他之所以能够安于贫穷，正是
因为心中有道德的力量，使他能够在贫穷中找到心灵的支点，
才不至于失去平和心态。孔子并不掩饰对富足生活的憧憬，
他坦诚的说：“如果能够发达，那么纵然去做辛苦的事情，
我也愿意。”但他也并不强求：“如果发不了财，那么我就
去做我所喜爱的事情。”达致幸福的路径有许多，金钱并非
唯一途径，要害在于内心的快乐。他赞赏他的学生颜
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
乐。”颜回是真正把孔子的人生观贯彻到自己的身心之中了，
能够在物质的清贫之外，找到自己心灵的牢固和快乐，因为
他们的喜怒并不依赖于外物，而存在于内心的宁静与平和。在
《侍坐》一篇中，他让几个徒弟各述其志，对那些看似远大
的理想，他置之一笑，而当曾点淡然说出自己的人生愿望只
是在东风中与童子嬉戏时，他却赞许的颔首。可见孔子在内



心并不真的认为君子必须治国平天下，人生最终的追求，仍
然是要归结到内心的平静，要能够体味到平凡生活的幸福，
而这些，其实都取决于心境。

《论语》关注的是所有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告诉人们应该怎
样去生活才气够达致幸福，它是温暖人心的。而如何生活，
是我们每在学习其它种种集美娱乐场之前最应该学习的，也
是我们教师最需要转达给学生的，因为它关乎是否能具有健
全的人格，是否能拥有充实的内心世界。在今天这个充满了
诱惑和选择的年代，孔子的生活之道值得我们去用心感悟。

论语通译读后感篇四

近年来，伴随着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新崛起，对孔子的研究
不仅是国内文化热点，而且也成为全球文化热点之一。孔子
作为世思想闪烁着界十大文化民人之首，孔子的很多思想闪
烁着人性的光辉，体现了人类的共同追求。世界文明的发展
需要孔子的智慧。

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各代伟人的思想，而《论语译注》是一
本必读书，里面记载着孔子对于生活、学习、为人处事的态
度。下面我就着重说一我读了这本书后深刻的心得吧!

学而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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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学
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很高兴吗?有志同道合
的朋友从远方而来，不也很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怨
恨，不也是君子吗?孔子也曾经这样说过：“温故而知新，可
以为师矣。”大概的意思也就是说，温习学过的知识可以得
到新的体会和理解，这样就可以做老师了。但是现在的学生
又有多少可以做到把温故而知新作为一种快乐呢?特别是现在
的80、90后的大学生又有多少是在下课后去看书的呢?这样的



学习状态，我认为是很难有人才的出现了，也是中国现在的
一个状况吧。

但是我相信中国人可以做到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乐乎。因为
中国人传统以来都是好客的，我们都喜欢热闹，喜欢一群朋
友聚在一起玩、说说话，这样的快乐，我想不会有人不喜欢
吧。最后，“人不知而不愠”我想很少有人做到吧。我觉
得90后是希望得到别人理解的一代，在被误解的时候，我们
会苦恼,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宽容的心，
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渊篇第二十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
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亨
犹犬羊之亨。”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棘子成道：“君子
只要有好的本质便够了，要那些文采(那些礼节、哪些形式)
干什么?”子贡就说，先生这样地谈论君子，可惜说错了。一
言既出，驷马难追。本质和文采，是同等重要的。假如把虎
豹和犬羊两类兽皮拔去有文采的毛，那么这两类皮革就很少
有区别了。

对于这段话，我的理解就是作为人，本质必定是很重要的，
本质甚至可以衡量一个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不是先天的，而
后天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本质是人与动物的区别，
人是有思想的，能够完全决定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好的本质
是从好的文采和好的礼节中体现出来的，那么着能够说是君
子不需要有好的文采和礼节吗?我认为不，礼节是人与人之间
交往的方式，好的礼节可以使人们之间更加亲密和融合;而文
采就是看出这个人的文化水平了。

读了《论语译注》之后，我真的获益匪浅。让我在为人处世，
交友、学习、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感悟。



论语通译读后感篇五

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的思想，而《论语译注》是一本必念书，
里面纪录着孔子对于生活、学习、为人处事的态度。下面我
就着重说一我读了这本书后深刻的心得吧！

学而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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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或许意思就是说：
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很兴奋吗？有志同
道合的朋友从远方而来，不也很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
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孔子也曾经这样说过：“温故而
知新，可以为师矣。”或许的意思也就是说，温习学过的集
美娱乐场可以获得新的体会和理解，这样就可以做老师了。
但是现在的学生又有几多可以做到把温故而知新作为一种快
乐呢？特别是现在的80、90后的大学生又有几多是在下课后
去看书的呢？这样的学习状态，我认为是很难有人才的泛起
了，也是中国现在的一个状况吧。

但是我相信中国人可以做到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乐乎。因为
中国人传统以来都是好客的，我们都喜欢热闹，喜欢一群朋
友聚在一起玩、说说话，这样的快乐，我想不会有人不喜欢
吧。最后，“人不知而不愠”我想很少有人做到吧。我觉
得90后是希望获得别人理解的一代，在被误解的时候，我们
会苦恼，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宽容的
心，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渊篇第二十：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
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
亨犹犬羊之亨。”这段话的或许意思是说：棘子成道：“君
子只要有好的本质便够了，要那些文采（那些礼节、哪些形



式）干什么？”子贡就说，先生这样地谈论君子，可惜说错
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本质和文采，是同等重要的。如
果把虎豹和犬羊两类兽皮拔去有文采的毛，那么这两类皮革
就很少有区别了。

对于这段话，我的理解就是作为人，本质肯定是很重要的，
本质甚至可以权衡的天性，人的本质不是先天的，尔后天社
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本质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人是
有思想的，能够完全决定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好的本质是从
好的文采和洽的礼节中体现出来的，那么着能够说是君子不
需要有好的文采和礼节吗？我认为不，礼节是人与人之间交
往的方式，好的礼节可以使人们之间越发亲密和融合；而文
采就是看出这的文化水平了。

读了《论语译注》之后，我真的获益匪浅。让我在为人处世，
交友、学习、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