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孔子读后感 孔子传读后感(汇总7
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
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孔子读后感篇一

从古至今，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以及西方的哲学家都层
出不穷。但在众多的圣杰之中，最令我敬佩的依然是我们的
东方圣人：孔子。

孔子是春秋时代人，名丘，自仲尼，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
育家，号称弟子三千。关于他的故事可太多太多！所以我们
今天就来谈一谈：我心中的孔子！

首先，我认为他是一个不耻下问、终身求索的人。我们知道
孔子有很多的导师。大到道家创始人，小到故事中的两个六
岁小孩。这样鲜活的例子自然说明了孔子的谦虚、和刻苦好
学！但是这还不够深刻，因为孔子还是一个终身好学，终身
求索的人。孔子说：“五十有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
十五岁到七十岁，孔子一共活了七十三岁，让我们来算一算，
孔子一生中百分之八十都在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句
话在孔子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第二，我认为孔子是一个人、礼、国家，把生死置之度外的
人。孔子从四十多岁开始讲学，一生弘扬仁义礼智信。以礼
治国。为了国家、他可以“毁三都”、为了国家，他可以亲
自领兵。但是鲁国的君上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孔子赶出
鲁国，不过，孔子并未放弃，在和弟子漂泊的十九年中，他



仍然没有放弃，走到哪讲到哪。有几次差点丢掉性命，但他
已然宣扬仁、义、礼、智、信。也许真正的大无畏，不仅是
在战斗中“不怕死”的烈士，更是为了教育不畏惧一切困难
的老师们！

孔子读后感篇二

也许很少有哪一部电视剧像《孔子传》这样深深地震撼了我
的心。孔子的形象，谦和敦厚而又聪敏睿智，如大地能承载
一切，如天一般刚健进取，如水一般真诚明澈能照万物，我
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形容，只能如《中庸》上说“此天地之
所以为大也”。

大爱与小爱

孔子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她为了把孔子培养成一个人才，忍
辱负重带少年孔子到曲阜求学，最终劳累而死。孔子自幼聪
明好学，人生却因为对母亲的爱而显得更加厚重和深沉。为
了帮母亲分忧，孔子去作吹鼓手，靠为有丧事的人家吹奏哀
乐挣一些干肉。看到这些，孔子的母亲却很担心，她怕孔子
因此分心，动摇的学习的志向，耽误了学业，无法成为一个
君子。她带孔子向当时鲁国非常有学问的左太史求学，左太
史要孔子发誓立志于学，为了学习可以放下其他一切，包括
挣干肉。孔子却放不下自己的母亲。“丘儿，拜师”母亲的
声音充满关切而坚定，仅此一句话，孔子凭着对母亲无限的
爱与信任，依左太史的要求发誓了。

君子，代表有德行、有学问又代表高贵，还代表丰满的人生，
那时学问与生命还没有割裂。因此立志于学也就是立志修养
自己的德行和学问并以之为天下苍生带来幸福。爱母亲还是
爱天下，这是摆在少年孔子面前的艰难的抉择。如果没有母
亲的爱与远见，孔子的一生能成为一个孝子，却无法成为一
代圣贤、流传两千年多年的文明的塑造者。母亲的爱是成全。
孔子的爱则是顺应了母亲的心，割舍了亲情的小爱，存养了



对天地苍生的大爱和修齐治平的远大理想。

立志于学

孔子幼年时就喜欢摆弄礼器，似乎显示出不凡的预兆，然而
他真正明白学问的意义却是从了解对残酷现实的认识，对天
下苍生的悲悯开始的。鲁国大夫专权，三桓把持朝政，已有
四代。到孔子少年的时候，三桓逼昭公废掉中军，将兵权和
赋税都交给三桓。国人议论纷纷，有人指责三桓，有人说三
桓的能力强过鲁昭公，治理鲁国也很好，有人说天下大乱礼
崩乐坏，要挽救这个局面恐怕只有圣人出世才行了。这种种
的议论，少年的孔子全都记在心里，一颗悲悯天下苍生、向
往真理和正义的心被残酷的现实所刺痛，他不知不觉也去思
量拯救天下苍生的良方。他鼓起勇气，在国社找到左太史，
问他“什么是圣人？”菩萨发心成佛，也是因为看到众生的
悲苦而愿去寻求无上正觉，“为利众生愿成佛”即是成佛的
种子。那么此时，一颗成为圣人的种子已在孔子心中发芽。

母亲的爱长养了孔子的发心，她带着孔子登门拜访左太史，
左太史故意说不在家，她就带着病与孔子一起等着，良久，
孔子说：“母亲，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要我一直等到左太
史回来，不，是一直等到左太史收我为弟子。”母亲这才微
笑着离开。母子之间似乎不需要太多的话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孔子学有所成，六艺融贯于他的生命当中，他的神态始终谦
恭而安详，他敞开的内心，仿佛始终在散发着一种鼓舞人的
光明力量。许多人慕名而来，向他求学，求学的目的，许多
人是想脱离贫贱的生活，成为一个高贵的人。想要高贵，不
管是物质上衣食丰足还是文化上的知书达礼，都不是坏事，
都是人上进的动力。好的教育，能引导这种愿望，为生命找
到提升和成长的出路。这么多的学生，对孔子是一种很大的
磨练。在这些磨练和考验中，孔子时时反观自己的内心，体



悟人生的道理，学问和德行都在师徒切磋中提高。

有一次在大家在学习《关雎》这首诗，子路因打猎而迟到，
加上他对《关雎》这首诗的理解对身为大夫而来求学的何忌
观过，何忌当众说子路是贱民，不会理解这首诗的意蕴。子
路闻后大怒，要找何忌拼命，何忌则说他一句话就可以杀死
子路。孔子为了保护子路，呵斥子路出去，并请求何忌不要
怪罪子路。子路就愤愤地离开学校。后来孔子向其他弟子了
解情况，知道子路打猎是因为家里穷，双亲没有粮食吃，就
专门带粮食送给子路的父母，并向子路道歉。孔子又教育何
忌说，作为一个想要遵守礼仪的君子，应该学会宽容和克制。
对人宽容，对己克制，这样才不会再行持礼仪时与别人冲突。
领悟到这一点，孔子问弟子，《关雎》中的君子是不是也具
备这种宽容与克制的人格。因为他内心的品格，故他的追求
也不凡，那么他所追寻的窈窕淑女，也可以代表一切美好的
事物，君子心中的理想，君子为了理想“辗转反侧，寤寐思
服”，按照礼仪按照正道去追寻，最终“琴瑟友之、钟鼓乐
之”来庆贺理想的实现。

从这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孔子内心对真理的仰望与追寻，
因为他有这样一颗纯粹而不断进取的心，故他能从一切境界
中学习，能从《关雎》这首讲男女爱情的诗中看到君子之道。
他的行为、他的教诲，都是这样一颗心的自然流露。这正所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都受限于自己的生活环境，
因为自己所属的不同的阶级、族群，因为生命体验的差异而
形成种种的隔膜、误解，其根源都是一“我慢”二字。而好
的教育能消解这种隔膜。而孔子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
为他不断切磋琢磨，不断上进的心感染了弟子，因为他的生
命有方向，弟子们也找到了生命的方向。

1.择天记电视剧观后感

2.电视剧余罪观后感



3.《择天记》电视剧观后感

4.希望使命电视剧观后感

5.电视剧《沂蒙》观后感

6.电视剧《于成龙》观后感

7.电视剧门第观后感

8.电视剧好先生观后感

9.电视剧《我的》观后感

10.天道电视剧观后感

孔子读后感篇三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圣人。

上月我们学习了《孔子拜师》这篇文章，从文章里我读到了：
孔子小时候家里很穷，他很爱读书，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
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老师，有三千弟子在接受他的教育。

可是孔子还很虚心，他还想更上一层楼，他听说比他大三十
岁左右的老子是一个德高望众的老人，于是他离开曲阜去求
学。在老子那里他每天不离老师左右，随时请教。老子把所
有的知识都毫无保留的教给了他。他们都是学问很高的圣人！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都是流传至今的学习名言。

孔子那么高的学问了，还仍然很谦虚，我的成绩还不是太好，



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孔子读书的时候环
境很差，还要刻苦读书，三十岁了还继续学习，一直不放弃
学习好的品德，每天要求自己进步一些，我要向孔子学习，
考上中国最高学府北大，做一个对作为的人！

孔子读后感篇四

寒假生活已经结束，谈起充实，可算是读了本好书，开始在
网络中收看热播的《孔子》电影，后有在书架上找到这本
《孔子传》。以前，我只以为孔子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
只会读读古人的诗、读些论语。现在，我通过这部电影和书
籍了解了他不仅是个书呆子，还是一个品德高尚的教育家和
一个会用兵打仗的人，这让我重新认识了他。在战场上，他，
是一名军师；在宫殿里，他，又是一名教育家；在家中，他，
是一名合格的父亲。在战场上，孔子只用了一千多名士兵吓
退了对方五万多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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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贪污或是抢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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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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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我们同事吧。在这个近80人的集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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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居敬兴简，君子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我想对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
所启发。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
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指孔子说：“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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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知识，。”



即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在团结友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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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做人的立身原则做好了以后，再学习文献知识，以开阔
视野，丰富思想。“德，人之本也，本立而道生。”

仁义礼智信，国人都按这一标准去做，社会会更加和谐，我
们的国家会成为文明、昌盛、礼仪之邦。为政方面，孔子讲
得最多。可我是幼儿教师，对这一方面也不太感兴趣，就草
草地看了一点。自然，虎头而蛇尾也是很正常的。虽然这本
经书我没读完，但已从中受益良多。所以有时间和精力的话，
我一定会仔细的重读几遍，细品其中。

孔子读后感篇五

今天，爸爸给我拿来了一本《中外名人故事》，我一看到这
本书，就迫不及待地翻开了第一页，第一页讲的是文化巨
人——孔子，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
家、儒学家。孔子小时侯是一个相貌有点丑陋的人，他头顶
周围高，中间低，很像他家门前的尼丘山，于是，家人为他
取名“孔丘”，他虽然长得不是很好看，但他聪明伶俐，学
东西一遍两遍就学会了，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但他在逆
境之中，一直发奋读书，从不放弃任何学习机会，功夫不负
有心人，孔子终于成为了一个大教育家。

看了这篇文章，我觉得自己和孔子比起来学习条件很优越，
我更应该好好学习，做一个勤学好问的学生。

以上是小编为你整理的'孔子的故事读后感200字，希望对你
有帮助哦。

孔子读后感篇六

在这个暑假中，我和妈妈去了新华书店，我有幸看到了《孔
子智慧》这本书。当我拿回家看，我才知道这本书的博大精



深，这本书主要写了：孔子一生为追求自己的理想，周游列
国，四处奔波。他发奋学习，开创私人讲学的风气，广收门
徒。晚年的.孔子专心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整理《诗
经》、《尚书》等古代典籍，删改《春秋》，并致力于教育
事业。在《孔子智慧》中，特别选取古今中外典型事例对孔
子的重要着作《论语》思想作进行全面剖析。从不同的角度，
将孔子的思想重新归纳、整理，选取其侧重点，将世界着名
企业家及其为商之道或战略思想与孔子思想融会贯通。让读
者可以通过这些例子，领略精深的儒家哲学。

这本书上的故事数不胜数，有《包拯以身作则拒皇礼》、
《贾岛“推敲”》、《请君入瓮的周兴》等古代故事。在我
读完以后，我看到了孔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居敬兴简，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我想对各行
各业的人们都有所启发。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
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指
孔子说：“弟子在家就孝顺父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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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
再去学习知识，。”即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在团结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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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做人的立身原则做好了以后，再学
习文献知识，以开阔视野，丰富思想。“德，人之本也，本
立而道生。”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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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智慧》这本书，让我看学到了许多孔子身上的优点，
学到了关于孔子身上的知识。

孔子读后感篇七

印象中，自己以前从没有完整地读过《论语》，所幸多少知
道里面的一些传世名句。这次寒假，利用学校开展同读一本
书的活动机会，我才能静下心来系统地读了一遍《论语》。
语录体的《论语》文字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内容包罗万象。
除了记载伦理、教育、政治、文学、哲学、艺术这些大的方
面之外，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中不乏闪烁智慧、
蕴含精深思想的语句。所以，它不愧为儒家学派最重要的经
典著作，至于《论语》之在中国，犹如《圣经》之在西方、
半部《论语》治天下等相关赞誉，并非没有根据。

读《论语》，各方面的收获太多了，三言两语是讲不清的。
这倒颇像该书语言简练而精髓不断的特点。俗话说，文能会
人，读着《论语》，孔子的伟大形象就像是穿越了两千年的
时光隧道，栩栩如生地立在你的眼前：一位身怀各种谋生技
能、又对生命、政治、教育有深隧洞见的能人；一个不因自
己地位的卑微而随波逐流，不停反省自己去伪存真，终生提
醒自己除恶向善的高尚贤人（我觉得称为圣人还是夸大了
点）；一个平生没有一部自己的著作，仅凭着学生们记录他
言行的《论语》就让后人受用终生，并因之敬仰和传诵的奇
人；一个自强不息，处于乱世而不放弃追求，用自己的心血
和生命来殉人生的理想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言行广阔地
论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汉武
帝因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以在中华大地生根
发芽，长久而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与人类文化长河中的其他现象一样，虽
历经沧桑，却总是生命之树常青，不断创造着人类文化的奇
迹。所有的一切，皆得益于多才多艺的孔子扎根于民族文化
又立足于个人所创造出来的大智慧。



读《论语》，不外乎在读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恕、
忠、孝、悌等思想。当然，这期间要辩证地看待这些学说，
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要独立思考一些自古以来有争议的处
世交友论调，比如中庸之道，比如无友不如己者。而且，我
们还会发现，当今许多为人、治学、从政的原则都出自古老的
《论语》。譬如：父母在，不远游。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道不同，不相为
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者，正也啊，太多了，不胜枚举。
于是乎，对孔子及其弟子又多了几份敬仰之情。

在其位，谋其政。身为教师，读《论语》过程中我最感兴趣、
最为关注的，自然是孔子在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事实上，
孔子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也最为辉煌。从教育的`视角来理解
《论语》，我们就会领悟到孔子智慧中的个体价值，以及孔
子尊重个体、弘扬主体，最大限度实现个体社会价值的良好
愿望。

首先，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
一的。他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君子儒，为此孔子将教
育内容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而置德行于诸
科之上。孔子认为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就需要提高个
体的修养，不断完善自我，以达仁的境界。从弟子入则孝，
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
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
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记得陶行知先生说过，千教万
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的这种教育理念，和孔
子提出的仁与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两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
为什么前后相隔两千多年，提出的观点却是惊人的相似？毫
无疑问，两人都是把仁与德当作教育的首要目标，不断提高
学生的修养与品德。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
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所以，我们也要牢记教育的使命，
努力培养当今社会主义需要的人才，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



毕竟，智育不好出的是次品，而德育不好出的则是危险品。

孔子主张，教育对象有教无类。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
夏与狄夷都可以接受教育。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
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豺狼的时代，孔子能对教育对象有如此
认识，并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无疑需要极大
的革命勇气与魄力，值得后人钦佩。由于孔子教学是来者不
拒，多多益善，故此，相传他门下的学生竟达三千人之多。

学生众多，可能是促生孔子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原因之一。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
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
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
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
的教育方法，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论语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
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
而》。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
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
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
导他。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
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注意循序渐进，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
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
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
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再来看看孔子的切磋讨论、教学相长。子贡请教孔子说：穷
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道，
富而好礼者也。子贡于是说：《诗经》云：‘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学而》由此可见，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在教学上是互
相启发、取长补短的。孔子认为只有师生之间互相启发，才



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反过来，颜回在孔子面前从来不提相反
意思，孔子就批评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孔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认为求学者要有
强烈的主体精神和求学要求。孔子还说：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论语公冶长》，这是以强
烈的求知进学精神启迪学生。

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循循善诱、循序渐进，教
学相长凡此种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无不给我们带来启迪
和思考，它们至今仍在我国甚至世界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
发挥作用。可以说，孔子在政治上虽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但在文化教育上却是成绩卓著的。正因为他将毕生精力贡献
给了教育事业，所以他对后世的教育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世界教育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读《论语》，老师们请多关注孔子作为教师形象出现的精彩
言论。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教师的典范，他所体现的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已成为中国教师的优良传
统。他是一个以德服人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对于社会和个
体人生都具有无限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
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历史的属性，但辩证地、客观地分析
评价其价值和内涵，发挥其合理的、普遍性的价值意义，对
于现代教育的发展以及教学思路的开拓必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