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语心得和论语感悟 读论语的心得
体会(模板6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优
质的心得感悟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秀心得感悟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
的朋友。

论语心得和论语感悟篇一

在《处世之道》中有这样一句“多思、多想、多听、多看、
谨言、慎行”。对于我们教师而言，能做到多听取师傅的意
见，多用心观察身边有经验老师的言行，多进行教学思考必
定能帮助自身提高教育教学的能力，此谓“多思、多想、多
听、多看”。而对于“谨言与慎行”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理
解。

首先，作为一名教师在与身边同事相处时做到“谨言”
和“慎行”非常地重要。俗话说“三思而后行”，无论是言
语还是行动都需要经过细致的考虑之后再去实践，在整个团
队中我更多地是需要学习、倾听前辈们的经验之谈，积极的
做好自己的工作，多干实事而不是夸夸其谈。融入团队，获
得更多老师的指导与帮助。

其次，在课堂教学中更应注重“谨言、慎行”。教师的言行
是影响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教学设计中，老师的每
一句话、每一个问题都应该经过缜密的思考，要注重课堂提
问的设计，问题要有明确的切入点，能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动，
也即“谨言”。一个鼓励的眼、一次轻轻的抚摸、一个善解
人意的手势都会带给学生无限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教师在课
堂中的教学行为同样值得谨慎考虑。



为此，我将把“多思、多想、多听、多看、谨言、慎行”作
为我为人、为师之道，相信它能让我不断提升自身的内在修
养、增强为人师表的人格魅力。

《论语》中的“仁”指的是关爱别人；而了解别人就叫
做“智”。她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的为人必不可少的就
是“仁”和“智”。我想在我们教学实践中更应该提
倡“仁”与“智”，通俗的说就是教师要懂得了解学生、关
爱学生。教师要了解、关爱学生就应该站到学生中间来，善
于从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也体现在两个方面。教师在课
堂教学中要充分解读学生，关爱学生。新课程标准下我们提
倡教师应该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课堂教学要让学
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充分体现民主与平等。教师在课堂中应
尊重学生，多鼓励孩子思考，使每个孩子在老师的期待中、
鼓励中去求知，去创新。教师在课下要做到“走近一点、蹲
下一点、微笑一点”，用心的去了解、爱护学生。多参与孩
子们的活动，多和他们谈心，听取学生的意见，让学生评说
自己，给自己的教学提出意见，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师生
关系。我想了解和关爱学生将是做一名教师永恒不变主旋律，
就看你是如何用心去做课上和课下的“仁者”与“智者”。

应该说阅读本书自己的感触是比较深的，给我的启示也很多。
我想一本好书需反复研读，才能更好地把握其中的精髓，有
时间我将再次细心研读一番，希望与读过此书的朋友们可以
一起来品味。

论语心得和论语感悟篇二

读圣贤书，立君子品，做有德人。

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沉淀在一本散发着油墨书香的《论语》
之中，任凭他在岁月的风箱里被剥落的斑驳朱漆，任凭他在
时间的长河中刷洗的一字不剩，然而这其中的灵魂所包含的
所有美丽文化都以他安详的姿态静静的躺在那泛黄的纸张上。



像阳光，播撒我心中知识的种子;像雨露，滋润我向善的灵魂。

同样的，孔子也是个孝子，大爱存在他的心中，不只是对人
民的博爱，还有对长辈们的孝爱。可是如今的人们渐渐地对
孝这个字的认识越来越淡薄，原本闪光的字眼逐渐褪色，逝
去了原本的光彩，而人也就因此这样坠入了一个他们自认为
的美丽却又失重的世界。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
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句话完全颠覆了平
日里人们眼中的孝子形象。也许你以为孝就是听父母的话，
帮父母干活，有好吃的就给他吃，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孝，
是在心理上的安慰，而不是物质上的丰富;是对得起父母的期
望，而不是为了他们的期望而去做一些损害道德的事情;是爱
自己，而不是不顾自己的安危让父母担心、忧虑。

在《论语》中有一句话令我深思熟虑：“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就是我们班这个小小的
集体也会有“姚明”“王羲之”“达芬奇”“宋祖英”“华
伦庚”“冰心”等。有的人学习不好，可是篮球却是动若脱
兔;有的人体育不好，可是书法却是龙飞凤舞;有的人书法不
好，可是绘画却是栩栩如生;有的人绘画不好，可是唱歌却是
娓娓动听;有的人唱歌是五音不全，却是满脑子的数学;还有
的人对数字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倒是写起作文来便妙笔生花
了……都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话不假啊。每个人
的优点都值得我们去学习，每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人都能够成
为我们的良师益友，教导我们，使我们更上一层楼。我们要
多向我们身边的所谓平凡人学习他们好的一面，就像是置身
在一片树丛中的一小株嫩苗，在旁边许多的植物滋养下茁壮
成长，并且长成一棵坚韧不拔的大树。树之所以高大，因为
有了嫩苗;山之所以伟岸，因为有了石子;海之所以壮阔，因
为有了水滴;人之所以闪光，因为有了那些所谓的平凡人!

《论语》是道德与智慧的凝结，是中华文明的汇聚，是一位
谆谆教导的老师教会了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更是引领我么
向上的阶梯。



薄书一本，细读一遍，终生无悔。

论语心得和论语感悟篇三

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从论语的洋洋万言中，每
个人都可以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人读出了“士不可以不
宏毅，任重而道远”的凌云壮志，有人读出了“朝闻道、夕
可死”的求知之心，而我读论语，更多的则是像看到一个长
者坐在一群年轻人中间，同他们畅谈自己的人生感悟，试图
让他们懂得：人应该如何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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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基础
教育工作者，这正是我们最需要传达给学生的东西。

人应该如何生活呢?孔子给出的第一个答案便是“爱”。读过
《论语》的人都知道，孔子最看重的东西似乎是“礼”，如
何宴请宾客，如何侍奉国君，所以礼节他都一板一眼、严谨
无差，并认为礼乐是治国安邦之本。但孔子又说：“人而不
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在他看来，没有仁
爱的根基，礼也是无用的。这点孔子曾反复阐述。尤其是对
父母之爱。他谈论孝，人人都说孝就是奉养父母，而他却说
如果不能从心底里敬爱父母，这又与饲养犬马有何区别?事实
上，也只有基于真诚的亲子之爱，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孝道。
当别人向他请教治丧之礼时，他简洁的回答：“与其易也，
宁戚”，与其在面子上搞得隆重，不如从心底里真的为逝者
悲伤，一场充满爱的丧礼，才是对死者真正的尊重。其实，
不论是古今中外，对于任何人来讲，爱都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也是人们能够达致幸福快乐的阶梯，不懂爱的人便不会懂得
生活。但今天的孩子呢，他们受过更好的早期教育，很多孩
子比我们那个时候更聪明更灵巧，却很少看到他们对父母的
体谅和感激，父母尽最大所能给了孩子一切，让孩子觉得接
受别人的关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却独独忘记教会孩子如何
去爱他人，而爱的缺失，不仅仅会让孩子在今后的集体生活
中遇到种种挫折，更重要的是，心中没有爱的人，无法体会
到生活中最高的快乐。因此，真诚的仁爱之心，是孔子反复



向他的学生所强调的，这也应该是古今中外教育的永恒中心。

《论语》所传递的第二个生活的要诀，便是保持平和的心态。
生活中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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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学生不高兴的问他，怎么君子也会穷呢，他淡定的
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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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并不掩饰对富裕生活的向往，
他坦诚的说：“如果能够发财，那么即使去做辛苦的事情，
我也愿意。”但他也并不强求：“如果发不了财，那么我就
去做我所喜爱的工作。”达致幸福的路径有很多，金钱并非
唯一途径，关键在于内心的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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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自己心灵的安稳和快乐，因为
他们的喜怒并不依赖于外物，而存在于内心的安详与平和。在
《侍坐》一篇中，他让几个徒弟各述其志，对那些看似远大
的抱负，他置之一笑，而当曾点淡然说出自己的人生愿望只
是在春风中与童子嬉戏时，他却赞许的点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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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活在世上快乐与否，很重要的因素，取决他能否在人际交
往中得到快乐。孔子强调在人际交往中，要保持自己人格和
心灵的独立性。他用一句话为这个原则做了最好阐述：“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告诉人们，与朋友之间，
不管相处的多投合多愉快，也不用强求两人观点完全一样。
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应该能够保持内心精神世界的独立。
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进而获得真正的友
情。当受到他人伤害的时候，他不赞同无原则的以德报怨，



因为善待对自己坏的人，实际就是怠慢了真正对自己有恩德
的人，所以他认为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也是做
人原则性的体现。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要有自己的坚持和
原则，这点说来容易，但它需要个人有足够的判断力，有足
够强大的内心世界，才能够知道什么是自己应该坚持的，什
么是可以包容的，什么是应该反击的，这一切的前提，便是
个人具有精神上的独立性。最能体现这种独立性的，便是那
句著名的“不怨天、不尤人”，这是一种充分自我负责的态
度。有了精神的独立性，便能够在任何情况下独立承担其自
己的责任，而不是从外界或他人身上找借口，也只有这样的
人，才能在逆境中奋发而起，不论外界条件是贫是贱，是乱
世还是太平，他都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除了这些精神层面的生活以外，孔子还很关注人们日常的行
为。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孔子对“玩”的态度，他把玩看作是
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完整的人生需要有充分
的消遣和游戏。在“志于道、依于仁”的同时，他也不
忘“游于艺”，当他闲居在家时，一改在朝中谨慎之貌，而是
“申申如也”，放松自然。当看到别人饱食终日，他便劝人
下下棋，也是很有益的活动。总之，生活的快乐总是可以自
己寻找的，生活的色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

我感觉《论语》和其它经典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关注的是所
有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才能够达致
幸福，它是温暖人心的。而如何生活，是我们每个人在学习
其它各种知识之前最应该学习的，也是我们教师最需要传达
给学生的，因为它关乎一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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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心得和论语感悟篇四

我们交朋友一定要善交益友，远离损友，学习论语心得。所谓
【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是孔子【论



语、季氏第十六】。最近我翻阅了学习论语方面的书籍，才
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

益友之一：直

直是正直，直率，直言不讳。一个正直的人，会受到朋友的
欢迎和尊敬。和正直的人交朋友，我们会受到他的人格的影
响，从而使我们做人有责任感，说真话，做实事，对于任何
事物，既心态平和又坚持原则，这样，能给我们带来许多财
富：友谊，信任，钦佩和尊重。人类之所以充满希望，其原
因之一就在于人们对正直具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识别能力——
而且不可抗拒地被它所吸引，所以孔子说正直的朋友是好朋
友。由此可见，【友直】就是朋友为人正直，坦荡，没有谄
媚之色，没有奉承之心，这样的人是能够成为好朋友的，我
们要和这样的人做朋友。

益友之二：谅

友谅，就是诚实的朋友。

看到的是什么，就说什么;心里头怎么想的，就让它怎么表达
出来，这是诚实的表现。诚实最主要的在于不假不欺，这里
的不是内不欺己，外不欺人。诚实的人，言行一致，不文饰，
不虚美，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诚实的人总是以真实的一面
出现在朋友面前，不管什么人，也不管什么时候。所以诚实
的人总能嬴得朋友的信任。

我们通常把【诚实】与【可信】联系起来说，这其中【诚实】
是前提、是原因，【可信】是结果。诚实是一切品德的基础，
和诚实的人交朋友，我们的心灵是妥帖的，是安稳的，我们
的人格也会得到升华。

益友之三：多闻



多闻，就是见闻广博，知识面宽，它常和【博学】一起出现。

博学多才是在广泛涉猎后的开阔思想下研究、寻求突破口，
是在博览群书后高屋建瓴，产生新发现、新观点。博学多闻
的人，在事业上屡有建树，因为他们知识丰富胸襟远大，思
路开阔，不但不会死守条条框框，而且，有明确的目标和犀
利的目光，更不会盲目行事，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会增长我们
的见识，丰富我们的知识。友多闻，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
助益。

【友直、友谅、友多闻】，【直】的朋友可以做镜子，帮助
我们通过自省而成长。

【谅】的朋友能够分享快乐，减轻痛苦。

【多闻】的朋友能够以他们的知识滋润我们的成长，以他们
的行动作为我们的榜样。

有一个诗人写了这样一首小诗：

欣赏你的人可以使你充满自信，

批评你的人可以使你愈挫愈勇，

伤害你的人可以使你更加坚强，

痛惜你的人可以使你知道感恩，

依赖你的人可以使你拥有能力，

想依靠的对象可以让你歇歇脚。

总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仔细观察身边
的每一位朋友，看看他们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从而靠
近他们，亲近他们，交一批益友。



论语心得和论语感悟篇五

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对于我，就像是人生中的良师益友。
于丹教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为我们解读了一个亲切而温暖
的孔夫子，让本以为莫测高深的《论语》变得通俗易懂。每
读一遍，总会有不同的感触。作为一名教师，更是受益匪浅。

“仁恕”是孔子儒家理论中最精髓的东西。于丹教授在“天
地人之道”中解读了“关爱别人，就是仁”；“恕，就是宽
容的力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人不仅要拿得起
放得下，还应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对于教师，就是要
将心比心地理解学生，关爱他们，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关爱
学生，我们不仅要关心学生学业上的进步，知识的积累，身
体的健康，更要全方位地关爱学生，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
关心他们正确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关心他们的精神需求，
关心他们各种能力的培养。爱学生就要本着平等的心态去尊
重每一个学生，倾听他们的意见与呼声，给他们足够的宽容
与理解，体谅他们的烦恼与苦闷，肯定他们的进步与成长，
让每个学生每天都能感受到老师对他们的爱与尊重，那么他
们将来也一定会是一个充满爱心，尊重他人的人。

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每天接触各种性格鲜明的学生。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过分的
苛责或训斥，只会让学生的心离我们越来越远，它远不及宽
恕的力量那么恒久伟大。学会了宽恕，我们才能让自己走进
学生的内心，了解他们的真正需求。同时，宽恕别人才能让
我们享受心灵的安宁。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应少一些抱怨
和指责，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少一些批评和训斥，多一些赞
扬和鼓励；少一些歧视和误解，多一些尊重和理解。

于丹教授写到，一个人的视力是有两种能力的。一个向外去
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另外是向内心无限深刻地发现内心。
孔夫子教给我们快乐的秘诀就是去找到内心的安宁。《论语》
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



的快乐生活。于丹教授认为，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
富无关，于内心相连，对此我深有同感。在现在这样一个物
质生活富足的时代，人们都在拼命为了丰厚的物质生活而努
力打拼。

作为教师，我们能否抵抗各种物质的诱惑、安贫乐道，严峻
地考验着我们的意志。我也向往富裕的生活，但我更享受心
理上的满足和成就感。感谢我的学生们，是他们的成长让我
充分地体验到当一名教师的幸福和快乐！每当看到学生脸上
那豁然开朗的表情，每当看到学生变得越来越懂事，每当听
到学生金榜题名的消息，那就是我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在
学生人生成长的道路上，自己能起到引导、扶持的作用，帮
助他们健康成长，我为此感到自豪，并甘愿为此终生努力。
虽然在物质上我不富有，但精神上我是一个富翁。正如于丹
教授所说“如果能用内心的富足与饱满，能用一种内心鲜活
的力量去弥补这些遗憾，那你就会成为一个坦荡磊落而勇敢
的人。”孔子倡导的“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说的就是这样的境界。

在《心灵之道》中于丹教授说，每个人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
和不如意的事情。如果你放不下这种缺憾和不如意，那你就
永远活在阴影中。也许我们无力改变生活中的缺憾，也许我
们不能避免人生的苦难，如果你用不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
的缺憾和苦难，你就会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作为教师，我
们生活、工作在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中，烦恼、苦闷和压力
每天都伴随着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烦心事和缺憾，心态不同，
结果会完全不同。我教两个毕业班的英语课，课时多，要求
高，班里学生基础差，每天备课批作业头昏眼花，身体疲惫
不堪。但我告诉自己：备课既是为了教好学生，又是为了让
自己不断进步；批作业工作量虽然大，但能保证课堂上的高
效率。

遇到学生出问题时，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应学会遇事冷静，
有耐心，不能让坏心情一直阴霾不散，否则会影响你的工作，



甚至是你的生活质量。

再比如，每次考试结束成绩出来后，学校都会做成绩分析，
老师们对此倍感压力和烦恼。有的老师会因为成绩不佳而寝
食难安，有的老师对学生良莠不齐而抱怨，有的会为成绩和
自己的付出不成比例而郁郁不乐。总之，考试成绩出来后，
老师们内心苦闷又无处诉说。其实，我们应该像《论语》教
给我们的那样，放开心态，正确看待成绩。有些缺憾是我们
必须面对的，不要埋怨学生懒惰，不要抱怨领导不近人情。
而是应以积极地心态去思考，总结经验与不足，知道我还能
做些什么，同时更应看到，班级有很多学生在我们的帮助下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说明我们的教学并非完全失败。只要我
们认真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找寻更好的适合学生的教
学方法，相信曙光就在前面。于丹教授说，承认现实生活中
的不足，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不足，这就是《论语》告
诉我们如何对待人生缺憾的态度。也正如人们常说的：记住
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每次读于丹的《论语心得》，我都会产生很多的共鸣，也总
会有所感悟，有所收获。它已植根于我的心中，成我流淌在
我血液中的精髓。感谢于丹教授，感谢我们伟大的圣人—孔
子！

论语心得和论语感悟篇六

儒学的思想正日益渗入到人们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方方面
面。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每读一次孔子，自己都能收获很多的
东西，比如：

当读到“道听途说，不足为缺时，我懂得了，一个传闻，入
乎耳，出乎口，不经过考证和内心的思考就说出来，委实轻
率，不负责任，但现实中，偏偏又很多人，喜欢传播这种小



道消息，飞短流长，看着闹得满城风雨，心里竟会有一种莫
名的兴奋，其实，无论是从道德还是现实做人来讲，这种心
理行为，我们都应该摈弃。

当读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 ”，挺有感触的，对父母孝顺，是从古至今我们中
国人最看重的道德要求之一，甚至常常拿是否孝顺评价一个
人的好坏，判断这个人是否值得信任，值得交往。“孝”是
一个为人子女应尽的义务，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中又有多
少子女做到了呢 近些年来，受西方所谓的“自主独立 ”意
识的影响，年轻人不愿依赖父母的同时，也把孝的意识抛到
了脑后，也许真到我们切切实实想为父母做点什么的那一天，
可能只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了。

当读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我意识到了，做人得将
心比心，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也别硬塞给别人;自己想要站住
脚，也得先让别人站住了才行;自己想要有所成就，也得成全
别人有所成就的梦想。

当读到“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时，一位仁
厚长者的形象呼之欲出，他宽宏大量，与人为善，他教育弟-
子们，要多看人家的好处，进步的地方，也许我们永远都无
法成就，也绝少拥有孔子那样的胸怀，但我们应该尽量的从
中汲取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