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语读后感想(汇总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论语读后感想篇一

从论语的洋洋万言中，每个人都能够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作为一个基础教育工作者，我懂得了：人就应如何度过自己
生命中的每一天，作为一个平凡人，就应如何过好自己的人
生。其实，这正是我们最需要传达给学生的东西。

心并不真的认为君子务必治国平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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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人们就应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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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学习的，也是
我们教师最需要传达给学生的，正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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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天这个充
满了诱惑和选取的年代，孔子的生活之道值得我们去用心感
悟。

论语读后感想篇二

孔子学生众多，而且性格各异、年龄参差不齐，因此孔子将
学生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的学生教学内容也因人而异。他将
学生按智力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类，按性格分成狂者、
中行、狷者三类。学生不同的智力接受能力不同，不同性格
学习兴趣不同，分类不是为了给学生定性，而是更好的进行



因材施教，让每位学生都能获得成长。我在这想谈的是在我
教学的这段时间里，遇到很多有趣的学生，有调皮捣蛋的，
有沉默寡言的，有我行我素的，对于这些学生，刚开始对于
他们，我可以说是无计可施，但是经过时间的推移，慢慢地
我发现他们总想着做一些事来吸引别人，只不过做的这些事
大多都不是很好的事，有时我就扮演和他们一样的角色去和
他们交流，在这些交流中，我懂得了一些词需要我们老师去
践行，一些事需要我们老师去做，那就是尊重，理解，宽容
每一个学生；要去善待学生的错误，要去用关心融化学生的
不足。对于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交流方式，走进内心，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从而让学生对本学科燃起希望之火，在音
乐课堂中找到一片自己的情感乐园！

孔子在教学上提倡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以达到教
学相长的效果。赵校长也曾说过：“班级前十名孩子的智商
不亚于我们老师”。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前
段时间有位小女孩跑到我面前问我老师你会唱《最美的期待》
吗？当时我楞了一下，这不是抖音里面的吗？看着她充满渴
望的小眼神，感觉她想做我的小老师，就说了句不会啊！读
后感·她开心的说那我来教你吧，她唱了几句我就和她一起
唱了，这时学生就说，老师你骗人，你不是说你不会唱么，
我笑了笑，最后这个小插曲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了。后来
我发现我和这位小女孩之间的距离在无形中被拉进了，同时
她在常态课上表现的也很积极！

有友善的朋友在身边，那是件快乐的事了，这是我在工作这
段时间里对这句话的理解。第一，和学校里的老师做朋友，
朋友不仅仅只在处室内，还有在校园内相遇时的点头微笑，
彼此之间谈谈工作，谈谈学校生活；第二，和社会上志同道
合的人做朋友，一起讨论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喜好，一起交
流学习增进自己，那会是一种享受；第三，和学生做朋友，
做好良师益友这个角色，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拉近彼此的
关系，同时引导他们如何去生活，去学习，如何快快乐乐的
成长！



万世师表，三尺讲台，站上去的是一份沉重的责任，古人亦
如此，今人亦不甘平庸！

论语读后感想篇三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
好像鸟儿没有翅膀。”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老师让我们每
星期做读书笔记积累好词好句。老师告诉我们读书一定要三
到：谓心到、眼到、口到。这样才能把书读好，做一个充满
智慧的人。

我读过一本书《论语》这是儒家经典。书中既有对社会、人
生美好蓝图描绘，又有人性与政治、道德文化里面故事十分
精彩让我特别喜欢。

记得有一篇是这样：东汉时期天文学家张衡，他的祖先是名
门，到了父亲那代家败了。张衡从小就生活得十分清苦，虽
然家境贫寒，但张衡从不自暴自弃，放纵自己，反而更加努
力他天生聪明，十分好学。通过各种办法找书来读，他对知
识十分渴望。他喜欢晚上一个人对着天空数星星，满天星星
吸引他渐渐地他对天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他喜欢听祖母讲婵
娥奔月的故事，他边听边思考，为什么晚上会有月亮，白天
月亮到那里去。祖父留下好多书，他用几年时间就全部读完。
张衡和书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我读了这篇故事深有感触，我想一想平常就有些惭愧。以前
爸爸妈妈让我多写一些字，我就不高兴，一会儿跑来跑去，
一会儿看电视。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心里总有委屈，就知道让
我写字。有一次，我把作业本上的字写得东倒西歪。妈妈看
见了让我擦掉重写，我不但没有写好，反而把作业本弄破了，
妈妈狠狠地打了我，让我道歉，我也要把自己想法说出来，
才认错。可我想如果不是爸爸妈妈严厉也写不好今天的字，
我决定以后一定要听爸妈的话做一个学会感恩的好孩子。



书，使我开动脑筋，使我快乐，使我分真假，理解善恶，书
增长我知识开阔了我眼界，学会了感恩伴我成长。

论语读后感想篇四

我永远忘不了九岁生日那一天，姐姐送给我一本书——《论
语》。

看着这本装帧精美的书，我好奇地说：“姐姐，这是什
么？”“这是《论语》。”“写什么的啊？”“是写我们的
文圣孔子的。”我又追问道：“那孔子是谁？”姐姐笑了，
摸了摸我的头：“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
教育家，他有三千弟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世界上名
气最大的读书人，姐姐希望你做一个孔子一样的人。”我不
禁对这本书肃然起敬，决心好好读一读。

就这样，我和《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

看着看着，我渐渐喜欢上了这本书。每天早上，我一定要读
上两句孔子名言才肯上学；每天晚上，我一定要读上一个孔
子小故事才肯睡觉。姐姐一回家，我就缠着姐姐谈孔子，说
《论语》。姐姐说我都快成“《论语》迷”了。不出半年，
我就把《论语》背得滚瓜烂熟了。

从《论语》中，我学到了许多人生道理。

有一次，我和好友吵架了，原因是我没有如期归还他的笔。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却坚持要我认错。当我一想到
《论语》中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便马上醒悟，向好朋
友道歉了。

还有一次，我语文考砸了，非常沮丧，心情和天空一样灰蒙
蒙的。可我一想到《论语》中的“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
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明白了失败的缘由，立马恢复了



信心。

我感谢《论语》，因为我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懂得
了自己不想要的不能强加给别人；我感谢《论语》，因为我从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中懂得了要虚心向他人学习；我感谢
《论语》，因为我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中
懂得了一个人不一定要什么大志向，一个最朴素最深刻的志
向也许是最好的……我感谢《论语》给了我知识，给了我力
量，给了我光明，让我在国学的浸润下茁壮成长。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转眼间，《论语》已陪伴我三
个春秋了。我愿《论语》伴我长大，将来成长为一个孔子一
样的人。

论语读后感想篇五

对于整个东方的文化而言，孔子也许算是最特殊的存在。西
方人总试图将儒学作为宗教理解，他们所看到的孔子是一位
精神的偶像，也许，如果所有无法摆脱的精神制约都可以视
为宗教的话，孔子确实是这样一种后果的直接缔造者。但实
际上这种认识存在非常大的偏差。虔诚的教徒永远不能理解
的是，在中国宗教始终不过是无数围绕“治世”而采取的手
段之一，不会有一个帝王真的允许哪个宗教来控制他世俗的
天下，所以也不会有哪个人怀着神圣的心情认真去探讨神存
在的可能性。中国不会出现像文艺复兴那样的人性觉醒期，
因为中国人的眼睛，从来没有片刻从人生活的世界移开到上
帝的宇宙中去过。中国的哲学是彻头彻尾经世致用的哲
学。“子不语”所表达的表象的敬畏之下实质则是漠不关心，
以致所有“怪力乱神”在最初就驱逐出了研讨的范围，也使
得在后世这种实用主义的风气经年不绝。

然而着眼于现世，却并不意味承认现实。

东方的读书人，总是怀有类似“劝世”的情结。所以孔子长



久担当的真正角色是教育者。在他本人的时代，儒学倡导的
是人的自制，上至君王，下至草民，人应该使自己向一种理
想人格趋近。孔子将之定义成为“君子”。通过强调人的修
身与自省，孔子宣扬当一个君主的自我修养达到完善，那么
他的权力就可以通过最和平高贵的方式来保证。这不能不说
是一种天真，因此我们看到后世虽将孔子本人拜为先师，却
没有几个强大的君王是按照他的理念在经营他的政权。尽管
如此，那些对于理想人格的设定却并没有被轻贱。今时今日，
中国人的`道德标尺也依然围绕着它们，谦逊淡定博学慎行的
君子形象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始终被向往，但它一直以来被推
崇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谁也还没见过它的完成。那些劝诫
简短如“不迁怒，不二过”，如“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
往不咎”，却无一不是包含了对于自身情绪与意识的双重控
制，“君子”是一群有着绝对精神力的人，从这种意义上看，
孔子相信个人意志的力量胜于环境的影响力，因为在他的描
述中，“君子”无所谓贫富职业境遇，他们从不慌张，从不
刻意争取，永远只是物来则应随遇而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
变色，而一旦被委以大任，他们又能把一切都做得很好。

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悖论。

儒学的本末，都成为这个悖论之下的一个圈套。这个圈套的
根基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假设，它决不可能实现，同时任何理
论又都不可能推翻它，结果就是连它的创造者本人也被它套
了进去。讽刺的是现实之中，孔子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应
该只是做好全部的准备来等待时机的降临。众所周知，孔子
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试图说服那些绝不可能——按照他
所说的，去重现一个绝不可能回到的美好过去——的君王的
努力中。这是非常悲哀又奇怪的事。我们看到过最标准的智
者形象，是像老子那样遁世于飘渺的。因为如果看清了全部
的现实，就会明白要改变已成规矩的方圆只能是种妄念。我
很难相信孔子真的认为他所理想的世界可能到来，他所留下
的形象也从来不是这样一个野心而自负的人。在他所留下的
关于自己理想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和所谓“治国平天



下”截然不同的方向。他喜欢音乐，向往沐风逐月的清逸闲
悠，崇拜老子，直言见老子犹见真龙。但是最终他一天也没
有真正去落实过他的憧憬，他舍弃了清高与优雅，以卑微的
姿态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试图用老迈的身躯挡住滔滔的江
水。而这一切的理由，也许只是出于一种悲悯与责任感。他
背负了整个时代的理想与现实。他的智慧一定使他看到了未
来只会是现实的不断重演，被遗忘的美德从不会被唤醒，就
如它们从来不曾真的存在过。带着这样的矛盾与感伤，他一
生都在做一件明知不可为的事。如同一句古老的箴言所说：
巨大的悲悯，超越了善。他注定会失败。他成为了不可被战
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