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孟子读后感(优质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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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孟子读后感篇一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孟子》这本书，这是一本能教
育我们怎样做人的书，同时也是一位良师益友，《孟子》的
读后感。

所谓闻名不如见面，今天，我就有幸读到了这本能让我们终
身受益的书。

关于教我们怎样做人的书我读的不多，但也涉猎过一些，比如
《三字经》、《弟子规》等。

但这本书对我影响比较大。

在这本书里有几个故事深深地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有一个
故事叫做《师友之道》。

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交友要做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孟子说过“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
友有心“，这“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人
际关系的基本法则，为政治应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才能维
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通过这个故事让我知道，交友不能看这个人的财产和地位，
重要的是看这个人是否有才能，值不值得让你学习，这样才
能交到真正的朋友。



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让我受益匪浅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
《成熟自己》。

在这个故事里讲的是仁义，这个经常听到的词，在孟子看来，
就好像良好的种子一样，种下去以后生根发芽，耐心呵护，
最终使之成熟收获。

如果种下去了，但没有收获，那和杂草没什么区别了。

这个故事让我懂得了，每个人都要追求人生目标，都要追求
自己理想的人格，如果半途而废，那自己付出的再多努力也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我通过读《孟子》这本书，使我真正的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我爱这本书，我不会忘记它的

孟子读后感篇二

最近，笔者通读了我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孟子》一书，颇有
些感想。

《孟子》一书的内容，总起来看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个
字“仁政”。大多数的篇章就是讲什么是“仁政”，如何才
能实现“仁政”。当然，还有关于修身、学问和教育等方面
的内容，暂不讨论。

什么是“仁政”?孟子在书中并未加以解释。但从《孟子?梁
惠王章句》等篇章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关于仁政的某些观
点。你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
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
其食，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
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
亡。”、“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
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愿藏于其
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愿出于其路矣。跟耕者
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天时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民为
贵，社稷次这二，君为轻。”、“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得天下有道：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
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说到底，仁政也
是两个字：“保民”。作者并椐此得出结论：仁者无敌。

应该说，孟子的`“仁政”观点，在20xx多年的封建社会里，
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经典，并被当作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长
期处于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孟子读后感篇三

读了孟子的《孟子》，我深深的被他博学而又仁爱的伟大胸
襟所折服。以前就知道我们的古人很厉害，但是他却又出乎
我的意料之外，比我所想的还要高出很多。现在让我来谈谈
读了《孟子》之后的感想吧，主要是关于国家发展这一问题
的。也希望你可以从孟子身上学到i一些于你有益的'知识和
精神。

一直很喜欢孟子的一段话：“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
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
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它的大概意思是说，
因为老百姓快乐而感到快乐的（统治者），老百姓也会因为
他的快乐而感到快乐；因为老百姓的忧愁而感到忧愁的（统
治者），老百姓也会因为他的忧愁而忧愁。因为天下人的快
乐而快乐，也因为天下人的忧虑而忧虑，如果能做到这样却



不能称王天下的（统治者），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因为这段文字，我联想到了我们中国的当今社会。因为我们
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制度，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关系着国计民生。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定要
保持着思想上的先进性，始终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坚持群众方向，走群众路线。只有做到这样，才能
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不偏离正确的方向。

而具体地说，就是在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下，
努力协调和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生
产力之间的基本矛盾，解决一切阻碍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就
譬如说，在最近的几年里，中国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愿
国民受苦，也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没有得到友谊的
事情让很多中国人很不满。在本国国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中
国的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
疗社保）下，为何没有加大力度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反而寻求
外在的好名声呢？就我个人而言，当然是觉得党和国家早日
解决这些在百姓眼里、生活中是大问题，与人民大众直接相
关的事件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有最广大群众支持的决策才是最容易施行和收到成效的。我
打心眼里不希望出现“政策的形成和施行吃力不讨好，还遭
民怨”的事发生，希望我们的党和国家在今后的决策中可以
更关注民生。

孟子读后感篇四

孟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一生
的经历很曲折，小时候的孟子因受环境的影响，很贪玩。孟
母因此搬过三次家，第三次家，他们搬在了一个书院旁边，
孟子因此变得非常好学，时不时跑过去偷听先生讲课，孟母
看到了很欣慰，就送孟子去上学。孟子在学堂里，经常因为
有自己的见解，而去顶撞先生。孟子长大后，创办了一个学
院，教导弟子。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仁义治天下，就



带着弟子们去游学。可是，无论他到哪个国家，没有哪一个
君王愿意接受，他们都是以战争的方式来打江山。到了老年，
他觉得自己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就回到家乡来教学。

其实，孟子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战争，会给人类带来
灾难，人们会无家可归。用仁义来治理天下，人们都会拥戴
这个君王，觉得这个君王是个好君王。

就像我们生活中，常常因为些小事，而动怒，打架，为什么
不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谈论，而是用武力来解决事情呢？现在，
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在打仗，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只会让人
们受苦，这些战争灾区的人们是无辜，为什么要他们来承受
这一切呢？为什么不能停下战争来谈判呢？这对双方都有好
处。

读了《孟子的故事》我感触很深，它让我明白了，无论做什
么事情，都不能用武力来解决，要用文明的方式来解决。

孟子读后感篇五

最近，笔者通读了我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孟子》一书，颇有
些感想。

《孟子》一书的内容，总起来看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个
字“仁政”。大多数的篇章就是讲什么是“仁政”，如何才
能实现“仁政”。当然，还有关于修身、学问和教育等方面
的内容，暂不讨论。

什么是“仁政”？孟子在书中并未加以解释。但从《孟
子·梁惠王章句》等篇章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关于仁政的
某些观点。你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
勿夺其食，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



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亡。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
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愿藏于其市矣。
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愿出于其路矣。跟耕者助而不
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民为贵，社稷
次这二，君为轻。”、“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
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说到底，仁政也是两个字：
“保民”。作者并椐此得出结论：仁者无敌。

应该说，孟子的“仁政”观点，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
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经典，并被当作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长
期处于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孟子读后感篇六

孟子，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跟孔子，是儒家学
派的鼻祖。

在了解孟子以前，我都觉得孟子跟孔子是同一朝代的，可是，
这本书刚开始看，就打破了我原先的想法。其实孟子是在孔
子去世后很久，才出生的。小时候，孟子就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他很崇拜孔圣人，十几岁的时候，他还去到鲁国，想找
孔圣人的门第来教自己，可是，孔子的徒弟差不多都已经逝
世了，于是，孟子找到了司徒牛，这时，司徒牛也已经是个
驼背老人了。司徒牛原是子思老师（孔子的学生）最重视的
学生，不过，一场疾病导致了他不敢见人，因为他的背上莫
名其妙地长出了一个"小山丘"，于是他隐居与树林里，谁也
没见过他，但是孟子找到了他，司徒牛听了孟子的讲述，决
定收他为徒，三年后，司徒牛让孟子离开了那里，劝他去更
加开阔的地方展示才华。



孟子泪别老师后，回家兴学育才，凭借着他的本领，孟子成
了有名的老师。

公元前347年秋，孟子带着几个门徒去了齐国。起先，他受到
了齐威王的欢迎，齐威王知道他是一个人才，但孟子齐国不
被重用，因为他坚持的是仁政思想，而齐威王却行霸道，他
想要把整个天下拒为己有，这下，孟子又拿出了最令我佩服
的"武器"——口才，他说话滔滔不绝，又因为他学士渊博，
知道的东西很多，随口就能说出大道理来，就是利用他的口
才，孟子成功说服齐威王行仁政，他给齐威王讲了很多道理，
搬出了他脑海里积蓄的知识，要是我是齐威王，都会听得晕
头转向呢！

78岁时，孟子决定辞了官衔，回家安享晚年，他知道自己时
间不多了，他觉得再怎么，也得绿叶归根，于是，在众人的
挽留下，孟子热泪盈眶地回了家，在齐国，他整整呆了35年。

85岁，古稀之年，孟子带着邹国百姓的叹息声，徒弟的哭声，
去世了。

出殡这天，雪更大，风更狂，连天地山川都为一颗巨星的滑
落而哭泣，各地百姓都赶到孟子的家乡，披麻戴孝，在风雪
的呼啸下把孟子送向天堂。

其实，就算是圣人，我也觉得他会有错的地方，孟子也不例
外，因为，孟子总是说，孔子说的都是对的，然而，孟子的
功勋远大与他犯下的错误，他谦虚，他好学，他还有一副好
口才。

看了我这篇读后感，你应该对孟子不只是孟母三迁的印象了
吧！



孟子读后感篇七

最近，笔者通读了我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孟子》一书，颇有
些感想。

《孟子》一书的内容，总起来看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个
字“仁政”。大多数的篇章就是讲什么是“仁政”，如何才
能实现“仁政”。当然，还有关于修身、学问和教育等方面
的内容，暂不讨论。

什么是“仁政”?孟子在书中并未加以解释。但从《孟子?梁
惠王章句》等篇章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关于仁政的某些观
点。你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
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
其食，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
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
亡。”、“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
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愿藏于其
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愿出于其路矣。跟耕者
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天时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民为
贵，社稷次这二，君为轻。”、“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得天下有道：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
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说到底，仁政也
是两个字：“保民”。作者并椐此得出结论：仁者无敌。

应该说，孟子的“仁政”观点，在20xx多年的封建社会里，
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经典，并被当作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长
期处于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孟子读后感篇八

利用业余时间，我仔细阅读了《孟子的智慧》一书，感受颇
深，主要有以下几点：

孟子十分重视立志，认为道德教育的首要问题便是“尚志”、
“持志”，即坚持崇高的志向。他提出“舍生取义”的理想
境界：“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生而取义者也。”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要求学生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不要贪
图物质生活的享受。认为志士仁人应该把道德理想放在首位，
就这点说，有合理的因素，但他把求生存的欲望与道德意识
对立起来，这也是片面的。

孟子强调学习、修身的关键在于自得。他说“君子深造之以
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
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他认为君子深造要有正确的方法，
这就是要求他自觉的追求而得到。自觉追求而得到的`，掌握
得会比较牢固，牢固的掌握了，就会积蓄得很深，积蓄的深
了，就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据此，孟子主张，学习的深
化，必须要有自己的收获和见解。尤其是学习中要有独立思
考精神，读书是必要的，但应求理解，而不能书云亦云，对
前代的文献典籍，不要轻信，不能盲从。

孟子认为，学习必须专心致志，不能三心二意，孟子举例说：
“今夫奕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奕秋，
通国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
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
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两个人同时跟一个围棋国手学习下棋，但结果大不相同，
这决非由于其智力差异，而是由于专心与不专心的缘故。因
此，孟子认为，学习必须专心致志，集中注意力，这是孟子
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科学原则。孟子主张专心致志



的同时，还提出了持之以恒的思想。他告诫学生说：“山径
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山间
小道经常去走就变成了一条路，如果有一段时间不走，便会
被茅草所堵塞。学习亦然。如果停下一个时期不用心学习，
学到的知识也会遗忘。因此，学习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
精神，他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
井也。”

有所作为的人做一件事如同掘井，掘到六七丈深还不见水，
就停止挖掘，结果等于没挖，这说明有为者必须有恒心，不
能半途而废。学习也是如此，必须坚持到底，不能功亏一篑。
孟子反对“一曝十寒”的学习态度，他说：“虽有天下易生
之物也，一日暴（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即
使是最容易生长的植物，如果晒它一天，冻它十天，也不可
能得到生长。都是反复强调学习要持之以恒。

学习主要靠学生深造自得、专心有恒，但教师也不是无所作
为的，教师的作用在于积极引导，启发学生思维，因此，教
学方法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
法。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
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
子之所以教也。”又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
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对学生，有的应及时指点，有的应成就其德行，有的要发展
其才能，有的可答其所问，不能及门者可以间接地进行教育，
甚至拒绝教诲。

最近几周，我完成了《孟子》这本书。

其书共分为梁惠王章句上，梁惠王章句下，公孙丑章句上，
公孙丑章句下，滕文公章句上，滕文公章句下，离娄章句上，
离娄章句下，万章章句下，万章章句下，告子章句上，告子
章句下，尽心章句上，尽心章句下。



其实，我对那些古文是一窍不通。但是后来，我发现家里实
在是没有什么书了，只能读它了。它里面有原文、译文和注
释，这也带个我了不少便利。一开始，我是按照原文、注释
和译文来读的。原本就不懂古文的我按照这个顺序读书，自
然更是“一头雾水”了。我是读着读着就不想读了。因此，
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直到几天后，我无意中先看
了译文，又看了注释，最后才看了原文，这样我一下子就可
以读懂了。真是太棒了！我终于成功了。

于是，在后面的阅读中，我是严格按照先译文，后原文，再
注释的顺序。我也明白了很多孟子的思想和道理，我受益无
穷。

孟轲的文字，已经是论点论据俱全，长于说理，不若《论语》
般读整书方知逻辑，也不若《道德经》玄妙牵强，读起来萌
化感比较强。《孟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先从一般事物说
起，再慢慢引出道理，让别人不知不觉间承认自己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