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文化对孩子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读后感
(汇总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儒家文化对孩子的影响篇一

《论语》为政篇，是学而篇的一个延续，学习之初要有美德，
学习运用中，美德之用也是无法或缺的。如开篇第一句“为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用道德来治理国
家才会使自己像北极星一样，别的星辰都围绕它。就说明了，
德的重要性，这也说明为政之人同样也需要有诸多的美德才
可达到，此种效果。

围绕德这个主题，《论语》为政篇讲到何为孝，讲君子不器，
讲信之重要性，德是为政之源，使看似散乱的为政篇，主题
鲜明，条理清晰。

在德的主题下，又穿插了学习，“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经典谈论学习的名言，很难和为政相联系，但是无论做什么，
都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都是学习、实践、思考，再学习、
再实践，在思考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学
与思的结合，只有如此才可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
也不愚。”从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就可得知，只要懂得学与思
的结合就没有愚蠢的人。孔子言传身教，以自身所感教育学
生，学与思的结合受益终身，“吾十有五而志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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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习，三十岁说
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不致迷惑，五十岁能领悟天命，六
十岁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七十岁能
随心所欲，有任何念头不会越出规矩。

因此德是做人之先，成事之基，学与思是达到成事目的的必
经之路。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时代变
迁后的今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学习了儒家思想后，我
有了很多的体会及想法。

学习了儒家思想，深深地体会到“仁”的核心，“仁”字虽
然简单，所含的意蕴却是深刻的，在这个社会里，如果每个
人都能心怀着一个“仁”字，那些大义不道，烧强掠夺，不
孝不敬等不良行为也就不会发生，人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美
好，社会也会更加和谐，这令我想起了陶渊明的“世外桃
源”，我认为，“世外桃源”就是一个充满“仁爱”的世界，
在这个充满仁爱的世界里，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爱互助，生
活得非常和谐美好。而我又认为，儒家思想不仅是提倡
用“仁”对人，还提倡用“仁”来对待自然，心怀“仁爱”
的人是懂得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而不是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
破坏自然。儒家思想提倡的“仁”是需要我们好好学习思考
的，获得“仁爱”之心，最重要的是自己有那种想要达
到“仁”的决心，就像孔子说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

学习儒家思想，习得了进取的人生态度。人生活在世界上，
有进取心和能够独立自主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要有进取心才
能够不断地取得进步，从而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仔细想
想，我觉得作为一名大学生，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很重要
的。因而在平时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必须要培养自己的进取
心，不断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儒家思想还提出了很多怎样与别人相处的问题，这让我受益
匪浅。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信用问题和“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

人在社会里生存，就要懂得怎样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重要的还是要诚信。从小学到大学，
老师强调得最多的就是做人要讲信用，只有讲信用的人才能
得到大家的相信。但放眼当今社会，不讲信用却大有人在，
翻开报纸，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不良商家为了一己私利而
在商品里加入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或者制造假冒商品的新闻，
这是商家们不讲信用的最典型的例子。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怎样做到诚实守信呢？学习儒家思想后，我总结了
几点：首先，在作出承诺之前要好好想想自己的实际情况，
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兑现这个承诺。

其次，做出了承诺以后就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兑现，不能
轻易放弃。最后，如果尽了最大的努力后，承诺还是因为意
外情况的发生而无法兑现，要及时向对方说清楚，请求对方
原谅并且与他一起想办法。我觉得一个人若能做到这几点，
那他便是个讲信用的人了。

同时，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让我体会很深。
在与人交往中，我们确实需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要懂得
将心比心。把自己不喜欢的，厌恶的东西扔给别人的人是不
礼貌的，同时也是自私的，这样的人是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的。在日常生活中，这句话总在时时地提醒着我要多点考虑
别人的感受，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

因为自己是个师范生，以后成为一个教师的机率很大，而学
习儒家思想能给我很多关于以后从事教育事业的感想。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思想强
调教师要以身作则，在学生面前树立好的榜样。一个做到以
身作则的老师能得到学生的尊敬，同时也能对学生起着持久



的积极影响。所以，现在我就必须要好好地充实自己，增强
自己，不仅要知识扎实，丰富，还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心
理修养。并且，在未来的教育事业中，要求学生做的事情自
己要先做到。

孔子说：“有教无类。”我想，作为一个教师，明白到这一
点是很重要的。一个班的学生，有听话的，自然也有不听话
的，有聪明的，也一定会有天资不是很好的，而当老师的就
应该对学生一视同仁，不能因为学生不听话或天资不高而对
他们漠不关心，忘记了每个学生都有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儒家思想强调德育，认为德育是教育的中心。这一点给了我
很大的启发，是的，一个人连基本的道德素养都没有，那他
再学习也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所以倘若以后我真的成为一
名教师，我一定不会忽视道德教育，不仅要教书，还要育人，
让我的学生不仅学到科学知识，还要学会如何做一个有道德
的人。

儒家思想是蕴含非常丰富的思想体系，学习儒家思想后，我
学到了很多，也有了很多体会，但毕竟自己的水平还是很有
限的，所以，我决定，在以后我将会继续学习儒家思想，希
望能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及体会。

儒家文化对孩子的影响篇二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倡导和积累的、
经过凝练而成的一种价值理念。如果说企业是船，那么文化
就是帆，没有帆，企业就无法远航。文化引领企业的发展方
向。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它会产生自然的影响力，润物细无
声，可以抢占人的心智、牵引人的思想、驱动人的行为，具
有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企业能否做到百年不衰、基业长青，关键看企业的核心价值
观是否被认可。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精神，是企业文化的魂魄，



贯穿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现如今，有些企业为了
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段、违背商业伦理、置社会责任于
不顾，甚至丧尽天良，生产伪劣产品，如“奶粉污染事件”、
“瘦肉精事件”、肯德基“速成鸡事件”……这种赚取不义
之财的实质就是核心价值观存在重大问题。正确的核心价值
观是先进企业文化的灵魂所在。要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关
键是塑造核心价值观，否则企业文化只能是流于形式，缺乏
内在生命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源于日美风靡全球的企业文化进入我
国，对我国企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30多年改革开放
中，我国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
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定位
出现了方向性错误。一些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
段，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塑造企业核心价
值观就显得尤为重要。

儒家文化对孩子的影响篇三

我对儒家经典有所爱好，《论语》、《孟子》等也读过一些。
经过张教授讲座指导，我对儒家学说有更深的认识与提高。

1、儒家哲学是积极有为的哲学，要求人不断努力积极进取，
对现实工作是有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对在机关里混日子、不
作为是有力的针砭。

2、儒家的仁义道德、忠孝节义等核心道德观与以人为本、和
谐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是相融合的，一致的，必须
好好学习，学以致用。

3、对儒家思想要存真去伪，掌握真谛。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
年的流传，不断地有注释、增减。特别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有
利于自己的统治对儒学进行篡改和曲解，使儒家蒙受不白之
冤，不明就里的人受骗上当。如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孟子的“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似仇寇”到汉武帝和
董仲舒的手里就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又“刑不上
大夫，礼不下庶人”疑为“刑不逮君子，礼不逮小人”真是
天壤之别，必须睁大眼睛。

4、儒学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不能照搬照抄。如孔子轻视女子、
相信天命等，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提出的，现在社会形态变
了，科学发展了，摒弃一些落后观点是应该的，也是正常的。

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多人认为是一种等级观念。
我还认为更是要求每个人做好本职工作的观念。即君主做君
主的事，臣子做臣子的事，父做父该做的，子做子该做的。
在现代社会分工精细的社会里或单位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
责，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整个单位或整个社会也就好了。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又极大地避免有好处抢
着干，没好处踢皮球的现象。

我们提倡多奉献，但这种奉献是在本职工作上的多奉献，是
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尽力为社会、他人多做奉献。

孔子提倡等级这是对的，也是客观存在的，直到今天全中国
乃至世界，不管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均有等级，无可厚非。
孔子对不同等级有不同的要求，上等级必然高要求。所
谓“责大任大”。现在一些人论待遇，论级别，什么都要，
一个不能少；说责任，说付出只想一推了之，作为公务员必
受到唾弃。所以必须有上进心，必须做好与责任相当的事情，
争取做得最好。

儒家文化对孩子的影响篇四

儒家经典名言摘录

国学十六句



1、《论语》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2、《孟子》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
大丈夫。”

3、《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4、《中庸》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5、《诗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6、《易经》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7、《孝经》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8、《礼记学记》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9、《老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0、《庄子》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11、《三字经》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2、《弟子规》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13、《金刚经》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14、《心经》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15、张载：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6、孔子：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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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篇：

1、德者事业之基。《菜根潭》



道德是事业的基础。

2、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

做好事的家庭必给后代流下幸福，贯做恶事的家庭必给后代
留下祸殃。

3、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4、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尚书.周官》

讲道德，心安理得；做坏事，心劳日拙。

5、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尚书.周官》

财富可以修饰房子，道德可以滋润人身，使人心宽体胖。

6、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
惠王上》

尊敬我的长辈，继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我的子女，
继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子女。

7、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爱别人的人，别人永远爱他；尊重别人的人，别人永远尊重
他。

8、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这就是仁。

9、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先顾礼义后求利益才算光荣，先求利益而不顾礼义便是耻辱。



10、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
也。《战国策·魏四》

别人对我有恩德，不应该忘怀；我对别人有恩德，不应该不
忘怀。

11、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礼记·曲礼上》

对自己喜欢的人要看到他的缺点，对自己憎恶的人要看到他
的优点。

12、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与朋友相交往，说话要守信用。

13、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

君子以文章来交朋友，以朋友的帮助来培养自己的仁德。

修养篇：

1、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
《申鉴·杂言上》

为国而忧、为国而乐，这是君子的志向；只考虑个人得失，
这是小人的志向。

2、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汉·曹操
《步出夏门行》

3、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美。三国·蜀·诸葛亮《诫子
书》

不学就不能增加才智，无志向就不能成学业。



4、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唐·杜甫《前出塞九首之九》

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害怕吃苦？

5、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过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宋·宋轼《晁错论》

古代创立大业之人，不仅有超世之才，而且必有坚忍不拔之
意志。

志向不确立、犹如无舵之船，无绳之马，飘荡放纵，到何处
去呢？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检查自己——替别人办事没有尽心吗？
同朋友交往不诚实吗？老师传授的学业没有复习吗？”

8、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自己作风正派，不发命令政教也能顺利实行；自己的作风不
正，即使三申五令，别人也不听从。

9、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礼记·儒行》

广泛地学习永不满足，身体力行永不懈怠。

10、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董仲舒传》

羡慕水中游鱼，不如回家织网。

11、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孔子家语.颜回》

君子用行动说话，小人用舌头说话。

12、在上不娇，在下不谄，此进退之中道也。宋·王安石
《上龚舍人书》



处在上位不骄慢，处在下位不谄媚，这是进退的正确态度。

13、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讳过。明·海瑞
《治安疏》

有几分美就说几分，一丝一毫不虚夸；有几分过就说几分过，
一丝一毫不讳饰。

14、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清·朱柏庐
《治家格言》

做了好事就希望别人看到，这便不是真正做好事；做了坏事
唯恐人道，这便是做了大坏事。

15、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富贵不能迷乱心意，贫贱不能改变志气，威武不能屈节，这
才叫大丈夫。

16、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孔子家语·在厄》

17、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君子心地宽阔，小人经常忧愁。

治学篇：

玉如不琢磨就不能成为器物；人如不学习，就不懂道理。因
此，古代贤君，建国治民，都把教育放在首位。

2、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
子·劝学》

青色从蓝草中提取，但比蓝草的颜色更深；冰，是由水变成



的，但比水更寒冷。有成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养子不教父之过，训导不严师之惰。宋·司马光《劝学文》

4、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唐·韩愈《师说》

历来求学的人一定要有老师。老师，就是传授道理、讲解知
识、解答疑难。

5、雨泽过润，万物之灭也；情爱过义，子孙之灾也。明·吕坤
《呻吟语·礼制》

雨水超过了需要即成万物之灾害，宠爱过头，这是子孙的灾
难。

6、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尚书·旅獒》

造一座高山，如果少最后一筐土，则将前功尽弃。

7、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温习旧知识能有新收获，便可以做老师了。

8、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

9、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分昼夜。”《论语·子
罕》

意谓时光易逝，当自强不息。

10、人之于文学，犹玉之琢磨也。《荀子·大略》

人们对于文化知识，要象雕磨玉石那样精益求精。



11、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梁·沈约《长歌行》

12、积财千万，无过读书。《颜氏家训·勉学》

积聚万贯家财，抵不上读书有益。

13、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也。《中说·礼乐》

世界上没有不经过学习就能成功的人。

14、富贵比于浮云，光阴逾于尺璧。唐·杨炯《王子安
集·原序》

富贵尤如天上浮云，光阴才是无价之宝。

15、知不足者好学，耻下问者自满。宋·林逋《省心录》

知道自己不足的人一定好学，以下问为耻的人常常自满。

16、人不可以不学，犹鱼不可以无水。宋·陆九渊《与黄循
中》

17、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而有来年。
宋·朱熹《劝学文》

18、学无早晚，但恐始勤终惰。宋·张孝祥《勉过子读书》

学习无早晚，只怕开始勤奋后来怠惰。

19、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学道者须加力索。《菜根谭·后
集百九》

20、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论语·述而》



21、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22、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近思录·为学类》

胆要大而心要细，智慧要全面而行为要端正。

23、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诗·小雅·鹤鸣》

24、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礼
记·中庸》

25、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这是真正的聪明。

26、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论语·为政》

只读书而不思考无所收获，只空想而不读书，也只会疲惫不
堪。

27、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
子·劝学》

28、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宋·苏轼《送安惇
秀才失解西归》

学与问是相辅相成的，不学就不会产生疑问，不问就不能增
长学识。

艺术篇：

1、诗言志,歌永言。《尚书．舜典》

诗表达志向，歌抒发情怀。



2、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不学习《诗经》，就不会说话。

3、万卷山积，一篇吟成。清．袁牧《续诗品．博习

只有积累丰厚学问，才能写出一首好诗。

4、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清．王
国维《人间词话》

词以境界高为最好，境界高格调自然就高，自然就有名句。

5、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三国．魏．曹丕《典论．
论文》

文章是治国安邦的伟大事业，是传之不朽的大事。

6、所谓诗，所谓文，实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系焉。
宋．郑思肖《心史总后叙》

所谓诗歌文章，实际上都与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
相联系的。

7、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朱子语类》

道是文章的根，文是道的枝和叶。

8、观其文可以知其人。清．袁牧《读书

看一个人的文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思想品德。

9、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哲学篇：



1、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乾》

同类的声音互相应和,属性相同的互相吸引。

2、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论礼

天地相合而万物产生，阴阳相接而变化发生。

3、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

天有四时，地有资材，人有治理自然与社会的能力。

4、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
《春秋繁露.阴阳义》

自然界的常规，是一阴一阳。阳是天的美德，阴是天降的灾
祸。

5、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贞观政要.征
伐》

前进之中有后退的含意，生存之中有灭亡的因数，得到了还
有丧失的可能。

6、贫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治，危生于安。《潜夫论.
浮侈》

贫穷来自富有，脆弱来自坚强，混乱来自太平，凶险来自安
全。

7、物极则反。唐.孔颖达《周易.乾》疏

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就向自身的反面转化。

8、无小而不大，无边而不中。唐.王勃《释迦如来成道记》



没有细小就无所谓巨大，没有边缘就无所谓中间。

9、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无一定之理。《近思录.治体类》

天下的事情，不前进就会后退，没有静止不动的道理。

10、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

一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就一定会遭遇突然出现的祸殃。

11、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八》

愚笨的人只要勤于思考，也会有对的时候。成语“千虑一
得”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本此。

12、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

公正产生明察，偏见产生昏暗。

13、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唐.韩愈《原道》

坐在井底看天，说天是小的，其实并不是天真的小呢。

14、有名而无实，则其名不行；有实而无名，则其实不长。
宋.苏轼《策别安万民》

徒有虚名而无实际，其名声不会传之久远；有实际而不加以
播扬，实际也会萎失消亡。

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迫人来。--隋炀帝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春秋孔子《论语》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
酒。--前蜀王衍



最穷无非讨饭，不死总会出头。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神童诗》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十年浮海一身轻，乍睹藜涡倍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
到此误平生。--宋朱熹

英雄到老皆归佛，宿将还山不论兵。

美人绝色原妖物，乱世多财是祸胎。

千亩良田丘丘水，十房妻妾个个美。父为宰相子封侯，我在
堂前翘起腿。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个
漂流在外头。

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唐
太宗

儒家文化对孩子的影响篇五

经过上文分析可知，当前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但是当前企业文化建设却存在多种问题，因此，加强
传统儒家思想的运用，对于企业文化的建设来说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其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点是可以帮助企业解决
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第二则是可以让企业文化建
设中的其他方面得到完善。总之企业借鉴、学习传统儒家思
想是非常有必要的，下面将对传统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建设
主要意义进行简要探讨。



“重民”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同时也一直是
我国进行国家管理与治理的重要思想。此外，“仁者爱人”
也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一个主要思想，它的意思近似于“重
民”，因为两者都是以人为本的意思。以人为本思想是指无
论是国家统治者还是企业领导都必须做到以人为中心与出发
点，人是一切工作的重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必须树立以
人为本的思想，以国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来进行国家治理，如
此才能得到人们对自己的爱戴，才能营造一种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同样一个企业想要持续不断的发展，并在其行业占
有一席之地，必须要做到以人为本。前面已经提到企业文化
建设中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缺乏以人为本理念的建立与落实，
这严重阻碍了工作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只有保证企业内部人
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才能做好企业的相关经营管理活动。
因此，当代企业要继承学习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重民”思想，
并通过各项措施使这一管理思想得到真正落实。例如通过建
立合理的工薪制度、晋升制度，为员工增加培训机会，增进
与员工的沟通，尊重与关心员工等措施来使以人为本的理念
得到落实，最终给企业自身的进步创造无限的发展动力。

诚信的缺失是当前社会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这造成
企业员工的流失，很难吸引更多的顾客，也不容易得到社会
的认可。因此诚信的缺失对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必须要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企业只有认真意识到自己的问
题，正确看待诚信的重要性，并积极地改进自己，才能通过
诚信来使员工服从，使顾客信任，从而实现企业的顺利发展。
传统儒家思想中就很重视诚信，认为诚信是成为一个高品质、
高修养人的必备条件，同时诚信也体现了我国的传统道德。
儒家思想还把诚信看作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对于一个国家来
说立国的根本并不是粮食的充足、武装的丰富，而是人们对
统治阶级的信任。同样，儒家认为对于个人来说，信誉可以
看作是人的第二个生命，如果缺乏个人信誉，那么这个人就
很难在社会立足，可见儒家思想将诚信看的多么重要。所以
作为企业来说也需要特别重视诚信，在其文化建设的过程中
要时刻遵守诚信原则，从而给自身的发展提供保证。例如企



业在面对顾客时要做到童叟无欺，在面对员工时要信守承诺，
在面对合作伙伴时要按照合同认真履行自身职责。

在生态被严重破坏，环境被污染的当今社会，企业要想取得
社会的认可必须要摒弃之前传统的生产经营理念，而是要树
立生态发展观念。儒家思想中也很重视对生态的保护，例如
儒家一直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意思是指人与天地是密
不可分的，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
发展。此外，儒家把人看作是“万物之灵”，认为人类不可
以违背生态平衡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所以社会企业应该以保
护生态环境为前提来进行生产，从而保证自身的盈利。例如
企业可以通过树立绿色营销观念或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来指导
自身企业的生产经营，这样有利于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
实现自身的利益，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儒家传统思想中比较倡导“仁者爱人”，这一思想认为人只
有具备了关心别人的能力才可以称为是一个合格的人，所以
儒家思想中把“仁”看成是体现人格品质的一个重要体现。
作为一个企业，假如想要真正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必须要正确
处理自身与社会的利益。此外，当今社会很多企业都在面
对“利”与“义”的取舍问题，而传统儒家思想中向来推
崇“以义取利”，所以企业在借鉴儒家这一思想时需要注意
以下两点：首先企业应该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具有与其他
企业合作的意识，决不能通过恶性竞争来对其他企业造成不
利。其次，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话需要顾及社会整体
的利益。企业仁义精神的形成能够帮助企业内部形成和谐竞
争的工作环境，还有利于行业有序竞争的实现。

儒家文化对孩子的影响篇六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
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
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
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孔子；儒家思想；当代社会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
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
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
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
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
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
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
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
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
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
《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
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
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
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
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
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
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
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
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
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



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
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
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
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
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
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
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
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
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
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
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
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
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
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
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
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
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
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
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
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
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
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



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
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
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
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
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
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
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
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
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
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
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
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
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
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
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
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
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
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
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
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
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
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
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
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
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
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



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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