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读后感(优秀8篇)

论语读后感篇一

看小说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先看结局，然后再回过头去看。读
《人皮论语》的时候，我又耐不住性子，先把结局看了。

所以，当我看到硃安世、韩嬉和驩儿在僰州一起生活的时候，
我想把这本书“放到冰箱里面冻住”，这样以后的事情就不
必再发生，一切都停留在此时的美好之中。我甚至设想，凭
借硃安世和韩嬉的能力，在当时建立一个富贵之家毫无困难。
凭借驩儿的懂事、坚韧与聪慧，通过考试博取功名也是不难，
他们组成一家人的话，可以生活得多开心呀。

可是；

可是驩儿背负着母亲的遗命，已经有太多人为他牺牲，当他
背负起这个任务的时候，他的生命可能早就不属于他自己了。

可是硃安世心中侠义为先，他父亲临终之时，把“信”这个
字深深刻在了他的心里，“答应别人的事情，就要做到”，
这是他为人立身之本。而且他也日夜思念着自己的妻子，心
中早就已经想要离开。

而韩嬉，美貌聪慧、重情重义，即使对硃安世情有独钟，此
时也只是将这份感情压在心底。她知道硃安世是怎样的人，
所以才爱他，所以才不能和他在一起。她帮助他救驩儿，帮
助他找家人，帮助他……生死与共，无怨无悔。

所以他们必然要踏上接下来的行程，注定要谱写属于他们的
英雄篇章。

什么是仁义、勇敢、信用？



什么是爱情、友情、亲情？

什么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

有些人天天在说，却一点都不做；

有些人大字不识，却时刻身体力行；

书中有这样几段话：

那日，硃安世向司马迁请教《论语》，司马迁说《论语》是
儒家必修之书、启蒙之经，凡天下读书之人，自幼及老，都
得终身诵习。孔壁《论语》司马迁也未读过，只偶然得悉古本
《论语》中的一句：“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另有半
句，或许也出自孔壁《论语》——“天下者，非君之天下，
乃民之天下……”

尤其是那日见到庸生之后，硃安世才知道，读书未必都能谋
得到利禄，反倒会戕毒人心，尤其是老实本分之人，读了书，
如同受了巫咒蛊惑一般，愚傻木呆，只知守死理，丝毫不通
人情、不懂事理。

这等巫蛊之力，不但慑人耳目，更浸入骨髓。那日刘老彘试
骑汗血马时的森然威仪，至今仍让硃安世不寒而栗，而孔
家“晨昏定省”的礼仪更是让人僵如木偶、形似傀儡。

今世儒生，一面教人恪守礼仪、死忠死孝，一面坐视暴君荼
毒、酷吏肆虐。谋得到权势，就横行霸道、助纣为虐，谋不
到利禄，则只能俯首听命、任人宰割。

在全书的结尾部分，刘老彘和司马迁的对话也非常发人深省：

司马迁忍不住笑起来：“禹之夏、汤之商，如今在哪里？姬



姓之周、嬴姓之秦，如今在哪里？”

刘彻忽然得意道：“你拿他们来和我比？哼哼！他们哪里懂
御人之道？我威之以刑、诱

之以利、劝之以学、导之以忠孝。从里到外、从情到理、从
爱到怕、从生到死，尽都被我掌控驯服，谁逃得出？”

是呀，谁逃得出？

附上书籍最后“尾声：汝心安否？”中引用的《论语》中的
全文：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
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
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
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论语读后感篇二

五年级下学期，老师给我们每一个人发了一本《论语》。拿
到论语的同学都很高兴，并且大家也赶紧拿起书来阅读故事和
《论语》的内容。《论语》的封面配的是一幅山水画。写的
还有‘经典必读’四个大字。翻看书后，认真阅读和明白了
许许多多的道理。



《论语》是一本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经典书籍，也是人
类语言文化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他言行的结晶。这
本书教给我们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从书中可以看出孔子的
宽厚人爱、在朝廷和宗庙能够便便言，唯谨尔。书中教导我
们做人要宽厚仁爱，做事要认真细心，学习要刻苦上进等等。
其中一些充满智慧魅力的妙语到现在仍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他是思想家、教育
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这也是
他的最高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

《论语》中阐述学习与思考的关系的句子是：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而孔子个人认为对学习要有浓厚的兴趣，学
起来才会轻松。“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

阳货篇主要讲了配臣专恣之事，孔子对女子小人的看法等等。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意思是古代的学生为自
己而学，今天的学者是为人而学，并不是为自己而学习的。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更多的事情的话，请你去书中翻一翻，去
领悟一下高尚的情操、崇高的品德吧!

论语读后感篇三

论语中有一话说是这样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样
一句话，在我的家里有一本《逆流而上的鱼》一本书它上面
写的是一句：己所不欲，就施于人。的话。

他是这样写的：我不喜欢的，你肯定也不喜欢，所以我不会
给你，他不愿意做我肯定也不愿意做，所以你不会勉强我去
做这件事情。

对呀！我不喜欢的东西你怎么会喜欢呢？我不喜欢青菜你一



定也不喜欢！

我不喜欢流行歌曲，那你也一定不喜欢？

我不能克服一种困难那你一定也不行？

我知他说的不一定都对，但是最让我感到了不起的是，那个
写书人的勇气！是那种敢于面对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精髓，发
表自己的看法的勇气！

我家的那本书，虽然比起《论语》来差的很多，但我学会了
很多他的东西，那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

论语读后感篇四

当我刚会写自己的名字的时候，爸爸就告诉我，我的名
字“思敬”是出自《论语》。当时我只是知道有《论语》这
本书，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但也是因此，才使我对《论语》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识面的增大，在这
个假期里我尝试着通读了《论语》，虽然过程有些吃力，但
是我觉得自己感悟领会了其中的诸多哲理。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它历经沧桑，
流传了2500多年，其中无一虚言、句句都落在实处，影响了
世代中国人，像里边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
乎？”、“温故而知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朝闻道，夕
可死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等等都传递了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
告诉了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处处充
满诱惑，容易迷失自我的今天，其中的名言警句，精彩典故，
更能使我们摆脱心灵困惑，修正我们的处世之道、交友之道、
人格修养之道。



就拿“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句话来说，
孔子告诉我们：君子有九件要想到的事：看要想到明白，听
要想到清楚，神态要想到温和，容貌要想到恭敬，言谈要想
到诚实，处事要想到尽心，疑难要想到询问，愤怒要想到后
患，见到名利要想到大义。它让我明白了：眼睛看到的，耳
朵听到的，都能够思索其中的含义；君子与人相处，自己的
颜色必须注意要温和，容貌必须注意要谦恭；君子的言行必
须忠实，办事必须认真；说完话、办完事要自我反省，检讨
得失，有所疑惑就要请教他人，有愤怒之事要考虑后果，见
到财富名利都要想到是否合乎大义。

如今，已经有近千个以孔子名字命名的传授中文和中国文化
的孔子学院遍布在世界各地，作为中华经典文化所蕴含的智
慧代表其思想哲理和名言警句早已传遍世界各个角落。就像
《朱子语类》所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孔子和
《论语》延续了两千多年读书人的梦，更是诉说了千年的理
念，让我们现代人仍然可以得到温暖，去体悟经典的平凡智
慧。

《论语》的魅力又是巨大的，在我眼里它的意蕴和深刻就像
浩瀚的宇宙远远不是我所能挖掘彻底的，在下个假期里我计
划重读《论语》，我想那时的感悟会比这次更加深刻。我为
自己的名字出自圣人的言语而自豪，圣人的教诲必将使我受
益终身。

论语读后感篇五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颜回，但是一千个读者中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读完《论语》后，我对颜回有了自己的看法。

“孔子说：我不违背整天的词语，如蠢，以为他们撤退省，
足以发回也不傻。”这是老孔子颜回的评价，可以概括
为“颜回大智若愚。”颜回看起来笨，其实他是一个聪明的



人渴望学习，所以我们不能以貌取人。

孔子作为老师可以不分贫富，只要是通过虚心求学生活的人，
他都收下。当颜回进学堂时，只要磕三下头便成了孔门弟子。
一开始孔子教育并没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颜回，只是我们发
现他上课进行学习最认真，但从不发表意见。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孔子颜回发现后，中午放学总是最后一
个离开学校，下午和早期学校。孔子觉得很奇怪：颜回，吃
就吃这么快？于是，他派了几个人回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焉。

原来，颜回家发展非常穷，所以我们住在城市贫民区，父母
可以每天都要到自己田里去种地，只给颜回就是留下一锅菜
汤。颜回回到家后，就把菜汤倒到一个用竹子能够做的每个
碗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有时菜汤喝不饱，他就跑到井边，
用水瓢舀几瓢水喝，然后他们赶紧重新回到教育学堂。

不仅如此，颜回恭恭敬敬地说。他对孔子太不仁慈，以至于
他的美德闻名于世，孔子说他“在三月的时候良心发现” ，
但是颜回没有照顾他的健康，英年早逝，孔子悲痛欲绝，他
说: “唉！天空被哀悼！天空被哀悼! ”

公爵曾问孔子：“有什么好学的弟子？”孔子说：可见日元
多么重要回来孔子“有那些谁学颜回，不怒，不贰过不幸短
命死的人现在也将死，未闻好学者也。！。”

我们也可以学习颜回的另一个优点：尊敬师长。 老师面对这
么大的班级，毫无怨言的把教授给我们的知识，我们不能不
尊敬老师。 但我们不应该面对老师的恐慌，如果是这样，就
不能建立正常的师生关系。 颜回礼貌地指出孔子错了。 这
样，我们在课堂上要认真听讲，不懂的问题可以向老师请教，
吸收老师的知识，才能无愧于老师的辛勤付出。



因此，我觉得学生颜回是个尊师重道，好学，大智若愚的人。
他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好榜样。

论语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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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读后感篇七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以语录体为主，叙事
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
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下面
是小编为你准备的关于《论语》读后感 ，欢迎阅读，希望你
喜欢。

今天，我终于读到论语的第8篇了，回想着原来读的辛苦。有
许多字不会读，都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查，字典翻都翻得想吐。
虽然前面很辛苦，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 上人嘛。孔子的仁和
礼都在我的心底扎下了深根。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我从课前导读上也读到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不论社会地位高
低贵贱，每个人都应有受 教育的机会。

我读论语时发现了一句话：子曰：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
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耳顺，七十而从
心所欲，不逾矩。我以为并没有什么大的 含义便直接看译文
了。译文上是这样写的：孔子说：我十五岁时开始立志做学



问;三十岁时说话办事的有把握;四十岁时遇事就不迷惑;五十
岁时懂得了什么是天命 ;六十岁时凡听到的都能辨别是非;到
了七十岁时才能达到随心所欲，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也不会
超出规矩。

我从这句子中隐约体会到一个含义。孔子自述了他学习和修
养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境界逐
步提高的过程。就思想境界来讲，整个过 程分为三个阶段：
十五岁到四十岁是学习领悟的阶段;五十，六十岁是安身立命
的阶段，也就是不受环境左右的阶段;七十岁是主观意识和做
人的规则融合为一的阶 段。在这个阶段中，道德修养达到了
最高的境界。孔子的道德修养过程，有合理因素：第一，他
看到人的道德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能一下子完成，不
能搞突击 ，要进过长时间的锻炼和学习，要有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第二，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思想和言行的融合，自觉
的遵说道德规范，而不是勉强去做。这两点对任何人， 都是
适用的。

《论语》是一本好书大家好好读吧，我相信大家。

寒假里，我和妈妈一起读了《论语》。

《论语》一共有20章，是孔子的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一本书。
它主要讲述了人与人如何相处、如何勤奋学习、如何在社会
上努力奋斗和如何孝敬父母的一本书。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
一句话就是”学而第一“里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
乎“这句话。

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的力量是不可缺少的。俗话说：”一
个巴掌拍不响。“光凭自己单薄渺小的力量是远远不可能创
造出大事业的。由此，我想到到了管仲和 鲍叔牙的友谊故事。

管仲和鲍叔牙小时候是一对好朋友。管仲小时候家里很穷，
所以常常偷鲍叔牙的钱，但鲍叔牙不但不记恨他，反倒对管



仲更加友好。几十年过去了，管仲在为公 子纠争夺王位时差
点杀死公子小白。在公子小白继承王位时，鲍叔牙也成了宰
相。鲍叔牙不计前嫌还推荐管仲，可见鲍叔牙的心胸是多么
宽广呀!

还有一个是有关伯牙和钟子期的友谊故事，当琴师伯牙在荒
山中弹琴时，樵夫钟子期竟然能够听出”巍巍乎志在高
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十分高兴找 到了自己的知
音，但是钟子期死后，伯牙再也找不到知己了，便摔掉琴，
发誓不再弹琴。可见在一生中友谊是多么可贵，多么重要呀!

这些事例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我的好朋友小董来我家玩，一
开始我俩还相处挺好的，也合得来，但没过了几天，我们便
经常为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吵得天昏地暗， 不可开交。最后，
妈妈告诉我们俩要团结友爱，才能做好每一件事，还告诉我
们”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过了几天，我的朋友小杨来我家作客，我吸取了教训，与小
杨开心的度过了一天。在生活中，友谊真是无处不在，只有
在经历磨难后，才能真正体会到友谊的珍 贵。

读了《论语》，我受益匪浅。它教育了我怎样与朋友交往，
我一定要把小主人做的更好。

这个寒假我读了论语这本书，虽然不是很复杂的古文，但读
一些短小易懂的古文，但也一样受益匪浅。

孔子应该说是中国儒派的创始人了，他的《论语》记录了他
的一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言论，大多关于学习，最适合
我们小学生阅读。

《论语》只是众多经典古文中较优秀的一部，经常品读古文，
不仅可以使我们拥有更丰富的知识，还教会我们学习、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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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读后感篇八

《论语》，一篇充满高尚的文章。今日，我们读着读着眼前
仿佛出现了孔子智慧般的`面容，宋代开国丞相赵曾说：“半部
《论语》知天下。”可见这句话道出了论语在修身治国方面
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本书上层说过，孔子。一个20xx多年的学者，他的思想教
育理论、教育方法、他的言行在今日看来依然是那么的先进，
那么贴切，何以想象《论语》这本书却通知了中国近二十一
个世纪。

真理本不是辩出的，而是做出的，孔子的徒弟在徒弟把孔子
曾说的话综合在一齐，写下了这篇文章，他所说的不仅仅是
做人的道理，生活的道理，生存的哲理，还有学习的好处和
如何学习。

我喜欢的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管做任
何事情都得像这句话所要表达中的一样，可我们此刻的社会，
却连这一句话都做不到！

孔子，一个创下无数辉煌的学家，此刻却已成了一个历史，
但孔子仍然活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