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孔子周游列国读后感(精选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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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孔子周游列国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篇课文《孔子拜师》，这篇课文主要讲
的是：孔子是山东曲阜的大思想家，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还
不够渊博，30岁的时候，他离开家乡曲阜，去洛阳拜大思想
家、大教育家老子的故事。

这篇课文让我学到了孔子谦逊有理、孜孜以求、求知若渴的
精神，因为他在途中风餐露宿，不辞劳苦远赴洛阳拜大思想
家老子为师；我还学到了老子诲人不倦，因为课文中说了：
老子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了孔子，这就能体现出
老子的诲人不倦。老子也非常有礼貌，他知道孔子远赴而来，
就出来迎候。

我认为孔子能风餐露宿，步行几个月到洛阳，这都不是现代
化城市一般常人都能做到的。老子也非常有礼貌，即便孔子
是他的晚辈，也出门上前迎接。

我跟孔子一对比，那可是有千丈远啊。首先，我的求知欲望
没有孔子强，孔子已经远近闻名的老师了，他还向大思想家、
大教育家老子虚心请教；我还没有孔子能吃苦，曲阜和洛阳
相距上千里，孔子是走路去洛阳的，而且途中风餐露宿。

这两位名人身上有许多优点，他们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孔子周游列国读后感篇二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高尔基说过的一句话。是啊！
书是人类的朋友，书能使人进步，书能使人获得乐趣，书能
使人获得知识。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孔子的故事》。

这是孔子一生所经历的事，写成了一本书，孔子的一生，坎
坷而伟大，他广收门徒，传播礼道，将复兴周礼作为己任。
后人虽然评论孔子过于执着，但他们却不能了解孔子以礼治
国的本性意义，当礼道深入人心，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恭敬，
一份善良的时候，严酷的刑法就会失去它的意义，这也并非
是不能实现的幻想。

孔子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曾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
如浮云。”对于不正当得来的东西，即使再好的享受，他也
不会动心。

平时我们喜欢什么东西，都会千方百计得到这个东西，而不
惜伤害了别人。孔子他就不会那样做，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会
伤害到别人，所以他才不会用心计得到那东西。对于他来说，
那是不正当的来的东西。以后我们一定要让心灵享受更好的，
不要被一些东西虚有的外表所诱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的榜样能给我们积极的思想，正确
的行为，良好的学习习惯，完善的人格。树立了榜样，就等
于找到了自己前行的方向。榜样是无比强大的力量源泉！

孔子周游列国读后感篇三

匡亚明先生的《孔子评传》属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这套丛书由匡亚明先生主编，
担任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的著名学者众多，其学术价值不可
估量。这套丛书荣获多项国家大奖，这套《孔子评传》更是
由匡亚明先生亲自执笔撰写，老先生注重社会历史的研究，



对商周社会经济也有深入探讨，这使得这部书成为文史哲交
汇的巨著，而不仅仅是狭隘的个人评传。在孔子思想的研究
方面，可以说匡亚明先生开创了最广泛的范畴，拓宽了研究
视野，为后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选择了这本书和
我的孩子一起研读。全书分十章对孔子以仁的人生哲学为核
心而展开的伦理、政治、经济、教育等思想全貌及两千多年
来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和影响的曲折变化过程，都作了评述。
尤其当我读到关于孔子在教育教学方面的思想、方法、实践
等内容时，更是触动很大。

孔子是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作
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孔子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之高
超至今仍难以有人能望其项背。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
大成就，除了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精邃及知识的渊博外，
也与他先进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在其一生的教学实践活
动中，积累了一套极有价值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在许多
方面反映了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中
最精华的部分，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因材施教，循循善
诱”更是亘古不变的教育真理。

通过与孩子一起读这本书，我们有个小小的发现：

子循循然善诱人。”孔子对学生能耐心诱导，促使学生自觉
主动地进行学习，确是收到了极佳的教学效果。作为家长，
我觉得我们应该善于引导我们的孩子发现他们的兴趣，并积
极培养。

除此之外，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
法；“夫子教人，因材而异”的因材施教的育人方法；以
及“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学习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
发扬的。

在21世纪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面对孔子的教育方法、至理
名言，孔子的教学方法，对于今天仍然是有益的、适用的，



甚至可以说是需要提倡和强调的。他的“因材施教循循善
诱”是多么精辟的教育观点，是多么辩证而又统一的教育方
法。也正因如此，二千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被我们牢记，更
是被世界所牢记，全球一百多所孔子学院就是最好的证明。

孔子周游列国读后感篇四

还记得是一年多前，“名师工作室”给我们小学部的老师每
个人发了一本教育有关的书籍，我发到的是《跟孔子学当老
师》一书。刚开始拿到它，就被它那古朴的封页所吸引。书
的封页上印着一行小字：师者，永怀“教学之恋”，永怀生
命的恬静、感动与美好。

很惭愧的是，自己真正只读过一遍，当然，每读到一些感触
很深的句段，我都会很认真地摘录下来。一页一页地读下去，
越读越动情。特别是读到颠沛流离的孔子即使在孤苦无助的
处境中，仍然能以上苍一般伟岸的师者尊严，来诠释他对教
学及学生的忘我大爱时，我流泪了，在晶莹的泪花中，我看
到了让我感动不已的人性之美、胸襟之美、境界之美。对孔
子的教育情怀、教学方法又有了新的感悟，对自己的人生也
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学习孔子，做孔子式的老师！

学习孔子，永怀“教学之恋”。教育是孵化理想的温床，学
校是拒绝世俗的殿堂，教师是充满诗意的职业，教师应该富
有幻想和激情，教师应该活得纯粹而高雅，他的“每一天都
是新的”，他用好奇的眼光看世界，用和善的眼光看世人，
用柔和而充满希冀的眼光看学生。这就是“教学之恋”。唯
有如此，才能开创“有教无类”的先河，才能提出中国古代
最早的天赋平等的人性论主张，才能打破贵族和平民的出身
限制，才能创造出三千弟子的办学规模。孔子没有工作单位，
没有奖金荣誉，没有广告宣传，生前只是个平民知识分子，
去世后却被敬仰朝拜，成为万世师表，甚至他的学生竟在老
师的墓地边结庐守孝，陪伴老师长达六年，连做官和做生意
都弃之不顾，原因是什么？正是由于他对教育的痴迷、对学



生的爱、对事业的无限倾情，才让他成为世人眼中的“圣
人”。

学习孔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一生以学安身立命，
在学中陶冶情操，从而成为最有学问的人。孔子笃信唯有
先“学”，才能教学，才能成为“乐乎”与“不愠”的老师。
“学第一，教第二。”以前一直以为这句话是孔子教育学生
的，如今才知道这也是孔子对自己说的话。作为一名老师，
只有自己站得高，才能把学生往高处带。不读书，我们用什
么来传道授业解惑呢？倘若自己的灵魂熄灭了火焰，我们用
什么来点燃孩子们的心灵呢？对比自己，以前总抱怨没时间
没心情学习，也埋怨现在的学生不爱学习，可一个自己都不
爱学习的老师又怎能培养出爱学习的学生呢？中国的古语千
真万确，“身教胜于言教”，一个不爱读书的教师，无论以
何种高明的方法，也教不出爱读书的学生；而一个爱读书的
教师，则无需千方百计调动学生的读书积极性，他自身便是
读书的典范。当读书成为教师的精神第一需要，他的学生自
然会仿而效之，当读书也成为学生的精神第一需要时，我们
自可信心十足地展望未来的美好。

学习孔子，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
在于他能在2500多年以前，就提出并成功地实践了“因材施
教”的原则。他能按学生不同的品行与才性施以教育，从而
培养出参政与从教的不同人才。为了贯彻“因材施教”的原
则，孔子对他的弟子们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几乎掌握每个学
生的特点和个性。并且对他们的优缺点也能给予恰如其分的
评价。现在想想，孔子的三千弟子中能出现七十二贤人，与
他能深入了解自己的教育对象，因材施教是分不开的。

学习孔子，师生平等、教学民主。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亲如一
家，孔子对学生平易近人，坦率真诚，学生对孔子敬爱尊重。
他提倡“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孔子在卫
国不得已去见南子，回来后，子路对他表示不满，孔子感到
子路不理解并错怪了他，他就在子路面前激动地对天发誓，



求得子路明白他的心志。子游为武城宰，孔子入武城“闻弦
歌之声”而笑子游“割鸡何必要用牛刀”，子游不服气地反
驳孔子说：“往日我曾听先生说过，君子学于道，便懂得爱
人，小人学于道，便易于使命。”孔子觉得他讲得有理，就
公开在学生面前承认自己讲错话。正因为孔子在师生关系上
主张民主、平等，有一种较为开放的心态，他是一位“圣之
时者”，又是一位有热情、有感情、有爱心的文化圣人，因
此弟子们对孔子十分敬爱，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师生之
间也团结精诚，能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这可以说是孔子
办学的伟大与成功之处。

关于《跟孔子学当老师》，有太多的感动存在，我会再读，
三读。关于孔子，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学了，我仰望他，并希
望自己能在他的引领下让自己的教学生涯不再那么单调，也
不再那么迷茫。

孔子周游列国读后感篇五

最近读了一篇文章叫《孔子游春》。它描述了孔子带领弟子
们到泗水河畔赏春，巧借河水诱导弟子的故事，表现了孔子
对弟子的关爱及师生间真挚的情谊。全文分为赏春、论水和
言志三部分。

浪漫的泗水春景让人赏心悦目，孔子的心情却不平静，浩荡
的泗水撩起他飞扬的思绪，在弟子们疑惑的目光里，在他们
好奇的探询下，便有了孔子一段充满智慧和灵性的宏论。他
凝望泗水的绿波，意味深长地说：“水奔流不息，，是哺育
一切生灵的乳汁，它好像有德行。水没有一定的形状，或方
或长，流必向下，和顺温柔，它好像有情义。水穿山岩，凿
石壁，从无惧色，它好像有志向。万物入水，必能荡涤污垢，
它好像善施教化……由此看来，水是真君子啊！”

弟子们听了老师的一番宏论，无不惊讶。谁能料想，从司空
见惯的流水中，老师竟能看出如此深奥的道理。这也是孔子



遇水必观的道理。

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他带领弟子走进生活，
走进自然，走进泗水河畔，让一花一草含情，让一树一木开
口，让一山一水育理，用生活这部博大精深的教科书教育弟
子。

“水好像有德行、有情义、有志向，好像善施教化……水是
真君子。”水的这些特性也正是真君子所具备的素养。孔子
借论水实为教育弟子，其实也在教育后人。为人也应像水一
样，具备水的`品行，胸怀志向，百折不回，求真求善求美，
诚实守信，乐于助人……做生活中的真君子。

孔子周游列国读后感篇六

悄悄地，经典诵读之风刮遍校园。徜徉在经典文化的圣殿，
我结识了慈祥的孔子，雄辩的孟子，智慧的老子，幽默的庄
子……其中，我最仰慕的是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

《孔子学堂》为我们呈现了孔子上课时的情景。在他的课堂
上，不会有人抄袭，也不会有人作弊，他们都发挥着自己的
真实水平，因为孔子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知
也”。相比较这样真实的学习，不由得令曾经的我感到汗颜：

那是五年级时的一次数学单元检测，顺利地解答完大半张考
卷后，一只“拦路虎”把我难住了。任凭我绞尽脑汁，冥思
苦想，还是想不到解题方法。于是，一个声音在我左耳边说：
“到学习比自己好的同桌那里瞄一眼吧？”

“不行，偷窃知识是不对的！”另一个声音马上在右耳边反
对。

“可不瞄的话，这次就与高分失之交臂了。不达标多倒霉
呀！”一个声音很为难。



“可那原本就不是您该得的。要是瞄了，您会失去更多
的！”另一个声音很坚决。

“瞄一眼吧……”

“不行，目不能斜视……”

两个声音激烈地斗争了好久，最终在虚荣心的驱使下，我还
是选择当了一回“长颈鹿”。

事后，我向母亲进行了坦白，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
子，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看您这么坦诚，相信您一定知错能改！做人一定要有自知之
明，不能不懂装懂，明白吗？”

从那以后，测试时我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
为我知道在学习上弄虚作假，最后吃亏的肯定是自己。

“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学堂》让我更加了解到孔子
的讲理、礼让、谦虚；《孔子学堂》让我更端正自己该持有
的学习态度；《孔子学堂》让我更明确自己为人处事的原
则……《孔子学堂》，有了您的指引，我一定会开创起一片
属于自己的精彩天地！

孔子周游列国读后感篇七

孔子，他一生坚持理想，虽四处碰壁，却绝不放弃。经历艰
苦卓绝的人生历程。他最终使自己从一个普通人成为圣人。
成为万世师表，成了我们中华的民族信仰。

孔子，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是极受尊重和推崇的。他
是中华的文化象征，是中华道德文化的核心。在漫长的万古
长夜里，如果没有孔子，世界就不会有天亮。曾子曾



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一
个士不可以不弘扬刚毅。

孔子，他次次碰壁但终究以刚毅的心，重新组建伟大的理想。
它承载着千年的梦，所以任重也，其道必为远之。他时刻
把“仁”作为人的第一标准，到死还在想着仁爱，天下大同。
孔老夫子的境界无人可比呀！

我们学习孔子，就让自己清楚，孔子是谁？他一生奉献在追
逐真理的道路上。打击可以毁灭庸人，而豪杰之士，则会在
打击中百炼成钢。一个人怕的不是没有能力，怕的是自己没
有追逐理想的勇气。孔子做了乘田，他就好好干，手低，是
脚踏实地干好本职工作，受人之禄，忠人之事。眼高，不看
眼前的一切局限性，明白自己尚有更大的理想追求与抱负，
这才是真的有理想。

一个人要看清楚自己的能力，无能力也罢，只看能否有自知
之明，有主见。

孔老夫子教我们，为人要勤于思考。不思考则脑无用，缺少
适度的坚守、淡泊：缺少弹性，也不能成为人才、成为完美
的人，不是看你有什么物质，而是看你脑子里有没有智慧。
男儿当自强，有什么、没什么，都是自己创造的。对，也是
孔夫子教我们的道理。

孔子，他不仅属于春秋时代，他是千秋万代的楷模，人类的
先师。

孔子周游列国读后感篇八

孔子，我从小学时候知道了这个人。后来随着阅历的丰富，
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
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 14年。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



《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
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看了
《孔子》这部电影之后，对这位儒学大师更加了解。我带着
并不是很高的期望去看这部影片。两个多小时，很安静地看
完。

电影的情节是从孔子在鲁国为官开始，是孔子一生比较顺风
顺水的时候，一系列的从政治到军事的作为可以看出这哥们
确实有才干，胆识过人、政绩突出，被鲁定公非常赏识，却
因犯了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权势季孙斯的政治利益而被排挤驱
逐。孔夫子这一点也被后世很多天真地相信儒家治国的知识
分子天真地继承，中国历来的政治一向是一边打一边哄，一
用法家斗你一边用儒家哄你，学而优则仕这种说法一开始就
是错的。孔子在一番政治作为之后终于成了悲剧，但这段在
鲁国的戏因为符合剧情冲突的的要素，说白了就是有正派有
反派，是和胡玫之前拍的宫廷斗争一脉相承的，胡玫拍起来
也驾轻就熟，把当时很多名字拗口难记的人物拍成了活人。
而到了出鲁国流浪的时候，没有了与孔子直接冲突的反面人
物，剧情冲突并不激烈，如同很多媒体所说“后半段像散
文”，其实从一个有理想却只能流浪的人物去理解的话，可
以看出孔子辗转漂泊的背后，他的最大的敌人就是那个春秋
乱世的时代。

技可圈可点。季恒子虽然跋扈不仁，但是他识时务懂谋略。
季恒子，既是阻止孔子在鲁国改革的主要对手，又是迫使孔
子周游列国的推动人，最后还是让孔子还归故里的邀请人。
造化弄人，季恒子的所作所为成就了孔子在德仁礼义方面的
全面发展，而且季恒子还是最了解孔子心思的人之一，致死
不忘迎孔子回国。

颜回、子路、冉求，性格各异，但爱师如命，遵循礼仪仁和
的精神如命。子路助卫国，冉求回鲁国效命。最牵动人心的
是颜回，颜回是孔子最钟爱的弟子，外表文文弱弱却机智灵
活、意志坚定。他死得那一幕，有很多人给出了负面的评价：



矫情、假、搞笑。但我被感动了，我相信颜回不顾生命，甚
至都没有想到生命，反复潜入水中挽救竹简的那一刻，很多
观众也落泪了，我也相信当孔子一直抱着死去的颜回不肯放
手的那个场面，震撼了万千人。在中国 5000年的历史上，对
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
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
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
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
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发
愤忘食，乐以忘忧，安贫乐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
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
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
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
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
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
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带给我的，不仅是故事和情节那么简单。他留下的，是
一个形象，一种精神，连同他身后的弟子一起，或许大多是
文文弱弱的读书人。但感觉到的必定是如海涛般的千军万马，
统领着一个时代。

孔子周游列国读后感篇九

《孔子》读后感时间过得真够快的，转眼间三月份已过了一
多半了，古人云：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孔子读后
感--李营营。

前者我感受过了，但琴艺书法我是半丝不会的，所以我用读
书充实这段时光。

在这段时间，我阅读了《孔子》这部书。



虽然只是粗度，但这已让我受益不少，相信古人所说的开卷
有益就是这个原因吧。

下面我简略介绍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中国古代的主要思想大略可分为儒释道三家，而佛教的兴起
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以儒家与道家的思想才是真正具有
中国古代特色的，中国古代人民自己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传
统思想文化的灵魂。

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而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老子和庄子。

《孔子》这部书主要是阐述儒家思想的著作。

我们现代的人区分年龄阶段，常用80后、90后等词语。

其实这应该是年龄段的一种新说法，而比较正统的说法应该
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或四十多岁等。

而这种说法的来源是什么呢?它又有怎样的含义呢?孔子曾经
曰过：吾十五而有志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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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孔子的意思是不同的年龄段的人，会做不同的事
情，拥有不同的心态。

当然我们应该变通的理解，这里的年龄并非时间节点的，而
是指一段时期，读后感《孔子读后感--李营营》。

而且从一个年龄段到另一个年龄段，人的思维方式，思想境
界都会有所不同，所做的事情也在逐渐改变。

在这里，我可以看到，孔子是在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指
出，人应随着环境的不同，年龄的不同做着不同的调解与改



变，以适应事物的不断发展。

我认为知道两千年后的今天，这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同时，孔子给出了不同年龄段大体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十五岁时人应该立志专注于学习;到三十岁时应该能够
在家庭事业等方面独立，能在社会中有自己的定位;到四十岁
时个人应该已经定型，不会再有太大改变，不会在对未来感
到傍徨;到五十岁时应该能从心底接受历史的规律与历史的无
规律;到六十岁人们要达到一个接受天命，认识天命的最佳效
果，此时，不会再怨天尤人，大千世界，众说纷纭，都欣然
接受了;到七十岁，人老了，死亡之期将近，常言道：人之将
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此时人的思想就渐渐趋于
善了，能够达到一个与世无争，宠辱不惊，随遇而安，物我
两忘，无意名利，心若止水，不计得失，慈悲为怀，飘然世
外的境界。

《孔子》一书讲到了仁的概念，孝的含义，礼的作用以及孔
子的政治思想与当时的政治现实。

而我所说的仅仅是孔子对人在不同年龄段该做的不同事情与
不同心态的划分。

当然《孔子》一书博大精深，区区千字必是言之不尽，所以
我只选择了其中一部分述说。

由于本次阅读略显仓促，且文言文字言简意深，我没有很深
刻的理解《孔子》一书，不过经过多次阅读，我相信我会更
好的理解它的。

孔子周游列国读后感篇十

孔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教育家，他三岁失去父亲，



十七岁失去母亲，因为父母失去的比较早，当时连个看家人
都瞧不起他，最后他是怎么被国君欣赏的，让我们来看看他
的经历吧！

孔子十五岁，母亲就让他勤奋好学，把能看到的书籍全看了
一遍，所以他知识渊博对以后的经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
时国君的能力并不强大，主要的能力还是在三恒之中。孔子
的姐妹众多，但他家因为父亲死后没有俸禄，家境贫穷，所
以母亲带着他离开孔家，母子俩开始了相依为命的岁月。母
亲死后，他在宋国迎接了自己的弱冠之年。

孔子三十岁时开始教书，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
矣。”意思是他教书是在温故自己学过的知识，这样子才可
以当合格的老师。孔子的学生有三千弟子，在当时可以说是
很多了。孔子以“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观念，带出了很
多优秀的学生。

孔子四十岁时，有人在挖土时挖出一只羊，他想问孔子并耍
了个小心眼，使者过去问孔子说：“我主人挖井，挖出一只
像狗的东西，那是什么动物？”孔子说是羊不是狗。大家很
佩服他谁都骗不了孔子。

孔子还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子贡问孔子，人
死后知还是不知，孔子不说。因为他说是或不是道德效果影
响都很大。孔子到楚国时，一个父亲偷了一只羊，儿子坚决
的告发了，孔子就说：“第一，儿子告发，羊回到了主人那
儿，父子的感情就受到了损坏。第二，儿子不告发，父子感
情得到了维护，损失也小。”孔子分析时说，法庭可以用其
他方法破案，就是不能破坏的也只是一只羊，没有太大的损
失。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孔子不但有知识更有处理问题的方法，
也可以在感情的细节问题上得到维护。

孔子传讲了许多道德的问题也讲了孔子的一些生活，知道了
谦让、礼仪…现在的时代丢失的一些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