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读后感(精选9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
望大家可以喜欢。

孔子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李长之，他是一名诗人，又是写散文的高
手，他的笔锋也带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在他的笔下，2500余
前年的孔子栩栩如生的面影活跃在字里行间，著作有《鲁迅
批判》《中国文学史略稿》等。

这本书主要讲了，孔子在一生中的点点滴滴，他去过魏国、
楚国等国家。他的知识非常多，后来还成为我国的思想家、
教育家。

这本书中的许多故事我都非常喜欢，其中，我最喜欢的是
《过宋国的时候遭到迫害》这个故事。这里面主要讲了：孔
子怀着不愉快的心情离开魏国，他要往东南走，到一个
叫“仪”的地方。孔子出了卫国国界，来到了宋国境内。孔
子和弟子们歇在一棵大树底下，孔子叫弟子们温习学过的礼
仪。正在演习，因为奴役人民被孔子批评过的，宋国司马大
林，一些人来把树给砍了，还要杀孔子。弟子们说：“应该
快点走了！”孔子说“我有我的事业，老天会保佑我，宋国
司马能把我怎样？”孔子一面拿话来安慰弟子，一面退了开
去，为了免得在宋国遇到更多留难，孔子换上便衣，和弟子
们逃出了宋的`国际。

读了这本书后，我知道了：孔子在贫穷的环境下生活，但是



他努力学习的心态还依然未灭，使他成为了一位有名的教育
家。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么好的环境里学习，我才觉得是一件
多作文么幸福的事情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像孔子一样，
做一个知识渊博的人。

孔子读后感篇二

大家好，我是50号黄浚哲今天我讲的是孔子的故事读后感。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个政治家和教育家，这本书的作者是李长
之，初名李长植。生于山东省利津县。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
系。先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是的诗人、翻译
家、学者，文学批评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造诣尤深。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孔子的父亲纥在孔子还有三岁的时候
就去世了，只有孔子的妈妈颜徵在和孔子母子俩相依为命，
不幸的是孔子在17岁的时候孔子他的亲人一母亲去世了。

之后，他当了一名老师也也有一些弟子，由于社会残酷离开
了卫国。就回到他的家乡鲁国，再次离开了，如果又来到了
楚国。

但是孔子的生命还是走到了尽头，在公元前479年，孔子这个
时候73岁，得了重病就不知不觉的.去世了，但是他的弟子永
远忘不了孔子以前那样对他们的温柔，所以我们要向孔子学
习，做一个博学多才的人物。

孔子读后感篇三

今年寒假，我和爸爸、妈妈去了山东曲阜拜祭我国伟大的思
想家、教育家——孔子，爸爸为了让我更多地了解孔子是多
么了不起的人，就在孔庙给我买了一本介绍孔子生平的
书——《孔子传》，可惜我的眼睛散了瞳，所以只能麻烦爸
爸妈妈帮我念。这本书主要写了孔子一生不平凡的的经历，



他在鲁国做过“委吏”、“乘田”这样的小官，还当过大司
寇，最后被排挤，“礼乐治国”的抱负化为泡影，孔子开始
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但是没有一个国君采用他的学说，迫
不得已，他开了一个学堂，设教授徒，他有三千多个学生，
其中七十二个很有名，比如颜回、子路、子贡等等。孔子73
岁去世，一生修订了《诗》、《书》、《礼》、《乐》，写了
《春秋》等着作，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

读这本书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孔子青年时向师襄子
学琴的故事，因为我也在学琴，孔子学琴让我感受到了孔子
精益求精的求索精神。师襄子作为老师都夸赞孔子弹得很好
了，孔子却说：“曲子我是弹熟了，但是指法、技巧还不纯
熟，我还要接着练。”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领
略到曲子的内在含义了，可以学新曲子了。”可是孔子觉得
自己还没领悟出曲子的作者和他的志向情操呢，又继续练起
来。师襄子见孔子聪颖过人，这样高难度的'曲调不仅能精熟
弹奏，而且能领悟到它的精义，激动的说：“夫子真是当今
的圣人啊！”读完这个故事，我很惭愧，因为我学琴时很不
认真，总是糊弄，学了点儿皮毛，就沾沾自喜，觉得很了不
起，其实太不怎么样了，今后，我要向孔子学习，做每一件
事都要认认真真去做。这是我读《孔子传》最大的收获。

孔子读后感篇四

在过去的岁月里，通过学习《论语》，对孔子有了一定的了
解和认识。知道孔子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
育家和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但是《论语别裁》只是对《论语》
这部着作，做了精湛的诠释和注解，对孔子本人的记载较少。
因此，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是站在门外边读，里面的许
多知识不理解。正好，在暑假中，我买到了曲春礼教授所着的
《孔子传》。这本书，对有关孔子的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了
一番精心的取舍，用优美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从对孔
子本人的刻画和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比较详尽的介绍了孔
子曲折、坎坷的一生，再现了春秋末期诸侯割据、争霸吞并



的历史。通过读《孔子传》这本书，使我对孔子有了更深的
了解和认识。

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他设
教授徒，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例，一生共收徒3000人，精
通“六艺”者72人。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孜孜以求，不
耻下问，总结出了一整套治国平天下之道和教学经验。其中
很多的教学经验，也正是我们做老师的所要学习的地方，有
很高的借鉴价值。孔子的一生在政治上并不得志，但是在他
任中都宰和鲁国大司寇时，曾将鲁国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
闭户，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遗憾的是，他虽然历尽艰
辛、周游列国，最终不为各国国君所重用，只能勤奋读书，
设教授徒、盼望能为国家多培养有用之才。

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纥（he），他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员猛将。由
于立战功，鲁君封他为陬（zou）邑大夫。叔梁纥的第一个妻子
为他生了九个女儿，他觉得愧对祖宗，于是又立了一房妾，
虽然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却是残疾的，先天跛腿，取名孟皮。
叔梁纥后又娶曲阜名门颜蘘的小女儿颜徵（zhi）在为妻。颜徵
在漂亮贤惠、德才兼备。她和叔梁纥结婚两年，还没有孩子，
于是他们就到泥丘山神那里去求子。果然，到了年底，颜徵
在生下了一个孩子，取名为孔丘，他就是后来的伟大的圣人
孔子。

孔子从小聪慧过人，起初他的母亲教他读书识字，但是渐渐
地他母亲发现，孔子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就让孔子跟着他
的外祖父学习“六艺”。由于孔子的勤奋好学，他的博学多
能，逐渐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开始有人登门求教，那个时候
收下了第一个弟子颜路，即颜回的父亲。孔子的理想就是能
让自己的满腹经文，得到用武之地，但是由于当时鲁国宰相
的嫉妒，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只有下决心：创办私学，设教
授徒。

孔子的教学方法是循循善诱、因人施教。他同时鼓励学生多



提问题，大胆质疑，他区别不同情况进行解答。他的学生中
有的性格粗鲁、憨厚，有的耿直、淳朴；有的擅长舞剑，有
的长于辞令；有的谦虚，有的逞能；有的适合教书，有的适
合做官……孔子总能找到适合教育他们的方法，并且让他们
心服口服。看到这里，我想到了我的学生们，他们都是鲜活
的生命，千差万别，老师在没有对他们做充分的了解和分析，
就用统一的教学方法要求他们，让他们做到一致，那是不现
实的。因此，作为老师，还要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
学方法，才可以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学生来。

孔子读后感篇五

一个人是否高尚不在于他是否拥有英俊的外表，而在于他是
否有高尚的情操与内在的自身修养。更重要的是，在人生的
每一个进阶阶段，提升自己的境界。而圣人孔子，虽相貌奇
丑无比，但他的精神境界令人瞩目。

孔子自幼孤苦，与母亲相依为命。但他接触到礼乐时，乐此
不彼，丰富了他的内心世界。即使孔子在士族大家季氏的邀
请中被拒后，仍是内心愉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
见青年的孔子受挫后并没有先责怪他人，而是立志温习学习
的内容，继续提高自身的内在修养。所以他才能在三十岁时
创立私学，与学生亦师亦友。

步入中年的孔子的知识沉淀量更加丰富，他能巧妙的回答五
花八门的问题。但他坚决不接触有关神鬼的话题——他认为
若倾于神鬼，则国亡。孔子此时的言论最具有力量，他常常
权衡所有的方面和利弊断言，例如他会考虑到人性和法律；
同样，决断也要有分寸，要节制。五十岁的孔子被流放在国
外，然而他并没有为此悲伤，反而渐渐意识到自己的使
命——传承礼乐文化，铸造人们的精神家园。孔子的.思想隐
隐告诫我们，要避人不避世。即使厌倦了世俗的一切，也要
默默奉献自己的一份力——这也是每个人的天命。



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人，是因为他不断提升自己。我们又该
如何学习他磨练自己的情操呢？首先要心平气和，不得愤怒；
其次，应要知礼，懂礼，守礼，用礼；最后要学会融会贯通，
增强自己的判断力和巧变力，才能遇到任何困难时迎刃而解。
与此同时，也要抓住所谓礼的中心——“忠”和“恕”，忠
君子，恕他人，这亦是儒！

“吾十有五至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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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了孔子人生
的精神写照，也将是我们磨炼情操升华内心的过程写照！作
者：杨云烁，希望能帮助您！

孔子读后感篇六

悠悠五千年，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再漫长的岁月里，每
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涌现在众多杰出的人才。

以前，我经常听到父母，老师谈到孔子，庄子，什么"有朋自
远方来，不亦乐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总在耳边回响。最近，
老师让我读了一本书，《孔子庄子》让我对这些圣贤名师有
了更深的了解，他们洗礼，震撼了我的心灵。

《孔子庄子》顾名思义，主要就讲了孔子和庄子两个人的故
事。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
育，曾携带弟子周游列国，整理了《诗经》《尚书》《春秋》
等书。庄子是到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一生贫困，隐默无闻，
却着述丰厚，《庄子》一书流传至今。

"江山代有人才出"勤奋，勇敢，坚强，好学是成功者亘古不
变的必备素质，我最喜欢孔子。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位人才。
孔子好学而又勤奋，对于学习他孜孜不倦，一丝不苟，拜了
许多人为老师，起早贪黑地学习。孔子勇敢而又抱负远大，
满怀救世治国的志向，积极寻找实现抱负的机会，渴望为国
家建功立业，并且勇敢地推行自己心中所想。



孔子坚强而又持之以恒，虽然许多君主不重他，总是吃闭门
羹，被人嘲笑，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周
游列国，寻找他人生的最终方向。

读完这本书，我不由得静静思考，我是不是连他们的千分之
一也达不到?人生在世，谁都有远大的志向和美好的愿望，可
实现这些需要走一大段并不平坦，荆条丛生的坎坷的路，需
要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勇敢坚强是必不可少的武器，唯有
具有坚忍不拔毅力的.人才能在遭受各种困难，遇到各种危机
时迎难而上，困难和挫折不会因为你的脆弱而退缩，即使再
大的苦难，只要勇敢坚强一点，也是可以过去的。有时候，
要努力几次，也能成功，就像孔子。再一个国家中穿梭，付
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这当中有必不可少的失败，失败不
仅是一次挫折，也是一次机会，它使你找到自身的欠缺，不
轻言放弃，一个能用坚强，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命中一切苦
难的人，才是最精彩的，闪闪发光，令人敬仰。

我过的事丰衣足食的生活，从未尝试过外面的艰辛，我也有
远大志向，有一颗爱国的心，总是幻想着长大后为祖国贡献
力量，一切起来就滔滔不绝，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这一切都
是虚无缥缈的，我没有付出行动，平时一遇到困难就轻易退
缩，在远大志向的道路上不知失败了多少次，但从未在失败
中前进，奋发。坚强和勇敢是掌握人生航向的舵手，把握命
运的动力桨，但我还没有拥有，不知不觉偏离了轨道，坚强
和勇敢这两个字眼和我很遥远。但我相信，我会从此时此刻
开始，努力把方向重新调整过来，让坚强和统一与我同行，
像孔子一样，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懈努力，持之以恒。

庄子故事，流放百世;孔子名言，启迪心智，感受那深邃的精
神。

孔子读后感篇七

从古至今，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以及西方的哲学家都层



出不穷。但在众多的圣杰之中，最令我敬佩的依然是我们的
东方圣人：孔子。

孔子是春秋时代人，名丘，自仲尼，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
育家，号称弟子三千。关于他的故事可太多太多！所以我们
今天就来谈一谈：我心中的孔子！

首先，我认为他是一个不耻下问、终身求索的人。我们知道
孔子有很多的导师。大到道家创始人，小到故事中的两个六
岁小孩。这样鲜活的例子自然说明了孔子的谦虚、和刻苦好
学！但是这还不够深刻，因为孔子还是一个终身好学，终身
求索的人。孔子说：“五十有无三十而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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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十五岁到七十岁，孔子一共活了七十三岁，让我们来算一算，
孔子一生中百分之八十都在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句
话在孔子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第二，我认为孔子是一个人、礼、国家，把生死置之度外的
人。孔子从四十多岁开始讲学，一生弘扬仁义礼智信。以礼
治国。为了国家、他可以“毁三都”、为了国家，他可以亲
自领兵。但是鲁国的君上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孔子赶出
鲁国，不过，孔子并未放弃，在和弟子漂泊的十九年中，他
仍然没有放弃，走到哪讲到哪。有几次差点丢掉性命，但他
已然宣扬仁、义、礼、智、信。也许真正的大无畏，不仅是
在战斗中“不怕死”的烈士，更是为了教育不畏惧一切困难
的老师们！

孔子读后感篇八

我看一本历史类的书《孔子的故事》。这本书介绍孔子生平
的书。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一位中国历史上伟
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史人。《孔子



的故事》中有许多故事其中一个关于孔子有趣的故事：一次，
孔子带着弟子来到宝地观赏，看见路上一群孩子在玩耍。孔
子便乘马车慢慢行驶过去，别的小孩全都躲开了，唯独一个
小孩一动不动，孔子说："小孩请让一下可以吗？小孩不但不
让还岔开双眼，咋不行？这里有城池，你的车吗？怎么过得
去啊？孔夫子说：“咦，这明明有路，哪有城池？我脚下边
就是城池孔子一看，小孩两条腿岔开像门一样两条腿中间放
这几个块石子，搭了一道城墙。于是孔子像这孩子说：“这
个城墙有什么用啊，小孩说："当然是挡你车马的，还要防军
队。孔子就说：“你这那么小的城墙，我车过去又怎样呢？
小孩说不对，这种还是一道城墙，既然是城墙，你的车马怎
么过得去呢？孔子就请教小孩说："我那该怎么办呢？孩子就
说：“你觉得是躲车马吗？还是绕城而走呢？孔子一想只能
让车马从他旁边过去。

读了《孔子的故事》，这本书我懂了，孔子之所以博学多才
是因为他谦虚好学的美德之所以为人类的文明做出贡献，是
因为他勤学苦读。他也刻苦学习精神，真值得我们们学！

孔子读后感篇九

今天，我们学习了《孔子拜师》。

我觉得孔子是位好学得老师。虽然他已经远近闻名，但还是
觉得自己不够渊博，去拜老子为师。他可以风餐露宿，日夜
兼程地去赶路，到千里之外的洛阳，肯请老子收他为学生。
可老子对他说：“你就是仲尼呀！你的学问不比我差，为什
么要拜我为师呢？”孔子说：“您的学问深，跟您学习，肯
定是有长进的。再说，学习是没有止境的。”老子很感动，
于是就收下了孔子。

我还觉子善于学习。在老子收孔子为学生后，孔子就每天不
离开老师的左右，虚心学习，随时请教。老子就把自己的知
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



老子呢？就不用说了，居然为了孔子这个学生。可以站在车
旁迎候，而且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在古代七十多岁已是古稀
之年，这也反映出老子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是无止境的，无论你目前知识有多
么渊博，把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看作老师，虚心若谷地学习
他们的长处，自己才能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