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感官读后感(模板8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十二感官读后感篇一

《论语》既蕴涵着深刻的道理，而又通俗易懂，真让人感觉
身临“儒”境。

《论语》中孔子的弟子曾子生了病。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
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
免夫！小子！”

意思是曾子生了病，把他的'学生召集在一起说：“看看我的
脚，看看我的手，！《诗经》上说：‘小心啊！谨慎！就像
来到深深的水潭边，就像行走在薄薄的冰层上面。’从今以
后，我才知道自已可以免于受苦了！弟子们哪！曾子
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生活
中时刻要小心谨慎，在学习上时刻要勤奋努力。

文档为doc格式

十二感官读后感篇二

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打破传统祭文的常规格式，一改以往
祭文称颂死者的内容，而倾诉自己痛失至亲的真情实感，情
之所至痛不欲生，使得这篇祭文格外感人，被后人誉为“祭
文中千年绝调”。



文章共分为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收到侄子死讯时的惊诧悲痛，并联想起自己和侄
子年幼时与嫂子相依为命的凄苦经历更觉得痛不欲生。在这
里写出了两人幼年时同病相怜的悲惨经历。

第二部分些韩愈到京城后便与侄子两地分离，本以为都还年
轻，日后相聚的日子还长，没想到竟然天人两隔了。他写
道“我与汝俱年少，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言辞中
充满对年少轻离别的悔恨之情，念及父兄早逝，自己身体早
衰，却不料侄子先他而去，道不尽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
同时也为自己性命将短暂的迹象感到忧虑。

第三部分，韩愈写出了侄子没有受到亡兄的荫庇，感叹命运
的不公但又无可阻挠不能改变。自己日益衰老，却不知能否
把后代养育成人，“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
感叹命运造化的无常和人力于天命之微弱，充满无助的哀愁。

第四部分回忆起侄子曾经说起病痛，但他却没能重视，而后
悔莫及。追至侄子的死期都不能清楚明确，自己所能做的只
有料理死者身后事，也唯有料理后事方能使他感到一丝丝的
安慰。言语中充满追悔却不能弥补的遗憾。

最后一部分，作者自责对死者疏于照顾，使得抱憾终身，唯
有养育后人成人才能使自己有活下去的动力，这一部分既是
生者的遗憾又是对死者的告慰，“言有穷而情不可终”一句
也在告诫世人，要珍惜眼前拥有的，不要等到失去了才追悔
莫及。

因为自己看文言文的能力很有限，但又迫不及待的想知道这
封祭文是一个什么内容，于是直接看了被人翻译过来的文字，
读过了之后，唯一的感觉是很“震惊”！

作者很想把对亡者的思念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因为亡者已逝，



而抒于笔端又是作者觉得最合适的表达方式，毕竟阴阳两隔。
他开始回忆，回忆与亡者一起生活相处的岁月，在那过往的
几十年中，有太多遗憾，有太多未能共同完成的事情，他总
以为还有机会去弥补那些遗憾之事，可一切来的如此突然，
让作者犹如感受着切肤一样的痛。

从共同经历的流离颠沛的生活，到彼此可以自食其力；从天
真烂漫的童年，到而立之年的沧桑，作者在其中包含了对彼
此共同相聚时光的渴望，及对未能完成这个想法的难过。似
乎作者的思想中包含着忧郁的`情绪，而带着这样的情绪去回
味亡者及彼此一起时的情形，让作者更加无法面对亡者的离
开，痛苦之余，他怀着对亡者的思念，寻觅着亡者遗留在世
上的遗物，而亡者的孩子则是作者首先想到的，亡者未能将
孩子抚养成人，于是作者便将所有的遗憾与错失，转而想弥
补在孩子身上。

尽管作者知道亡者逝去的事实不能改变，但是依旧责难着自
己，从亡者生病到最终的离开，作者都没能在身边，甚至连
亡者入殓时都未能赶回。因为情真所以从文字上可以看出作
者的写实手法，让读者看了都仿佛融入了意境，“不能抚摸
你的遗体，不曾靠近你的棺材”可见作者内心的痛苦。亡者
的离开让作者的人生从此改变，让作者重新审视自己！

在经历人生百态后，不惑之年的作者，已身心憔悴，有了告
老还乡的打算，而亡者的儿女与自己的儿女都年岁还小，于
是将孩子们培养成人就成为了作者唯一的心愿，也是作者对
亡者的慰藉！从形影不离的生活到天各一方的岁月，尽管亡
者已不能再相见，但是回到曾经一起生活的家乡，回到一起
曾经留下美好记忆的地方，是作者唯一的生存想法。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殿堂里，韩愈是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他
的卓异不仅仅体现在文采上，他的为人处事、政绩操守，都
值得后人敬仰感佩。



以文章而论，他和柳宗元并列人“唐宋八大家”，同为唐
末“古文运动”的先驱，很早就被视为一代宗师；以政绩而
论，他在京则力谏禁止佛骨入京，在外则爱民恤下，美名传
倾于一方；以品行而论，他的清廉耿介、鞠躬尽瘁，在一言
一行之中无不体现得明明白白。总之，韩愈给人的印象，就
如他大部分的文章一样，端正，严肃，深沉。因此，对于他
的文章，我从来都是持着一种理性的赞美，而不会有任何出
于感性的欣赏―直到我读完这篇《祭十二郎文》。

长大的侄儿便成了实际上的手足。在后来的世事沧桑、宦海
沉浮中，想必他对长嫂一家人充满了深情眷念，在他因为上
疏谏止佛骨被贬滴潮州之际，十二郎的儿子韩湘干里迢迢地
赶来护送。“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知汝远来
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为了百姓苍生敢于直犯天颜的
铮铮铁骨，在亲人面前却禁不住柔肠百转，泪水清然。十二
郎的逝世，使韩愈如折手足，肝肠寸断，一贯的端然严正、
肃穆矜持，猛然之间被如潮的悲痛冲得无影无踪。

这字里行间的椎心泣血使我看到了一个完整的韩愈。是的，
真的英雄皆是性情中人。

十二感官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十二生肖的故事,知道了十二生肖的排名是:鼠、
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十二生肖，又叫属相，是中国与十二地支相配以人出生年份
的十二种动物。

十二生肖的起源与动物崇拜有关。据湖北云梦睡虎地和甘肃
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可知，先秦时期即有比较完整的生肖
系统存在。最早记载与现代相同的十二生肖的.传世文献是东
汉王充的《论衡》。



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的形象化代表，即子(鼠)、丑(牛)、
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
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融
合到相生相克的民间信仰观念，表现在婚姻、人生、年运等，
每一种生肖都有丰富的传说，并以此形成一种观念阐释系统，
成为民间文化中的形象哲学，如婚配上的属相、庙会祈祷、
本命年等。现代，更多人把生肖作为春节的吉祥物，成为娱
乐文化活动的象征。

生肖作为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代留下了大量描绘生肖形
象和象征意义的诗歌、春联、绘画、书画和民间工艺作品。
除中国外，世界多国在春节期间发行生肖邮票，以此来表达
对中国新年的祝福。玉皇大帝要给小动物们排名次,它们为了
争第一,费了不少的力气,动物们都想第二天得第一名,猫让老
鼠早上叫它,结果老鼠自己偷偷走了,老鼠看到憨厚的老牛比
自己还早,机灵的老鼠一下跳到老牛的角上,抢了个第一。从
此以后猫见到不讲信用的老鼠就要抓它,自己也改掉了贪睡的
毛病。

这篇故事告诉人们:做人做事要讲信用,否则,就会遭到别人的
报复,生活也不得安宁。

十二感官读后感篇四

《论语》以语录体的形式，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言行，
说理深入浅出、言简意赅。通篇以当时的群众语言为基础，
兼借书面语言典雅精粹之风格，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创一体、
自成一派。

《论语》虽非纯粹的文学作品，然其大量文句却逐渐演变成
了格言、成语和典故，至今仍然保持着强盛不衰的生命力，
充分说明了它有强大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文学特色。*拟从语
言使用的`灵活性，塑造人物形象的饱满性和记叙事情的洗练
性三方面入手，对《论语》一书的文学特色作一浅析。



十二感官读后感篇五

《论语十二章》节选了《论语》中关于做人做事和学习态度
与方法的几段重要内容，目的是希望大家通过应用正确的学
习方法，通过道德修养。如果一定要总结成一、两个字得话，
那就是“学”与“思”，这是其强调的内容！这里就“温故
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谈谈看法。温故而知新是指，能够通
过对已知事物的了解和掌握，去认识和判断新的事物。

能够温故而知新，说明这个人是有思想、有方法的，做到了
学而思、思而学。“温故”不是复读或者复述已经学到的内
容，而是对已学知识的思考，同时又在思考中探寻了解新的
知识，思想认识不断发展和提高所以才能“知新”。这样的.
人当然也会将自己的思想认识发扬出来，不论是否收徒当老
师，都能起到老师的作用。而对于那些能够做到温故知新的
人，应当将其作为老师来对待，好好地向他们学习的。当然
如果自己能够做到这点，那么自己也可以发挥老师的作用。

能够温故而知新，说明这个人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方法。而
一个有思想、有方法，不断回顾与思考，能够将自己的思想
认识发扬出来的人，其在品质方面应当不是问题了。因而也
就具备了作为老师的条件。

十二感官读后感篇六

12生肖是神话故事。

人在古代都知道年份，所以也还知道自己年龄。玉皇大帝就
想了个方法，用动物来记年份。玉皇大帝派土地爷告在人间
贴了公告，让动物报名参加渡河比赛。

猫和老鼠之前是好朋友，看到公告，他们也想去争个名次。
但是他俩不会游泳，就提着礼物去找牛，牛就同意帮助他们
过河。



在比赛那天早晨，天还没有亮，他们就起来开始渡河了。在
马上要到水面的时候，老鼠一下把猫推下了水。猫不会游泳，
只能眼看着他们走远。

快到终点时，老鼠钻进牛其朵里大叫，然后它猛地一跳得了
一第一名。

所以，牛总是一直瞪着眼睛，因为生气。而猫最终跑来瞠已
经晚了，没有名次。猫气的直追老鼠，老鼠见了猫就躲进洞
里不敢出来。

这就是十二生肖里猫和老鼠的故事，故事虽然是神话，但是
却告诉我们“牛眼睛大和老鼠猫”的事实。

除此之外，这个故事里还有另处的科普。比如：鸡原有四只
脚被压断两只，羊看路累坏了眼成近视，马补蛇吓到很胆
小......

故事没有大小，喜欢就好。

十二感官读后感篇七

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书中结局定格的那个画面：“一滴晶莹
的泪水，从张小敬干涸已久的眼窝里流淌而出，这还是他来
长安九年以来的第一次。”他是瞎了一只眼，做事果断凶狠
的五尊阎罗，人人闻之色变，可他也是悉心守护战友女儿，
为救百姓只身涉险的孤胆英雄。“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帅，
所为的不过两个字：平安”，当阎罗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
我就在心里狠狠地拍了下手，这个人物，绝了!张小敬，是个
心里时刻想着百姓的阎罗。在他提及回鹘老头的毕罗饼，普
济寺的雕胡饭，太常乐工，舞姬李十二，瞎眼阿婆的时候，
张小敬语气悠长，独眼闪亮：“我在长安城当了九年不良帅，
每天打交道的，都是这样的百姓，每天听到看到的，都是这
样的生活。



对达官贵人们来说，这些人根本微不足道，这些事更是习以
为常，但对我来说，这才是鲜活的、没有被怪物所吞噬的长
安城。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自己活着。”就是这儿，我
恍然，支撑这个死刑犯不顾一切走过刀山火海去拯救的动力
到底是什么?不是别的，正是他日夜念想的微不足道的人与生
活。即便在最后他有很多机会去杀了那个让他和战友们获得
悲凉结局的君王，但最终却没有去刺杀他，原因想必是怕引
起皇权相争，国家动荡，敌国趁虚导致百姓颠沛流离吧。

十二感官读后感篇八

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
段音乐，然后将得到的感受和启示写成的文章叫做读后感。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论语》十二章读后感，希望对大
家能有所帮助。

想起以前上学的时候，什么《论语》《庄子》在我的眼中都
是很深奥的东西，虽然我背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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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在其位，不某其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朗朗上口的
句子，可自问心里对这些话的理解却是肤浅的。不经意间听
人说起《于丹的论语心得》很棒，于是就抱着着试试看的态
度看了这本书。

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座寺庙里供着一个花岗岩雕刻的
非常精致的佛像，每天都有很多人来佛像前膜拜，而通往这
座佛像的台阶，也是由跟它采自同一座山体的花岗岩砌成，
台阶很不服气对佛像提出抗议，说：我们本是兄弟，凭什么
人们踩着我们去膜拜你?你有什么了不起?佛像淡淡地说：因
为你只经过了四刀就走上了今天的岗位，而我经过了千刀万
剐才成佛……一个简单的故事，使我如梦初醒。

做为一个刚迈上自己岗位不久的新教师，总是会想这个可以



做那个我也可以做，为什么只让我做这个没意思的工作呢。
听了于丹的话，我觉得自己的毛病不能仅仅用年轻气盛来形
容，我想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心胸还不够宽广，对问
题的思考缺乏深度和虚心的态度。我们急于成功而盲目的与
他人胡乱对比，总拿自己不如意的地方去和他人顺利对比，
不能心平气和的接收他人的辉煌。是啊，佛像能让千万人去
膜拜是因为他曾接受了千刀万剐的考验，而作为一名年轻的
工作者，我们还有很多经验等待去积累还有很多技能等着去
考验，怎能如此心浮气躁呢?这便是《论语心得》带给我的思
考。

经常看《百家讲坛》的朋友们一定知道于丹吧!她解读的《论
语》，我十分喜欢看。我也买了两个版本的《论语》，准备
回家一睹为快。

《于丹说论语》里不仅仅有孔子的话，还有与每一句话相对
应的故事。每一篇故事都发人深思，让我深受启发。孔老先
生每一句话都包涵着意味深长的哲理，虽然有些道理我还不
明白，但是，只要把它记住了，以后会理解的。

其实一年级的时候，我就从爸爸那里知道了“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爸爸告诉我这是古文，古时候的人
写文章都是这样的。我当时很羡慕古人。他们写的话简单明
了，还蕴涵着深奥的道理。

二年级的时候，我从妈妈那里知道了孔子的两句话：“三人
行，必有吾师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这两句话一直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地学习。

读《论语》，我认识了大圣人孔子，进一步了解了他。他的
一生都在追求一个字：仁。我还知道孔子门下的弟子有：颜
回，子路，子张，子夏，子贱。读《论语》，我了解了“半
部论语治天下”的缘由。读《论语》，不仅让我增长了知识，
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让我懂得了许多做人做



事的道理。

因为于丹，我喜爱上了《论语》，我真应该好好感谢她呢!对
了，不久前，于丹被评为中国第三大美女，超过了“万人
迷”李宇春。我觉得这是因为她身上有一种文化美，有一种
才情美。长大了我也要做一个像于丹那样内外兼修的人，这
才是当今社会最美丽最可爱的人!

自从我学习了《论语》以后，我有了许多生活上的进步;每天
反省自己的得与失，孝顺父母……虽然孔子所说的我没有全
部做到，但是却比以前做得更好了。论语就像我的一面镜子，
我自己是怎样做的，孔子是怎样要求的，我应该怎样做才更
好。

现代人整天只知道拼命的赚钱，连父母都不管了。子
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
以别乎!”如果你不尊敬老人，那你养的动物就和你养的老人
没什么区别了。

《论语》反映出了古代文化学的缩影，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
古代的人，古代的事，古代的文化。曾子曰：“吾日三省我
身，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句
话便是我的座右铭，我觉得，每天就应该向曾子这样去反省
自己，然后为自己立一个目标，才能有进步。

《论语》这本书，让我懂得的道理远不止这些……

我认为孔子这句话说得十分有道理，别人来请教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要谦虚，要耐心的教给别人，不能厌烦，这一点，我
觉得我做的不是很好，因为有时候朋友来问我问题时，我因
为自己的一些私人的事情，会拒绝他们，我以后一定要改正。
我们学习是永远不会学完的，所以我们不要对学习轻易满足，
我觉着这一点，我做到了。我看到有的同学比我学习好，我
会把他看做我的榜样，去追赶他。追上后，我还是不会满足，



我会再去追赶更好的同学。

另一句话是：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意思是：孔
子说，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人;通过学习才知道的人，是
次一等的人;遇到困难才学习的人，是又次一等的人;遇到困
难也不学习的人，是最下等的人。

背过这句话以后，我想：我是第几等人呢?我不是生来就知道
的人，也不是遇到困难才学习的人，更不是遇到困难也不学
习的人呀!那我应该就是通过学习才知道的人啦。这正像《论
语》八则中孔子说的那样“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
之者也。”我想，我就是这样的人吧!

《论语》八则，不仅让我吸收了许多的知识，也让我懂的了
许多的道理，对我有很大的用处，在以后的日子中，我会努
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好少年。

这个暑假，我参加了三味书屋举办的经典诵读“《论
语》10+10”夏令营。

我又见到远道而来亲切的“大萝卜”—子舒老师。

子舒老师告诉我们，《论语》是记录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及
其弟子的言行，反映了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在我心目中，
孔子距离我们很遥远。子舒老师像讲故事一样跟我们讲述其
中的道理。一下拉近了古代和现代的距离。其中有许多句子
耐人寻味，让我受益匪浅。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悦，不亦君子乎? 意思是：学到了知识或本领以
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复习，不也是令人愉悦的吗?这里既有学习
方法，也有学习态度。是啊，在学习中，有时候学过了的字
在应用时我却不知道怎么写，就是因为学过之后没有复习，



没有牢记。我们应该经常复习，掌握好它的形态、字的意义，
让这些字牢牢地记脑袋里，就不会忘记了。我们读书要经常
读，多读书才会学到新的知识，学过的东西一定要复
习，“温故而知新”，只有这样才能把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
的东西。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意思上;几个人在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当我的
老师。应当选择他们的优点去学习，对他们的缺点，要注意
改正。取长补短。这里说的是只要虚心求教，处处留心，处
处都有老师。

《论语》中还提到：做了好事不一定要别人知道和理解。不
管别人理不理解，知不知道，都应该多做好事。还要广泛地
去爱众人，亲近有道德的人。虽然，孔子距离我们很遥远，
但是，孔子思想却代代相传。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要好好
学习，努力做一个正直，谦逊，与人为善的人，即使不能成
为参天大树，也要做好一颗螺丝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