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传读后感(汇总10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
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孔子传读后感篇一

快乐的寒假，我像飞出笼子里快乐的小鸟，坐在刺桐公园的
石椅上，掏出吴祚来写的《孔子学堂》，聚精会神地阅读起
来。

多么引人入胜的经典古文呀，我稚嫩的心灵跟着《论语》简
练深奥的文字，与孔子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朴实的
生活之中和道德对话里得到荡涤。

从《孔子讲道》我明白只有追求真理，才能实现人生的目标；
从《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感受到仁爱、智慧、勇敢是真正
的伙伴；从《知之为知之》我感悟到：只有刻苦、持之以恒
地学习，才能收获知识的果实。

其中，我最喜欢《君子（上）》这篇论述。孔子告诉弟
子：“君子无所事。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
君子。”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凡
事不能与别人争执不下，即使在比赛中，也应该互相谦让，
这才是一个君子应有的修养。看来，我也算是“君子”。

春节将至，购票大队排成了头不见尾，尾不见头的长队。我
和爸爸从早上8点排到了下午2点，终于望见售票窗口的影子，
我深吸一口气说：“爸爸，我到旁边去运动一下。”刚刚走
出几步，我看见离我们二三十米远的地方有一个老爷爷，正



颤悠悠地拄着拐杖，无精打采地排着队。我想：这位老爷爷
一定排很久的队，开始体力不支！怎么办呢？我跟爸爸小声
商量：“我们跟老爷爷换一换位置吧！”爸爸语重心长地说：
“你真是一个懂得尊老、谦让的好孩子。”我和爸爸重新站
到队伍后面排队，但看到老爷爷买完票高兴地样子。我一点
也不后悔。

“君子明白正义，小人只知道利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孔子的语录像是冬天的阳光，带来无比的温暖；
像是黑暗中的明灯，照亮前进的方向；像是甘甜的泉水，带
来心灵的滋润。

孔子传读后感篇二

《孔子家语》基本上是一部以孔子为中心的古代传说汇集，与
《礼记》中的某些材料相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二
十七卷”，颜师古表示怀疑，注云：“非今所有《家语》”。
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家语》四十四篇，
虽孔安国撰次，按后序，实孔氏诸弟子旧所集录，与《论语》
《孝经》并时，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
都集录，名曰《孔子家语》。”又说：“《家语》汉初已流
布人间，又经孔安国撰定。”

但后代学者对其真伪却产生了怀疑，认为是王肃的伪作。有
的出版社就认定：该书系三国时王肃书目及《论语》、《左
传》、《国语》、《荀子》、《大小戴礼记》等书资料集合
而成。王肃伪造此书，意在为《圣证论》提供根据以攻击郑
玄之学。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家语》只是王肃
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却非肃所作。”指出王肃有所依
傍，并非凭空伪作。

到了清代中叶，孙志祖作《家语疏证》，范家相作《家语证
伪》，逐篇逐章寻出作伪依据，并指出其割裂改窜的痕迹，
似乎《孔子家语》是伪书这一桩公案就此判定了。顾颉刚对



清人王柏所言“今之《家语》……意王肃杂取《左传》、
《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
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十分赞同，认为“绝对正
确”，并说：“故今之《家语》，大部分为编辑，小部分是
创作。”又说：“《孔子家语》不但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
部杂凑书。”实际的情况是，王肃获得了一个早期的本子，
然后为了迎合他与对手的论辩，加入了自己的阐释。即便如
此，《孔子家语》的编纂要追溯到更古老的传统。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竹简6000余枚，内容有
《诗经》、《苍颉篇》等佚籍，都是现存最早的古本，同时
出土的木牍文书中，许多语句在今本《孔子家语》中可以见
到。李学勤据此认为：“早在汉初确已有《家语》的原型，
《史记》世家、列传很可能参考过此书。刘向编集《说苑》，
也收录了其中文字。王肃作解的今本《家语》，大约就是在
简本的基础上经过几次扩充编纂形成的。”生也根据阜阳汉
墓木牍和《说苑》简的材料讨论了《家语》的真伪及成书年
代，结论为：

（1）从汉初就流传着一批记录孔子及门弟子言行和诸国故事
的简书，这批简书应当就是后来编纂《孔子家语》、《说
苑》、《新序》等书的基本素材。

（2）从汉文帝时汝阴侯墓简牍所见专记孔子言行的篇章，可
以看到汉初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家语》的编纂，正是
儒术发达以及孔子受到重视的产物，旧说孔安国编纂《家语》
并作序，应当是可信的。

（3）长期以来，今本《家语》被认为是王肃伪作，细审各家
所举“罪证”，按现在所知道的古籍编纂与整理的知识加以
考察，证据并不充分。

关于《家语》在流传过程中，有亡佚、改易、增益等各种情
形，皆属传世古籍所遭遇的普遍问题，不能据此论定其为伪



书。这样就澄清了过去以为《孔子家语》是王肃作伪的说法，
对于研究西汉初年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阜阳双古堆和定县八角廊汉简与今本比较，一简一繁，说明
今本在竹简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广补辑，这是古书在流传过程
中经常有的现象。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增广补辑部分将其视为
伪作，也就是说，不能因其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否定
《孔子家语》一书本身的价值。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
购买了一批战国楚竹书，其中《孔子诗论》中有孔子对
《诗·召南·甘棠》的解说，将之与《孔子家语》相比较，
两者基本接近，因此朱渊清确信：“《孔子诗论》是孔门弟
子所记孔子《诗》说，《孔子家语》则很可能就是在《孔子
诗论》之类原始本子的基础上钞撮编成。”

孔安国，西汉鲁人，字子国，孔忠次子，孔子十一代孙。生
卒年月不详。西汉经学家。安国少学《诗》于申培，受《尚
书》于伏生，学识渊博，擅长经学。武帝时任博士，后为谏
大夫，官至临淮太守。据传，汉鲁恭王刘馀扩建宫室拆除孔
子故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较今天《尚书》多16篇，
安国将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并为之作“传”，成
为“尚书古文学”的开创者。今传《尚书孔氏传》，一称
《孔安国尚书传》，明清学者定为后人伪托。《史记》作者
司马迁研究《尧典》、《禹贡》等古文，也曾向他请教。后
世尊其为先儒。

既然是“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
名曰《孔子家语》”，那么，为了追寻孔夫子的足迹，了解
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体会他那万世师表的言行举止，感悟
圣人情怀，哲人智慧，读《论语》后，《孔子家语》以也应
在必读之列。

本人读《孔子家语》已经一月有余，只因文言文底子薄，知
识储备也有限，悟性又差，所以迄今仍未读完。已经读过的
章节，也没完全读懂。只是边读边记，有所感悟，信手涂鸦，



连不成篇，自不是钻研之法。我总想，我们作为一般的精神
文化的传承者，人类各种精神资源的利用者，只要能对其中
的部分内容有所感悟，就达到读书的目的了。

当然，这个感悟，是今天的，如果到了明天，在新的语言环
境中，也许就有了新的感悟。而且，感悟不是实证，与科学
或许无缘。请各位批评者明鉴。这里所列的，是《孔子家语》
的一部分，而非全书。就权当是读书卡片吧，为了今后查找
方便；也权当是求学作业，恭请各位老师批改指点。

孔子传读后感篇三

客师歌“三问”较好地解决了人生意义在哲学高度的重大问
题：人存在于天地间的意义是什么？时间之于人的意义是什
么？为何有时间的存在？“三问”以客师与韘述先田猎迷路
这件事为背景，通过一问一答一层一层解析先觉、先知、先
机、后觉之间的关系；时间对于每个人的意义；人和万物来
到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等问题。

“三问”前四句交待了这次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第一
问韘述先以客师明天地为由，诘问此时为何迷于田、困于岵、
又冷又饿的境地。客师以诗经“衡门”开头，这也尊循了古
人把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作为说话的依据，逐层逐次
地解析“先觉”“先知”“先机”“后觉”，提出“先觉何
必求先知，先机有时从后觉”极具智慧性的观点。这里要说
明的是并不是很多人都具有先知的能力，先知在任何时候只
有极少部分人才有的能力，既使有这种能力的人，也不必非
得用这种能力去处理事情。且事物发展的先机，有时也在后
觉中产生。这二句话解决了有先知能力的人价值问题：人的
价值并不在于要运用自已先知的能力去证明自已，或者获取
利益，而是要顺从事物演化中的轨迹，不参杂人为的因素去
干扰、改变它的结果。特别是从事易学研究或爱好者，当具
备一些先知的能力，在运用这些能力的时候，有时能断人的
生死、有时能改变人生的轨迹时，怎样做到慎言？先圣



有“知易者不占，善易者不卜”，客师特意写下“三言”告
诫子孙要“三言两语”。

“智者只需明辩机，子时不问明朝疑”，有智慧的人只须辩
明事物演化的规律和机会，从规律中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决
定自己的言和行。子时不问明朝疑，是不须动用先知的能力
来决定明天的所为。

二问，韘述先提出“一朝夕”的问题，客师针对“一朝夕”
这个问题，论述在不同层次的人理解也不大一样。有人说人
生三个境界“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蒙童、
妇人、老妪是属于看山是山的境界。偶人、在雷火中论长短
的人、在芥子上竟雌雄的人是看山不是山的境界。智者属于
看山还是山的境界。

“朝夕之内大玄机，一物一换有分离。皆道天地一盈虚，吾
道虚虚一朝夕”，每个人在自己的一朝夕中，都是用有别于
其他人的唯一，换得自己的一朝夕，肯定与其他人有区别，
映证后面的痴人、愚妇的一朝夕。世上万物（动物、植物）
在这个大玄机中均有区别于其他万物的一朝夕。世人都说天
地像风箱一样有盈有虚，而我的道却只有虚虚的一朝夕。

“天地不过一狎子，只布朝夕困人兹。”真正困人兹的并不
是这个狎子，天地自有天地之道，而是人类自己不明白朝夕
的道理，不懂得时间的内核而困于朝夕之中。

“海枯石烂光移影，千万人行将其定。痴人愚妇谋万年，自
误今岁他年连。”在时间的这根长轴中留下一段一段的影像
是千万人的人生轨迹共同形成的。痴人、愚妇谋划着万年大
计，憧景着今年、明年以及年年岁岁。但在这个世界上更多
的是谁也不敢保证能看到明天的太阳，人生的悲欢离合、妻
离子散、突发的事故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只有真人能破得
这个大迷津，抱着不争朝夕只在今的人生观，去感悟世界。



三问，以韘述先经历的战争中生死之间的事诘问客师：生命
为何如此短暂且无可奈何，朝夕也好，只在今也罢，生命只
存在短短的一瞬即灭。替众人也替天地间的万物问出生命的
终极问题：为何来到这个世界？每一个生物来到世上不管存
在的时间长短，都会面对死亡、毁灭。天地万物演化最终都
逃不过死亡，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意义何在？客师以弓和
箭的取用进而论述是否得情。人和万物来到世上，得情与否
是人和万物存在的决定意义，来到世上得其情，就是人和万
物最终的意义所在。不得情，那怕岁岁连连却只能空活一生。
客师写到这里，悟出了人生真谛。

凡夫俗子的我们虽然境界不高，但只要找到正确的道路，努
力修“四正”，处迷茫而不惑，在顺境而不娇。暂时无法达到
“得情”的境界，即使智者、真人境界我们也还在修行的路
上，但只要认准目标，不断修心、修身、修已，向智者学习
明辩机遇，通过学习、领悟天罡遁的奥秘达到人生目标。

孔子传读后感篇四

读了《孔子学琴》，我从中感受到了孔子能沉浸在音乐中，
为什么他能沉浸在音乐里呢？我想是因为孔子心静。我想起
《三国演义》的空城计中，司马懿说的一句话：“心乱则音
噪，心静则音纯，心慌则音误，心泰则音清。”我也是学琴
的，我能体会到心静和心乱音色的不同，要能心静，就要心
中有琴，琴人合一。

先不谈琴，因为除学琴外也要学习孔子的精神，兴趣是最基
本条件，第二就是能静心。

外界给予自己讽刺挖苦之时会你会怎么做？坚持下来的大概
没有一成吧？孔子就是这样的人，不顾外界的看法，自己坚
持学琴，生活中也要这样，不能遇到一点小挫折就退缩，更
不能因厌倦而放弃，学而不厌，学习是永无止境的，不能有
了一点成绩就飘飘然，目中无人。



刚刚说的兴趣也是一大因素，但坚持自己的兴趣也是一种本
领。孔子埋头苦练确实有点像现代人所说的“愣头青”，但
怪不得他，古人所了解的太片面性，只是苦练，没有任何技
巧性可言。但也并不是说此事就不对了，只是需要增加些技
巧性而已。

孔子在曲中所投入的感情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埋头苦练只
是一方面，感情在里面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一首曲子若是没
有感情，就只是一首曲子，你所付出多少感情，琴音就会回
馈多少感情。

总而言之，孔子学琴中所存在的优点，都是常人可望不可及
的，这样的人才是我们膜拜、敬仰的对象。

孔子传读后感篇五

孔子是把活到老学到老完美实践的人，一辈子都在学习和创
新的过程中，最后终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等各种名誉。
从孔子学琴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了，孔子是一个好学的人，而
且更好钻研，对于学问是孜孜不倦。

这故事历经几千年能保存在现在，可见这个故事影响了不知
道多少人了，因为加入了咱们的团体才能够有机会来深入挖
掘这个故事，也能理解这个故事。要是以往这个故事看了也
就看了不留下任何记忆，更别说反思了。通过这个故事我体
会到了几个方面：

知识能改变命运，知识也是博大精深的，我们学一辈子也不
能将所有的知识都掌握，能真正的把自己所从事领域的内容
学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于学习这块一定要抱有一颗谦卑
的心，不然不能够找到你要学习的对象，只要是比你优秀的
人都要去学习不管他是什么人。

这是句古语流传至今，脍炙人口，大家都知道，通过今天课



程我反思我对这句话又有了新的认识，学习也要运用好三大
思维模式，学习的内容不能一把抓，不然就是往大海里撒盐。

学习是要带着目的性的去学，一定是自己在生活中，或者工
作中碰到了什么问题，模棱两可的，这个时候需要做深入的
学习，对于有点基础的内容，只要运用好单点爆破，不会花
太多的时间定能学习很不错。对于必须掌握，还很陌生的内
容就要真正的像孔子学琴一样。

所学的内容一定不能多，少就是多，只求学习一个掌握一个。

孔子学琴是把学习方法描述的淋漓尽致，对于所学的内容，
要通过目标细分把，把学习的终极目标划分成每个小目标，
每天就为一个个小小的目标而努力，精益求精，少就是都，
不求太多的内容，只追求学习的一个个小目标，学一个掌握
一个。

纸上得来终觉浅啊，看在多的还是要落到实处，多实践几次，
慢慢的锻炼，早入成为孔子的知音。这样就会养成各种好习
惯了。

孔子传读后感篇六

坐在窗前，桌子上放着一杯热茶，手中捧着一本书，这个有
些诗意画面经常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是一个书虫，深信着
高尔基所说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认为一本好
书就像是你的一个良师、一个益友，他开拓你的视野，增长
你的智慧，洗涤你的心灵。我也喜欢把我所读的好书跟所有
同样爱书的人分享！

最近读了一本自认为很好的书―《于丹《论语》心得》，在
没有读这本书之前就很喜欢于丹。看到她才知道原来讲《论
语》的不一定是老头子，喜欢听她讲的《论语》，因为是那
样的与众不同：没有文邹邹的死板语言，有的只是生动的趣



语。还记得于丹的一句话，至今让我印象深刻，她说：“在
我心中孔子只有温度，没有色彩。”多么精彩的一句话，还
不成熟的我不太理解这句话，可读完这本书，我认为孔子是
灰色的，他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普通的，贴近人心的。我
们不需要仰望他，只需平视。

之所以买这本书，一是因为于丹，二是因为孔子。孔子是家
喻户晓的，自上学前我就对他有一定的了解，用他自己的话
来形容自己，就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
老之将至云尔。”；另一方面从“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可以看出他不求富贵，
只求道义，他认为行义是最重要的；同时孔子生性正直，老
子曾这样评价他：“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
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
臣者毋以有己。”他善良，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
诚。作为一名学者，他勤奋好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我也许就是同学所说的落伍的人吧，但是不知怎的，我对那
些时尚的东西总是没什么兴趣，我可能更中意于古典的东西
吧！其实谁说少年不能读《论语》，论语是我道德品质的教
材，论语所代表的思想其实也是儒家的主张，从古至今，儒
家思想一直是历史的主流，最早是汉朝时的“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近代则是，中国在各国所设立的孔子学院，论
语是中国的一个标志，孔子是中国人的典范。

作为一名新中国的少年，我应该向孔子学习，学习他的精
神―不求名利，乐于助人，勤奋好学，正直，力争成为第二
个孔子！

轻轻地合上书，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的依然是孔子的形象
和语言，睁开眼时忽然发现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细雨，论语
何尝不是着春雨呢，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阅周勇博士的《跟孔子学当老师》，是因为题目很吸引我，



这本书写法很自由，因此也就很动情地抒发自己对孔子和与
后世孔子般的老师或研究者的赞赏。这种笔法很容易阅读，
很自由，很个性化地解读，也很自然地融入了自己的生活阅
历和经历。这种写法就是把孔子“人化”而非“神话”。走
近孔子、走进孔子的生活和思想，跟随孔子学当老师才成为
可能。仔细研读了这本《跟孔子学当老师》的佳作，掩卷深
思，受益匪浅，只感觉自己教学的心旅又多了一份坚定和从
容。做教师若不学孔子乃是一种缺憾。

书的封面印着一行小字：师者，永怀“教学之恋”，永怀生
命的恬静、感动与美好。

无论什么事情，当你投入了真情，本身就是一种灵魂的净化，
是一次思想的洗礼，把教学当成恋爱来谈，可见对教育的深
情。

梁启超第一次做研究生的导师，上课时，他走进教室，望着
天花板，然后突然说：“兄弟我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之后，
才慢悠悠地补充了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章太
炎先生的开场白比梁启超自信的多：“你们来听我的课是你
们的幸运。”但是国学大师不能没有学生，所以他又补充了
一句：“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孔子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想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指导我
们教师学习的准则。“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教学相长，循
循善诱，诲人不倦，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这些中国教
育大地上的美妙风景，这些深深卷入了我们的教育生活的美
好语词，蕴藏着一份宗教般虔诚、炽烈、隽永的”教学之
恋”。

孔子教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教人如何体贴“仁心”。在朱熹看
来，孔子堪称圣人。朱子所说的一切堪称完美再现了圣人孔
子心目中的“大教”，他甚至将“圣人之心”、“圣人之
教”与真正伟大的教育视为同一事物，认为教师教学、学生



求学都必须“先立大本”，即以圣人或孔子式的“仁心”，
来统摄自己的教学活动。“吾之所以为学者，以吾之心未若
圣人之心故也。”----朱熹。这种“仁心”在我们实际教学
当中就是那种对学生无私的爱。中国式的大爱学生，就是用
自己的努力求学与不息探索，为学生做求学、正心的榜样与
引导，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学术与人生道路。这种大爱反过
来又会激励教师终身求取学问，端正品行，从而将教学引
入“教学相长”的最佳轨道。

大教教心在我们是教学中不仅是教学生体贴仁心，更重要的
是要把知识教到学生的心里去，即知识传授的前提是如何获
得学生的“倾心”――对任课教师的仰慕之心，对所学文化
知识的喜爱之心。“亲其师，信其道”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传授的知识或对学生的管理没有渗入到时下这些思
想千差万别的当代学生的内心深处，那我们所谓“生动”的
说教也只好算得上毫无意义的忙碌了。因此在我们教学过程
中我们应该真正蹲下来看学生，和学生平等相处，走进学生
的心田，播种知识的种子，才可能收获丰收的喜悦。我们的
新课改已经向我们说明“以人为本，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
教师的主导地位。”这个几千年前孔子曾经倡导的千年古训
的深层含义了。

“学”仍然是教师的第一命根。有了很好的“学”，就会有
很好的“心”与教。

孔子最喜欢的事不是“教”，而是“学”，他不停地“学”，
藉此当上了教师，获得了快乐。孔子是把自己研读过的历史
文化遗产变成了自己的“文”，换言之，他消化了自己所能
学到的历史文化遗产，把它们变成了自己肚子里的“学问”。
难怪他可以心情快乐、底气十足地站在他那座土堆起来
的“杏坛”上。“学”就是孔子借以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
在确立人生第一乐事的过程中，孔子遇到的最大诱惑
是“思”。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把“思”作为第一乐事。
“思”必以“学”为基础，否则“思”与“学”都无乐趣了。



因此可以说，孔子之所以能够当上教师，尤其是他之所以能
够通过教学，通过与学生相处，品尝到类似与真正贴心
的“朋友”或“知己”进行交流的幸福，全是来源于他
的“学而时习之”。陶行知先生常说，当教师的，得先“学
而不厌”，方可能体会“诲人不倦”的大乐。钱穆，朱自清
们似乎没有这样说过，但他们的幸福教师生涯同样是建立在
自己不断“为学”的基础之上。“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
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其中“不愠”与“乐乎”皆来自“学”，换言
之，“学”实为教学或教师生活之本。只有先学了，才能教
学，才能成为“不愠”与“乐乎”的教师。孔子即是先通过
历史文化将自己所要教授的“义理”研究清楚，然后才来教
学生。他是一位真正的以“学”与“思”作为“教体”的教
师。

对学生的爱，尽在“授之以渔”和“师生心灵的共鸣”

教育什么时候有最大的教育效能？我想答案同样是：让师生
双方产生心灵的共鸣！

真正的教学乃是以师生的求学经验与心得体会为基础，非得
要师生之间的求学经验与心得体会发生共鸣，才会发生真正
触及师生心灵的教学。将自己的求学经验与心得体会传授给
学生，使学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将要耕耘的“学”一句
话，是教师先把自己的“学”教给学生，让教师了了解教师的
“学”，然后和学生一起“学”。

向学生传授真正能触及心灵的“渔”，并因此让他们更强烈
地感受到我们的爱；反思我们的教学内容是不是来自于我们
自身的求学经验与心得体会。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知困，然后能自强，才是教学时必须
考虑的头等大事。另外，仅对学生的爱是远远不够的，还必
须有教学内容，而且教学内容越多越好，越能显示老师对学



生的爱。

孔子对待教学的态度比喻成“孔子式的爱情”。“教学，有
如柏拉图式的爱情”和“静心感受孔子的'教学之恋”，认为
孔子是把教学当作“恋人”一样看待的，孔子对教学的痴迷
程度，就像柏拉图把自己的全部爱情奉献给真理。在没有职
称、没有工资，甚至连固定的教学场所也没有的情况下，孔
子还是全身的投入和付出，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柏拉图
式的爱情”――也就是将灵魂中的爱，献给永恒的真理或美
德，而不是世间其他任何可能变动、难以把握的存在。孔子
曾有堪于柏拉图媲美的坚定执着、不畏孤军作战的英雄本色
以及感人至深的师生情谊。孔子“终身坚持一种信念”是值
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因为我们几乎从未像孔子、柏拉图那
样，有着明晰坚定的信仰，更不要说曾用尽全部力量去追逐
信仰，所以我们也从未通过求知、教学体验过什么刻骨铭心
的爱情，即使我们将爱情寄托于求知、教学以外的人与事，
也同样可能是失意而回。就内涵而言，孔子的教学之恋除了
是以自己的爱学习、爱仁心和爱人生等等大爱作为基础，更
表现为他对颜渊、子路、子贡等学生的无私忘我的大爱。孔
子以其一生的经历证明，教学，绝对有如“佳人”一般，可
以让深爱着它的教师体验到人间的极致情感。教师可能面对
的命运有许多，但从孔子的经历来看，教师的终极命运乃是：
倘若我们有幸能成为孔子式的教师，便可以体会到包含人间
至情的教学之恋。

学习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情怀和以“礼”来升华
自己的感情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便是孔子的情怀之一，倘若教了一辈
子的书，连这样一点情怀都不曾真切地体会到，我们又有何
底气可以让自己坦然地站在三尺讲台之上，更不要说去感受
教学之恋的幸福与快乐。人除了吃饭工作之外，还要为爱而
生。人活在世上，只要心灵不死，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安
顿自己的爱。圣人孔子亦是如此。但孔子的非凡之处在于，



他竟然将自己的生命之爱献给了被许多人忽视的教学，竟通
过教学找到了让其心动的归宿，而且倘若真如钱穆先生所说，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职业教育家”，那么孔子
还是第一位体验教学之恋的教师，因为所谓“职业”乃
是“事业”，是可以视之为生命，将生命寄托于它。在教学
过程中，只要孔子倾尽了自己的“深情”与“真气”，再倾
下去，生命便要消失了，孔子的教学之恋即可以和人间任何
一种之情媲美。

孔子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同时有懂得以“礼”来升华自己
的感情，从而使自己的感情释放出来，可以达到超凡脱俗的
美，此即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理”他们彼此的关爱、
尊重、理解与体贴正是这些人性力量构成了可以升华
的“理”。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孔子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他从来没有一句教条，也全无道
学气。他所有的教学之道，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等等，都是
以自己的赤子之心以及对学生的真实了解为基础。

人类身上那些最优秀的品质：勇敢、执着、仁慈、洁净……
无论爱什么，在爱的过程中，只要具备这些优秀的品质，并
将这些品质发挥出来，极可能成就并体验极致的爱情。

反观孔子，学问、人格与心意，这些能够赢得学生追随
的“法宝”他一样也不缺，而且在学生面前，他历来都
是“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所以他的教学以及孔门的师生
关系实在值得长期地研究下去。

周子曰：“圣人所以圣者，诚而已。”即教师只有虔诚地付
出自己的一片仁心，才能创造让学生永远留恋的求学岁月。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
乎舞雩，咏而归。”这是孔子的学生曾点说的一段让孔子引
为之音之言的人生理想。不是子路、冉有他们理解的“学而



优则仕”，竟然是归于大自然。

归于大自然，身边是单纯年轻的笑脸，迎着春风，洗尽尘埃，
畅游在春风和歌声里……天地开阔，师生之间可以畅谈嬉戏，
也可以在山水之间明澈自己的心境。而教育的最终目的，并
不是教会学生某门知识或者某个技能，而是一种自动求知的
能力。

我们不可能有孔子那样的人生经历，甚至也很难有他那样的
学问和人格。可是如果一个教师不爱他所从事的教学，无论
深浅，都意味着他将承受多么可悲的职业生涯。其不幸程度，
就像一个人从未爱过谁一样。教学也可以成为爱的对象，哪
怕自己爱的教学并不存在于现实中，只是一个抽象的理想，
也足以让我们留恋终生。

如此想来，在教学这旅程中，即使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只
要将自己的文化和人生价值观影响了学生，便可以让学生永
远留恋求学岁月，也可以让自己真正实现职业理想。那么，
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文档为doc格式

孔子传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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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那原本就不是你该得的。要是瞄了，你会失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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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妈妈进行了坦白，妈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
子，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看你这么坦诚，相信你一定知错能改！做人一定要有自知之
明，不能不懂装懂，明白吗？”

从那以后，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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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你的指引，我一定会开创起一片
属于自己的精彩天地！



孔子传读后感篇八

孔子说：“人分三等：中人以上、中人、中人以下。”

从生物科学这个角度来解释，中人以上：万物之灵的人；中
人：一般的动的人；中人以下：禽兽不如的人。

抠心自问我是哪一等人？中人算不算的上？请自己多花时间
认真检讨，改过自新。

放眼看社会禽兽不如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原因？是人们价值观
念扭曲，市场导向错误等等，谋财害命比比皆是，人祸不断。

总而言之正确的价值观念对全中国，全人类，来说是多么的
重要。

现在我才明白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无知。从
前种种譬如今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

今天给自己一个新的出发点――对得起未来的自己。

孔子传读后感篇九

读着《跟孔子学当老师》这本经典，我顿时觉得自己是多少
渺小。读着它，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孔子全心全意为学生的思
想和情怀。他总是站在学生的角度上，为他们的未来着想，
培养他们良好的个性，相信他们的才华和能力，鼓励他们一
试身手大展鸿图。

当读到第89页的这段话时，我深深地陷入了思考。这段话是
这样说的“要使人的心灵表现美好或许并不难，无须反复教
导与灌输，只要相信，人本性是善的，并按这一点对人给予
尊重与信任，为人释放心灵中的美好创造”舞台“，就可以



了。”“给予学生尊重与信任”，这句话我们经常听到，但
在这看到，感觉又完全不一样。

他说，给学生尊重与信任，就能引导学生释放出心灵中
的“美好”。是的，“人之初，性本善”，“心灵中的美
好”人人都会有，我们教师要做的就是给学生创造“释放”
这些美好的意愿与舞台。我想，给学生“优秀生”的感觉，
也许他们真的会更优秀；给学生更多的信任与期待，不爱学
习不爱劳动的学生，明天，也许，他们就会变得主动了。

怎样具体地给予学生更多“尊重与信任”，我还应该不断地
思考。

孔子传读后感篇十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一生坚持理想，最终成了万世师
表。一本《论语》，道出了哲理，他的思想，让人们信仰，
他成了后世之人开口闭口的“子曰”，他就是孔子。

孔子的童年并不幸福，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而更悲伤的是，
孔子十七岁时，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去世了。孔子少年时期的
艰难困苦，磨练了他坚韧的品格。在少年时期的谋生过程中，
他学会了“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且在
母亲的引导下，孔子刻苦学习，俨然成为了“小六艺”方面
的专家。然而孔子却不以此谋生，因为他有更高的眼光。他
认为，应该提倡“大学之道”和“君子儒”。什么是“大
学”呢？孔子曾经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大学》）。

孔子说的这段话，诠释了“大学之道”：不为了就业和谋生
而学习，这就是“君子儒”。而和“君子儒”相对应的就
是“小人儒”，即学习某一专业并以此谋生，又叫“专业
儒”。“大学之道”不为就业，不为谋生，而是为了成人，
成为君子，为老百姓谋幸福，为国家谋幸福，更为了天下谋



幸福。

不知不觉中，孔子迎来了自己的知天命之年。“天命”指的
是上天的旨意。是否真的有天命？可以认为有，也可以认为
没有。我个人认为，天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生在中国，在
怎样的家庭里成长，有怎样的父母，怎样的兄弟姐妹，这就
是天命。孔子认为，我们应该做到知天命。知天命，包含着
三层含义：认识天命、敬畏天命、履行天命。知天命，能给
予我们百折不挠地向着远方前进的精神力量。人就是天命。

孔子的三千学生，个个精明能干，其中之一的子夏所说
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成为了复旦的
校训。孔子的著作《论语》被一代又一代人所传颂，对后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石。

用作者的一句话结尾：从此，孔子，不再仅仅属于春秋时代，
他属于千秋万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