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生由我读后感(模板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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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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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由我读后感篇一

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写下坦诚的文字。许是应该像
作者一样，从平静得如往常般的一天开始，平铺直叙。

前半本就像往常毫无波澜的日子，冗长、乏味，却又带点苦
涩和若隐若现的甜。博格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它只是被遗
弃的经济残骸，只是这样混乱、萧瑟的环境下，平庸到碌碌
无为甚至毫无生气的生活却莫名令人向往。

自闭地将一个个文字锁起来，关进心里，将书行清空。活着，
总是孤寂而被误解的。因为经常，它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可
是，哪怕带来些许慰藉的环境一成不变，我们也终将被人心
蛊惑。幸好那是一群无知而无畏的孩子们。他们大大咧咧地
闯入布里特?玛丽的生活，强行而真诚地填满一点一点空白，
驱散阴霾。如果我们可以种下光明，那大概，可以收获孩子。

即使借了孩子们的勇气，生活依然只是生活，该有的选择、
纠结和烦乱，依然会到来。麻烦总会如期而至，除非时间停
滞。爱情、感动、妥协和面包，该怎么选择。后半本是高潮，
情节波澜壮阔，我们期待着作者的选择，一如等待着生活的
结局。

命运，大概是在自己做出无数次选择之后，生活的面目。我
们总在期待命运，却也总被生活束缚。当选择与生活妥协，
我们每个人都是预言家，能看到自己平铺直叙的结局。可是，



作者笔锋回转，布里特?玛丽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不，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决定，是被孩子们赤忱之心推动着，作出
的最勇敢无畏的决定：做最渴望的自己。

假如只剩下三天生命，该如何活着。我们大概不会再努力妥
协，大概不会再肆意挥霍。也许会懊悔从前，也许会感叹再
来不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么为什么有些事情趁着大把的
光阴不去做呢？所有的妥协，最后都会变成命运。

世间皆有因果，今天的自己，是昨日自己的果，是未来自己
的因。看透了古往今来生命的轨迹，是不是可以尝试着做一
点点改变，期待一下未曾料到的惊喜，让生活丰满一点。毕
竟，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因为努力的结果在思考之外。

人生由我读后感篇二

一贯非常喜爱于丹，喜爱她的聪明，喜爱她的睿智，喜爱她
的共同见地，喜爱她的非凡谈吐，而最让我敬佩的是她对人
生不一样寻常的感悟。

每个人对人生的情绪大都不一样，有的人用心达观，有的人
消沉颓丧，于丹与大多数人不一样，她的大智慧体此时她对
人生优点的探究、对完美人生的不断寻求。于丹，闻名文明
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与传媒学院副
院长。当这么多的光环罩在她的头顶，她没有自豪，没有被
名与利所捆绑。而是为咱们敞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教会咱
们什么才是真实的美好，怎么才干具有美好的人生。当我拿
到于丹教师的于丹趣品人生一书时，我如获至珍，细细品读
起来。

于丹趣品人生材料分为八大部分，即一山一水一国际、茶之味
（上）、茶之味（下）、酒之品（上）、酒之品（下）、琴
之趣（上）、琴之趣（下），以及代跋文日子之道。关于很
多人来说，美好好像手中的沙，越是想要攥紧，丢掉得却越



快。咱们投入悉数精力，得到了功利，却领会不到少许的安
静；咱们含辛茹苦，想寻得一份结壮，却终究迷失在繁忙的
日子傍边。所以，咱们苍茫了。我便是这很多苍茫者中的一
员，或许我比他人走运之处便在于我看到了于丹教师的这本
于丹趣品人生。于丹教师透过这本书带领咱们领会了一番古
代名士的日子情味，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杯茶，
于闲适间找回生命本真，找回美好的感觉。清闲的情味与日
子方法并非要让咱们搁置大把的韶光，放下抱负和责任，而
恰恰是要让咱们在树立价值的一起不要丢掉自我。不管生命
的道路上多么繁忙，无妨忙里抽闲让自我停一停、静静心，
回头看看开端的起点，向前望望终究的归宿，然后带着一个
沉着的自我，走上漫漫的人生道路。

于丹以为，与古人比较，这天中国人的日子方法好像少了一
些情味。“我一贯有一个困惑，感觉当下日子节奏越来越匆
忙，生命中越来越缺少典礼感。没有典礼感，人生就不庄重，
心就不安静。假如不依托某种典礼，人是很难寂静下来的。
所以，我企图从中国人自有的日子方法中寻求一些富于情味
的方法，比方听琴、喝茶、游山历水，并以此作为每个人都
能够企及的尘俗的典礼。”所以，这本书出此时了读者的眼
前，带领读者走进了古代名士的日子。在这本书中，于丹叙
述了古代名士赋有情味的日子方法，用各种案例告知咱们，
高品质的日子并不是有钱人、有闲人的专利，每个人都能够
具有古代名士般清闲舒适的日子。于丹以为，清闲是心里的
一种发现，清闲是一种趣味，清闲是生命的一个节奏。

给我形象最深的是，于丹用清代大戏剧家李渔的“且停亭”
的故事论述自我对人生的了解：亭子的“亭”加一个单立人
便是“停”，人进了亭子就“停”下脚步。亭子原本是空，
有了人今后就有了优点。于丹趣品人生的优点就在于，于丹
想在繁忙日子里给咱们搭几个小亭子，让匆忙的脚步有停歇
的时刻。那么，咱们终究就应以什么样的方法去日子呢？于
丹以为，在竭尽终身去完成自我一生的希望的时分，要懂得
停下来享用日子的意趣与闲情，不时观照自我的心里，不要



在繁忙中失掉自我的心灵。

现代人的日子脚步如此之快，以至于咱们常常忘掉怎么去放
松自我，怎么怠慢脚步，用一颗闲适的心去赏识身边的景色。
于丹教师用她的书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我开端反思自我的
日子，以往的我仅仅一味地诉苦日子如此无趣、如此庸俗。
即使有闲下来的时分，也不知怎么去享用日子，怎么领会日
子给予我的趣味。今后，我要打开双臂，笑对人生，满面阳
光去迎候每一天的日子，迎候完美的未来。

人生由我读后感篇三

由于时间很紧迫，粗略地翻了下路遥的《人生》。书前面有
这几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
没有岔道的……”这段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小说《人生》
中的高加林在人生的岔道口面临着选择，现实人生中的我们
也会面临选择。

或许你会觉得“选择”让你很为难，然而，我们应该庆幸我
们有选择的权利。

柳璇，你的外婆初中时期成绩优秀，却未能上到高中。那时
高中、大学都是实行推荐制的，学校推荐贫下中农的孩子去
上高中。你外婆家也是农民家庭，然而因为家庭有海外关系
而未能上到高中、大学，那时的外婆是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

现在的你有选择的权利。首先，你要选择努力学习，因为只
有努力学习了，你以后才会有更多的选择机会。龙应台曾经
对儿子安德烈说过：“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
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
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在该奋斗的年龄，请选择努力学习、工作。



人生由我读后感篇四

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
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关；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
有翅膀。”我喜欢读书，喜欢写读后感。因为喜欢思考，喜
欢在读完一本书之后，挖掘作者的一些观点，抒发些个人的
情感。纵然这些见解不见得有多么高深，文笔也不见得有多
么优美，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收获，因为我思考了！

其实，在读《好教育好人生》这本书之前，只知道肖川先生，
台湾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对于其它就知之甚少
了。更有甚者在读之前，暗自以为这本名为《好教育好人生》
的书不过就是一位阅历丰富，长年于象牙塔般的校园里的一
位教书先生对中国现在的一些教育行为所呼出些“高大上”
空洞的言论，并不会对教师、学生有所真正的影响与改变。
但在读完肖川先生的序言之后，先前的一些自以为是早已烟
消云散，剩下的只有敬佩之心、崇敬之意。

肖川先生在全本书中并没有给“好教育”、“好人生”具体
下一个定义，而是不断地教导我们怎样做好教育，怎样实现
好人生。我觉得如果非要用教科书一样下定义的形式来界定
什么是“好教育”、“好人生”的话，那还不如不要写，因
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性与能动性，每一位优秀的教师
都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好的教育方法，每一个人都能创造自
己的美好人生。文化是多元的，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谦虚谨
慎首先是我们应该学到的。以下便是我的一些感悟。

肖川先生在讲述教育意蕴时，说过：“大自然的奇妙奇妙景
观，不仅是人们以美的陶冶，也给予人们以智慧的启迪……
让孩子们领略到大自然的无限风光，领略到自然界的多样与
和谐，并由此产生惊异感，从而增进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与
交融，这是完美教育不可或缺的要素。”我很欣赏这段话，
并一直都坚信“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的实践
理念。自然、社会是启迪我们人生智慧最好的老师，它所涵



盖的一些大彻大悟是难以用书本上的言语去描述的，因为别
人再怎样形容泰山的雄伟、故宫的辉煌、黄山的挺拔、青海
湖的静谧，那终究也是别人的收获，只有当自己亲身经历了，
用双眼见证了、用双手实践了，才会收获别样的喜悦。

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旅游便是登黄山。以前都是听身边的朋友
怎么描述黄山的云奇山异，气势磅礴，更有“五岳归来不看
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世人极高的赞赏，心想有机会一定要
去爬次黄山。黄山出名的不仅仅是“四绝”，还有黄山的挑
山夫。登山途中，时不时会遇到一些挑山夫，他们都是些上
了年纪的大叔，都个人的担子里都有不轻的货物，看起来都
有百十斤以上。时至今天，挑山夫依然采用原始的方式，负
重攀登来满足山上人的生活需求。他们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危
险，但他们身上的那种毅力、顽强值得我们每一个的尊敬。
除此外，西海大峡谷一人行也让我铭记于心。幽奇、峻险，
诗词歌赋真的难以言表。群峰竞秀、巧石如林、万壑峥嵘的
奇特景象，让我一次次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险奇峻峭的
山路一次次锻炼我的胆量，让我对生命充满了敬意。再看过
大自然所赋予我们瑰丽的日出、浩渺的云海、奇特的山石后，
我更加学会珍惜、学会感恩、学会宽容。其实，领略大自然
无限风光，不一定就要去攀登险峻的山峰，观看壮阔的大海，
即使是一片普普通通的叶子，平平淡淡的一方晴空，一场瑞
雪，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学习的源泉，都富含着丰富的人生
境界。

除此，肖川先生在后文里还提到了，“良好的教育一定致力
于引领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用
自己的头脑去判别，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良好的教育使得
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成为他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立
于天地之间的大写的人。”的确如此，好的教育是教会学生
自己去学，好的教育是为了人生而教育的，换句话说良好的
教育是从长远利益角度来考虑的，风物长宜放眼量，着眼于
学生的一生成长和生命的滋育才是应有之义，而不是冷冰冰
地将知识从这个头脑搬运到那个头脑。然而我们目前的教育



更多关注的就是注重眼前利益，学生只要考出高分就天下太
平，印证了那句“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
宝”，虽说是一句玩笑，却也道出了现在教育的弊端。

我是一个经历过所谓“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两种教学
模式的学生，当然我不认同“应试教育”没有它存在的合理
程度。我初中读的是一所农村中学，和全国众多所农村中学
一样，学生只要考出高分，升入到好的高中，老师的教学使
命也就完成了。在初中三年里，应试教育的逼迫下，我勤奋
努力学习，最后考入了南京市金陵中学。金陵中学，和以往
初中学习生活不同，更多注重学生的自学，老师教授你方法，
让我们织网捕鱼。学校也很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多方面发展，
在礼拜二和礼拜五下午开设选修课和社团，学生仅凭兴趣去
选秀上课。我是被“奴役”惯了的，一开始进入这种“天堂
般”的生活，很难融入，成绩自然也就成了我们般垫底的。
但是我并后悔上这所高中，因为它教会我的不是只有考高分，
而是更多的实践，更多的为人处事道理。

我以后也是致力于当一名人民教师，我是教会我的学生考高
分，填鸭式的教学，还是教会他们学习的方法，让他们自己
去思考，去感悟，去辨别，用情感去濡育他们？我想我会选
择后者，良好的教育是为了学生以后的人生发展，是培养学
生自主判断与自主选择的能力，而考高分无视学生的主体性，
无视他们作为人的自由！

人生由我读后感篇五

美德好比宝石，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华丽。同样，
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者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美貌的人，未必也具有内在的.美，因为造物似乎是吝啬的，
他给了此就不再予彼。所以许多美男子徒有其表却不是真正
的男子汉，他们过于追求形体之美而忽略了内心的修养。但
这不可绝对而论，因为奥古斯都、菲斯帕芗、菲力普王、爱



德华四世、阿尔西巴底斯、伊斯梅尔等，都既是大丈夫，又
是美男子。就形貌而言，自然之美要胜于服饰之美，而优雅
行为之美又胜于单纯仪容之美。

最高的美是画家所无法表现的，因为它并非人力所能创造。
这是一种奇妙的美。曾经有两位画家——阿皮雷斯和丢勒滑
稽地认为，可以按照几何比例，或者通过摄取不同人身上最
美的特点，用画合成一张最完美的人像。其实像这样画出来
的美人，恐怕只表现了画家本人的某种偏爱。美是很难制定
规范的（正如同音乐一样），创造它的常常是机遇，而不是
公式。有许多脸型，就它的部分看并不优美，但作为整体却
非常动人。

有些老人也会显得很可爱，因为他们的作风优雅而练达。有
一句拉丁谚语说：“四季之美尽在晚秋。”而尽管有的年轻
人少年俊秀，却由于缺乏优美的举止和修养而不配得到赞美。

美犹如盛夏的水果，是容易腐败而难保持的。世上有许多美
人，他们有过放荡的青春，却迎受着愧悔的晚年。因此，应
该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这样，美才会放射出灿
烂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