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青年的选择读后感(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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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
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青年的选择读后感篇一

1835年秋天，马克思中学毕业前夕，写了一篇名为《青年在
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论文，本文主要阐明了关于青年在选
择职业时应考虑的因素，怎样选择职业以及如何选择适合自
己职业，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
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时过境迁，
马克思写下这篇文章后已经过了接近200年的时间了，他的观
点对两百多年后身处中国的我们而言依然有些启发，但也并
不是完全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念。

面对毕业季，马克思和他的同学也面临着升学和就业的问题，
大家都在考虑自己的前途。有的人希望成为诗人、科学家或
哲学家，献身文艺和学术事业；有的人打算充当教士或牧师，
幻想天堂的幸福；有的人则羡慕资产者的豪华生活，把舒适
享乐作为自己的理想。很难断定他们谁是谁非，毕竟人类是
天生的利己主义者，这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例外。
而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过几代人无数的努力所打造出来的新
世界里，人们也已经习惯性的为了自己考虑，毕竟，个人利
益最大化的合力便也成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前人为我
们争取来的，我们不能放弃。

读完此文章之后，我对人生的目的也有了一些思考，像我们
这样的在校大学生，在面临即将开启新的生活方式时，难免



会感到迷茫与浮躁。生活犹如万花筒，工作更是多种多样，
所以我们在选择职业时会眼花缭乱，不知其思所归，其意所
至。马克思说：“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他自己
和人类趋于高尚。”我们选择职业是一种自己价值的实现，
所以首先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定位。为了实现自
己价值而追求适合自己职业，才能最终选择出“最终为人类
而工作的职业”，这也是我们当前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青年的选择读后感篇二

设想：因为本课相对来说比较抽象，学生在理解上存在一定
的障碍，所以不能奢求学生读懂每一句话，应该利用本课训
练学生筛选信息的能力。

教学目标：一、筛选信息；

二、理解马克思关于职业的观点。

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二、提问三至五名学生，回答上述问题。

三、教师总结：

看来每个人选择职业都有自己的考虑，那么作为一代革命导
师的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呢？他对青
年选择职业提出了哪些建议？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去默读课
文，并用笔标出文中对你的人生选择最有启发的语句。

四、学生读课文，筛选信息。教师巡视，对学生标了哪些语



句做到心中有数。

五、提问学生，读自己筛选的语句，并说出筛选的理由。
（估计集中在课文最后几段）

六、马克思自己后来选择的职业和他的观点是否一致？（引
导学生探究）

先找出马克思的观点：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
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马克思的职业：思想家，革命家。

马克思的贡献：发现了历史唯物论，提出剩余价值规律、科
学社会主义，组织了共产主义同盟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杰出领袖，他为人类指明了前
进方向的同时，也使自身达到了完美，并永远被人们怀念。

七、新课标强调评价主体多元化，本课练习第三题设计了自
我评价题，可以用此题训练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

学生当堂自评，并朗读对自我的评价，同时可请其他学生加
以评价予以参照。

八、布置作业：完成课后练习四，以书面形式上交。

青年的选择读后感篇三

1935年年仅17岁的马克思在毕业时写了一篇表达他胸怀大志
的文章《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传达了他对自身奉献
人类社会的无私情感。

17岁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年纪，马克思通过
对客观现实社会的深入探索与人生的冷静思考，全面阐释了



人在职业选择时应秉承的情怀。马克思指出人在选择职业时
应遵循的原则就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能够选择使
得自身和社会变得美好和高尚的职业。但是他也指出现实生
活条件也许使我们无法选择内心深处的最合适的工作，我们
还要秉承自身对这份工作的热情，这份热情不是来自虚荣、
名利、一时冲动，而是内心深处与自身的热情，如果不是这
样，那么这样的工作就会因为各种困难的出现而伤害自己。
只有经过自己独立认真的思考，能够清醒认识并敢于面对困
难，才能正真值得从事这份工作。

马克思同样将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作为青年在选
择职业时的参考。我们选择适合自身职业，实现自身的完美
与目标是建立在实现人类幸福或者社会价值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认为仅仅为了实现自身的追求而从事一份不利于整个
社会发展或人类幸福的工作不是一种个人价值实现，个人价
值的实现是以社会的价值实现为前提的，个人价值的实现与
社会价值的实现是相统一。只有为人类饿事业作出自己的贡
献，那么个人也是完美的。正如同“如果我们选择最能为人
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会将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
大家做出的牺牲”这也已经表明马克思受启蒙思想、人道主
义、理性主义的熏陶，立志为实现人类幸福而奋斗。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承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们
肩负着历史了使命与时代责任，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中
坚力量，我们要将个人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相统一，树立远
大的志向，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不
动摇，立志做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实现人类的幸福与自身的
完美。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青年的选择读后感篇四

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我对这
句话感触挺深的，正如我们大学生职业规划课老师对我们说
过：“我们将来的职业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但我们的职业生
涯到底如何却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它有着诸多的条件和
限制，有数不清的不确定因素在未来等着我们。对于这些不
确定因素，有的人惧怕它们，想尽一切办法不断调整现在的
状态，希望将未来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有的人享受这种不
确定性，把它们当做人生乐趣的所在。其实对我个人而言，
我是偏向于后者的'选择的，虽然我认同哲学上的可知论，但
以我目前的能力来看预测未来还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而
且需要耗费大量不必要的成本。我高中有个老师曾经对我们
说过这样一句话，“当老师啊，怎么说呢，我在26岁进入这
个校园的第一天起，我的36岁、46岁、56岁……我仿佛一眼
全部看到了。”我现在还记着他那无奈的语气、无奈的神情。
我们可以选择未来的职业，但我们也要坦然的面对未来的一
切不确定因素。

对于选择职业，马克思写到，“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所选择
的职业是不是真正使我们受到鼓舞？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同意？
我们受到的鼓舞是不是一种迷误？我们认为是神的召唤的东
西是不是一种自欺？”很多人拼了命的为了到达别人都说好
的目的地，参加国考、不断的向国企投简历……在别人的掌
声和喝彩中骄傲着，但是静静地想想，这是我们所喜欢的么？
还是我们的虚荣心使然？就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使命决不
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种使我们长期
从事而始终不会情绪低落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会觉得，



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将怨
天尤人。”

青年的选择读后感篇五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是卡尔·马克思的中学考试德
语作文，后被收录在《马克思全集全集》第一卷（下册）当
中。

在这篇文章里面，最广为人知也最为振奋人心当属这
句：“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
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
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
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
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
下热泪。”

我现在即将踏入大三，再过一段时间就会离开学校前往社会
寻找以后的职业工作，曾经我读这段话并没有多少感觉，但
现在重新细细的品味，却引人深思。

在对未来职业的选择上，我深刻的剖析了自己，从我的学习
目标、学习成绩、性格爱好出发对自己的未来进行了一番规
划，期间我一次又一次想：“什么是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
业？”

想到了最后，我便给出自己答案：“不管是什么样的职业，
能够始终为人民服务，那就是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

把握了这一点我的思维就慢慢清晰了起来，对未来从事怎样
的职业也就不再担心，我也从这渐渐明白我要成为一个什么
样的人了：我的专业决定了我未来是一名工人，我的阶级决
定了我永远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我的理想决定了我依靠的不
是个人而是集体，我要成为一名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