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墨读后感 中国梦读后感(大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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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墨读后感篇一

梦想是一盏灯，照亮了我们的人生；梦想是一支画笔，把我
们的人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梦想是一只蝴蝶，把我们的人
生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埋藏着一粒神奇的种子，它就是
梦想。梦想，会使你变得勤奋、努力、自信，不过，你要通
过你的行动，它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了梦想，
就等于有了追求，有了无限的动力。

一个人的力量虽然很微小，但是亿万个微小的力量凝聚在一
起，却能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只有我们56个民族团结在一起，
中华才可以拥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才可以不断的`创造历史，
才可引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风险，才可以实现我们伟大的
中国梦！

小康生活，小康生活，小康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我
带着这个疑问走出了家门。

在宽敞、干净的马路上一辆辆名牌小汽车在飞驰；在街道两
旁一座座高楼大厦像一个个士兵站在那，在小区里，绿树成
荫，鲜花盛开，健身器材齐全……这些景象使得这座城市更
加意气风发，更加漂亮了。

可是，妈妈跟我说，她们以前的生活条件可差了。住的房子
不是这里有个洞，就是那里有一个洞。走的路，都是坑坑洼



洼的，要么是泥土路，有么就是石头路。有自行车的都算是
有钱人家了。还有，练习簿便宜得只要1元钱，可是，还是有
人上不了学……哎，那时的生活条件可真苦啊！

现在的我们可以住着干净、整洁，舒服的房子。走的路，是
干整的人行道和马路。有小汽车和房子的才算是有钱人家。
现在的我们可以坐在洁白的教室里上课；可以用互联网来联
络，可以穿著名牌的衣服鞋子走在大街上……我们现在的生
活条件可真好啊！

在太阳的照耀下，一排排整洁的楼房，一条条干净的水泥路，
掩映在绿水花丛的村庄，显得格外耀眼。是啊，自从我国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大大有了改善，连农村也过上了现
代的生活，这与政府的新政策是分不开的。我心想：这应该
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小康生活。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会更加繁荣、
富强、昌盛。

中国墨读后感篇二

寒假期间，我阅读了《中国人史纲》一书，不由得为我国近
代英烈的浩然正气和爱国情怀所感动。浩然正气来自对祖国
的热爱对人民的忠诚。有了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就会产生舍
身取义的壮举。

在这本书中，列举了很多爱国人士，如：钱学森为了祖国的
科技发展，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和工作待遇，冲
破阻力回到当时还相对落后的中国。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火箭、
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火箭、
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事。从而体现
了他一心报效祖国的强烈爱国情怀。

这本书让我懂得了中国许多的历史资料。让我们对历史的知
识更加广了。对历史这门科目的学习可以事半功倍。



中国墨读后感篇三

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中国流》这本书，买下来之后
细细阅读，的`确很吸引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从结构
来看，该书逻辑合理，层次清晰，读来让人思维清楚、神清
气爽；从内容来看，该书从著名的“微笑曲线”和产业链谈
起，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在当今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是
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但也处于产业链的底端，读来发人深
省，引人沉思。微笑曲线很著名，它形象地阐释了中国在产
业链博弈中的劣势和身处的不利地位，中国的很大以部分产
业处于产品装配阶段，而产业链的技术研发、核心零部件以
及品牌和销售服务则大部分被欧美大企业所控制，这一点已
经有目共睹。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困境？其实这一问题已经
引起国人的重视，并引发激烈探讨，主要出路有三：1.产业
转型升级2.吸引外资，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3.对外投资。作
者笔锋一转，引入本书的主题：走出去寻找机会。作者认为
中国当前面临的困局已非“引进来”战略可以解决，“走出
去”是当前变局下的一种自然选择，一种解决“中国式困
局”的有效路径。作者继而对“走出去”的方式、主体、行
业、区域等的布局做了具体分析，同时借鉴了tcl和联想的海
外并购之路。

中国墨读后感篇四

20xx 年“决战现代化”主题读书活动，第一批阅读市干教推
荐了50 本书。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本人认真研读了几本
与自身相关的书籍。其中《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一书让我印
象深刻、获益匪浅。下面我就主要谈谈在此次主题读书活动
中，对于研读了这本书后的心得体会。

精神家园是指心灵获得安慰的地方，精神寄托之所。精神家
园既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向心力，也是某个具体
个体安身立命的精神之柱。



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精神。它所反映的是中
华儿女在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和共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共同价值取向、道德模范、精神气质、情感态度等凝聚而成
的民族精神合力。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勤劳
善良的劳动人民在长斯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优秀
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就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著追求，
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忠诚。如果是普通干部，
那们坚定的理想信念，牢记的宗旨意识，就是正确的精神归
宿；如果是领导，那么，清正廉明的操守，为民的服务思想，
就是正确的精神支撑。作为乡镇机关的一名普通共产党员，
我认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就是要洁身自好，一身正气，带领
群众将南丰建设成“实力强劲、品位高雅、民风淳朴”的江
南现代化新城镇，提高南丰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

当今社会，建设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已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和现实意义，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这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扩大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随
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经越来越有条件来重视自己
的精神文化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
需要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
网络普及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出现多元化趋
势，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以及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
许多人的心理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冲突越来越大，一些人道德
失落，信仰迷茫，迷失了人生方向，形成了心灵的空虚，这
就是当代人的心灵冲突。要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化解人的心
灵冲突，就必须弘扬中华文化，安顿人们的心灵，建设精神
家园。

其次，建设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
需要。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文
化交流和交融也迅速增多，特别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如



果不重视弘扬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
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那就很容易失去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
使我们民族的文化身份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造成一些人淡化
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
的加快，人们接受的西方文化也越来越多。一些发展中国家
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西方文化的俘获，丧失
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成为某些西方大国的“文化殖民
地”.

再次，建设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提升核心价值理念，建设
现代化社会的需要。现代化社会需要和谐文化。和谐文化是
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而建设和谐文化，弘扬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
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
等等，这都需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需要重视人的精
神归宿和核心价值。

三、如何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

一是加强教育。要建设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还须加强对
人们的思想文化教育。比如，要善于联系人们的精神需要特
别是青少年的思想实际进行宣传教育，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
大众教育经验，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投资，尽量降低人民
群众接受文化的成本。又如，应当加强对青少年的礼仪教育，
在思想品德教育课中应适当增加礼仪教育的内容，从家庭礼
仪到社会礼仪。只有通过全方位的文化建设，才能使人们真
正懂得真善美，自觉抵制假恶丑，形成健康的现代意识和社
会风尚，为我们中国人营造美好的精神家园。

二是弘扬中国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
加强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继承和发扬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灿烂
文化。其次，我们在对外文化交往中，一方面，要对我们民
族的优秀文化有充分的自信心，不要迷失自我，不要盲目崇
外；另一方面，要有开放包容的精神，主动吸收各国优秀文



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要从小事小节做起，保持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自觉抵制低
级、庸俗、腐朽的生活方式。事实说明，不论外界的诱惑多
大，只要自身关口把得严，努力做到慎独、慎微、慎初、慎
欲、慎名，时刻保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各种细菌侵
蚀和腐化就会被拒之门外。共产党员更要虚心接受组织和群
众的全面监督，时刻用共产党人的标准和宗旨检查对照自己，
把全部的才能、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做到思想
不浮躁、步子不乱套，时刻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葆共产
党员的本色。

中国墨读后感篇五

近日，一名印度工程师所写《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
红遍网络。

他说，或许不应过分苛责。但我只是忧虑，如果就此疏远了
灵魂，未来的中国可能会为此付出代价。

文如下：我在从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正是长途飞行中的睡眠
时间，机舱已熄灯，我吃惊地发现，不睡觉玩ipad的，基本
上都是中国人，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打游戏或看电影，没
见有人读书。这一幕情景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其实在法
兰克福机场候机时，我就注意到，德国乘客大部分是在安静
地阅读或工作。中国乘客大部分人要么在穿梭购物，要么在
大声谈笑和比较价格。

现在的中国人似乎有些不耐烦坐下来安静地读一本书。一次
我和一位法国朋友一起在虹桥火车站候车，这位第一次来中
国的朋友突然问我：“为什么中国人都在打电话或玩手机，
没有人看书？”我一看，确实如此。人们都在打电话（大声
谈话）、低头发短信、刷微博或打游戏。或喧嚣地忙碌，或
孤独地忙碌，唯独缺少一种满足的安宁。据媒体报道，中国



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罗斯
的55本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在中国各地中小城
镇最繁荣的娱乐业就算麻将馆和网吧了，一个万多人的小镇，
有几十个麻将馆五六家网吧是常事。中老年人参与到麻将，
青年人上网，少年儿童看电视。中国人的娱乐生活几乎就浓
缩为麻将、上网和看电视。不管是在网吧，还是在大学的电
脑室，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都在玩游戏，少部分在聊天。
在网上和图书馆查阅资料或读书的学生少之又少。再看看各
部门领导，一天忙于应付各种检查、应酬、饭局。读书已经
变成了学者的专利，也许很多学者也不看书了。这确实让人
担忧。

中国人不爱读书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国民文化素质偏低。

二是从小没有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

三是"应试教育，让孩子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读课外书；

四是好书越来越少。

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的著作《低智商社会》意外地触动了
中国人的敏感神经。他在书中说：在中国旅行时发现，城市
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
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
的"低智商国家"，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在这个世界
上有两个国家的人最爱读书，一个是以色列，另一个是匈牙
利。以色列人均每年读书64本。当孩子稍稍懂事时，几乎每
一个母亲都会严肃地告诉他：书里藏着的是智慧，这要比钱
或钻石贵重得多，而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犹太人是世
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盲的民族，就连犹太人的乞丐也是离不
开书的。在犹太人眼里，爱好读书看报不仅是一种习惯，更
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美德。这里说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安



息日”，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停止所有商业和娱乐活动，商店、
饭店、娱乐等场所都得关门停业，公共汽车要停运，就连航
空公司的班机都要停飞，人们只能待在家中“安息”祈祷。
但有一件事是特许的，那就是全国所有的书店都可以开门营
业。而这一天光顾书店的人也最多，大家都在这里静悄悄地
读书。另一个国家匈牙利，它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不足中国
的百分之一，但却拥有近两万家图书馆，平均每500人就有一
座图书馆，而我国平均45、9万人才拥有一所图书馆。匈牙利
也是世界上读书风气最浓的国家，常年读书的人数达500万以
上，占人口的1/4还多。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一个
崇尚读书学习的国家，当然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以色列人口
稀少，但人才济济。建国虽短，但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8个。
以色列环境恶劣，国土大部分是沙漠，而以色列却把自己的
国土变成了绿洲，生产的粮食不但自己吃不完，还源源不断
地出口到其他国家。而匈牙利，诺贝尔奖得主就有14位，涉
及物理、化学、医学、经济、文学、和平等众多领域，若按
人口比例计算，匈牙利是当之无愧的“诺奖大国”。他们的
发明也非常多，可谓数不胜数，有小物件，也有尖端产品。
一个区区小国，因爱读书而获得智慧和力量，靠着智慧和力
量，将自己变成了让人不得不服的“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