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生教育读后感 人生的第一课爱
的教育读后感(模板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人生教育读后感篇一

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父母教会我”，是孩子带着我走进这
课堂，和孩了一齐学习成长。

对于第一讲是“孝”，我的感触很深，孝顺，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是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做人准则和行为规范。

孝顺不难，对于我的孩子而言，他能够努力学习文化知识，
物质生活方面勤俭，在我们劳累的时候，能为我们捶捶背，
分担一些简单的家务。这就是孝的开始。对于我们大人而言，
父母都将慢慢的老了，我该怎样样去孝顺他们常回家看看，
多陪陪他们聊聊天，定期带父母去体检，在给父母买很多好
吃的同时，还要带父母去看看牙医，让他有一副好牙。这就
是孝。

对于第二讲是“礼”，我记忆犹新，小时候父母总教导我们
要有礼貌，学规矩，见到长辈要叫打招呼，过年去拜年时吃
饭夹菜要有规矩，大人不动筷子，小孩是不能上桌吃饭的。
很多小时候父母教我们的好习惯，长大后在工作中、学习和
待人接物中受益终生。对于我们的孩子，很多好习惯要从小
开始。这就需要我们大人慢慢的引导和以身作则。“做个受
欢迎的人，做个礼貌礼貌的人。要从此刻做起。”

对于第三讲是“爱”，在每个人生命的最初，父母都是爱的



起点，也是爱的教育的起点。他们为了下一代放弃和牺牲了
很多，他们自我总是省吃俭用，把最好的留给我们。记得自
我读高中时，一个星期菜都要从家里带去学校，母亲为了让
我能吃上新鲜的菜，每到星期三，父亲从家里骑上几小时的
车把菜送到学校，不管下雨还是日晒一向给我送到高三。母
爱如小溪流水，父爱如高山，父母那浓浓的爱一向陪着我，
让我学会去爱。如今我要把他们的这种爱传递给我的孩子。
让他学会爱自我，爱他人，爱生活，伴随着爱慢慢长大。

对于第四讲是“强”一群可爱又自强的孩子，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强大，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

开学第一课堂让孩子和家长一齐受益，孩子看了让他体会到
父母无微不至的爱，明白感恩父母，感恩教他知识的教师们，
感恩让他欢乐的每一个身边的人。让家长深深的体会到，如
何去孝顺父母。孝顺不能等，要立刻行动，因为父母将慢慢
的老了。也让家长深深体会言教不如身教。让我们带着孝、
礼、爱、强一齐努力做个合格的自我。

人生教育读后感篇二

我读了《人生第一课》，懂得了人生要坦然应对现实，理解
命运的安排，仅有人生目标，才能走上的第一步；仅有超越
自我，一切才皆有可能；一切仅有到底，才能迈向成功的第
一步。

成功者能坚持到最终一秒，失败者在成功前一秒钟放弃。成
功与失败往往仅有一步之遥，很多人往往输于最终一步，以
致功败垂成。成功贵在坚持，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那么就必
须要有恒心。

人生教育读后感篇三



暑假生活乐趣很多，读书也是一种乐趣哦，可以陶冶我们的
情操。带给大家，希望大家认真阅读。

《爱的教育》读后感——爱的人生

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把这本厚厚的《爱的教育》读
完了。读完后给我的第一感触，那就是——爱。

这本书是以一个小男孩——安利柯的日记，来透视日常生活
中的学校和家庭关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以及父母，兄弟姐
妹间的天伦之爱。

有时候，当我们遇到挫折时，常常会怨天尤人，就好像全世
界都在跟我们作对一样，甚至抱怨这世上没有人爱自已，有
的想更悲观，则会自杀，表示他的抗议，这多可悲呀!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我们周围的一切，
一定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人疼我、爱我、
帮助我、我多幸福呀!

朋友们、请你带着一颗圣洁的爱心，投入到全世界中。你会
发现：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请
乘上“爱”的小舟，走完属于你自己的爱的人生。

人生教育读后感篇四

因为生活琐碎的事情，断断续续，历时近一个月，终于真正
读完了《人生》这本书。首先感谢一位朋友把这本书借给我
读。

七月的第一天，读完最后一行字的时候，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是因为故事中那个叫巧珍的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她热烈而
纯粹的爱情，以及像土地一般宽厚包容的品格，是金子一样



闪亮的心。

说实话，最初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读得有些漫不经心。上
学时读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由于感到前半部分的枯燥
而放弃继续阅读。拿到《人生》时，故事发生的背景也是八
零年代，与现实的物质充裕的生活似乎相隔甚远。不过，还
是一有时间就坚持阅读。也正是那份坚持，才有了后半部分
的吸引和震撼。

主人公高加林是一个出生在陕北农民家庭的有梦想青年，做
为庄稼人的父母含辛茹苦供他到县城上学直到高中毕业，成
为那个时期少有的文化人。后没考上大学回乡教书，日子本
过得舒适惬意，不料被村干部高明楼的儿子挤掉了饭碗，落
地当了农民，成为像村庄里所有男女一样的庄稼汉，必须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跟着集体劳作。

内心苦闷，情绪低迷的时期，村里的旺户人家刘立本的二女
儿刘巧珍挽救了他。不顾全村人指点非议，义无反顾地选择
和高加林在一起约会，对他一往情深，全心全意的付出。两
个人沉浸在初恋的幸福当中，暂时掩藏了高加林心中渴望远
走高飞的大城市梦想。

后来，高加林的军人叔叔复员转业调回县城，马屁精马占胜
通过暗地疏通关系，使高加林重新脱离农村生活，成为县城
一名记者。心中激昂的梦想再次燃起，凭借才华和热情，
在“外面世界”体味着自我价值实现的美好。

与此同时，与高中才女黄亚萍的再次相遇，激起了两人对彼
此的爱的渴望。于是高加林放弃淳朴善良的刘巧珍，黄亚萍
抛弃相恋多年的张克南，在全县议论声中开始张扬地出双入
对，享受所谓的罗曼蒂克爱情。绝望悲恸的刘巧珍很快另嫁
他人，前男友张克南的妈妈存心报复，揭发了高加林靠走后
门得职位的事实，使得高加林又被打回到农村。



认清形势的高加林与黄亚萍断绝关系，沮丧痛苦地回到曾经
生活的家乡。与巧珍相恋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适时她已为
人妇。家人与村民的宽容和语重心长代替了唾骂和奚落，巧
珍一如既往的善良宽恕，依然不求回报的为他能够回乡执教
而奔走，使他深深醒悟到做人品格的缺失，已错失了人生最
珍贵的人。

小说读到结尾，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使我感受到文学大
家留下来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现世的我们传阅为经典，因为
他能够结合时代背景，将人物的悲欢离合，以及人性的光辉
非常精妙的展现出来。而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小说，只道你
浓我浓。

路遥使我感受到，真挚的爱情与人的品格是分不开的。小说
读到一大半时，我对刘巧珍这个人物依旧没有太多好感，只
觉得她没文化，傻乎乎的执着，怎么样也跳不出农村，和高
加林不般配。直到她失去了爱情，她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
更没有死缠烂打不放手，而是勇敢坚强地继续下地干活，通
过在土地上挥洒汗水来释放心中的痛苦，向所有人证明了她
的倔强不屈和无悔。不仅如此，高加林因被人告发再次回到
他认为的梦想破灭的农村时，她没有恨他报复他，而是选择
说服家人原谅自己一直以来深爱的人，继续支持他。

读到此时此刻，我深深震撼于路遥先生写这本书的用意，这
是对中国最大群体——农民品格的讴歌!同时，通过主人公高
加林的人生起伏，戏剧性地向读者说明了人生选择的重要性。

刘巧珍的爱情如同她的品格一样闪亮，这正是地地道道的中
国农民所拥有的。在她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善良朴素，热情
真挚，勇敢顽强，以及无怨无悔的执着，是当下许多年轻男
女所没有的，也是值得敬畏的。

小说中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女二号，就是官二代美女黄亚萍。
她与巧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想到她，就想起她在县广



播电台播音的声音，高加林每每听到就热血沸腾的声音!也想
起她的智慧，可以与高加林谈古论今，她的远见卓识总能使
高加林热情洋溢地憧憬美好未来，沉浸在梦想成真的欢乐中。
也会想起她的任性，大小姐脾气。她的爱情比起巧珍，更加
势不可挡，更加自我，也可以说是自私。她的爱是有条件，
霸道的。“我爱你，你必须满足我的一切要求”!

张克南更适合她。同样在张克南身上体现了爱是恒久忍耐又
有恩慈，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
益处。

最后，依然对巧珍妹妹那番话感慨万分，希望以此勉励自己：

“以往的事，不要过分想。对待社会，我们常说要向前看，
对一个人来说，也要向前看。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
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的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
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方面不满意，就灰心。”

公众号：先读后感

人生教育读后感篇五

电影《无问西东》最触动人心一段台词为：

“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
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
西东。”

其实在这句台词之前，有一段话我深刻记忆了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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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路遥小说《人生》开头引用作家柳青的一句话，这句话



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一代人，包括路遥本人，以及上高中的我。

我对这句话的当时的理解就是：紧要处要努力奋斗，年轻时
要拼命学习改变自己命运。

这句话没有《无问西东》那段台词煽情，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也不会如电影艺术地表现人生那么戏剧化、那么高大上。或
许只能理解更接地气。

接地气的《人生》还有两段语句我记得：马栓安慰巧珍说，
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

巧玲劝慰巧珍道，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处处都满意。但我们
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
为一个方面不满意，就灰心。

三十年后，我重读小说《人生》，依然感动的还是主人公高
加林的奋斗以及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向上的精神。

经典作品的.魅力长久不衰！

那一年其实我是在广播电台听完这部中篇小说的，恰好南京
秦淮区举行中学生阅读作品比赛，我热血沸腾地写了读后感
参加比赛，并现场朗读了自己的读后感，结果获得第二名。
事后，语文老师告诉我，从作文角度看，评委认为应该获得
第一名，但是因为《人生》不在推荐作品里，我的读后感只
能排在后一位。

我不知道当时有哪些作品在推荐书目里，但是小说《人生》
却一直留存在我的人生里，直到今日。

无问西东，重读《人生》

也许属于爱屋及乌，买了厚夫著《路遥传》，里面讲路遥写



《人生》一个章节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路遥说：“细细想想，
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
二十多天。……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
利。”

三十年后重读《人生》，虽然巧珍的善良美丽淳朴打动读者，
但她与高加林实在不般配，话题只能围绕“你家老母猪生了
十二只猪娃，一只被老母猪压死了。”展开，有多少共同话
语。高加林生活在80年代，如果放在今天，他那样有能力有
眼光有奋斗的小伙子，一样会有光明的前程。不像那时，一
个农村户口就让他一辈子只能拴在黄土地上。从这个角度看，
只能说生不逢时。

一个人再大的本事，无法与时运抗争，无法抵挡政策的约束。

古语曰：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人生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