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死亡原文 白色死亡读后感(汇总10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论死亡原文篇一

那片白色的橄榄树林，是沙漠中天地交界处的海市蜃楼，是
茫茫暗夜中最灼热的光。

――题记

此刻，让我想起书中记录一位战士陵墓上的墓志铭：“别把
我埋得太深，兄弟。如果有人侵略我的国家，请叫醒我，我
会爬起来继续战斗。”这句话没办法不令人动容，那些年轻
的墓碑，埋葬的是对这片国土的热爱，是鲜血、是血肉之躯
筑起的一国雄威。其中有英勇无畏的爆破兵；有足智多谋的
拆弹兵；有端着一把枪杆子为保卫这个国家献身的小兵；有
来自他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后就把生命留在他国“兄弟”。

是的，也许一切都太遥远了。在读《白色橄榄树》之前，我
对于战争，认识甚少。战争的硝烟，可能也只是历史课本上
描述得那般弥漫；战争的血色，也只是照片影像传递的遥远
回忆。我们没有经历战争，也不希望经历战争。真诚希望那
片白色橄榄树林成为人世间最纯真的流光！

论死亡原文篇二

《死亡诗社》这部反应上世纪中叶发生在美国佛蒙特州
的“威尔顿预备学院”的一件“传统教育和反传统教育流血
碰撞”的事件。这部上半场充斥着喜剧元素、下半场弥漫着



悲剧色彩的教育片，电影剧本根据作者托马斯・舒曼在蒙哥
马利・贝尔学院(一所位于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的男子预备
学校)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

这部电影自上映以来，历久弥新，一次次对僵化死板的教育
模式提出了愤怒的质问。特别在正处于课程改革的社会主义
中国，一切服务于考试的教育理念已成功激起了无数学子的
愤怒与无奈感。这部小说中基廷先生的教育理念无疑对这些
水深火热中的学生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同时对广大课程工作
者也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这部小说在一片喜庆的开学典礼中拉开了帷幕，作为一所有
着光荣传统的预科学校，威尔顿预备学院迎来了又一批“大
学生的原材料”，不知是不行还是幸运的是，它也获得了拥
有新式教育理念的基廷先生的青睐。

这所拥有着不错升学率的学校一开始就定下了它“保守传
统”的教育理念，更可怕的是，深受这种填鸭式教育蛊毒多
年的学生已经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它的奴隶!无数学生屈服于现
行的教育模式，抛弃了思考的主观能动性，最终把一切质问
的权利统统丢到了垃圾桶中!为了所谓的分数，甘愿将自己的
视野局限在教科书这“一亩三分田”上，尽管走出教室就可
以看到美丽的苍穹，他们却宁愿在插图中观察别人吃剩下吐
出来的“精品思想”。

我们不能否认在标准的教科书上，有一些内容确实经得住时
间的考察，但是知识是一种抽象的思维，它不仅仅只有那可
怜的唯一一种表达方式!在基廷老师的第一次课上，他完美诠
释了这一理念，为了从物质上祛除学生对于“权威教材内
容”的惧怕迷信，他要求学生把前言撕去。

邀请学生踏上讲台、用高远的视角来理解问题，“诱惑”他
们成立古诗人社、用那种最清丽无华的语句来净化自己迷茫
的心灵，鼓励事事听从于父亲的内尔为了自己的演员梦做一



回真正的自己、一个专注于梦想的男人才最可爱。

与逆境不屈抗争，以无畏的气势面对敌人;

你们必须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因为你越迟开始寻找，找到
的可能性就越小;

真理就像一床总让你双脚冰凉的毯子/你怎么扯，怎么拽，总
也不够/踢也好，打也好，它总也盖不住我们/从我们哭着降
生/到我们奄奄一息/它只会盖住你的脸/不管你如何痛苦/不
管你如何痛苦/如何叫喊。

这些原生态的而又富有哲理的话，我相信你在教科书上是难
以找到它们的。因为应试教育的考试内容不包括这些。但是
基廷先生做到了，他看重的不是考试而是教育、真正的教育，
他在课堂中将这些道理、思想灌输给他的学生，不带有一丝
功利化的念头。我觉得，在我们以后的教育中，也应该主动
引导学生掌握这种最质朴又可贵的道理，让教育真正既有智
育又有德育。

就像一场革命，最先站出来的那批人总会挨枪子。基廷先生
的教育理念为学校的领导所不容，他们就借着内尔的死将他
逼离了教育岗位。严格来说，内尔的死是新旧两种教育理念
碰撞的牺牲品。内尔的父母接受的就是这种古板的填鸭式教
育，他们就想当然地决定了内尔以后要走的路，这是多么残
忍的事啊!

当你奋斗一路，最后的时刻却发现，你一直努力的方向却偏
离了理想的航线，那样你一定会抱着后悔与无奈于最后的日
子里。作为一名教育者，我们有义务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
让我们放开思维、用开放的教学理念引导学生探索出自己
的“缪斯”吧，就让教育真正起到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一门工作吧!



最后，让我们为基廷先生这位“虚拟的教育者”致敬，向广
大为了有效教育付出心血的那些人致敬吧!

论死亡原文篇三

“草丛里，虫声合唱已接近尾声，怎么用力都掩饰不了那曲
终人散的凄凉。”

“秋天的死亡”，这名取得十分有新意。秋天并非生命体，
那又何来死亡，短短五个字，引出了读者的好奇心。

“凄切”、“擦伤”、“尾声”、“苍凉”、“曲终人散”，
无不散发着凄凉悲伤的气氛，写出了生物的心情。

二段写到艾略特对死亡的恐惧和抗拒但又无可奈何，他知道
自己是无法改变死亡的，只能写出抗议的诗文。

五到九段，作者写出了生物对死亡的理解与他们自己的坚持，
在死里逃生，可又找不到生在何方的感受，让吾心痛不已。
有的动物死得平静又美丽，可死亡又的确让人和动物痛苦之
至。

万物为友，四海为家，所过之处皆为坟墓，我们生来就是为
死做准备。有些人死得千古流芳，有些人死得遗臭万年，在
活人眼中有区别，而在物质的层面上，他们已尘埃落定，毫
无差别。那活着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死亡之前享受罢了，
在人世间体会了恨、爱、喜、痛，之后方可西去，沉睡到永
远。

同学们，生为死，在死之前，要轰轰烈烈，把生之画挥洒到
极致。这样，方可无憾。

随笔要求：阅读《自读课本》中的文章，写一点感悟，做一
处摘抄。而郭俸麟同学，上交了两份读后感，第二份，很长，



很真切。特整理在此。他说：“我没有想到，我能写到这种
程度。”

作者李汉荣的文章，是好文章，有思想、有深度、有文采。
郭俸麟同学的读后感，也是好文章，因为他真的读进去了，
并且被触动。

文档为doc格式

论死亡原文篇四

被学生称呼为“船长”的基丁老师要走时，非常喜欢他别样
教学的学生们，纷纷站在桌子，为基丁老师的离开而惋惜，
老师露出无奈却又欣慰的微笑说道：“谢谢，孩子们。谢谢
你们。”因为他知道，有那么一群学生已经开始自己思考看
完那一幕，不禁自泪流满面。

影片的结尾，基丁老师最终被辞退，孩子们继续从前的生活。
孩子们纷纷站在桌子上，那是因为基丁老师已将学习的种子
播种到孩子们的心田。“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活得有意
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然后从中
学习，以免让我在人生终结时，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
过。”这是基丁老师带着孩子们寻找人生意义时朗诵的梭罗
的诗。这群孩子们会记得，并肯定基丁老师的教学。

这部电影整一个灰色基调。但基丁老师教孩子们却是彩色的。
讲述的是1959年，以凝重的风格及传统的教学理念著称的威
尔顿预备学校迎来了一位新的诗歌教学老师基丁及一群虽年
轻却早已被规划好人生道路的新学生。

影片中的基丁老师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师，“及时行乐”是他
的教学风格，并非是那种循规蹈矩按着教科书进行教学，而
是突破传统，教给孩子换种角度思考问题。对于教学了解诗
歌时，让孩子们撕掉前面的定义性的.讲述。他的用心是让孩



子们要有自己的思想；让孩子有勇气站在桌子上，教给孩子
能换种角度去思考，写自己的诗歌；闭眼聆听，教给孩子要
学会释放自己的天性；在院子中学会走路，教会孩子不要顺
从，要有自己的主见……他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同学们在
他的课堂上不仅轻松而且学到很多的东西。让学生仿佛重生，
这也是电影的前半部分。

电影的后半场，讲诉最好的学生尼尔因自己热爱演戏，却因
违背了父母意愿，没有按着父母既定的目标去走，最终选择
了自杀了结自己的生命，本该绽放的青春，却因父母的不理
解不支持而早早凋谢了。

很明显他的父亲是专制型的父亲，我们可以去责怪他的父亲，
但他父亲只是想他的梦理在他的儿子可以实现，而且认为那
才是对他最好的，进入这所学校也是花了他很大的牺牲才进
去的，他只希望他的儿子在这所学校里面学习，然后上大学，
对于儿子的兴趣，却一无所知，每一次尼尔想知诉父亲自己
的心里的想法，当看到父亲的冷漠的眼神，他把自己想说的
话又吐下去，因为他自己讲了也白讲，他还是演绎他的孝顺
儿子，正如这样，才导致后面的悲剧的发生。从中我们可以
看出家人和自己孩子的沟通显得尤其重要，尊重孩子的爱好，
了解孩子，并且发展孩子的爱好，让其他们健康的成长。这
方面我们要进行反思，不然下一个尼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
我们孩子的身上。重视家庭教育，呵护你的孩子健康成长，
让你的孩子在自己的爱好上发展。这样他才会活得快乐，活
得有意义。

这种现象在我们当今社会上也都存在着，很多家长为了孩子
的将来，根本就没考虑到孩子的爱好，从小让他们学习钢琴，
画画，星期天都不放过，让他们从小就成为小大人，他们没
了童年，没了乐趣，只会成为生活的奴隶。而他们并不开心，
而家长往往以爱的名义来作为理由，其实他们是在以爱的名
义来伤害着他们的孩子。尊重孩子才是对你孩子最好的方式，
也是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这比整天学习还重要。这是做家



长所要考虑的。也是我们作为教师所要考虑的。

让我们做一名创新的老师！做一个开明的家长！孩子才能更
好的成长！

论死亡原文篇五

我沐浴在一片春光明媚之中，眼前的生机盎然传递出一派生
的喜悦。我看着那一个个正在萌发的生命，回忆却不知不觉
来到了那个落叶漫天的季节。秋风扫过每一个角落，扬起一
片片金黄。不知为什么如此灿烂的颜色却传递出阵阵凄凉。
也许因为那时的我正置身于一种生命的震撼之中。而带给我
这种震撼的正是一本名为《死亡日记》的书。

它是一本书，更是一本日记，也许这本日记按在你我的身上
并没有多大意义。它精彩的地方莫过于它的作者。那是一个
癌症患者。当他知道自己的生命进入倒计时时，他并没有因
为死亡的逼近而去奢侈地挥霍生命或自暴自弃，而是用短暂
的生命去创造无限的延续。这一本书将记载着他的灵魂长留
于世上。

这本书记载的是他最后三个月的所思所想。令人再一次感到
惊讶的是，它的色彩居然是那么的明朗，语言是那么的诙谐
幽默。它没有只字片语的抱怨，没有一丝一毫的悲哀，但是
却让人读后悄然流泪。原来在这幽默而看似轻松的口吻后面，
却始终藏不住作者的痛苦——那不是绝望，那是对生命的留
恋，谁也无法阻止的留恋：是牵挂，是向往，是一颗不愿离
去的心。

这种思绪不是读出来的，而是悟出来的，因为作者留给我们
的始终是愉快地文字。这本书就这样成了——在悲哀中站立
的快乐。

读完这本书，每一个人都会像写后序一样对生命进行一次思



考。白岩松说，他觉得这本书是金黄的，像是向日葵；淡蓝
的，像是无法掩饰的忧郁；大红的，像是一股正在燃烧的力
量。而我认为这本是透明的，是毫无杂质的灵魂的展露。它
毫不吝啬、毫不掩饰把一个完整的生命展示给大家。透明是
它脱去华丽的衣裳后最美的底色，它可以融化成水、凝结成
冰、升华为清澈的力量，悄悄潜入人们的内心深处，给予他
们生命的触动。

走出书本、走出回忆、走出思绪，眼前的一片绿色让人再一
次闻到生的气息。带着这种气息。我感悟到书的魅力。

论死亡原文篇六

陆幼青，一个以去世多年的人，看了他的〈〈死亡日记〉〉，
我有许多许多的感触，是什么在支撑他在生命的末班车给他
的女儿留下生命的留言，是出于一个父亲的责任？是出于自
己的遗憾？或是出于自己对世间的眷恋？不管出于何种感情，
他的留言却是他自己在生命的最后遗留下来的话。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相信陆幼青的感情是真挚的，永
恒的，诚恳的。

我不敢相信一个得了癌症的人，在身体被癌症折磨，精神受
锤击的情况下，有如此的坚强毅力去完成生命的留言，而且
写的内容，却出乎我的意料。起初在拿到那本书时，看
到“生命留言之死亡日记”几个字，引起了我对一个即将死
亡的人将给世间留下什么样的话的好奇心，同时我猜测他写
的内容肯定很伤感消极，但看完了以后，我的猜测是不成立
的，滑稽的`，可鄙的。

看完了了他的留言，我对这位将死之人敬佩不已，在他的
〈〈死亡日记〉〉里，呈现给世人的是一种坚毅，一种崇敬，
一种力量。陆幼青在生命的最后，还是那么的坚定，那么的
沉稳，那么的自若。他的文字没多带着像一个垂死之人的哀



伤悲痛的情感，反之他的文字却是那么的和蔼，那么的幽默
风趣，那么的通俗易明。有如诸葛孔明在兵临城下，还那么
的沉稳自若，城门敞开，拉弦弹奏，演绎的空城计。

陆幼青，平凡之人，大智之人。他的留言朴实无华，平常而
无做作，风趣幽默而无消极。在临死之前，还如此坦然处之，
无不折射出他的为人啊。

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我们何不洒脱来人间走
一回！

论死亡原文篇七

看完了山崎丰子的白色巨塔，对于山崎丰子最初知道她的就
是关于白色巨塔的日剧很有名，但是无论是书还是日剧，我
都没有看过，后来反而先看了《命运的人》和《不毛之地》，
但是我却对山崎丰子的感情观有质疑和不认同。

或许是因为自己过于传统，但是爱情和婚姻却是不相同的，
无论是《不毛之地》里面的壹岐正还是白色巨塔中的里见裕
二，都算是书中的正面形象，但是两个人却都在家庭之外，
遇到更爱或者说是“命运之人”，但是我却并不觉得这就是
伟大的爱情或是动人的爱情，只不过是打着爱情的幌子的一
己私欲，妻子总是在默默的付出，任劳任怨，但是正是因为
这种生活的平静反而让他们越发的忽略了妻子的.重要性和美
好，如果说里见真的和东佐知子在一起了，他的生活质量真
的是会下降吧，又怎么会全心全意的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自
己喜欢的科研上，而东佐知子我实在是不怎么喜欢，自以为
自己多么的高洁，但是做出的事情实在是龌龊，看上自己好
友的老公，已是不对，没有控制自己的感情，还放而任之，
更是有勾引之实，或许这种女人也就是男人所喜欢的，而我
身为女性，却真心无法认同。

对于山崎丰子的文章，最不愿意看的就是其中的感情戏，她



跟多的精彩是在于男人之间的斗争，本书的主角财前五郎，
对于他在书中的表达是技术高超但人品不佳的医生，但是对
于这样一位人品不佳的医生，却没有太多的反感（相对于人
品好的里见医生而言），上册中教授的评选活动，东教授其
实算是因为不爽一位比自己更张扬更出色的学生的继任才会
生出许多的事情来，表面上说是因为对于财前人品，医德的
否认，其实他的内心只不过就是担心财前的上任对于自己的
影响，同时对于高于自己才能的一种嫉恨。

如果说本书结束在前册就好，但是作者自己也说了，因为大
众的道德，不允许这样的结局，所有才有了下册，而最终的
结局于财前是一种讽刺的过世。下册中财前更像是鹈饲院长
的棋子，即使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位置，却在这样的医院政治
的欲望中沦陷的更深，得不到救赎最终也走的越来越远，越
来越偏激，而过晚的发现病情，过早的去世。

论死亡原文篇八

现代教育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当代大学生应该怎样面对学校
各种社团的影响，这就是电影《死亡诗社》带给我的思考。

1959年，威尔顿预备学院以它凝重的风格受到了当时人们的
尊敬。在那里，教育的模式是固定的，不仅单调而且束缚了
思想。然而这一切在一个新教师的手中发生了改
变。johnkeating反传统的教育方法给学院带来了一丝生气：
在他的课堂里，他鼓励学生站在课桌上，用一个崭新的视角
去观察周围的世界；他向学生介绍了许多有思想的诗歌；他
所提倡的自由发散式的思维哲学在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渐渐地，一些人接受了他，开始勇敢地面对每一天，把握他
们自己的人生，不幸也在这时发生了……neil由于坚持自己的
表演梦想和父亲发生争执，但父亲并不理解他，甚至百般阻
挠，于是neil在绝望中终结了自己的生命。keating老师也为此
付出了代价，被学校开除。



看完影片，不禁同情neil，一个大胆追求自己梦想的青年有错
吗，但就是得不到父亲的理解。同时也有些同情keating老师，
用一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模式带领学生深入地了解所学知识有
错吗，但就是违背了威尔顿预备学院固有的风格，被大家所
排斥。毫无疑问，让作为学生的我们来选择教师，我们一定
会选像keating一样的老师。中学的我们都期待大学多元的教
学模式，都希望大学的学习环境是开放的，灵活的。在我们
的印象里，大学老师应该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讲起课
来滔滔不绝。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老师屈指可数。更多的
老师都拘泥于知识本身，他们忽略了传授知识的方式，他们
忽略了学生的接收能力与兴趣，说得更严重一点，他们忽视
了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很多老师上课的时候就像沉浸在自
己的演说中而不像在上课，这样的课堂效果显然是不好的。
我们呼吁像keating一样的老师出现，带领我们走出课堂，用
心灵去感受知识，接受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收知识。

再说说大学的社团。大学的社团五花八门，往往看得我们眼
花缭乱，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摇摆不定了，一些宣传者的劝
说很多时候都能左右我们的意向，于是，我们就忽视了自己
本身的兴趣。其实，社团应该是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的。另
外，如果我们能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社团，我们也有动力坚
持下去，提高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就比如影片中的neil，他
清楚自己对诗歌的热爱，也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在keating老师的鼓励下他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出色地完成了
演出，父亲不支持他的做法甚至百般阻挠，他不惜用生命向
父亲表示抗议。我佩服neil的做法，但并不完全赞同，追求梦
想没错，可是付出生命未免不值。真正对一门艺术感兴趣可
以暂且先把它当做业余事业，把父母为自己铺设的轨道当成
主业，等到自己学有所成，再去更深地投入自己的爱好，这
样未尝不可，而且也已经有很多成功的先例了。也许neil当时
理性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如果neil没有选择这一条绝路，keating老师也不会被开除。从



我的观点来看，keating老师是成功的。他虽然没有得到学校
的承认，但他得到了全体学生的认可，他把在当时来说全新
的，先进的教学模式运用于课堂，他让学生真正享受课堂，
乐在其中，他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观点去看待教材，看待世界，
他启发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可以说是一个成功教师的典范。
该为neil的自杀负责的不是他，是neil的父亲，是传统的思想，
是古板的教学模式与理念，keating老师不过是替罪羊。

最后，我希望《死亡诗社》里面的悲剧不再重演，希望当代
的年轻人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理性地面对周围的影响，希
望越来越多像keating一样的老师出现在大学校园，让学生愿
意主动汲取知识的甘霖，全面地认识自己，全方位地认识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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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死亡原文篇九

众人：其他人嘛，东教授一直都是个好人，有点小私欲但一
直记得自己是个医生的好人，东教授领着中医生查房的场景
很气派。内河教授是神人，威严正直。女人中，蔷薇会刻画



的女人的虚伪与丑恶太生动了。枝子姑娘很单纯，护士很勇
敢，最耐人寻味的应该是财前的妻子杏子和爱人花森了，一
个可以不爱但不会放弃，一个一定要爱但不会争取，这样的
局面，也只有女人可以营造的出，但是，这样的财前与拥有
宁静家庭的里见相比，还是后者要幸福温暖的多吧。

无法忘记，财前迎着朝阳模拟手术的样子。夕阳照勾着刚毅
的轮廓，伴着宁静的曲子……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忠实于自己的信念，走向心中的白色
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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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死亡原文篇十

我沐浴在一片春光明媚之中，眼前的生机盎然传递出一派生
的喜悦。我看着那一个个正在萌发的，回忆却不知不觉来到
了那个落叶漫天的季节。秋风扫过每一个角落，扬起一片片
金黄。不知为什么如此灿烂的颜色却传递出阵阵凄凉。也许
因为那时的我正置身于一种生命的震撼之中。而带给我这种
震撼的正是一本名为《死亡日记》的书。



它是一本书，更是一本日记，也许这本日记按在你我的身上
并没有多大意义。它精彩的地方莫过于它的作者。那是一个
癌症患者。当他知道自己的生命进入倒计时时，他并没有因
为死亡的逼近而去奢侈地挥霍生命或自暴自弃，而是用短暂
的生命去创造无限的延续。这一本书将记载着他的灵魂长留
于世上。

这本书记载的是他最后三个月的所思所想。令人再一次感到
惊讶的是，它的色彩居然是那么的明朗，语言是那么的诙谐
幽默。()它没有只字片语的抱怨，没有一丝一毫的悲哀，但
是却让人读后悄然流泪。原来在这幽默而看似轻松的口吻后
面，却始终藏不住作者的痛苦——那不是绝望，那是对生命
的留恋，谁也无法阻止的留恋：是牵挂，是向往，是一颗不
愿离去的心。

这种思绪不是读出来的，而是悟出来的，因为作者留给我们
的始终是愉快地文字。这本书就这样成了——在悲哀中站立
的快乐。

读完这本书，每一个人都会像写后序一样对生命进行一次思
考。说，他觉得这本书是金黄的，像是向日葵；淡蓝的，像
是无法掩饰的忧郁；大红的，像是一股正在燃烧的力量。而
我认为这本是透明的，是毫无杂质的灵魂的展露。它毫不吝
啬、毫不掩饰把一个完整的生命展示给大家。透明是它脱去
华丽的衣裳后最美的底色，它可以融化成水、凝结成冰、升
华为清澈的力量，悄悄潜入人们的内心深处，给予他们生命
的触动。

走出书本、走出回忆、走出思绪，眼前的一片绿色让人再一
次闻到生的气息。带着这种气息。我感悟到书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