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学读后感大学生(大全8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
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大学读后感大学生篇一

如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事实很有趣，我也常把东西方文化
相互对比，以太阳绕地球一昼夜作比方，却发现东西两方人
类历史文化的变化现象，同在五百年之间，必有王者兴，几
乎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我们的历史，到了春秋以后，
名王迭起，而有道之士的哲人也应运而生。中国有个齐桓公，
配上一个管仲。而在西方，也是名王配名师，凑巧的真有趣。
欧洲有个亚历山大，配上一个亚里士多德。印度也有一个阿
育王，配上一个优婆鞠多尊者。当然，在这个阶段，什么日
本、美国，连个影子还没有呢！

但是，以中国历史的习惯来说，三代以后，所谓历史上的.名
王，最了不起的，也只能算做英雄，决不是圣人。所谓这些
英雄的名王们，也都像我小时候的一位老辈的诗说：“江山
代有英雄出，扰乱苍生数十年”，如此而已。他们与《大学》
的“明德”外用（王）之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岂只似是而非，可说都是背道而驰的。

大学读后感大学生篇二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君子总是实行以身作则，推己及人
的絜矩之道。君主治理好国家要做到以身作则，知行合一，
注重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的同时，更要考虑到天下的百姓所
思所想，建立起与百姓的共振，把高尚的道德品质输送给他
们。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是天地大德，是道，是一种自信
的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身心很放松，能够让我们自然而然
的去表达，去做一些事情。这种状态让我们没有评判心、恐
惧心、嫉妒心等。我们能够看清一个真实的世界，没有等级，
没有差别。

我们交流心性为了传递一种仁爱的滋养，在我们滋养他人的
同时，滋养了我们自己，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
来”。当我们在鼓励、帮助他人成长的过程中，可以尝试让
双方先静默几秒，使心性逐渐呈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很自
然的`带着语气和语调去表达，这样我们的语言才会更有力量，
更有诚意，这才是最好的表达。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利为利益，
而应该以道义为利益。人更不能唯利是图，而应该有更高的
追求。我们的内心要定在“明德”上，这样格局才会变大，
魄力也会变大，能够承担的责任相应也就越大。如此以来，
我们便能扛得住，摆得平，才能真正的干事。

大学读后感大学生篇三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谁都不会陌生，正是因为主人公海
伦61凯勒在无光、无声、无语的岁月中坚强地活着，并有所
成就，才会让人如此无法忘记这位女作家。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作者海伦61凯勒的自传。她度过了
生命的88个春秋，在其中却只有19个月的光明。然而，如果
再给她三天光明，她会把整个包罗万象的世界看透，看人的
善良、淳朴，看光的变化和日出，想探索和研究。

海伦61凯勒无疑是个坚强不屈的人：在87个盲聋哑的岁月中，
海伦61凯勒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体缺陷而放弃一切，而是热
爱生活，会骑马、下棋，爱参观名胜古迹，从中得到各种各
样的知识，学会读书、说话、与别人交流，并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与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

再来看看我们，我并没有残疾，比海伦61凯勒健康得多，但
是海伦61凯勒热爱生活，会许多我不会的，她喜欢参观博物
馆和名胜古迹，而我却喜欢光顾游乐园，她会英、法等五种
文字，而我却英语都学不好……我有太多不足，我要向海
伦61凯勒学习。

残疾人能如此优秀，看来我们也要加把劲了。

大学读后感大学生篇四

成功的信念不该如潺潺的小河流水，温柔地流过自己的心田；
反而应当想能够随生命同行的暴风雨，那是一种由内而外不
断爆发巨大的能量推动自己在痛苦的道路上永不放弃。让暴
风雨冲刷掉自己内心的苦涩，留下最坚定的信念，总有一天
胜利会属于自己。

当我看了这篇《八十七岁的大学生》时，我非常震撼，因为
八十七岁是属于高龄了，在这时候，一般的老人都在家里享
福了而这位老人却在这儿上大学，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她是位
老奶奶，在校不久她合作者交上了朋友。

在学期结束时同学们邀请这位高龄同学讲话时他讲了几句话
我记忆犹新，她说到：“我们并不因为老而停止奋斗，我们
变老是停止奋斗，只有四个秘诀可以保持年轻，快乐和成功。
你每天找到可乐之事并大笑；你必须有梦想，梦想一旦失去，
你就活不成了。我们周围有那么多的人走来走去但并不知道
自己是个活死人。”后来这位女大学生“年轻”的去世了有
两千多的人参加她的葬礼。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有梦想就有一切。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
到这位老人的一生是不断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一生。作为年轻
人的楷模，这位八十七岁的“女孩子”年轻着去世留给我们



一个道理：只要人生有理想要实现，任何时候行动都不晚。

大学读后感大学生篇五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把人口更多地看做消费者的观点与马
尔萨斯的思想如出一辙。认为当孩子能都创造出社会生产资
料的，他们就是双重身份，既是社会生产资料的创造者，也
是社会财富的消耗者。而当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
物质资料的生产也不丰富的时候，人口因素就是会影响整个
社会建设资金积累的。

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国家人口的过
快过高增长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
政策使得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在近年来持续下降。这样的结果
在一定程度减轻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力，但是这
样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
实行计划生育国策31年以来，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逐年下降。
第三次普查为2.1%，第四次普查为1.48%，第五次普查
为1.07%，第六次普查为0.57%。中国人口呈现“超低生育
率”近10年一直维持在1.3到1.4之间。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
水平的生育率是2.1，即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1个孩子，才能
使人口数量保持不变。在国际上，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称
为“超低生育率”。人口占比出现“严重少子化”第六次普
查0～14岁人口比20xx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比1982
年数据下降17个百分点。国际上把0～14岁人口占比
在15%～18%之间称为“严重少子化”。“超低生育率”
和“严重少子化”的现象必然会引起“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而我国社会慢慢进入老龄化，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影响，会
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负担，人口老龄化的严重，使得老人
的数量急剧的增加，供老人的社会保障幅度就必然随之增大，
社会劳动力的数量也会减少，创造人力资本的能力就会减小，
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会不乐观;由于计划生育的实行，很多家
庭都是独子家庭，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供养老人的负担
会眼中加大。由于计划生育的实行所造成的人口老龄化所带



来的严重后果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出生性别比偏高状态下的女性赤字。
由于要求少生少育，而很多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自古以来
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养儿防老”观念使得很多家
庭无论如何都想生一个儿子，而农村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低，
在怀孕期间通过一定的途径可以检查出孩子的性别，如若是
女孩，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放弃孩子，重新孕育，知道如愿的
生一个男孩为止，就是现在，在我所生活的`那个民风淳朴的
小村庄，重男轻女的观念也还是根深蒂固。而种种这样的现
象使得我们国家现在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而男女比例的严
重失调又会引起另外一系列的问题，孔子曰“食，色性也”，
性欲是一个人的本能的生理欲望，而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
使得很多人对性的需求的满足只能是通过一些不合法的手段
来满足。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给整个社会和人们的生
活带来很大困扰。

二.社会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的加重，使得现在很多的人所
享有的社会保障基金，有很大一部分将会是预支后代的，这
样的情况会给现在社会和社会的年轻人增加很大的压力，社
会支出中用于老年人保障的支出比重也会随之增大。

三.独生子女发展中的个性缺陷。由于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孩子，
所以对孩子的万般宠溺会造成孩子发展过程中的很多不利的
缺点，如独立性不强、与人交往能力差、心理承受能力差等，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但是现在这样的现
状还需要很大的改善。

人口问题关系着整个国家和人们的命运以及发展前途。纵观
世界各个国家，会发现很多的发达国家都在实行鼓励生育的
政策，就连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的日本也是，但是我们也可
以发现人口的增长与国家的发达与否并不矛盾或有相关关系。
亚洲人口密度最低的蒙古，却是最贫穷的地方。马尔萨斯理
论存在着不足与误区，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没有看到科



学技术的力量;二是对人口的定位片面。我们国家要在借鉴其
正确的地方和与我们国家的实际相结合，切实的解决我国的
人口问题。我们的人口政策应该适应我们的人口现状不断的
做相应的调整，一味的强调少生优生并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
绝对良药。

大学读后感大学生篇六

学习，在于会学习—这是我读《少年大学生的奥秘》后的感
想。这里，且不说少年大学生们如何勤奋，也不夸他们如何
了不起。单对少年大学生的学习方法，发表几点感想。

首先，要注意思考，“思考是通向知识的桥梁”。

善于思考，独立思考，是少年大学生的一个共同特点。十一
岁的少年大学生谢彦波就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典型。他从
小学起就从不依赖于父母和老师，对于老师在课堂上讲的知
识，他都要尽可能的自己实践，通过思考和理解来加强记忆。
这样，使自己对学到的知识理解得深，运用起来灵活自如。

现在，有许多同学书没少看，习题役少做，可是学习效果总
不佳。另外，还有一些同学平时看来成绩优良，可是一旦遇
到考察思维和能力的题目，就一筹莫展了。这样，就出现
了“高分低能”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不能运用自己的
头脑，对所学的知识仔细品味，消化，不在思考和理解的基
础上加强记忆，只是单纯的“死套公式”，所以，他们获得
的知识是肤浅的，不扎实的。只有善于思考，勤于思考才能
学到真正的知识，才能化书本的知识为自己的知识。中国古
代有句话，叫做:“宝剑锋从磨砺出”，脑子就好比一把刀，
思考就象磨刀，刀子越磨越锋利，脑子越用越灵活。我们要
用思考架起通向新知识的桥梁。

其次，要善于科学地利用时间。



时间就是生命，就是知识和力量，就是胜利和成功。著名戏
剧大师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会放弃
他。”那么，怎样才能不放弃时间呢?怎样才能合理地利用时
间呢?这一点，谢彦波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谢彦波在上小学
的时候就有一个严格的作息时问:早晨六点起床，做十分钟的
体育活动，然后学习，晚上自学一小时。几年如一日坚持自
学，终于十一岁就迈入了大学门槛。

现在，有的'人晚上开“夜车”，上课时间却睡觉。这样的作
息是不行的。要知道，课堂上的四十五分钟随便过去了，就
是几小时也难以补偿。另外，在勤奋学习的同时，还要注意
劳逸结合，有的人一天到晚只埋头读书，其实这样的效果并
不好。真正的合理安排时间，是除学习外，还有体育锻炼和
娱乐的时间。这样，才能够调节一天的生活，才能够保持大
脑清醒，以达到提高学习效率的目的。

再者，要明确我们追求的是知识而不是分数。只有用知识武
装起来的人才是有用的，才能驾驭实践之舟。而现在，有的
人只单纯追求分数。在这方面，我也是有过教训的。前一段，
我的成绩尚佳，于是，老师表扬，同学们钦慕，我飘飘然了。
这时，《少年大学生的奥秘》给我敲响了警钟，少年大学生
李锦陵的使我清醒，“自满是上进的阻力，学习的敌人，失
败的前兆。谦虚则是上进的朋友，学习的助手，成功的前提。
”我认识到了知识的海洋浩瀚、宽广，谁想达到理想的彼岸，
就得靠心中的罗盘，手中的双桨。要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续，
追求知识。不求虚荣，才能真正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材。

大学读后感大学生篇七

今天，我读了覃彪喜的《读大学，究竟读什么》这本书，读
完之后，沉默良久、回味良久、反思良久。

读大学，究竟读什么？这个问题是否值得所有大学生思索。
当我们在大型超市里随心所欲地购物时，当我们在饭店里觥



筹交错时，当我们成群结队地奔向吧时，我们是否问过自己
的良心：这样做，对自己、对亲友意味着什么。

世界上有多少事等着我们去做，我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堕落，
明明在午夜梦回时空虚得无以复加，却还是在清晨醒来的时
候带上面具开始新一天那自欺欺人的生活······我们
能够依赖父母的时日不多了、能够如此单纯平静地生活的时
日不多了、能够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习的时日不多
了······当我们收拾行装准备踏入社会的时候，我们
的羽翼是否已经丰满，我们是否能够在无垠的天地间自由的
翱翔。

大学读后感大学生篇八

《大学》总结了人一生实现远大理想抱负的模式，这就
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
位，作为人生的第一大学问。“修身”就是我们所讲的“做
人”。一个人只有先学会了做人，然后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
庭，进而才有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达到天下太平，人民安
居乐业。如果一个人没有学会做人，连自己的事、自己家庭
的事都管不好，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去做官、去治理国家，
否则，将会给他人、给社会造成损害。所以说，一个人如果
不知道怎样做人，不管他学富五车，有亿万财富，他的人生
最终都是失败的人生。正如古人所说的：“官品即人品，做
官先做人”。反过来讲，那些懂得做人，具有高尚的人格魅
力的人，则永远被怀念、被学习。

除了做人，《大学》中最具有借鉴意义的，就是诚意中“慎
独”了。所谓“慎独”，说的就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
要注意自己的品行。君子在人前人后的表现如一，而小人，
却常常是在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大学》中说：“小人闲
居为不善，无所不知，见君子而后厌然，人之视己，如视其
肺肝然”。说的十分有道理。只有内心真诚，表现才能端正，
只有诚于中，才能形于外。



读书自然不是为了统治国家或者从政，说亲民可能扯得过远，
古代的大学指君子之学，为人君，至于人，恐怕现在人或者
学生早已忘了何为仁，当然我也承认，我从没有认真考虑过
仁是什么含义；我读了《大学》这本书之后，并没有从其中
悟得太多哲理，只是学会了一种处世心态。

亲民、至善——大学之道，强调的不仅是人们的道德实践，
它还要求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是一个推
已及人的过程。亲民，说到底，就是将自己的道德修养普遍
地施及于天下百姓，并使天下百姓都能提认到自己心灵中所
具有的诚明性德。“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共同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这样就能做到大学之
道所谓的“止于至善”了。

大学短短的二千来字，深刻阐明了人生和社会的大学问，以
及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学问不在于某一具体的技术，不拘泥
于世俗的琐事。学问在于明辨世间的大是大非，在于促进社
会进步，为天下人树立榜样。“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
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展。今天中国是最多的士人生产国，博士、硕士、学士数量
都位居世界前列，甚至是第一，但在科学技术、社会哲学、
文艺等等多个领域的成果却远远少于国外。这是为什么呢？
今之士，胸无大局，眼界狭隘，每日只为生计，缺少了献身
事业的精神。得一善则欣欣然，不精益求精，止于至善。大
学是时候认识到大学教育的本质了，不是授人一技，而是授
人以道。

现在的社会很复杂，处处充满诱惑，刺激，和“杀戮”。而
在这个环境中要做到独善其身的却很难，人和人之间的间隔
和抵触不信任越来越多，在外面几乎每个人都是带着面具在
生活，伪装、自我保护、缺乏安全感。。。如此多的不安定
因素造成很多人没有幸福感。更多可能是社会因素，但是我
们不能改变社会但可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变自



我的处世态度，让一颗浮躁的心静下来，静而后能安，安而
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不管虑的是什么，能在忙绿浮躁的时
候自我反思一下或者回忆一下过往的种种，不也是一种自我
提升的方式。我们做不到圣人一样可以考虑到天下，但是我
们能做到的是修身，修身更多的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
我能活的更高尚。倘若一个个自我都能正其心，诚其意，国
何能不治。

修身治国平天下，此乃中国传统。以小见大，自身品德都修
养不好何以治国，治国太远，切说说齐家。每个身边都可能
出现一些就家庭不和睦的情况，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而我看来婚姻是爱情的升华和考验，爱情在最后终将升华成
亲情，不离不弃，不会变质。自古就有相近如宾，举案齐眉
的夫妻的关系。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忍让的处事方式
古人比我们现代人更看的透彻，因为他们懂得以修身为本。
懂得明明德，懂得何为薄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