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生读后感(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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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
以喜欢。

人生读后感篇一

幸福源于心态。蔡老师说：人生当追求幸福，幸福是一种心
态。你的生活是否幸福，并不取决于你的生活水平，反而更
取决于你的心态。懂得知足，知足常乐；学会感恩，感恩开
心。这样的人才真正幸福。

记得一位心理学家也说：”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一种看
不见的法宝，它的一面写着’积极心态’，而另一面写着’
消极心态”。积极心态可以使你学到处世的智慧和做人的道
理，积极良好的心态能保证眼下心情好，如果我们能保证每
天心情好，我们就会获得很好的生命质量，体验别人体验不
到的靓丽生活和幸福。消极心态则会使你一生被困苦与不幸
缠身。谁不想获得永久的’幸福？谁不想活得轻轻松松？谁
不想待人接物左右逢源？谁不想快快乐乐地过一生？而这一
切都需要我们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

我们深知社会和人生都是复杂多变的。什么事情、什么人都
可能遇到。因此我们面对事情应该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蔡
礼旭老师在三十八讲中说”人的一生，岂能尽如人意，但求
无愧我心。我理解的心–生活中用心，对父母有孝心，别让
老人太操心，兄弟手足亲情常关心，夫妻相伴有爱心，与朋
友有真心，为人如竹骨嶙节高要虚心，人生的路上永往直前
须充满信心…如果在生活中，我们看待任何事情都能抱以这
样的心态，知恩图报、施恩不图报，这样就会增加很多人生
的乐趣，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烦恼。蔡老师在书中还说：”处



事当中应该用哪些态度去面对，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一定时时刻刻要尽力去把事做好，不能邀功，不能自以为是。
另外，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想这是一种正确的处理
事情的态度。

如果每天只要收获的时候，那我们已经把时间耗在患得患失
之中，如果能力都耗掉了，怎么能全心全意好好把事做好呢？
所以只问耕耘者，我们只要尽心尽力把对的种子种下去，时
节因缘成熟，自然水到渠成。所以这样的心态才能让我们的
心时时处于能够应对事情的状态，所以，一种处事的方法就
是一种心态。好的心态，必会收获更多的幸福感。正是因为
这样的心态，所以我的幸福如花：我的幸福是常回家家看看，
给予母亲多一点的床边陪伴，勤勤快快做家务，忙中抽闲不
忘揉揉父亲那不再挺拔且患有病痛的肩；我的幸福是夫妻恩
爱，教孩子独立生存、懂得感恩；我的幸福是替姊妹分担生
活的困难，共享浓浓的亲情。

教师的幸福离不开务实的工作心态。蔡老师在二十四讲《慎
思》关系社会安定的三种职业中说：所有家长都担心，当教
师无德。说到底，教师工作是一种人格教育，而人格教育其
实就是一种心态的影响，而绝不是一种知识的传递，不论在
课堂上说的天花乱坠，在大会发言上信誓旦旦，慷慨激昂，
教师能够真正影响学生的，领导能够真正影响教师的，其实
就是一种心态，一种最本真的心态，如：表情、动作、身体
姿态、语言声调、细小的工作中以身作则，无法掩饰，无从
装假，有时不良的心态欲盖弥彰，但无形中又增添了虚伪的
成分。

人生读后感篇二

当又一条小溪汇入我知识的海洋后，我如释重负般地舒了口
气。翻开《感悟人生》这本书的扉页开始阅读，到合上书的
那一刻，我始终以自己最大的热情、以自己的心灵去汲取书
中的每一滴甘露。这本书从季羡林老先生千万字的著作中筛



选出这位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东方文化大师的想法及成长
经历。这不仅是季老先生的感悟，也是我们的导师对年轻人
的教诲，它让我们学会了怎样去奋斗、探索，怎样追求理想
与目标，也使我们看待生活、事物的眼光变得更加深邃。书
中，看似是先生在教育我们，但更多流露出的是他对下一代
的关心与鼓励。他把自己成长、学习的全部经验无私地奉献
给了每一位读使读者获益非浅。

读完这本书，老人的声容笑貌好像浮现在我眼前，他的金玉
之言，将永久地刻在读者的心田，催人猛醒，激人奋进；读
完这本书，犹如品尝醇美的甘露，自有滋味在其中，“世纪
老人”非凡的人生经历，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对我感悟最深的、启迪最大的是季老先生对人生的态度。他
一共写了３篇“论人生”，每一篇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
观察点洞察着人生的意义与美好。先生提出了“不完满才是
人生”，还有他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一句评价：“如果人生
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
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从这些朴实、简洁的话语中，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先生的气质与人品。他体会到了人生的真
谛，更要告诉我们对待人生要有不懈的努力与强烈的责任感。

要想使人生变得有意义，就要有目标，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
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
一环从本身来看，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但没有这
许许多多的个体，链子也就无法组成。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
责任，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这就是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体
现。季老先生虽已到耄耋之年，但正是由于老人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使他仍然笔耕不辍，他想把更多的“财富”留给下
一代，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的无私和博大，也从中《感悟人
生》领悟了很多道理。



人生读后感篇三

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我来说，人生不过就是从生到
死的一出出舞台剧，我们尽心尽力的扮好每一个属于自己的
角色，直到幕布拉下，我们的人生也便渐渐落幕。生无疑是
给人们带来了喜悦和希望，而死，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悲伤
和痛苦。或许死并不是那么哀伤，或许我们在这里拉下幕布
的同时，那里又展开了新的演出。在这过程中，充满了欢乐、
忧愁、悲哀、成功和失败。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永远也交不
出一个完美的答案来。

人生就像是一条蜿蜒泥泞的小路，困难无时不刻的在发生，
却不知何时才能走到尽头。人生就像是一本未完待续的书，
我们期待着接下来的剧情，但是却要等到生命尽头才知它的
结局。人生更像是一个谜，直至生命终结，才可揭开寻思已
久的答案。在此之前，无论是何人，都无法遇见到。于是，
痛苦的过着人生还不如快乐地过，活着就要活出属于自己的
价值。

但人生不过只是一个简单的对生活的概括，它是由一个个剧
情组合而成。亲情、爱情、友情这三种感情占据了其中重要
的位置；书中的”论友谊“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朋友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世上最令人愉快的必
定是友谊。对于一个情绪低落的人来说，朋友的一句鼓励，
一句肯定，比所有的良药都来得有用。一句话说的好：”得
不到友谊的人将是终身可怜的孤独者。没有友情的社会则只
是一片繁华的沙漠。“是的，朋友使我们的周围丰富起来，
如果没了友谊，那我们的生活一定是平淡无奇的，有如沙漠
一般。

友情是积累的，相对于亲情的温暖，爱情的甜蜜，朋友之间
的温馨或许更容易让我们感受到愉快。培根说：”“如果你
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



向一个朋友倾诉，你将被分掉一半的忧愁。”这句话体现了
友谊的真正价值，把你的快乐分享给朋友，你会更快乐；把
你的忧愁倾诉给朋友，你或许会豁然开朗。千金难买真友谊，
你曾经认为一个人是你的朋友，那么这个人就永远都是。真
正的朋友，是永远存在的！

《论人生》，论得是对人生的认识；论得是建立人生所需要
的根基。它让我们感悟到：人生并不只是从生到死，人生中
有思想、有精神、有伙伴、有感情。它足以成为我们人生道
路上的一种精神粮食。

人生读后感篇四

读路遥的《人生》，深刻领悟那一句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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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故事的结局一定像我们每天所走的路一样，一样的实在。
其实孙少平就是高家林未来的写照，一个有韧性血气方刚且
能屈能伸的男子汉。无疑孙少平是完美的，是让每个读者都
赞扬的那种；而高家林却是那种桀骜浮华爱慕虚荣的，自视
过高患得患失的，让人感觉恨铁不成钢的那种形象。可，难
道孙少平心中就没有过波澜，他就不想田晓霞死后能再拥有
像金秀这么漂亮女人的爱情。我想那是不可能的，这就像是
在问一个结过婚的人是不是就没有爱的欲望一样，答案是显
然的，可是有一种比爱更重要的责任压在他们身上。

他一定也是想的，可他知道自己以不配去拥有这份爱，他没
法给她一个温馨舒适的家，没法不让她每天不担心害怕，所
有他选择了拒接，选择了煤矿那一个破败却温馨让人留恋的
家。而巧珍，是当时朴素善良农村妇女的写照，她和平凡的
世界中的郝红梅一样，一样有一种对爱情的追求。

她甚至比郝红梅更痴迷，更陷的深，对爱情更执着。可人生
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摔倒了，失败了，丢失了，她们站



起来，看着那愈来愈远的背影，最终她们都选择了一种属于
自己的生活，一种更热爱土地的生活。对于黄亚萍来说，这
场恋爱只是一次野外漫游的邂逅，只是春天里的一场梦而已，
虽然美的让人落泪。

人生这部作品是段朴实而又凄美的爱情悲剧，而这段悲剧之
所以凄美，就是因为有刘巧珍的存在。高加林的背叛，对于
她来说是一种致命打击，但是，“刚强的姑娘，她既没寻短
见，也没神经失常，人生的灾难打倒了她，但她又从地上爬
起来了！”

因为“她留恋这个世界，她爱太阳，爱土地，爱劳动，爱清
朗朗的大马河，爱大马河畔的青草和野花……她不能死！她
应该活下去！她要劳动！她要在土地上寻找别的地方找不到
的东西！”这一是体现出她的坚强、坚韧；又体现出她对生
活，对土地，对自然，对家乡的深厚感情。这正透露出路遥
对土地、劳动对故乡自然的深切热爱和依恋。

人生，多么沉重的字眼，有谁能在这条道上一马平川。人生
是我们没法迈过的槛，而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加！

人生读后感篇五

近一个月来读了梁漱溟先生写的《人心与人生》，虽说相对
于同时期其他书籍来说已经非常简洁易懂，但是对于我来说
还是很晦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这本书的深深的喜爱。我
喜爱那种能把道理说得非常明白的书，梁漱溟先生就可以做
到这一点。在读这一本书之前，我一直认为没人能把人生说
的相对透彻。读这本书的感受有两点，一是以上说过的透彻，
二可中国一句古话来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
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梁先生的书，
在人生不同阶段阅读，一定有很大的不同感受。

本书大致可以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他的人和他的书，第



二部分为心理的认识转变，第三部分为人心的特征，第四部
分为道德与宗教等，第五部分为东西学术分途。第一部分主
要阐述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关于作者的一些故事，这一部
分可以概括为人类的全部活动能力可以从其机体内外两面来
看：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即有所感受，复有所施为，
既有所施为，复有所感受的那些活动能力；个体生命所依赖
以维持其机体内部日夜不停地活动能力。然后作者介绍了人
心的三个方面，即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之后作者讲述
了关于宗教和道德，关于生命力，关于道德与习惯，关于迷
信，关于马克思伦理学。宗教是一种方法，帮助人提高自己
的品德，佛教所谓人天乘、小乘、大乘，乘是乘车、乘船之
乘，明显点出方法、工具之意义。道德则要人率真行事，只
要你一切老师率真，品德自然渐渐提升，不倾向出世；生命
力皆有生来禀赋之一面和后天养成的一面。道德不道德是就
看它向上还是向下。梁认为内心自觉之明强方显生命本质，
自觉贫弱便随俗流转去了；世俗之见以为道德即是好习惯之
谓，这是错误的。好习惯只是生活中所必要的工具条件而已，
生命初不在此；迷信，是说人自蔽其明，人为何自蔽其明？
心有所牵于外，则蔽生而明失也；梁漱溟认为人生哲学或伦
理学应以论究人在社会生活中一切行为评价而昭示人生归趣
为事。同时，“自然界是人的非有机的躯体”。即人生息于
自然界中，混乎其不可分。从人类历史发展之事实出发，以
论究社会理想、人生旨趣者，惟马恩学派，从而认为它是一
种较好的伦理学。最后作者介绍了东西学术分途。对于梁漱
溟先生介绍的这些，我有些感触的是人心，其他的也许是因
为自己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认识。

对于主动性，梁先生强调了，人和动物之所以区别去宇宙间
其他物种，是因为人和动物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动产生行
为。像是水啊，空气也是可以动的，但是他们的动受制于动，
是被动，而富有生命者却可以做到真正的主动。此外梁先生
还谈到了战争，强调在客观条件差别不大的情况下，战争胜
负取决于主动性，也就是制于人还是受制于人。人的主动性
主要在于他能提出自己的想法与见解，得出自己的认识与看



法，能主动获得相关材料，借助灵感完成作品。那么在我们
的学习和生活上，我们也可以做到主动出击，能充分发挥主
动性，获得好的状态。正如梁先生所说，能按照自己意愿行
动的才叫人，那么能按照目的而相应行动的才是成功的人。

对于灵活性，梁先生谈到，不循守常规而巧妙地解决了当前
的问题，是谓灵活性，能在各种形式变幻中随时予以适当应
付，不落于被动是灵活性。灵活性是生命不受制于物而能恒
制乎物的表现。灵活性不能坐享其成，但却也是不可求之的。
正如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
上百分之一的灵感，这个百分之一的灵感就是我们所说的灵
活性。此外，灵活性还能体现在可以在不同环境下做出正确
的事。很多人都梦寐以求能在考场爆发，能在一些关键场合
表现最好，殊不知只有平时有了那样的水平，在特定的场合
才可能有那样的能力，也就是所谓的水到渠成。

最后对于计划性，梁先生谈到，计划是人们在行事之前，却
不行动，而就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中那些对象事物，先从挂念
上运用筹措，以较量其宜如何行动，假定出一方案。人类不
同与其他动物也在于此。可以说，我所知道的所有成功的人，
他们都有极强的计划性，他们能够规划自己的生活直至到分
钟，他们珍惜生命中每一分钟，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做事，长
期坚持便做成了大实业。我现在想说说对于计划性我自己的
理解。首先要有计划，在此之前就存在一个你要制定计划的
原因，既然有这个原因，那么足以证明你有愿望去做这件事。
十项以个人完全不想去做这件事，那么他肯定不会去为这件
事做规划。其次，计划本身就取决于你自己对事物难易程度
和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考量，这算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锻炼。
计划的实行，是计划性最关键的一步，不管有多么美好的蓝
图，没有实现都只是空梦一场。能坚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是对人坚持的考验。那么为什么有计划的人更加容易成功？
还记得一个例子，有一个世界马拉松冠军，有人问他秘诀是
什么，他就说“超越我前面那个人”，这是一种智慧，人类
就是这样的一种生物，人类更加擅长于追求眼前的事物和接



近他的事物，这就决定了你要想做到一个伟大目标只能步步
微化目标使之成为一个个小的计划。“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就是因此，没有那一步步就没有最后的终点线。为此我们每
个人都需要制定计划，规划自己的生活。

以上便是我初读梁先生这本书的感受，我还有很多部分不明
白，但我可以在下一次阅读时懂得多一些，理解深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