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日本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
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真日本读后感篇一

在《日本沉没》中，小松左京对于人物的刻画描写主要集中
在了科学界与政界的人士当中。而且作者也并不没有刻意去
安排一个类似于超级英雄的角色，去担起拯救日本的重担，
而是选择采用一幅群像来替代。

这是最早发现日本可能沉没的科学家，也是一直处在d计划最
前沿的科学家。田所在故事中一直给我们的印象是不修边幅、
特立独行的。他对于日本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存在。甚至于
在有的时候我们感到他对于所谓的拯救并不是那么的热心，
或者在他的心中，当日本人离开日本岛，分散到世界各地去
的时候，所谓的日本人、日本精神也不复存在。这是一种相
当复杂的情感。但是当他认为普通大众有权知道真相的时候，
当政府还在对d计划遮遮掩掩的时候的，依然是田所故意借着
醉酒与上电视节目的机会，将d计划第一次透露给普通大众。
最后，还是田所选择了与日本列岛一起沉没。田所成为整个
故事中色彩最鲜明的悲剧英雄人物！

关于吹哨人，在疫情最严重的年初被人一再提起，在网民们
看来，是政府扼杀了吹哨人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
理性的想一想，所谓的吹哨人在面对突发的重大公共危机的
时候，真的可以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吗？在《日本沉没》的故
事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吹哨人的影子闪现。比如田所博
士，比如日本首相等等，他们都先于普通民众更早的知道日
本可能要沉没的信息，知道可能要有无数的无辜人死于这场



惊天浩劫之中，但是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对自己的民众发出
预警，向他们传达他们即将要面对的危险境地。即便是出于
维稳的需要，但是在地震不正常的变得越来越频繁，火山喷
发变得越来越频繁的时候，他们依然没有给民众提供足够的
信息去了解现状。因此，在日本还没有沉没以前，已经数百
位的无辜百姓死去了。那么，政府的行为有没有问题？这是
一个不怎么好回答的问题，两者相权取其轻，或者只有最终
做出决定的那个人才是最痛苦的。而所谓的吹哨人在面对这
种灾难性的后果的时候，他们真的不如想象中的强大。

从《日本沉没》出版至今的几十年间，几乎所有读者对于他
的解读已经完全不局限于其故事本身了，而是被有意的从故
事之外开始延伸，不论是政治还是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上，都
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这真的说不好是《日本沉没》与
小松左京的荣耀还是悲哀了！

真日本读后感篇二

日本工匠精神读后感是写什么的呢?当然这个小编也不知道，
小编只知道中国付守永工匠精神，只因为小编没有读过日本
工匠精神所以现在只能提供付守永大师写的《工匠精神》读
后感，让大家阅读。

当我翻开那一本用烫金色印刷字体一位名叫付守永大师写的
《工匠精神》的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看过了这一部著作，
似乎它并不深奥，但中间的故事直入主题，顿时让我明白了
许多。

我不仅在问自己，自己真的很迷茫，我们为什么工作，需要
的是什么，一开始我个人觉得这不切实际，这个社会这个世
界，人大部分都是自私的，有一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然而当我静下心从新翻阅这么书的时候，我才慢慢发现，这



种精神是多么的高尚与执着。

是的，这不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本书，这更是一种精神，一
种态度，一种信仰，一种力量，这种精神与力量会催人奋进
助人成长，直至造就职场的核心竞争力，这就是每一个乐观、
健康、积极向上的人应该具备的一种精神——先处理心情，
再处理事情。

人有时候都是会累的，都会抱怨，工作忙，工作累，工作是
受罪。

都喜欢自由，喜欢家，因为在家觉得轻松自在不受束缚，于
是我们越是抱怨，越是觉得累。

越是觉得这简直就是再受罪。

从而我们会慢慢变的迟到早退偷懒服务态度不好等等对工作
不认真负责的状况屡屡发生，然而我们应该问问自己，这是
不付责任的。

只有员工将企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将企业当作自
己的家，才可以造就一个充满生机，具有活力的企业。

敬业会让你出类拔萃。

不要满足于普普通通的工作表现，要做就要做得最好，你才
能成为企业里不可或缺的人物。

超越平庸，选择完善。

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一生追求的格言。

有无数人因为养成了轻视工作、马马虎虎的习惯，以及对待
工作敷衍了事的态度，终致一生处于社会底层，不能出人头
地。



你工作的质量往往会决定你生活的质量。

我深刻领会到，使自己由浮躁变为脚踏实地，由随波逐流，
循规蹈矩变为积极主动工作，真正把热爱企业、热爱岗位、
全心全意履行岗位职责落在实处。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有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地工作，才能
在自己的领域里出类拔萃，这也是敬业精神的直接表现。

不论你的工资是高还是低，你都应该保持这种良好的工作作
风。

其实工作就是一种修行，在修炼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披荆斩剌，
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冷讽热嘲，使自己变的强大。

“用心做事”是一种人生原则，它能使自己在生活中学到更
多，做得更好，只有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出色。

“用心做事”是对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正确的思维方式。

态度决定一切。

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折射着人生的态度，而人生态度决定一个
人一生的成就。

当我翻开那一本用烫金色印刷字体一位名叫付守永大师写的
《工匠精神》的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看过了这一部著作，
似乎它并不深奥，但中间的故事直入主题，顿时让我明白了
许多。

我不仅在问自己，自己真的很迷茫，我们为什么工作，需要
的是什么，一开始我个人觉得这不切实际，这个社会这个世
界，人大部分都是自私的，有一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然而当我静下心从新翻阅这么书的时候，我才慢慢发现，这



种精神是多么的高尚与执着。

是的，这不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本书，这更是一种精神，一
种态度，一种信仰，一种力量，这种精神与力量会催人奋进
助人成长，直至造就职场的核心竞争力，这就是每一个乐观、
健康、积极向上的人应该具备的一种精神——先处理心情，
再处理事情。

人有时候都是会累的，都会抱怨，工作忙，工作累，工作是
受罪。

都喜欢自由，喜欢家，因为在家觉得轻松自在不受束缚，于
是我们越是抱怨，越是觉得累。

越是觉得这简直就是再受罪。

从而我们会慢慢变的迟到早退偷懒服务态度不好等等对工作
不认真负责的状况屡屡发生，然而我们应该问问自己，这是
不付责任的。

只有员工将企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将企业当作自
己的家，才可以造就一个充满生机，具有活力的企业。

敬业会让你出类拔萃。

不要满足于普普通通的工作表现，要做就要做得最好，你才
能成为企业里不可或缺的人物。

超越平庸，选择完善。

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一生追求的格言。

有无数人因为养成了轻视工作、马马虎虎的习惯，以及对待
工作敷衍了事的态度，终致一生处于社会底层，不能出人头
地。



你工作的质量往往会决定你生活的质量。

我深刻领会到，使自己由浮躁变为脚踏实地，由随波逐流，
循规蹈矩变为积极主动工作，真正把热爱企业、热爱岗位、
全心全意履行岗位职责落在实处。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有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地工作，才能
在自己的领域里出类拔萃，这也是敬业精神的直接表现。

不论你的工资是高还是低，你都应该保持这种良好的工作作
风。

其实工作就是一种修行，在修炼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披荆斩剌，
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冷讽热嘲，使自己变的强大。

“用心做事”是一种人生原则，它能使自己在生活中学到更
多，做得更好，只有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出色。

“用心做事”是对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正确的思维方式。

态度决定一切。

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折射着人生的态度，而人生态度决定一个
人一生的成就。

当我翻开那一本用烫金色印刷字体一位名叫付守永大师写的
工匠精神的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看过了这一部著作，似乎
它并不深奥，但中间的故事直入主题，顿时让我明白了许多。

工匠精神读后感。

我不仅在问自己，自己真的很迷茫，我们为什么工作，需要
的是什么，一开始我个人觉得这不切实际，这个社会这个世
界，人大部分都是自私的，有一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然而当我静下心从新翻阅这么书的时候，我才慢慢发现，这
种精神是多么的高尚与执着。

是的，这不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本书，这更是一种精神，一
种态度，一种信仰，一种力量，这种精神与力量会催人奋进
助人成长，直至造就职场的核心竞争力，这就是每一个乐观、
健康、积极向上的人应该具备的一种精神??先处理心情，再
处理事情。

人有时候都是会累的，都会抱怨，工作忙，工作累，工作是
受罪。

都喜欢自由，喜欢家，因为在家觉得轻松自在不受束缚，于
是我们越是抱怨，越是觉得累。

越是觉得这简直就是再受罪。

从而我们会慢慢变的迟到早退偷懒服务态度不好等等对工作
不认真负责的状况屡屡发生，然而我们应该问问自己，这是
不付责任的。

只有员工将企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将企业当作自
己的家，才可以造就一个充满生机，具有活力的企业。

敬业会让你出类拔萃。

不要满足于普普通通的工作表现，要做就要做得最好，你才
能成为企业里不可或缺的人物。

超越平庸，选择完善。

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一生追求的格言。

有无数人因为养成了轻视工作、马马虎虎的习惯，以及对待
工作敷衍了事的态度，终致一生处于社会底层，不能出人头



地。

你工作的质量往往会决定你生活的质量。

我深刻领会到，使自己由浮躁变为脚踏实地，由随波逐流，
循规蹈矩变为积极主动工作，真正把热爱企业、热爱岗位、
全心全意履行岗位职责落在实处。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有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地工作，才能
在自己的领域里出类拔萃，这也是敬业精神的直接表现。

不论你的工资是高还是低，你都应该保持这种良好的工作作
风。

其实工作就是一种修行，在修炼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披荆斩剌，
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冷讽热嘲，使自己变的强大。

?用心做事?是一种人生原则，它能使自己在生活中学到更多，
做得更好，只有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出色。

?用心做事?是对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正确的思维方式。

态度决定一切。

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折射着人生的态度，而人生态度决定一个
人一生的成就。

当我翻开那一本用烫金色印刷字体一位名叫付守永大师写的
工匠精神的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看过了这一部著作，似乎
它并不深奥，但中间的故事直入主题，顿时让我明白了许多。

我不仅在问自己，自己真的很迷茫，我们为什么工作，需要
的是什么，一开始我个人觉得这不切实际，这个社会这个世
界，人大部分都是自私的，有一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然而当我静下心从新翻阅这么书的时候，我才慢慢发现，这
种精神是多么的高尚与执着。

是的，这不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本书，这更是一种精神，一
种态度，一种信仰，一种力量，这种精神与力量会催人奋进
助人成长，直至造就职场的核心竞争力，这就是每一个乐观、
健康、积极向上的人应该具备的一种精神??先处理心情，再
处理事情。

人有时候都是会累的，都会抱怨，工作忙，工作累，工作是
受罪。

都喜欢自由，喜欢家，因为在家觉得轻松自在不受束缚，于
是我们越是抱怨，越是觉得累。

越是觉得这简直就是再受罪。

从而我们会慢慢变的迟到早退偷懒服务态度不好等等对工作
不认真负责的状况屡屡发生，然而我们应该问问自己，这是
不付责任的。

只有员工将企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将企业当作自
己的家，才可以造就一个充满生机，具有活力的企业。

敬业会让你出类拔萃。

不要满足于普普通通的工作表现，要做就要做得最好，你才
能成为企业里不可或缺的人物。

超越平庸，选择完善。

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一生追求的格言。

有无数人因为养成了轻视工作、马马虎虎的习惯，以及对待
工作敷衍了事的态度，终致一生处于社会底层，不能出人头



地。

()你工作的质量往往会决定你生活的质量。

我深刻领会到，使自己由浮躁变为脚踏实地，由随波逐流，
循规蹈矩变为积极主动工作，真正把热爱企业、热爱岗位、
全心全意履行岗位职责落在实处。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有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地工作，才能
在自己的领域里出类拔萃，这也是敬业精神的直接表现。

不论你的工资是高还是低，你都应该保持这种良好的工作作
风。

其实工作就是一种修行，在修炼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披荆斩剌，
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冷讽热嘲，使自己变的强大。

?用心做事?是一种人生原则，它能使自己在生活中学到更多，
做得更好，只有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出色。

?用心做事?是对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正确的思维方式。

态度决定一切。

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折射着人生的态度，而人生态度决定一个
人一生的成就。

4月25日去参加付守永老师讲授的《工匠精神》，在本次课堂
上得到一次浓缩，一次与集团同仁共同咀嚼、消化和巩固的
机会，受益匪浅。

态度的根本是：我是谁不重要，我做的事才重要，如何让自
己做的事重要，要让自己做事的结果超越直接领导的期望。

这句话能让我正确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工作，而且做工作的结



果是要超越领导的期望，而不仅仅是达到领导的期望，我们
常常以为达到领导的期望就算完成工作了，其实我们要以更
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工作中，一个人把自己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自己做的事上，才
会有人把你当回事，对于大部分人想获得的认可，不是凭空
而来的，而是建立在自己做出的事情的质量上，如果你在为
别人不认可你而抱怨的话，不如提高自己做事的质量，这样
工作上对你的认可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做工作就是做结果。

老师讲的挖坑和种树的例子非常好笑，但是我们在工作中也
有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也许我们受了情绪的影响，也许我
们在工作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要完成什么样的结果，只管我在
做这份工作，我做了这份工作，至于工作的结果和质量跟我
没什么关系。

其实，上班时间消极怠工，装装样子，最终浪费的还是自己
的人生。

可是很多人工作了一辈子，都不会懂得这个道理，他会觉得
工作的时间是老板付酬的，偷一点懒，就占一点便宜，其实，
那消磨的都是自己的人生。

凡事要积极主动，凡事团队第一，凡事高标准严要求。

每天问自己，今天我哪里做得很好，今天我哪里可以做得更
好。

作为一个工作多年的我，其中一些核心的语句对我影响至深，
行成于思，行胜于言。

我也将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将这些语句借以自勉。



通过这次培训让自己受益匪浅，理解了许多，找到了自己工
作的定位，明白只有把结果做好了，才是对自己和别人负责。

只有用感恩的心去对待人和事，拥有良好的心态，才能把事
情做得最好。

愿我们都能理解工作的含义，也能在工作中找到工作的意义。

真日本读后感篇三

因为近在身侧又本出同源，许多中国人看邻国日本，总带着
一种自以为是的固执己见。偏见禁锢视野，以至于我们再看
待许多日本文化的时候，总骄傲地摆出一副，“这些原来都
是中国的。”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不屑。

《日本四季》的作者是中国人，在中国台湾长大，之后在美
国纽约生活，然后因为丈夫工作的原因，于上个世纪九十年
代，携家带口地在日本小镇上生活的经历。如同序言里所言：
这是一本能够轻松阅读，却又能时时带来新知和惊喜的书。
通过作者温情又敏锐，善良和纯净的文字，更多地去理解生
活在那篇土地上的人。

书里虽然分了春、夏、秋、冬四个部分，但并不是按照线性
的时间顺序来记录一年里的种种日常。作者把她客居日本的
五六年间的见闻和记忆，分散到了四个季节的点滴氛围之中。
时令至于生活，也是构成日本文化细节的基调所在。

作者的身份是特别的，让她的视角里多了我们熟悉的那些敏
感所在。作为一个在战后台湾长大的女孩，祖辈曾经历过战
争之苦，对日本本身就怀有天然的抗拒和敌意。但是生活在
台湾，日本文化早就不经意地融和在本地，以至于多年之后
她在他乡找到了童年的熟悉场景。生活在纽约，也代表了她
开放和前卫的视野与格局，从纽约再移居日本，中国人的属



性被削弱，而是以一个纽约人的身份进入了那个国家，被身
边的人所认知。也是因为这个身份，所以反而能够稍微抽离
开来中日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更加客观冷静地去描绘一些
事实。

作者从一个只会说阿里嘎多和撒哟娜娜的外国人，到可以熟
练的用日语跟人交流，期间发生了各种有趣的好玩的困惑的
感动的事情。

看到大冬天里大人都裹得严严实实，而小朋友们都光着腿，
因为日本人觉得小孩子是“风之子”，是不怕风不怕冷的，
也得要禁得住这样的天气，才能健健康康也坚坚强强的长大。
难怪我们看到日本影视作品里，小朋友的校服一年四季可都
是短裤短裙。

作者的孩子转入了日本的幼儿园，于是作者本人也不得不去
接触日本的教育，以及接触日本的教育方式。当然有敌视与
困惑，当作者只身一人坐在日本公开课的教室里，听着老师
给孩子们上课是，脑子里回忆的都是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文
明交融与战争冲突的历史。

但是，不怪日本人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们从
小的团体主义教育模式里，传递给他们的就是日本是好礼信
佛之邦，是文化文明古国，觉得日本的国家历史和文化都是
值得骄傲的，也是教育使然。往日里，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去
职责反击别人的立场，大家不过都是被从小耳濡目染的教育
灌输的理念，都是在自说自话而已，没人知道世界真正的真
相。个体在大的国家民族面前，大多是被培养成了标准
的“量产化产品”，以方便蓄势与管理，但是每个个体在日
常生活里，其实也就是普通的怀揣着再寻常不过的七情六欲
的普通人而已。

也是从这本书里，第一次知道了关于日本姓氏的一些趣事。
之前只觉得很奇怪，明明都是汉字文化圈，日本的形式就不



如中国和韩国，多是奇怪绕口的复字。原来明治维新之前日
本平民是没有姓氏的，突然明治天皇要推行户籍加强百姓的
管理，于是人人都需要有个姓。日人格本许多人的姓就是那
时候开始起的，怎么起的呢，住在松树下的那户人家，就叫
松下吧。

住在小池塘边上的那户，就叫小池吧。住在旧房子里的，就
叫古屋吧……如果不是带着地理信息，就是带着职业信息，
当然也有一些随机组合的洒脱不羁，看到这里的时候，再去
看日本人的姓氏，突然觉得非常的可爱。

也是看这本书，才知道原来我们在现代科学和社会学里运用
到的许多汉字词汇：“人口”“人格”“主义”“社
会”“反射”“文化”“文明”“自然”“知识”“消
费”“动力”“经济”……等等等近500个汉字词汇，原来都
是从日文传过来。日本比中国先一步明治维新，接受西方的
文化和思想，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用汉字转译了一部分西方
的思想和学术语言，然后再经由去日本留日学习的中国人，
带回中国来。是不是不可思议，我们嘴边上的中文，竟然是
从日本进口的，看到这里，我不能不对自己的无知和狭隘感
到汗颜了。

书里当然写了许多的日常，有新奇也有热闹，读下来有治愈
的温暖。因为许多是我们熟悉的日本风俗，读起来倒也亲切，
像是吃了习惯的甜品，每一口都很满足。但是这些非同寻常
的知识点，在这本清新的小书里给我带来的震撼不小，所以
才在读完之后想重点记录和分享。总之，这实在是一本名字
看似平平无奇，内容却充盈丰沛的书。

比起外在的科技的颠覆发展，人心是生长进化的相当缓慢的。
外部的世界和内心的感知，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磁场里，
经历着完全不同的维度流转。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许多产于许多年前，甚至世世代



代之前的文字，能找到安宁与欢笑。因为那些敏感和温柔所
在，幸福和快乐之源，从没有变过。生而为人，哪怕是文化
迥异，肤色发色皆不相同，在格式不同的皮囊之下，包裹着
的是相同的率真和激情。

真日本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跃居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的时期。当时日本作为一个弹丸之地，几乎没有
任何矿物资源和能源的小国，能迅速从二战脱身发展经济，
可谓是一个奇迹。本书并非阐述日本的确是第一，而是想从
它的优势来谈谈美国能从此学到什么。

我花了三天左右的时间迅速阅读完这部作品，作为一部四十
年之前的作品，它的某些观点和预测也的确已经过时，也有
一些观点被历史认证过了。这是一部美国人写给美国人关于
日本的参考书籍，在谈及日本的种种制度和文化的时候，都
是在和美国的制度做对比，并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意见。

但是很显然，四十年过去了，傅作义在书中提出的两国各有
部分问题，美国依然没有更改，日本也没有更改，因而在阅
读的时候，我们还是少有不熟悉的感觉。这本书脱胎于日本
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制的眼光来描述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当今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他们
当初观察日本的视角与如今观察中国的视角或许有着很多的
共同点，所以很值得我们探讨一二。

书籍里面提到的日本人对于集体的忠诚性给我的印象十分深
刻，日本的企业大多采取终身雇佣制，这并非只是由于企业
文化所影响，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角度
共同影响的结果。书中说道:“它成功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在日
本民族中隐含着的那种神秘的集体忠诚，而是因为这种组织
给予个人以归属感和自尊心，使个人觉悟到自己的前途只有
靠企业的成功才能得到保障。”



我想这对于当今社会中频繁发生的跳槽、辞职现象有着很大
的启发。这种是整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要素都应该共同思考
和解决的问题，并非是90后00后群体们的弊病，这是时代赋
予的特性，大势所趋而已。

大体是我觉得他和费正清的某些书没得比，但也有可看之处，
一分钟一页的速度的话，也能对日本有些许的了解。

真日本读后感篇五

昨天读完这本《简明日本史》，写的真好。第一个感受，既
不能小瞧它，也不能高估它。日本今年来说自己不行，世界
也说不行，但这种声音不能只从流言蜚语中看他，要通过真
是情况看日本，你会发现它可能只是学会隐藏实力，不在叫
嚣着世界第一，或者亚洲第一。

而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确实很复杂，我当初是因为动漫想要
学习日语，然后我妈妈说虽然现在说和平说和平，但在南京
等地方还是很排斥这个东西（今天好巧是国家公祭日）。于
是我换了别的，但二外还是选择了日语。

这本书最初是老师要求的，后来我越发是为了了解自己与别
人。看他从学生变老师，看他从受益者变成施予者，看他从
学霸变成强盗最后失败，又在他国的帮助下迅速成为亚洲第
一个发达国家。

好像一场奇迹，一场梦境。第二，核武器爆炸原来还有这样
的一番故事，就是已经疯狂的日本天皇及下面民众必须要有
一个超乎想象的武器才能打醒他们。第三，日本真的是地震
多发地带，在中学地理课本就知道的知识，在一条条生命面
前似乎很微不足道，中午用火，地震来袭，各处起火，热火
灼人，跳水降温，石油泄露，火烧油锅，人似饺子；天灾人
祸，不可抗力，命如草芥。



第四，日本人不给人添麻烦的性格用“青海木自杀”事件给
我撂下了重重的一笔，连时间，地点都是精心策划，不给人
添麻烦，虽然我以为自杀就是会被人添麻烦也是一种不可取
的行为。这种素质真是刻入骨髓。第五，日本的女人。慰安
妇，唐行桑，以及那个叫儿子不用记挂自己，自己有三个儿
子，放心牺牲的母亲。教育真是太重要了，好的教育，正确
的教育，指导女性有正确的价值观。

以上就是我的读《简明日本史》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