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百字读后感三年级(大全6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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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
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四百字读后感三年级篇一

ben horowitz在创业维艰的前三章详尽的描述了其职业生涯。
（为了行文流程，换成了第一人称）

恐惧是正常的，行动战胜一切。

以一个认识黑人小朋友的故事为开篇。说明了战胜恐惧的唯
一力量是行动。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骨子里继承了不安分的叛逆主义
（祖父辈发传单，具有革命精神）。大学时期第一个女朋友
成为了现在的妻子（不安分但不代表不专情）。和大多数人
一样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了硅谷一家图像处理公司（计算机科
班出生）。

不安分的基因告诉我一定要创业（美国创业成本真的很低，
从房租就可以看出），我加入的第一家公司是netlabs，老板
的女儿是他同事，我顺利的进入了这家公司。而公司的董事
是惠普的管理人员，同时也是老板的老公，我无法适应这种
大公司管理方式，同时公司的发展并不顺利，我已十分穷困
潦倒，甚至可能存在“离婚”的风险，当时已经有了2个孩子
（美国的养育成本是否也不高啊），老二还患上了自闭症？
于是我放弃创业，选择进入莲花公司（一家office办公软件公
司），最后又不安分的认识了网景的朋友，加入了网景（我
的专业技术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进入网景之后是我职业生涯发展的分水岭，在这里我认识了
网景创始人马克，并且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一直互相扶持，
有一句话特别用心，我们的合作与其他人不一样，既没有意
见不合而产生相互嫉恨，也没有毫无帮助、不疼不痒的阿谀
奉承，我们都会敏锐指出对方缺点（这一点是何其重要啊）。

网景的业务发展如同过山车一样，浏览器的需求大涨，随后
又受到微软的打击（关于干掉网景这个事情上，微软确实是
垄断了），不仅免费发布了ie，还在各种核心产品上与网景对
飚。是的，网景也不甘示弱，通过收购其他公司，签署特殊
协议来在同类型业务上打击微软。再强的胳膊拗不过大腿，
不幸的是，我们还是被干掉了，最后将网景公司整个出售给
美国在线，我和马克跟着到了那。

我受不了美国在线的管理方式（人家重的是业务，是传媒），
于是我和马克又出来了，我观察到了一点，那就是随着互联
网的火热，人们对计算基础设施的资源需求越来越多，于是
我们创建了loudcloud（其实国外的云理念是多么早就有了啊，
只是媒体没有宣传而已），loudcloud的发展前期很顺利，但突
然之间互联网泡沫出现（1999年），我们所有客户（it公司）
的业务都不好了，我们的发展前景可想而知，这是一次生死
存亡的时候，我们居然通过上市逃过了危机（投资人以及投
行对于我们来说已非常熟悉了，不得不说美国的另一方面[快
变美分了]，企业建立互信的成本确实比较低，于是很多geek
可以专心在技术研究上，他不需关注被抄袭，或者好产品无
人投资，至少投资的机会要远远高于我们）。

loudcloud生不逢时，又到了完全经营不下去的地步，最后将
其卖给了eds公司。我很聪明，将其有意思的opsware部分剥
离出来，成立了新的软件公司，为此继续发展下去。

opsware的最大客户居然是eds，opsware的发展并不顺利，
请最大的工作放在了伺候好大客户，并且还有通过收购其他



小公司来满足大客户的嗜好（原来风险投资如此重要），
在opsware发展到一个极佳位置时，我们以高价卖出了公司，
结束了我的创业生涯，成为了一个风投。

有太多具体的执行类工作需要思考与实现，每一件事情都想
停下来好好思考，但后来发现，在目前的位置上更需要我做
的是帮助大家明确目标，并且调动大家一起实现。这是管理
工作的本质。

四百字读后感三年级篇二

这本书的女主角简·爱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在舅母的虐
待下，她坚强的生活着，努力的反抗着，她追求自由，不想
再受到别人的打骂和侮辱。舅妈把她送到劳渥德学校，她很
高兴，以为最终能够摆脱恶运了，现实确实得到了一些改观，
在劳渥德学校的生活让她喜忧掺半，并经过一些所见所闻受
到了很多启发，从朋友海伦身上她看到了什么是坚强，什么
是忍耐，自我在学习和摸索中日益成长、成熟。

在劳渥德的最终两年，简·爱当了教师，但她觉得失去了很
多东西，她想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她另外找了份工
作——家庭教师。在一个送信的夜晚，他认识了罗切斯特先
生，并帮忙了他，之后才明白罗切斯特就是她当家庭教师桑
菲尔德家的主人，经过熟悉和了解，他们彼此产生好感，爱
上了对方。在这期间简·爱不计前嫌，原谅了以往伤害自我
的舅母，陪伴她直到去世。

当简爱即将成为罗切斯特的新娘时，才明白罗切斯特已经有
了妻子，虽然那是个疯女人。简·爱很悲痛，她无法理解这
一切，道德与良心的谴责让她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出走的路
上历尽艰辛甚至流浪，但这并没有打垮简·爱，她巧遇表哥
一家，开办了自我的学校，为孩子们带来知识和欢乐。因为
她从心底始终牵挂着罗切斯特先生，于是又回到了桑菲尔德，
经打听得知，罗切斯特的妻子在自我疯态引起的一场大火中



死去，在那次灾难中罗切斯特为救人双目失明，并一只手残
疾。简·爱找到了罗切斯特，告诉他，即使他残疾了，她依
然爱他，决定要和他永远的、幸福的生活在一齐。我很佩服
简·爱这种不屈不挠、永远追求自由自在幸福生活的精神。

她前后经历的种种事情，以及她宽容豁达的性格，给我留下
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她敢于反抗、敢于追求、敢于争取，从
小就自立自强、自尊自爱。虽然她容貌不漂亮，出身很平常，
又一无所有，但她的气质不卑不亢，处事待人朴实谦和，让
周围的人都很佩服。她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可命运似乎
有意磨练她，让她经受一次次的困惑和压力，但最终，她战
胜了命运，收获了幸福，命运优待了这个善良、坚强、勇敢
的平凡女子，使她的一切因自我的努力而改变，变得日益完
美起来。我们要学习简·爱这种自尊自爱、坚强独立、不被
困难所吓倒的精神，我们要追求自我的人生梦想，权衡自我
手心里的幸福，把握人生的每一个精彩瞬间，使自我活得有
滋有味，苦中有乐。

四百字读后感三年级篇三

由四川过湖南区，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
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
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
孩子，一只黄狗。作者沈从文用淳朴的话语描述了这个边城
的位置以及那和谐的画面，并且引出了作品的主人公。

这篇文章是以翠翠的成长和她曲折的情感为线索而写成。写
出了边城人那朴实的民风，没有对利益的追逐，更没有那个
年代战争的喧嚣。有的只是更有人性，更近人情，更为平凡
的感情。



作者对于环境的描写也是极为细致的。读书时，总会在我的
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和谐的画面。在乡镇旁亦或者山脚下，
总有一个老者撑着竹筏，送路人过渡。这幅恬静的画面，是
在城市中生活的我所不能见到的。我喜欢那种淡雅的感觉，
很安静，很祥和。远离了车水马龙，纸醉金迷的城市，沉醉
在边城那湘西小镇的故事中。

在作者的笔下，翠翠的祖父是那么的坚强，承受着女儿自杀
的悲痛，又独自抚养翠翠长大。翠翠是一个纯真活泼的女孩，
有着和她母亲一样的脾气秉性。对于爱情非常的`执著。在文
章的结局，翠翠仍然在执着的等待着，等待着那个她爱的，
同时也爱着她的人。

边城的故事，就像是在那个战火喧嚣中一个唯美的梦境。

四百字读后感三年级篇四

1937年7月，正是中国的生死关头，党内却出现了两种非常不
好的思想，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妨害着革命的发展。为
了揭露这种不好的现象，从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主席写
了这篇著名的文章。通观全篇，此文几乎是一篇完美无缺的
哲学论文，到处闪耀着思辩的哲学光芒；同时又因为主席是
文学家，身上流着中国文人的血，理所当然地使这篇文章充
满了文学气息。

实践是寻求真知的唯一途径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
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
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
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
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



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
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中取得教
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
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
就是这个道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在实质，“认识——实
践——再认识”是《实践论》的实践路线。

实践要注意方法

实践，就是一个怎样验证真理是否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本
来面目的过程。谈实践的方法，我想从实践的特性开始说起。

一则，实践具有时间性和地点性：实践的内容会随时间、随
场合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被前期、他地的实践所证明的东
西不一定适用于当时（以及未来）、当地。“刻舟求剑”者
犯得就是类似的错误。

二则，实践具备局部性和偶然性：某种局部实践的结论不一
定适用于全局实践，某种偶然实践的结果不一定体现基本的、
普遍的规律。“守株待兔”者犯得就是类似的错误。

三则，实践具有层次性：此一层次实践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
其他层次和全部层次。

四则，实践具有主观性：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不可能绝对摆
脱实践主体主观因素的制约；绝对客观的人类实践，是不存
在的。主体能动发挥程度的不同，必会影响到实践的具体效
果。

上述特性的共同作用，则形成了人类实践的“隐蔽性”，或
曰局限性。正因如此，仅仅依靠一时一地的、个别的、局部
的具体实践，来完全否定或肯定某种认识，那是不充分的；



仅仅依靠具体实践所得出的具体结论，而不给予理性地抽象、
概括和总结，却来完全否定或肯定某种认识，同样是不充分
的。

具体实践只能用以证明具体结论，基本实践只能用以证明基
本结论，普遍实践则可用以证明普遍结论；而唯有借助于人
类的理性思维能力（能动），把人类的全部实践从局部上升
到基本、从基本上升到普遍、进而抽象地形成人类的普遍实践
（绝对实践），才能足够地证明客观事物的真理。

另外，还要预防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篇文章，对当时中
国革命的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它批判了当时革命中存在的
两种不良倾向，其一是经验主义，其二是教条主义。

主席在《实践论》中总结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
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
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
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
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
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在过去的高考课本里，我们学大多数都是为了应付考试，对
于一个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人，学这些理论无异于纸上谈兵，
即使当时记得很牢，但是如果没有实践，你就学不会真正的
知识，因为你没有形成共鸣，而知识和经验的掌握大多来自
于亲身实践。现在你回想一下高考的知识你还记得多少。如
果现在让我们去再考又可不可以考到原来的分数呢？所以实
践是重要的。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
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
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
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是正确的实践观。“自觉投身社



会实践中去”，相信这也是对于我们年轻人的一个要求，同
时也是我们进步的一个最好手段。所以，在实践中进步，从
现在开始。

《实践论》论文的语言不仅直白生动，还准确。对于论文而
言，语言的准确性是第一位的。主席通篇用的都是常见的词
汇，但却十分精确地表达出了作者的思想内涵。比如
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能
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些话，然而
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
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
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
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
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
在亲身参加变各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
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简洁精确的例子把要说的问题一
语道破，这也算是主席的高明之处了吧！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
要知道原子的组成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
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
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
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
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实践，不论是怎样的工作都离不开
实践，实践出真知！

实践也是要求我们对于时间和空间有个统一，因为不同的时
期和地点则要求我们进行不同的实践，在整篇实践论当中，
也可以看到很多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具体实例，用那些实例
说服人们，我们也知道，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所以在不
同的时期地点，进行不同的实践。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
准。”主席同志对于这句话给了更加深刻准确的诠释：在社



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于是认识
被证实了，如果达不到，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在失败中得到
教训、改正思想，然后取得成功。

许多人总埋怨机会太少，机会从来就不是少，而是机会来了
我们没有信心和能力抓住它。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
们要积极提升自我，积极了解各方面知识与经验，这样当机
会来临时，我们才能把握机会，创造成功。我们要抓紧机会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才能做有准备的人。

《实践论》谈到，“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
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
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
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这说法看似平淡
无奇，实际上正是许多人忽略了的真理。

《实践论》引导我们现在、将来各种实践活动有着极为深远
的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它，并领悟其中的思想，应用于我
们的实践，从而使我们更好的参与实践，在实践中获取成功，
在实践中得到经验。

四百字读后感三年级篇五

在遭遇微时代挑战的当下，在整个社会比较浮躁的当下，有
幸读了刘波老师《教师阅读力》这本书。

这本书关注教师为何不读书？教师读书的意义何在？教师读
书如何做到“营养均衡”？如何让读书成为教师的自觉追求？
教师如何利用读书来促进自己的成长？这本书直面教师的阅
读现状，唤醒教师的阅读意识，让教师积极行动起来，走上
阅读之路，对于现在的我而言，无疑就是一盏希望的灯，照
亮自己成长的方向。

教师职责是教书育人，教师都不读书了，还怎么育人？师者，



传到授业解惑也。今天的我们，面临着两项重要的任务：

1、努力架设今天与昨天联系的桥梁；

2、在传承昨天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取其精华，剔除糟粕，
创造出符合今天的实际新文化。

对此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就是阅读。在全民阅读成为国家战
略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教师理应成为全民阅读的先行者
和领跑者。

但现实中，教师的阅读情况不容乐观。许多教师因工作忙碌
而无暇读书，因社会污烂而无心读书，因实用成风而不愿读
书，因考核标准化而不思读书，因职业麻木而厌恶读书。在
拜读本书之前，我也将没有时间阅读归结为工作繁忙，而本
书中“因为我们不读书，所以做工很忙碌”，让我很深思。
平时，我们不读书导致视野狭窄，上课缺少新鲜的东西，课
堂效率不高，结果教师就加班加点重复讲，教师教得累，学
生学得苦。而暑假读了陈宇老师《你能做最好的班主任》、
郑英老师《班主任，可以做得这么有滋味》，从中就学习到
了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接下
来的工作中加以实施，相信可使班级管理做得更加出色。

书籍浩瀚，读什么？从何着手的确是难题，本书中给了我们
很多的建议，教师阅读，除了读各类著作以外，教育专业刊
物也是必不可少的。学科阅读和开放阅读需要兼顾，不能顾
此失彼，教师在阅读时应该注意“营养均衡”，不要只读某
一类的书，也不能因为某一类书好读而多读，而忽略了其他
的书。一个真正优秀的教师应有完善的知识结构，精深的专
业知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开阔的人文视野。生长在信息化
时代的我们，主动利用网络来促进自身的成长，合理网读，
也是我们教师的一项重要修炼。阅读相关报刊的电子报，看
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及时下载收藏，就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
丰富自己课堂教学的素材，同时也为自己的写作积累丰厚的



参考资料。选择性地关注自己所认可的名家的博客和微博，
使自己及时关注到新教育的最新动向，当自己阅读教育杂志
或书籍的时候，看到某篇感兴趣的文章或相关的内容，可以
通过期刊网查阅，进一步搜索相关的资料，来加强专题阅读，
能为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夯实基础。可以这么说，在网络面前，
大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善用网络来促进自己的阅读，能有
效促进自身的专业成长。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一个真正的人应当在灵魂深处有一份
精神宝藏，这就是他通宵达旦地读过一两百本书。”作为教
师，读书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把阅读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作为自己的习惯，这是教师走向优秀的有效路径。在教学过
程中，最新鲜的教育一定是来自生活，与我们身边的事物相
联系的。生活中每天发生的故事，都有可能成为教学素材，
而能否捕捉到，就取决于阅读。面对越来越大的职业挑战，
选择与书为友，享受读书之乐，让书香充盈生活，在阅读中
提升教师职业的幸福感。试想下班之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冲上一杯热茶，拿起一份喜欢的报刊或杂志，轻松地翻阅起
来；睡觉前，捧一本书，斜躺在床上，一页一页的翻读，陶
醉于书香之中；假日里，携上孩子，坐在草地上，专注于阅
读中，偶尔抬头望望蓝天白云。阅读，它使你感受到身心的
愉悦，生活的美好。亲近生活，勤于阅读。读书让我们思维
敏捷，神清气爽，让我们运筹帷幄，幸福安康。

称职的教师首先是一个读书人。读完这本书，我不仅看到一
个优秀教师的阅读履迹，也看到阅读是如何影响一个教师的
专业发展，从中得到不仅是一种启迪，还有一种力量。作为
一名教师，更应该要天天看书，终身以书籍为友，来充实自
己思想的河流。

四百字读后感三年级篇六

从飞蛾求生、香瓜子发芽、静听心跳的事件中，作者知道了
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要珍惜生命，让自己活得更加光彩有力。



除了杏林子知道了生命的意义，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也
知道。就像叶欣、邓练贤、王晶。李晓红……这些抗非典英
雄。就说说叶欣吧：

叶欣是省中医院二沙分院里急诊部的护士长。在非典期间，
叶欣救了很多非典患者。叶欣却因此患上了非典，但叶欣还
是处处关心非典患者。

当叶欣抢救一名患者后的一个星期后，叶欣离开了她热爱的
岗位、亲人。我想，叶欣可能认为她生存下来就是为广大人
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生存。

除了生活中的英雄，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作文

就像我们学校门口的交警，下大雨时还坚持着维护交通秩序，
让开车的人很满意。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想法。

读了《生命 生命》这篇文章，我知道了：虽然人的生命是有
限的，但你可以让它散发出无限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