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学的读后感 我的大学的读后
感(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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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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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
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大学的读后感篇一

再次拿起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是在我自己的大学生活已经
完成了她的二分之一，正在她路程的四分之三的地方急驶的
时候。上一次感受高尔基的“大学”是在我刚刚步入大学校
门的时候，两年的大学生活让我成长了许多：少了一些稚气，
多了一些成熟；少了一些莽撞，多了一些稳重；少了一些迷
茫，多了一些坚定。当沾沾自喜的我再一次拿起这本沉甸甸
的书，重新感受书中的沉重和阿廖沙在自己大学生活中的经
历，才知道自己的大学生活是如此单薄，这份单薄除了来自
于与阿廖沙的“大学”经历的天壤之别，更来自于因缺少书
籍的滋养而丧失的厚重。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三部曲中最后完成的一部，作品
叙述了少年的阿廖沙怀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梦想破灭
之后，不得不为生存而劳碌奔波，住“大杂院”，卖苦力，
和搬运工人、小偷、乞丐一起生活，与小市民和大学生交朋
友。他进入了一所天地广阔的“社会大学”，在那里学到了
在有围墙的大学里学不到的知识，经过痛苦的思想探索，终
于成长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作品写出了他在大学时的生活
和成长。他在成长过程中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也经历了各
种各样的事，他们在阿廖沙的生命的长河里或是扬起了一道
道的涟漪，或是激起一朵朵的水花。在这条生命的长河里，
书籍伴随他走过饥饿，走过绝望，甚至走过死亡线，掀起一



阵阵气势滂薄的波浪，让他的生命长河持久激荡。

虽然说书是伴随着阿廖沙一路走来的朋友，但从相识到相知
再到相惜，这一路他们走得并不容易。在那个黑色的年代和
黑色的环境里，一方面是沙皇的文化高压政策，使书成为是
一种禁品，政府像镇压革命一样，实施全面的压制政策，所
以对于阿廖沙这样的穷人来说基本上是无书可读的，接触到
优秀的书籍无疑就像是淘金一样的困难；另外，由于生活所
迫，阿廖沙不得不常年的为生计不断地奔波，白天里除了吃
饭，时间全被自己的老板剥夺了。但就是在这种无书可读，
无时间读书的条件下，阿廖沙完成了在我看来基本是完全没
有一丝希望的事——他不仅读了书，而且读了很多，这个数
目不是坐拥石大“皇家”图书馆，能够随时借阅上万本藏书
的我所能实现的。想起阿廖沙的读书条件和他为读书付出的
努力，我至今还会唏嘘不已。没书可读的他，像珍惜生命一
样珍惜着他能接触到的所有带有文字的东西，哪怕是一张用
过的废纸。当他看到杂货铺老板捷林柯夫那满密室的藏书时，
眼睛里的渴望与内心的欣喜使一直处于故事之外的我感到震
惊，此后的他就成了捷林柯夫的常客，经常会“偷懒”跑去
看书或者借回来偷偷地看。没有时间读书，他就利用晚上的
时间努力汲取借来的书中的一切，就像是饥渴了很久的人初
逢甘泉一样，不知疲惫，更不知休息。晚上看书最大的问题
是如何解决光源问题，主人的吝啬不许他多用一丁点的灯油，
为此阿廖沙开始收集所见到的一切可以做照明的东西，自己
制作简易的油灯或蜡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阿廖沙开始
认识自己的国家，了解生活在这个国家土地上的人民的悲苦
生活，了解到还有很多的人与他一样奔波在生活的边缘，了
解到自己并非孤身一人。在苦难的日子里，书为他搭建了一
个与外界交流的桥梁，同时也使他完成了在苦难日子里的自
我救赎。也许正是由于经历了这么多，高尔基才会说出“书
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样的至理名言。

如今的我们拥有藏书过百万的图书馆，拥有比阿廖沙不知强
上多少倍的阅读环境，面对着这么优越的一切，你是否有过



像阿廖沙一样对书的渴望，对书内世界的渴求？你是否想过
自己已经有多久没有在书籍给你营造的时间轴里徜徉？歌德
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谈话。”想想自己
的大学，你是否有过与“高尚的人”谈话的经历；又有多长
时间没有和“高尚的人”进行交流？如果你是大学里的新主
人，当你融入大学生活时，别忘了捧起一本书，结识她，让
她陪着你走过自己在大学的四年，你会收获不一样的成长，
点亮你不寻常的大学生活；如果你是大学里的老面孔，当你
淡却了当年的激情，习惯了大学的节奏，麻木了自己感官的'
时候，别忘了捧起一本书，在书的世界你会重新找到自己当
年的激情。当你毕业，你会拥有别人不曾有的东西，更加自
信地点亮自己的未来。

《我的大学》和《在人间》是苏联伟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
基著名的三部自传体小说，今年暑假和寒假我拜读完。作者
通过对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生活和命运的描写，生动
真实地再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作者生活在19世纪
末20世纪初的俄-国，沙俄专制下的黑暗与罪恶是他成长的独
特的社会背景，也铸造了他独特的成长方式。

《我的大学》是这三部曲中最后完成的一部，小说叙述了饱
尝人间辛酸的阿廖沙，抱着进大学读书的理想来到喀山，但
他的大学梦很快就破灭了。不久就参加了秘密的革命活动，
贫苦的生活使他在伏尔加河流浪，和搬运工人、小偷、乞丐
生活在一起，向工人们传播革命理想，参加了大学生的秘密
组织，鼓励工人罢工等，这所所特殊的大学—社会大学为他
展现出一个越来越广阔的世界。

作者是一个孤儿，没有人给他呵护，没有人给他引导，独自
成长在一个底层世界，他大敞着年幼的心，睁大眼睛观察周
围的一切。他的观察不成体系，甚至杂乱无章，但就是这样
的观察使他倔强地成长了起来。作者从小善良懂事，当他来
到喀山，寄住在一个贫困中学生家里。他会很早发现这位可
怜的妈妈的厨房哲学，分给他的每一块面包，在他心中



都“如岩石般沉重”，由此他决定“出去找点活儿干，自个
儿养活自个儿”。在暴风骤雨的日子里，躲在废墟底下的大
地洞里，他顿悟“上大学——美梦而已”，而他又动情地写
道：“这个地方令我永生难忘，它是我的第一所大学”。这
是他在喀山的第一个成长片段。面对苦难的生活，他没有一
点抱怨，他的善良的心充满了感恩和希望。他知道苦难的日
子很漫长，他对自己说：“苦难的日子里我变得更加坚强了，
我并不奢望他人的救渡，也不渴求偶然的好运降临，生活环
境越艰苦，越能磨练人的意志，增加人的智慧，这个道理我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年少单纯，在苦难面前，他更深切
地觉察出的是苦难带来的无与伦比的财富！他生活在沙皇专
制的时代，他那双敏锐的眼睛见证了当时俄罗斯民众的生活
及思想真实——底层民众庸俗、空虚、无奈、亵渎，同时又
具有在苦难的洗礼中积淀出的善良、乐观、吃苦等美好的人
性。

他们的丑陋与美好无掩无余地裸露在作者观察的眼睛里，对
于人们那些粗俗甚至低级下流的举止，他流露出淡淡的悲伤
和无奈，但他富有同情心，他满眼都是善，所以，那些丑陋
甚至不显得肮脏；他极力赞美人们的美好，美好的思想，美
好的歌声，甚至是一点点美好的流露，在他眼里，这些美好
闪烁着高贵的纯净的光泽——他几乎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周
围的人和事。“一讲到女人，他就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情
绪激昂，从他那被打得残疾的身体里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痉
挛。即使如此，我依然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凭直觉我知道
他的语言很美”；“他的声音并不美妙，还略带沙哑，但语
言十分动人，真像夜莺在歌唱”请保留此标记他眼里，劳动
是一种心旷神怡的战斗，“我真想跑上去这两条腿的动物，
亲吻他们，他们干活时那么机智灵活，真让我心驰神往”，
在简单的纯净的心里，他学不会去在意生活的艰辛，更多的
他会直接发现苦难中的美丽，感恩它，赞美它，并在这些荡
漾在苦难的河流中的真、善、美中寻找成长的底气。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都只是一只空空的口袋里面



没有善，同样也没有恶。成长的过程就是充实这只口袋的过
程。当还不会辨是非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把恶当作宝贝珍藏。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直接发现并深刻地记住善。而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会听到重重叠叠的抱怨，那是因为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变得成熟起来，不安分的心积极地追求
如同世界般的复杂。当遇到麻烦甚至苦难的时候，我们往往
不是为苦难所累，而是为我们面对苦难的态度所累。纵使世
界万般复杂，我们时常会身不由己，但我们仍需要保持一份
浓郁率真的心气，成长从这里开始，也必将在这附近达到它
的极致。如果成长照应这个回环，我们会活得更洒脱而有意
义。

作者从小渴求新知，追求自由，立志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
为了追求他心中那个不太清晰却十分美好的前程，他迈力地
积极探索。但成长中的人的招架能力毕竟有限，各种各样的
思潮向他涌来，而他也越来越发现真正的生活现实。浩浩人
流中的大多数人都遵循着狭隘的生活准则，先进分子的努力
甚至不堪一击，他被卷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的纠缠中，
他在这个旋涡里情绪波动，惊恐莫名。纷繁的意念冲撞着他，
无论如何也抓不到真正的要点，他觉得“我就像被什么人拖
到了一个阴暗的角落，让我饱览了大千世界的假、丑、恶，
我受够了”。这种混乱竟让他下了自杀的决心——也许永远
的退出是最好的解脱——但他没有成功，他还要活下去，并
且要好好地活。几乎每个人都有陷入混乱甚至濒于崩溃的时
候，告诉自己，这决不是终点，耐心坚持，耐心同周围的环
境交流，总会找到突围的出口。

没有不止息的风，就看自己能不能顶风前行。穿过这段恶劣
的天气，就迈上了成长高楼的新一层。《我的大学》作为回
忆性的自传体小说，故事情节简单，并且很明显，小说的内
容和结构的组织与安排亦没有经过谨慎细致的构思揣摩，仿
佛缺乏一定的有机性和完整性，然而，正是这些看上去存在
的缺陷焕发着强烈的感染力，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作者用
简洁优美的言语勾勒他的成长片段，在其中我们感到浓浓的



真实和那些在灰色的环境中闪耀出的感人的光辉。成长的过
程不是像白杨一样由时间直直地拉离地面，也不像瀑布一样
清清爽爽地径奔幽深的潭底。如果说人的思维是草，那么，
成长就是这株草的幼芽在时间与空间里蜿蜒招展的结晶。

成长在短时期内真的不具有有机性和完整性，尽管理想是牵
引成长的一条线，它存在，但不清晰，甚至辽远而迷茫，有
好多闪光的片段散落在这条线之外。只有当回首时，在得与
失、喜与忧的反复回味中，我们才会真真切切地听到自己拔
节的声响，仿佛一条绳子自然而然地拉直。这部书是1923年
完成的，此时作者已55岁。对于一个投身革命且年过半百的
人，用笔真切地再现少年时代的生活，他笔下流出的全是记
忆的精华，含着倔强而又谦诚率真充满智慧的气度。我一遍
又一遍地阅读，心总被某种东西激荡着，思维的火花一次比
一次闪亮，我不能抑制自己，我要留住这些火花——这些成
长的箴言。《我的大学》——我的大学！我感到很幸运在上
大学之前接触了这部书，又在大学的实际生活里反复地体会
其中的意味。它们对我是如此地重要，我要赶快留住它们，
并把它们献给同我一路成长的人。高尔基在他的大学里无情
地吸吮着社会发展创造的各种财富。在病态社会里的毒瘤完
全没有腐蚀掉他童年岁月里的思考着。高尔基的生平教会我
如何从容镇静地去面对人生的危机与挑战；我受到了一次灵
魂的洗礼，心灵如雨后的晴空，清新、明净，一片蔚蓝。

暑假期间，我抽空拜读了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之一的《我的
大学》。

众所周知，《童年》、《我的大学》和《在人间》是苏联作
家高尔基著名的三部自传体小说，作者通过对自己童年、少
年以及青年时的生活状态以及坎坷命运的描写，向读者真实
的再现了上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此外，《我的大学》这一著
作主要聚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表明了主人公在沙
俄专制下的黑暗社会背景下，铸造了其独特的成长方式。



作者从小善良懂事，当他来到喀山，寄住在一个贫困中学生
家里。他会很早发现这位可怜的妈妈的厨房哲学，分给他的
每一块面包，在他心中都“如岩石般沉重”，由此他决
定“出去找点活儿干，自个儿养活自个儿”。在暴风骤雨的
日子里，躲在废墟底下的大地洞里，他顿悟“上大学——美
梦而已”，而他又动情地写道：“这个地方令我永生难忘，
它是我的第一所大学”。这是他在喀山的第一个成长片段。
面对苦难的生活，他没有一点抱怨，他的善良的心充满了感
恩和希望。

他知道苦难的日子很漫长，他对自己说：“苦难的日子里我
变得更加坚强了，我并不奢望他人的救渡，也不渴求偶然的
好运降临，生活环境越艰苦，越能磨练人的意志，增加人的
智慧，这个道理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年少单纯，在苦
难面前，他更深切地觉察出的是苦难带来的无与伦比的财富！

他生活在沙皇专制的时代，他那双敏锐的眼睛见证了当时俄
罗斯民众的生活及思想真实——底层民众庸俗、空虚、无奈、
亵渎，同时又具有在苦难的洗礼中积淀出的善良、乐观、吃
苦等美好的人性。他们的丑陋与美好无掩无余地裸露在作者
观察的眼睛里，对于人们那些粗俗甚至低级下流的举止，他
流露出淡淡的悲伤和无奈，但他富有同情心，他满眼都是善，
所以，那些丑陋甚至不显得肮脏；他极力赞美人们的美好，
美好的思想，美好的歌声，甚至是一点点美好的流露，在他
眼里，这些美好闪烁着高贵的纯净的光泽——他几乎用欣赏
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

“一讲到女人，他就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情绪激昂，从他
那被打得残疾的身体里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痉挛。即使如此，
我依然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凭直觉我知道他的语言很美”；
“他的声音并不美妙，还略带沙哑，但语言十分动人，真像
夜莺在歌唱”请保留此标记他眼里，劳动是一种心旷神怡的
战斗，“我真想跑上去这两条腿的动物，亲吻他们，他们干
活时那么机智灵活，真让我心驰神往”，在简单的纯净的心



里，他学不会去在意生活的艰辛，更多的他会直接发现苦难
中的美丽，感恩它，赞美它，并在这些荡漾在苦难的河流中
的真、善、美中寻找成长的底气。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都只是一只空空的口袋里面
没有善，同样也没有恶。

成长的过程就是充实这只口袋的过程。当还不会辨是非的时
候，我们甚至会把恶当作宝贝珍藏。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
往往会直接发现并深刻地记住善。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
常会听到重重叠叠的抱怨，那是因为在成长的路上，我们变
得成熟起来，不安分的心积极地追求如同世界般的复杂。当
遇到麻烦甚至苦难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为苦难所累，而是
为我们面对苦难的态度所累。纵使世界万般复杂，我们时常
会身不由己，但我们仍需要保持一份浓郁率真的心气，成长
从这里开始，也必将在这附近达到它的极致。如果成长照应
这个回环，我们会活得更洒脱而有意义。

作者从小渴求新知，追求自由，立志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
为了追求他心中那个不太清晰却十分美好的前程，他迈力地
积极探索。但成长中的人的招架能力毕竟有限，各种各样的
思潮向他涌来，而他也越来越发现真正的生活现实。浩浩人
流中的大多数人都遵循着狭隘的生活准则，先进分子的努力
甚至不堪一击，他被卷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的纠缠中，
他在这个旋涡里情绪波动，惊恐莫名。纷繁的意念冲撞着他，
无论如何也抓不到真正的要点，他觉得“我就像被什么人拖
到了一个阴暗的角落，让我饱览了大千世界的假、丑、恶，
我受够了”。这种混乱竟让他下了自杀的决心——也许永远
的退出是最好的解脱——但他没有成功，他还要活下去，并
且要好好地活。

几乎每个人都有陷入混乱甚至濒于崩溃的时候，告诉自己，
这决不是终点，耐心坚持，耐心同周围的环境交流，总会找
到突围的出口。没有不止息的风，就看自己能不能顶风前行。



穿过这段恶劣的天气，就迈上了成长高楼的新一层。

《我的大学》作为回忆性的自传体小说，故事情节简单，并
且很明显，小说的内容和结构的组织与安排亦没有经过谨慎
细致的构思揣摩，仿佛缺乏一定的有机性和完整性，然而，
正是这些看上去存在的缺陷焕发着强烈的感染力，形成独特
的艺术风格。作者用简洁优美的言语勾勒他的成长片段，在
其中我们感到浓浓的真实和那些在灰色的环境中闪耀出的感
人的光辉。

成长的过程不是像白杨一样由时间直直地拉离地面，也不像
瀑布一样清清爽爽地径奔幽深的潭底。如果说人的思维是草，
那么，成长就是这株草的幼芽在时间与空间里蜿蜒招展的结
晶。

成长在短时期内真的不具有有机性和完整性，尽管理想是牵
引成长的一条线，它存在，但不清晰，甚至辽远而迷茫，有
好多闪光的片段散落在这条线之外。只有当回首时，在得与
失、喜与忧的反复回味中，我们才会真真切切地听到自己拔
节的声响，仿佛一条绳子自然而然地拉直。

这部书是1923年完成的，此时作者已55岁。对于一个投身革
命且年过半百的人，用笔真切地再现少年时代的生活，他笔
下流出的全是记忆的精华，含着倔强而又谦诚率真充满智慧
的气度。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心总被某种东西激荡着，思
维的火花一次比一次闪亮，我不能抑制自己，我要留住这些
火花——这些成长的箴言。

《我的大学》——我的大学！我感到很幸运在上大学之前接
触了这部书，又在大学的实际生活里反复地体会其中的意味。
它们对我是如此地重要，我要赶快留住它们，并把它们献给
同我一路成长的人。

高尔基在他的大学里无情地吸吮着社会发展创造的各种财富。



在病态社会里的毒瘤完全没有腐蚀掉他童年岁月里的思考着。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渊远流长。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有着不计其数的传世巨著。读后感又俗称读书笔记，是对于
一句话，一段文字，一本书的感想和见解。好的读后感应该
是和原著作者在思想上的一次火花交锋，在文学修养上的一
次升华。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的第三部，小说记叙了饱
尝人间辛酸的阿廖沙，抱着进大学读书的理想来到喀山，不
久便参加了秘密的革命活动，可俄国的腐朽和个人的困境使
他自杀未遂而受伤，伤愈后，他带着新生的力量离开了喀山，
重新踏上了流浪的道路。《我的大学》是文学巨匠高尔基所
著的。这是高尔基上“社会大学”时批评沙皇统治黑暗的一
本最佳的书。在这部长篇自传体小说中，作者力图以自己的
生活经历和感受为主线，塑造出一个努力探索生活的意义、
寻找新的生活道路、内心充满了激烈冲突的人物形象。

作者是一个孤儿，没有人给他呵护，没有人给他引导，独自
成长在一个底层世界，他大敞着年幼的心，睁大眼睛观察周
围的一切。他的观察不成体系，甚至杂乱无章，但就是这样
的观察使他倔强地成长了起来。面对苦难的生活，他没有一
点抱怨，他的善良的心充满了感恩和希望。他知道苦难的日
子很漫长，他对自己说：“苦难的日子里我变得更加坚强了，
我并不奢望他人的救渡，也不渴求偶然的好运降临，生活环
境越艰苦，越能磨练人的意志，增加人的智慧，这个道理我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年少单纯，在苦难面前，他更深切
地觉察出的是苦难带来的无与伦比的财富！

他生活在沙皇专制的时代，他那双敏锐的眼睛见证了当时俄
罗斯民众的生活及思想真实——底层民众庸俗、空虚、无奈、
亵渎，同时又具有在苦难的洗礼中积淀出的善良、乐观、吃
苦等美好的人性。他们的丑陋与美好无掩无余地裸露在作者
观察的眼睛里，对于人们那些粗俗甚至低级下流的举止，他



流露出淡淡的悲伤和无奈，但他富有同情心，他满眼都是善，
所以，那些丑陋甚至不显得肮脏；他极力赞美人们的美好，
美好的思想，美好的歌声，甚至是一点点美好的流露，在他
眼里，这些美好闪烁着高贵的纯净的光泽——他几乎用欣赏
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在他眼里，劳动是一种心旷神
怡的战斗。在简单的纯净的心里，他学不会去在意生活的艰
辛，更多的他会直接发现苦难中的美丽，感恩它，赞美它，
并在这些荡漾在苦难的河流中的真、善、美中寻找成长的底
气。

作者曾想过自杀来结束那种承重的痛，加入阅读革命民主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直至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者的引导
之下，摆脱了自杀的精神危机。喀山的4年使他在思想、学识、
社会经验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没有善，同样也没有恶。当
还不会辨是非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把恶当作宝贝珍藏。在成
长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直接发现并深刻地记住善。而在现
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会听到重重叠叠的抱怨，那是因为在成
长的路上，我们变得成熟起来，不安分的心积极地追求如同
世界般的复杂。当遇到麻烦甚至苦难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
为苦难所累，而是为我们面对苦难的态度所累。纵使世界万
般复杂，我们时常会身不由己，但我们仍需要保持一份浓郁
率真的心气，成长从这里开始，也必将在这附近达到它的极
致。

成长的过程不是像白杨一样由时间直直地拉离地面，也不像
瀑布一样清清爽爽地径奔幽深的潭底。如果说人的思维是草，
那么，成长就是这株草的幼芽在时间与空间里蜿蜒招展的结
晶。成长在短时期内真的不具有有机性和完整性，尽管理想
是牵引成长的一条线，它存在，但不清晰，甚至辽远而迷茫，
有好多闪光的片段散落在这条线之外。只有当回首时，在得
与失、喜与忧的反复回味中，我们才会真真切切地听到自己
拔节的声响，仿佛一条绳子自然而然地拉直。



高尔基在他的大学里无情地吸吮着社会发展创造的各种财富。
在病态社会里的毒瘤完全没有腐蚀掉他童年岁月里的思考着。

高尔基的生平教会我如何从容镇静地去面对人生的危机与挑
战；我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心灵如雨后的晴空，清新、
明净，一片蔚蓝。

大学的读后感篇二

上周，我们把高尔基的著作《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其中的
第三部曲读完了！第三部曲主要讲了阿廖沙的大学生活。你
想知道他是怎么艰难地生活的吗？你想知道他是怎么坚持下
来的吗？快来翻开书吧，让我来给你讲一讲，揭开这些谜团，
寻求谜底吧！

这部曲主要讲述了阿廖沙十六岁那年，他背井离乡，怀着理
想只身去喀山求学。但现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以他的条
件要上大学只是一个梦想。希望破灭后，他不得不为生存而
奔波。最后，他跟古里·普列特尼奥夫、杰连科夫以及“霍
霍尔”这样的大学生和进步人士，的交往中，他投身进了一
所广阔的社会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他经历了精神发展的复
杂道路，经受住多方面的生活考验，对人生的意义、世界的
复杂性进行了最初的探索。

梦想，就像一条马路，只有一步步去追求，才能走向成功的
尽头；梦想，就像一座高山，只有一次次攀登，才可以到达
成功的山顶；梦想，就像一个天空，只有在里面尽情地挥洒
汗水，才能找到成功的白鸽。

读完这篇课文，我十分敬佩阿廖沙。他他并没有因为社会有
这么多的打工头而被冲昏了头脑，就去打工；可他却没有，
而是一心求学，不管多么艰难，他也要到喀山求学。他很吃
苦耐劳。因为刚刚来到这里，没有钱，只好打工。尽管他在



码头要当一个十分费力的搬运工，可是他并没有打退堂鼓，
回到家乡。而是毅然当搬运工。当搬运工手上终于转到一点
钱了，可是还是不能满足所需的费用。于是，他认识了霍霍
尔，当上了面包店的师傅。最后，他在这个面包店里实在呆
不下去了，就跟着“霍霍尔”来到了乡下。虽然还是不满足
生活环境的需求，他们在贝依渔场的一个渔民合作社开始了
新的生活。

在生活中，也有许多像阿廖沙这么勤于学习的人。就拿我认
识的黄胡宝来说吧，他可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家里，他勤
于帮助妈妈打扫卫生，打扫完后又帮妈妈捶背，给妈妈按摩；
在学校，他勤于向老师提问题，认真上课，绝对不会有半点
分心，还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总结在他的记录本上，考试以
便作为复习资料。考试时他总能拿高分，可是他们班永垂不
朽的“天才”。就拿一次课来说吧，我和他一起上奥数课。
老师一边让我们做，一边在黑板上作图，以便给我们讲题。
可是他却又将老师作的图记在了他的“宝贝”上。我问
他：“你怎么现在记啊？”他胸有成竹地说：“我要把老师
的每一笔记下来。这是老师的第一次作图，我当然要把他的
第一次作图记下来啦！”看着他，我叹了一口气。是啊，怪
不得他的成绩这么好呢！原来他平时多做笔记，认真听讲而
积累成的。能做到他这点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啊！

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习这些人，要学习他们这些优良的品质！

大学的读后感篇三

每个人都有责任，这包括生命，你要对你的生命负责。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读到这里，我哭了。我竟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会有如此爱惜
生命，如此为生命负责的人。故事中的吴红禅，在遇到人生
中的暴风雨时，没有选择害怕、逃避、畏惧，而是勇敢地站



出来，迎接这场暴风雨，微笑面对魔鬼。既然占了条人命，
就要对生命负责。也许我们遇到和她的情况相同时，一定会
成天抱怨，埋怨天，埋怨地，或者让医生打一针安乐死，痛
快地死去。而吴红禅没有，面对死神，她总是笑眯眯地面对，
忍受着一切痛苦，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吴红禅这样的精神这
令我十分佩服。可尽管这样，现实中还是有许多人对自己的
生命不负责任：欠债而又无力偿还，以为无路可走，就去寻
死路。如果你就这样活生生地死了，不仅对自己的生命不负
责任，还对你的亲人不负责任。你的爹妈怎么办?你的妻子
（丈夫）怎么办？你的孩子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抛弃他们不
管吗？其实对生命负责，不仅仅对自己负责，还要对自己周
围的人负责。勇敢地站起来，临危不惧地面对这场暴风雨。

我相信暴风雨后，一定会是天空晴朗的。

大学的读后感篇四

“十一”假期，我抽空拜读了高尔基的《我的大学》。

《童年》、《我的大学》和《在人间》是苏联伟大作家马克
西姆・高尔基著名的三部自传体小说，作者通过对自己童年、
少年和青年时期生活和命运的描写，生动真实地再现了我们
上一代人的成长。作者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沙
俄专制下的黑暗与罪恶是他成长的独特的社会背景，也铸造
了他独特的成长方式。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之一，是一部有
着深刻教育意义和巨大艺术魅力的作品。高尔基的自传体三
部曲是高尔基最卓越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
宝贵财富。小说以其现实主义写实风格和热情勇敢的生活态
度征服了全世界无数读者的心。它问世之后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鼓舞着无数渴望光明和知识的年轻人勇敢前进。



作品叙述了少年的“我”怀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梦想
破灭之后，不得不为生存而劳碌奔波，住“大杂院”，卖苦
力，与小市民和大学生交朋友。他进入了一所天地广阔
的“社会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他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接受方方面面的生活考验，受到各种思想的启迪和教育，对
人生的意义和世界的复杂性进行了初步探索，这所大学为他
展现出一个越来越广阔的世界。在那里学到了在有围墙的大
学里学不到的知识，经过痛苦的思想探索，终于成长为一个
革命知识分子。

作者是一个孤儿，没有人给他呵护，没有人给他引导，独自
成长在一个底层世界，他大敞着年幼的心，睁大眼睛观察周
围的一切。他的观察不成体系，甚至杂乱无章，但就是这样
的观察使他倔强地成长了起来。作者从小善良懂事，当他来
到喀山，寄住在一个贫困中学生家里。他会很早发现这位可
怜的妈妈的厨房哲学，分给他的每一块面包，在他心中
都“如岩石般沉重”，由此他决定“出去找点活儿干，自个
儿养活自个儿”。在暴风骤雨的日子里，躲在废墟底下的大
地洞里，他顿悟“上大学――美梦而已”，而他又动情地写
道：“这个地方令我永生难忘，它是我的第一所大学”。这
是他在喀山的第一个成长片段。面对苦难的生活，他没有一
点抱怨，他的善良的心充满了感恩和希望。他知道苦难的日
子很漫长，他对自己说：“苦难的日子里我变得更加坚强了，
我并不奢望他人的救渡，也不渴求偶然的好运降临，生活环
境越艰苦，越能磨练人的意志，增加人的智慧，这个道理我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年少单纯，在苦难面前，他更深切
地觉察出的是苦难带来的无与伦比的财富！

他生活在沙皇专制的时代，他那双敏锐的眼睛见证了当时俄
罗斯民众的生活及思想真实――底层民众庸俗、空虚、无奈、
亵渎，同时又具有在苦难的洗礼中积淀出的善良、乐观、吃
苦等美好的人性。他们的丑陋与美好无掩无余地裸露在作者
观察的眼睛里，对于人们那些粗俗甚至低级下流的举止，他
流露出淡淡的悲伤和无奈，但他富有同情心，他满眼都是善，



所以，那些丑陋甚至不显得肮脏；他极力赞美人们的美好，
美好的思想，美好的歌声，甚至是一点点美好的流露，在他
眼里，这些美好闪烁着高贵的纯净的光泽――他几乎用欣赏
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一讲到女人，他就眉飞色舞，
手舞足蹈，情绪激昂，从他那被打得残疾的身体里发出一种
令人作呕的痉挛。即使如此，我依然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
凭直觉我知道他的语言很美”；“他的声音并不美妙，还略
带沙哑，但语言十分动人，真像夜莺在歌唱”；在他眼里，
劳动是一种心旷神怡的战斗，“我真想跑上去这两条腿的动
物，亲吻他们，他们干活时那么机智灵活，真让我心驰神
往”，在简单的纯净的心里，他学不会去在意生活的艰辛，
更多的他会直接发现苦难中的美丽，感恩它，赞美它，并在
这些荡漾在苦难的河流中的真、善、美中寻找成长的底气。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都只是一只空空的口袋里面
没有善，同样也没有恶。成长的过程就是充实这只口袋的过
程。当还不会辨是非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把恶当作宝贝珍藏。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直接发现并深刻地记住善。而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会听到重重叠叠的抱怨，那是因为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变得成熟起来，不安分的心积极地追求
如同世界般的复杂。当遇到麻烦甚至苦难的时候，我们往往
不是为苦难所累，而是为我们面对苦难的态度所累。纵使世
界万般复杂，我们时常会身不由己，但我们仍需要保持一份
浓郁率真的心气，成长从这里开始，也必将在这附近达到它
的极致。如果成长照应这个回环，我们会活得更洒脱而有意
义。

作者从小渴求新知，追求自由，立志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
为了追求他心中那个不太清晰却十分美好的前程，他迈力地
积极探索。但成长中的人的招架能力毕竟有限，各种各样的
思潮向他涌来，而他也越来越发现真正的生活现实。浩浩人
流中的大多数人都遵循着狭隘的生活准则，先进分子的努力
甚至不堪一击，他被卷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的纠缠中，
他在这个旋涡里情绪波动，惊恐莫名。纷繁的意念冲撞着他，



无论如何也抓不到真正的要点，他觉得“我就像被什么人拖
到了一个阴暗的角落，让我饱览了大千世界的假、丑、恶，
我受够了”。这种混乱竟让他下了自杀的决心――也许永远
的退出是最好的解脱――但他没有成功，他还要活下去，并
且要好好地活。几乎每个人都有陷入混乱甚至濒于崩溃的时
候，告诉自己，这决不是终点，耐心坚持，耐心同周围的环
境交流，总会找到突围的出口。没有不止息的风，就看自己
能不能顶风前行。穿过这段恶劣的天气，就迈上了成长高楼
的新一层。

《我的大学》至今仍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激励了几代人从
高尔基的作品中汲取追求光明的勇气和信念。歌德说
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谈话。”读了《我的大
学》这部文学作品后，我深有感触。这本书不仅让我了解了
主人公青年时代的生活及命运，而且还向我们展现了世纪之
交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一代人的成长历程。高尔基出身贫寒，
有着不幸的童年。他捡过破烂，当过学徒和杂工，受尽了欺
凌与虐待。就是在这悲惨而又艰苦的生活中，高尔基仍如生
命力顽强的小草，艰难的生长并且绽放。我多么渴望像高尔
基那样，做一棵“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啊!多么
渴望像他那样，到知识的海洋中去遨游。同高尔基相比，我
真是羞愧万分。平时在学习中遇到一点挫折我就难以面对，
甚至会半途而废。主人公那种强烈的读书欲望以及顽强的学
习精神，使我想到了自己：家中厚厚的书，却让它们闲着，
难道是“书非借不能读？”不，自以为知识已经很丰富了，
可恰恰相反，不是说“学无止境”吗？难道只有在逆境中才
能更好地成长？不，当我读完这本书后，才真正明白：“学
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才真正体会到只有勤奋
学习，长大后才能有所作为。

这部书是1923年完成的，此时作者已55岁。对于一个投身革
命且年过半百的人，用笔真切地再现少年时代的生活，他笔
下流出的全是记忆的精华，含着倔强而又谦诚率真充满智慧
的气度。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心总被某种东西激荡着，思



维的火花一次比一次闪亮，我不能抑制自己，我要留住这些
火花――这些成长的箴言。《我的大学》――我的大学！我
感到很幸运在上大学之前接触了这部书，又在大学的实际生
活里反复地体会其中的意味。它们对我是如此地重要，我要
赶快留住它们，并把它们献给同我一路成长的人。

大学的读后感篇五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书中谈到当时西班牙的社会风气是懒散
草率，他认为这是弊端，通过改革仅局限与纠正我们大学中
那些懒散草率的弊病，那么改革同样也会不可避免地变得非
常草率。作者就认为应该认清大学的使命是什么之后来改革。
他说道供不应求或物质稀少是引发经济活动的基础，以这个
角度来阐述缺乏学习能力是教育的基本原理，由于学习者不
会学习，就必须要为教学做好恰如其分的准备。让我认识到
教育产生的本来面目。在书中就谈到大学的主要使命：

（4）文化学科和专业学科的设置将会根据最好的教学法―系
统、综合和全面的教学法―以一种合理的形式进行，而不是
按科学喜欢的形式顺其自然地进行，如特殊问题、科学“样
例”、试验等。

（5）教师的选择将不会以他们作为研究人员的职称为标准，
而是依据他们的综合能力和教学才能。

（6）当学生的学习期限从数量和质量上都缩减至最低限度时，
大学将会灵活的处理其对学生们提出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