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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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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孙权劝学的读后感篇一

读了《孙权劝学》以后，我有很大的感受。

特别是吕蒙能听从孙权的劝导，虚心接受孙权的批评。

我们也要像吕蒙那样，我们应该虚心接受老师和家长批评。
不能有一肚子怨气。我们也要学习孙权不断学习。孙权那么
忙，但还能抽出时间学习。难道我们不应该像孙权那样不断
学习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增长才干。

我们还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墨守成规。

不过为什么吕蒙却能在“三国英雄表”内出现，但天生奇才
的方仲永却落个再平庸不过的“庄稼汉”呢?原因就是在于如
何看待原来的天分。年轻时游手好闲的吕蒙在孙权的劝说下，
“涉猎将往事”，最终学有所成，使得鲁肃能够真心的感叹：
“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

但是瞧一瞧神童方仲永，五岁能做诗，且文理皆有可观者。
不过只是因为“父利其然也，不使学”结果泯然众人也。一
代神童就是因为父亲的贪图小利而毁于一旦，假如父亲能够
找个老师好好调教，说不定也是一位栋梁之才啊!“伤仲永”
这个题目的“伤”真的是再恰当不过的表现了王安石的叹息
啊!



高尔基曾说过：“我读书越多，书籍就使我和世界越接近，
生活对我也变得越加幸福和有意义。”的确，一个人读的书
越多，就越能明白事理，也就更能读懂人生，更加珍惜人生。
我们说人生是一条路，而这条路确实有无数本书铺成的呀!如
果没有了书，那么它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就会永远只是一
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路，甚至会变成一条被人们遗忘了的
路，一条被人们丢弃了的路。培根的一段话尤为精彩：“读
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聪慧，数学使人思维精密，哲理使人
思想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学使人善变……无非就
是让我们博览群书。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相信我们的生
活就一定会充实幸福。

至于我自己，平常也酷爱读书。但不像一些文人，捧着书就
不肯放手了。我从不刻意的花几个小时来看书，除非那时比
较清闲。我喜欢挤小时间，因为我觉得那样利用会比较节省
时间。这样，一天算下来，我最起码可以有两个小时看书。
但是我知道，在文学方面，我还要更将努力，所以，我会读
更多的书。

最后以高尔基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吧：书籍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

孙权劝学读后感(三)

孙权劝学的读后感篇二

《孙权劝学》这一篇文章讲述了孙权劝吕蒙学习的故事，最
终吕蒙有了很大的改变，鲁肃也与他结为好友。读了这一篇
文言文，我有了很大的收获，从三人里任意一人的角度出发，
都获益很多。

孙权：作为一国之君劝人读书善用人才



在文章中，孙权作为一国之君，能够放下架子来劝吕蒙读书，
说明孙权爱惜人才善用人才，君王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历
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君王，例如曹操，当初他看中关羽，想
留他在曹营，但关羽不肯，硬是从曹营杀出去，落下一
个“过五关斩六将”的美名。其实是曹操将他放走的，不然
关羽不可能活着回到蜀国。再比如汉武帝，当初汉武帝巩固
大一统王朝，他采纳董仲舒的“推思”建议，实施了“推恩
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从
而使西汉开始进入鼎盛时期。由此可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
要懂得善用人才，这样更有益于我们管理。

吕蒙：读书增长才干和谋略

吕蒙开始学习后，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但增长了才干和谋略，
也结识了新的朋友，这足以说明学习的好处。古代有很多勤
奋好学的例子：凿壁偷光，苏秦头悬梁锥刺股，囊萤夜读，
程门立雪.....这些人都成为了大伟人。可见，读书没有坏处，
努力读书的人最终都一定会获得收获。一些伟人用一生去读
书，我们更不能懈怠，应更努力读书。

孙权劝学的读后感篇三

《孙权劝学》是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一段。讲述三国东
吴名将吕蒙听从其主孙权的劝告而读书学习终成大业的历史
故事。近日，重读此文，仅仅119个字的全文中，“士别三日，
即更刮目相待”是给我感触最深的。联想到我们的一些组工
干部，也常常以“多务”为借口，放松了学习，荒废了业务，
对党和国家的惠农新政策不了解，对组工业务不熟悉，成
为“吴下阿蒙”，更不敢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
壮语了。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这
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



程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对马克思建党学说的
丰富和发展。作为组工干部，我想，必须深刻认识、坚决贯
彻，率先垂范，抓好落实，争做一名学习型组工干部。

“非学无以广才”，学习能够开启智慧、拓宽眼界。

学习是组工干部提高素质的必要途径，是进步成长的通达阶
梯。组工干部一定要有责任感、紧迫感和压力感，把学习当
作一种觉悟、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是要跳出组织系统看
组织工作，学习了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和思想文化发展
的新特点、新态势，深刻认识世情、国情和党情，深入把握
中央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培养世界
眼光和战略思维。要加强对经济、文化、法律、历史、管理、
科技、网络等各方面知识的学习，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
素质。二是要不断学习业务知识。

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从纷繁复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深下
去，钻进去，融进去，对文件规章、领导讲话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努力成为组织工作的“活字典”。三是要多向基层
群众学习。充分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加大基层锻炼实践力
度，掌握基层工作第一手资料，全面了解群众的所需、所想、
所盼。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找准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切
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推动组织工作的贯彻落实。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组工干部要把勤于学习
与勤于思考结合起来。一是要在学习过程中思考。不学习没
有知识，不思考没有提高。做好工作，除要有爱岗敬业的奉
献精神、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更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方
法不对，事倍功半;方法科学，事半功倍。

在学习掌握知识的同时，只要有利于工作、有利于问题的解
决就要大胆思考，勇于创新。必须边学边思考，加深记忆，
突破局限，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打破思维定势，从陈旧、
僵化的观念中解放出来，积极谋求新发展，寻求新突破。二



是要在深入实践中思考。

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不
断修正、完善学到的理论或加深对其的理解。解决老难题是
创新，借鉴别人的经验用于实践是创新，整合现有资源也是
创新，要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选准切入点，总结思考如何
做结合文章，如何整合资源、借助“外力”，善于总结基层
创造的新鲜经验，善于抓典型。及时挖掘发现总结好的做法、
好的尝试，并不断提炼、提升，使之日趋成熟。三是要在总
结成果中思考。

总结是对过去工作的整合、归纳提纯，对下一步的工作开展
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在完成每一项任务后，要及时整理工作
中形成的资料，反思整个工作流程，思考成功方面的经验，
缺失地方的教训，以后在处理类似问题时能够少走弯路，工
作能力和工作效率就会得到显着提高。

衡量一个干部是否学以致用，用有所成，就是要看在分析问
题上是否有新观点，在处理问题上是否有新举措，在工作上
是否有新成效。

广大组工干部必须在学习中勤于创新，围绕组织工作中出现
的新问题，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运用
理念与发展理论相结合，直正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落实到各项
工作中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
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增强组织工作的
针对性、预见性、主动性，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
合时宜的观点、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断有所发
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要将学习成果充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在实践中检验学习
效果;坚持以用促学，深化学习，从实质上提升学习效能，转
化学习成果，如此才能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才能
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任务。



孙权劝学的读后感篇四

这就是伟人和常人的差距了，伟人都明白自己缺少什么要干
什么，认为自己只有多读书才能充实和提高自己；常人却是
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缺少目标和诉求也就失去了读书的动
力。

毛主席之所以能站得高看得远能成为一位思想家，革命家，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学问，而
毛主席之所以有渊博的知识，是与他毕生孜孜不倦的博览群
书分不开的，毛主席从幼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而
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与书籍真是
形影不离，毛主席的床有一半是用来睡觉的，一半用来放书。
他一天竟能读上几个小时的书，读书成了他最大的乐趣，成
了他的嗜好。

在峥嵘岁月里，毛主席能一次又一次果断的下达正确的命令，
领导人民走向胜利，为什么？因为他博览群书，才会运筹帷
幄，用兵如神！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凡是爱读书的人，
都有这种感觉，书可以满足一个人的精神需要，当你孤独的
时候，当你丧失信心的'时候，彷徨的时候，书不仅是一个信
息的来源，还是一个你最知心的朋友哟，开卷有益，拿起书
来吧！

孙权劝学的读后感篇五

摘要：《孙权劝学》课文内容分析，对于初一下册语文课文
《孙权劝学》中，有关课文中心内容、课文写作手法，以及
课文中的孙权的人物形象等进行了分析。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
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



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
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
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
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1、文章中心既为劝学，为什么不详写吕蒙学习的具体情况和
通过学习后他的论议的高妙?

文章的中心在于表现通过学习使人发生巨大变化，只要能表
现出这种变化就能突出促进这一变化的动因——学习的巨大
作用。文章没有铺叙吕蒙学习的具体状况和他的'论议，但通
过鲁肃的“大惊”、评价、做法，已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吕蒙
的巨大变化，而这一变化正是学习促成的。这已能突出学习
的重要和功用。

2、孙权是怎样劝吕蒙学习的?从劝解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孙
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孙权首先要求吕蒙：“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既表现出
对吕蒙的殷切爱护，又带有居高临下的王者权威。孙权实事
求是，根据实际情况，不要求吕蒙“治经为博士”，而是要他
“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又联系自己在学习中所受的教益
劝解吕蒙：“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孙权以自身为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层层劝解。他可
以和部将就非军事、非政治的话题进行交谈。由此可见，孙
权平易近人。他对部将严格要求，为提高屡立战功的吕蒙的
素质，而谆谆教导。他具有王者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