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癌症的消亡读后感 癌症别急着开
刀读后感一(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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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
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癌症的消亡读后感篇一

《癌症别急着开刀》读后感（一）

最近开始读日本医生近藤诚先生的书《癌症别急着开刀》，
刚看完第二章，就感到震惊不断。近藤先生的观点的确让人
耳目一新，而且提供的很多事实数据也是我重新认识了癌症。
从今天开始我将陆续将本书中的主要观点以及我的感受通过
博文的方式进行发布，希望能够给癌友以及癌友的家属们一
个参考。也许近藤先生的言论不是绝对的正确，但是至少给
了我们有关认识癌症的新的讯息，从而引发我们能够更深入
的思考。第一章两位天皇与知情同意在这一章中作者主要讲
述了平成天皇和昭和天皇癌症的处置过程，从两位天皇的处
置过程来看，似乎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实际上作者是想告
诉我们我们对癌症诊疗方法的选择基本上取决于医生的建议，
而医生的建议往往不是最佳的处置方式。作者谈到知情同意
的态度是非常支持医生必须将病情以及治疗方法，可能的风
险明确的告诉患者，可是由于癌症的这种疾病的特殊性，医
生在告知患者病情的同时，一般都会将可能的生存期也同时
告诉患者，而且是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而这一点，作者非常
的不赞同。作者提到：在日本，在癌症告知还是忌讳的时代，
如果还能动手术的的话，医生所宣告的余生一般都以6个月为主
（这个地方书中表述的不是太清楚，根据前后文分析应该是
如果不治疗的余生），而到了必须进行癌症告知的“知情同
意”时代，由于不同医生对余生的认定不同，造成患者的流



动性增大，及患者要求征求其他医生的意见或是转去其他医
院。针对这种情况，医生大为焦虑的提出一个对策，就是将
余生有6个月变成3个月，如此一来，善意的告知摇身一变成
了可怕的“冥钟”。看到这，我不禁一惊，不知道我们的医
院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接下来，作者提了两个问题：问题
一：大肠癌、乳腺癌会形成肿瘤的癌症（又称固体癌），当
发生转移时，其转移病灶病灶的成长速度到底有多块呢？即：
肿块直径成长一倍所需要的平均时间是多少？可选的答案是：
0.5个月，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问题二：本人没有什么
特别的不舒服，但是在做文静检查是，发现直径约1厘米的早
期癌。不治疗情况下，其直径长到10厘米，所需平均时间是
多少？可选的答案是：1年，3年，7年，，以上我看到这两个
答案，根据妈妈患病后跟医生不断交流具备的一些癌症常识
我选的答案分别是：3个月和3年。结果一看答案，应该是6个
月和15年以上。在回忆一下妈妈从手术到目前已经5个月的治
疗情况，发现医生给予的评论的确是增加了患者和家属极大
的恐惧和担忧。只不过我们当时常规的诊疗手段已经无法进
行，只好被动的选择了中药治疗，现在看起来，如果没有不
良的干扰，恶性肿瘤的发展速度的确是没有那么快。而最大
的不良干扰应该是切除手术、大剂量的化疗以及极端恐惧的'
心理状态。妈妈手术后我曾经问过一位医学专家，他当时就
跟我说：如果手术有器官的切除，或是大量的出血，对人的
损伤是最大的，是比较难恢复的，而化疗本身也是非常摧残
人的身体的，如果没有极端坚韧精神的人，很可能顶不过化
疗这关。而当时临床的一位主治医生在手术后，给我们的建
议是：病人体质还不错，如果一个月后恢复的也不错，可以
考虑化疗一到两期试一试，但是另外一位医生则认为病人的
晚期程度太高，基本没有治愈的可能，所以不建议做任何治
疗了，就回家能坚持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吧。不过当时给的
余生到时很统一：3到6个月。手术后恢复的一个月内，妈妈
一直有腹痛情况，医生当时也都挺统一，看病人的情况非常
不好，很可能这个月已经进一步恶化，很快小肠也要梗阻了，
听了医生的话，简直都要崩溃了，怎么手术前人还没啥极端
不舒适，怎么一手术整个人就像马上就不成了。现在看起来，



当时只是手术引起的腹腔肠子水肿，经常发生机械性痉挛，
而且刚开始用肠内营养肠子也不是很适应，经常集气腹胀腹
痛。后面吃中药，手术水肿、积液消失了就没什么不舒服了。
现在妈妈的小肠也很好，没有梗阻病灶。要是按原来医生的
预期：癌细胞发展这么快，估计早都堵满了。现在看起来，
面对医生给癌症病人和家属的忠告，一定要头脑清楚，切不
可操之过急，病人家人情绪越平稳，癌细胞发展的速度越容
易控制，越能争取到时间，选择好更适合的诊疗方法。

癌症的消亡读后感篇二

最近我读了《孩子，先别急着吃棉花糖》这本书，书的名字
很好玩，好吃的棉花糖为什么别急着吃呢？我急于从书中得
到答案，快速的翻看着，好奇的我真想快点把它读完。

读这本书让我了解到这个可爱的女主角：珍妮弗。她的家境
很好，平日里衣食无忧，但跟不少同龄的小女孩一样，对学
习和生活有不少的疑惑和抱怨。父亲乔纳森事业成功，但是，
平时工作十分忙碌，平时父亲乔纳森也经常出差拿来非常少
的时间陪女儿。但是，为了帮助女儿快乐的成长，乔纳森给
女儿讲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还把自己小时候参加过的斯
坦福大学的棉花糖实验拿来给女儿分享。他的努力，终于让
珍妮弗有了很大的改变。珍妮弗不再遇到事情就抱怨，而变
得更加自信、快乐、而且更会控制自己了，无形中养成了受
益一生的好习惯。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就是：让一个孩子单独待在房间里，
给他一颗棉花糖，告诉他，如果他能坚持15分钟不吃这颗棉
花糖的话，会再给他一颗作为奖励。10年后，经过调查，研
究人员发现：能够坚持15分钟不吃棉花糖的孩子，长大以后，
不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都比那些马上吃
掉棉花糖的孩子优秀。

我想起爸爸给我讲得一个故事。原来有一把坚实的锁挂在门



上，谁都打不开，铁棒子认为自己力大无比，逞强地去开锁，
结果费了半天力气也没打开。这个时候钥匙蹦蹦跳跳的过来
了，不顾别人轻视的目光，勇敢的把自己瘦小的身子一缩钻
进了锁孔里，轻而易举的把锁打开了。铁棒子还纳闷的
问：“我有这么大的力气都没有打开锁，怎么你这么快的速
度就把它打开了呢？”钥匙神秘地说：“因为我最了解它的
心啊。”在一次数学考试中，我被一道难题给困住了，用死
公式套了半天一丁点线索都没有，迟疑中，我忽然想到了爸
爸讲得那个故事：我把难题当成锁，死公式当成铁棒子，那
钥匙从何而来呢？我反复看这道题，原来钥匙就是灵巧的办
法，这道题原来可以这样做啊！难题迎刃而解，钥匙成功破
解了锁。就像爸爸平常祝嘱咐我的：“遇到任何问题都要认
真思考，不要莽撞，不要钻牛角尖，要全面看问题，短时间
内寻找到最简便的解决办法。”

如同书中，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父母对孩子的关心和爱。虽然，
珍妮弗的父亲乔纳森经常早出晚归，但是，珍妮弗的父亲乔
纳森仍然关心着珍妮弗的学习，尽量抽空陪珍妮弗。就像爸
爸再忙，也会抽时间检查我的学习情况，给我提出良好的建
议，通过讲道理告诉我遇事不慌乱，多思考勤思考；做事要
坚持，不能半途而废。让“延迟享乐”的道理指导着我们学
会管理自己，从而变得更加自信和快乐。

癌症的消亡读后感篇三

癌症楼读后感---有缺憾的爱情

看完《癌症楼》，自己庆贺一下！

我是一个爱情的完美主义者，病人奥列格和薇加医生的`爱情
让我感动。

薇加在给奥列格治病的过程中两人产生好感。奥列格是个流
放犯，他出院了临时没地方可去，薇加说：“您知道吗，其



实您完全可以住到我那里！”他看到了她两颊泛起的红
晕，”这红晕必须用笑声来抵消，用笑声挡住它，不能让她
感到窘迫，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想好最初的几句话，显得既有
礼貌，又相当幽默，从而冲淡那不同寻常的境况。”

他去找薇加，“离她家愈近，他的神经就愈紧张。这是不折
不扣的恐惧！()然而这种恐惧又使人幸福，又使人幸福得要
死，单凭这种恐惧，他此刻就有一种幸福之感！“他甚至买
了两束紫罗兰小花，他衣衫破旧，背着旧行李袋子，不好意
思拿花，就塞在袖筒里。

可是阴差阳错，薇加刚出去，邻居老太太反感他赶他走。他
没见到薇加！！之后，奥列格坐上火车回流放地，和薇加错
过了。错过了未尝不是一种美，但这种美总让人遗憾。

癌症的消亡读后感篇四

这个故事讲的是这位父亲在小时候，曾经参加了一个意义非
常深远的实验，叫棉花糖实验。实验开始后，好多小朋友被
分别带进不同的房间里。过来不久，进来一位看起来还算亲
切的研究员，他把一块棉花糖放在父亲面前的茶几上，对他
说，如果他能够忍上十五分钟不去吃这块棉花糖的话，他就
会再给父亲一块。也就是说，只要稍微忍上一会儿，就可以
吃到两块棉花糖了。为了让自己不再想着桌上的棉花糖，这
位父亲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闭上眼睛数数、
在房间里跑来跑去、还故意大声唱歌，好不容易撑过了十五
分钟。那个研究员似乎很满意他的成绩，笑着又给了他一块
棉花糖，并示意父亲可以吃了。十年后，结果出来了，当时
没有吃棉花糖的小朋友长大后都比较成功，学习成绩比较优
秀，人际关系处理的较好，事业比较成功，生活富裕；而没
有忍住的小朋友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就没那么好。由此看出，
不容易受诱惑，并安于等待的小朋友更容易成功。

抵御棉花糖诱惑的训练：信任和影响的力量！我们不能掌控



别人，也不能掌控发生的大多数事情，但是我们能够掌控我
们的行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或者怎么应付，往往比
事情本身更为重要。树立起一个榜样会赋予我们巨大的影响
力，也是同乡成功的最重要的工具。

棉花糖思维：延迟满足欲望所得的收获。你无法把你已经吃
掉的棉花糖搌起来。为了明天的成功，你愿意在今天做些什
么呢？如果你先确定目标，也许实现目标的方法就会自然而
然地随之而来。

癌症的消亡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总是让我恍惚间觉得我在读我国的文革时期文学，查
了查作者索尔仁尼琴的生平，发现他本人可以算的上是“苏
联文革”的受害者，文中主人公托斯托格洛夫的经历百分之
六十来自于作者本身的经历。

所以这部小说的主旨应该就是对这个时期的批判了。作者借
助文中不同人物的口，表达出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愤
慨，对社会中虚与委蛇举报成性的人的鄙夷和失望，主人公
托斯托格洛夫青年时期参军，去过劳改营，最后被政治流放
到蛮荒之地，直到他人到中年患了癌症才得以来到城市治病。

他是满腔怒火的被迫害者，在这间充满苦痛折磨的病房中他
遇见了迫害者，冠冕堂皇的鲁萨诺夫，被疾病和即将到来的
清算吓破了胆子，却又在同样作为迫害者的女儿的安慰下自
欺欺人地催眠自己，新时代是不会到来的，就像死亡也不会
到来一样。

他遇到见了旁观者，绝望压抑的舒卢宾，他说他为了自己和



家人的生命忍下了所有的欺侮背弃了自己的良心，终于他要
死了，他什么都不剩了，他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他们三个天
差地别的人被疾病囚在这不详的13号癌症楼里，原本所谓高
贵亦或所谓低贱的性命被平等地缩短到了几个月或几年，死
亡与他们狭路相逢，借助肿瘤扼住了他们的喉咙。

最后，迫害者离开了医院，去享受自己最后的时光，旁观者
上了手术台，他坚信自己不久之后就会死去，哪怕不死，他
也不会再拥有人类最基本的尊严。而被迫害者也离开了医院。
他拜托医生帮忙晚开了一天的出院证明，于是他偷来了一天
的自由——一天作为自由人的生活，不需要接受审查，不需
要开具证明的自由人的生活。

重生的狂喜退去之后只剩下深深的疲惫，他终于意识
到，“我已经被逐出人间了”。

于是他去动物园，他看各种各样的动物，每种动物都能使他
想起自己，或想起和他一样被逐出人间的同袍，他和它们面
面相觑，它们身陷囹圄无法逃脱，他也身陷囹圄无法自拔。
他们是同样的生物，或者说，时代让他们变成了同样的生物。

国家的一小段弯路就是无数人的一生，他们太渺小，潮水翻
涌吞噬了他们。可高傲的头颅也不会因此垂下，他们奋起反
抗，拿自己的生命去填补历史错误的缝隙，就这样填完了自
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