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门读后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
感(模板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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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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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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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门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学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得到了一个很大很
大的启发。

这句话是孟子说的，大多数人是磨难的'，在磨难中他愈挫愈
勇，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和自己的人生价值等。

多难兴才，曾一度被人认为是规律。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扼做《春秋》；曹雪芹写《红楼
梦》；屈原写《离骚》……是在搏斗而取得成功的桂冠。比
如说爱迪生，小时候他可厉害了，他一边卖东西，一边做化
学实验，他也得过很多很多的。奖项荣誉。当然具有优越的
条件是好事的，但不能坐在那里等吃的和穿的应更加努力。

今天，我终于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启发了，我的读
后感是要自己努力，磨难自己或是挑战自己，就可以让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价值和实力表现出来。

生门读后感篇二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
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
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
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
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文章，是我们那个年代初中必
背文言文。如今再次阅读，朗朗上口，记忆犹新。而立之年
的我忙碌于自己的事业中，偶然翻阅这篇文章，如今再次理
解其中的寓言，真的是别有一番领悟。忧愁患难的处境可以
使人发奋而得以生存，安逸快乐的生活可以使人懈怠而灭亡。
可见，两千多年前古人就已经参透环境对一个人成长发展中
的影响。

小时候，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学校考试的时候，努力让自
己拿到双百分或者班级第一名，取悦自己的父母，从而获得
满足感。那时候的我没有生活的烦恼，只有课桌是我的“主
战场”。高考百天誓师大会上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共喊“有
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
吞吴”的豪言壮志。那一天我也给我自己立下一个座右铭：
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嫁给幸福。（汪国真的散文“嫁给
幸福”）

步入成年，有步入成年的好处，你可以体验到灯红酒绿的世
界，花花的社会也在向你招手。按照常理来说，年轻时候努
力辛勤奋斗的疲劳恐惧症都可以在这里仿佛得到了解脱，得
到了生活的“洗礼”。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快乐是一时的，你
的烦恼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根深蒂固。遇到问题，吐槽发泄，
找到一百个理由来想着如何逃避，但到头来，还是在起点，
不得不面对，到时候重回解决问题的心态会比当初困难几倍
甚至上百倍，因为你迷失了自我。

真正的成长，我认为是不忘初心，不断优于过去的自己，展
望未来，把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把生活过成想要的的
样子。



每一个人身上，强大的惰性与巨大的潜力一直是共存的。如
果没有压力，人往往会变得懒散，做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
有了一定的压力后，我们开始不断朝向一个目标奋斗，潜力
才会被激发出来。不妨每天去做一点自己心里并不愿意做但
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以此来磨砺、调控自己的心性。久而久
之，你便不再会为那些真正需要你完成的事而感到痛苦，自
律就会变成一种习惯。

越有用的事情，做起来往往越不舒服。我们必须对自己有所
要求，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在一次次磨砺中，才能慢慢
清除掉自己的坏习惯，将自身潜在的才华和智慧发挥得淋漓
尽致。

不去做喜欢但不应该做的事情，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终的高
度，往往取决于对自我要求的高度。人需要有一颗敬畏的心，
才能约束自己。能够约束自己的人，才能最终成就自己。

其实，自律和不自律，都会吃苦。不同的是，自律的苦会让
人生越来越甜。让自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你的人生才会越
来越精彩。

生门读后感篇三

人只有经受挫折，不顺利的干扰和阻碍才会使他从实践中增
加自己所缺少的能力的毅力。人的一生正因不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经历住了磨难考验的人才会出众被着为人才，也才是有
用的人，才能接受重大责任。在失败时，不以失败而颓废，
不因恼怒而一跌不振，不因为才不如人而心有嫉妒所以愤恨。
我们要经常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成功之母不是失败，而是
失败后的自我检讨，只有此才会有所一番作为。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沉于安居乐业的事局中，不振奋军
队，不让国家发展，止步不前，最终败得一踏涂地。不前进，
不后退，原地踏步，最终换来的不是长久的国泰民安，而是



敌侵略城池时的血流成河，胜劵他握。所以一个国家的不进
步对于他国来说你就是腐朽得不可一世。别人在不停的前进，
不住的发展强大。我们因为缺少了战备能力，国家没有军威，
没有科技发展，谈什么富可敌国让国生存长久。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我们温饱不成问题，物质丰富
的生活是我们今天追捧的潮流。有的人对物质的追求接近疯
狂的地步。这个物质生活就是所谓的吃喝、玩乐。在这个时代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该成为一种警告。吃，我们要讲
究清淡、健康，那些成疾的“富贵病”就是因为太在
于“好”所以才生得的。什么玩乐要高调?高调么?花个几千
万租架飞机逛一天就高调?是很气派，最后欠债一大堆，最后
就真的生于忧患了，这个价值取向还真有意义么?钱，我们要
节约，人短命就往往太过于享受。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和平的年代，物质丰富的时代就要讲
究清贫一点，不要去一味的追求人间享乐，这样的人一生都
没有价值意义，纵使万贯家财最终都会被一扫而光。而懂得
这点的人，他们一生都在奋斗，一生奉献事业。他们的忧患
是为国民而忧患，而享乐的人则是建立国民辛苦之上。

生门读后感篇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陈述了六个出身贫贱却成就不平凡
事业的名人的事例。我国古代吴越交战，越国战败，越王勾
践立志发愤图强，准备复仇，他卧薪尝胆，就是怕舒适的生
活消磨了自己的意志，他还亲自到田间与农夫一起劳作，他
的妻子也纺线织布。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已
经恢复元气，兵强马壮，已经可以打败吴王夫差了，最终吴
王失败，身死国灭。

忧生乐死，我现在也要改正一下。我总是要说要静下心来认
真学习，并且规划好周末做作业的计划，回到家却放不下手



机，总想玩玩手机，把计划往往都打乱，把作业都堆在一起，
马上要上学去了，才想到要写很多作业。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担负重任并做出成绩的人都不是
天生的，而是经历了一番艰苦的磨炼，才有所成就的。

生门读后感篇五

《孟子》里有一篇文章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初中
时学过的一篇文言文，虽然将近二十年没有再读过。但我清
晰地记得文章里的每一句话：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
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
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另有作“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
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
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这篇文章说的是：承担重任的人，之所以受尽苦难，
是“天”授之以重任之前，先要磨练他的意志和身心，借以
提高他的竞争能力。做一个人，一个发奋图强，顽强拼搏，
意志坚定，勇往直前的人，必须要用“忧患”做为一切成就
的先决条件。讲得一点也不错，坚强的人是在忧患中成长的。

巴尔扎克曾说过：“不幸，是天才的进步阶梯，信徒的洗礼
水，能人的无价之宝，弱者的无底深渊”我们要把不幸，灾
难当作我们成功的又一块基石，不被它打到，反而利用它来
与成功拉近距离。

我还看过一个故事，名字叫《鹿和狼的故事》，讲的是20世
纪初期，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让凯巴伯森林里的鹿得到有效
的保护，大量的捕杀鹿的凶残敌人——狼。经过25年的残忍



捕杀，有先后六千多的狼被杀害。然而，罗斯福万万没有想
到，在他的极度保护下，鹿群是有一段时间大量增加，但不
久，鹿群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鹿群的总量由十万只锐减到
四万只。很快，整个凯巴伯森林中只剩下八千只病鹿在苟延
残喘。这个故事中，鹿为什么在过度保护下，数量变得更加
少呢?在我看来，正是因为给它们的过度保护使他们缺少了忧
患，只顾自由自在的生活。原来有狼追鹿，鹿就会奔跑，现
在，狼没有了，鹿的体质也必然下降，直至死亡。可见，忧
患的作用不仅对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也是有极大好处
的。

因此，作为教师我们心中时刻要有“忧患”意识，有危机感，
不要总以为我们端的是铁饭碗，整天只知道当天和尚撞天钟，
混日子吃大锅饭。这是极其危险的。我们在心中要时时为学
生，为国家的教育事业着想，这样，我们才会免于被社会淘
汰!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私立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
公立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当公立学校学生数量递减到一定
数量，国家就一定会淘汰教师，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说，
每一个有眼光的教师，都要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心中时刻
有教育，心中时刻有学生，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事业来追求，
争做学者型的教师、专家，在别人还没有准备努力之时，我
们已笨鸟先飞，站到了教师队伍的最前列!

虽然我们都是小人物，但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文章
所讲的道理确实是至理名言。所以说请大家勿忘“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为自己的事业铺平前进的道
路!

读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文章，其中“若天降大任
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弗知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让我很受
感动。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要想成就大业，必须先让
自己经受挫折，接受磨难，使自己增长才干，才能战胜困难，
到达成功。所以挫折是人获了成功的重要条件。



穿越历史的长廊，有多少伟人在挫折的历练下登上闪耀的巅
峰。公元前99年，司马迁正潜心写作《史记》时，却因为替
李陵辨护，遭到汉武帝惨无人道的腐刑。这对他来说不能不
是一次极大的人生摧残和耻辱。在逆境中他想到了死，但更
多的是想到不能轻生，因为他的宏愿还未实现，伟业还未完
成，他从先人在逆境中奋起而有所作为的事迹中得到启发，
在狱中，忍辱负重，磨砺心志;出狱后，勤奋耕耘，终于写了
《史记》。挫折对有的人来说是一笔财富，《周易》是周文
王在坐牢时写的，《春秋》是孔子在仕途上失意后作的，屈
原被流放时写了《离骚》，但他们都成了伟人。伟人之所以
被称为伟人，正因为他们有着“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
西北风”的精神，经过挫折，他们变得坚强，经过挫折，他
们变得沉着，经过挫折，他们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而有些人，他们有着非常好的先天条件，但他们并没有因此
辉煌，这是为什么呢?因人他们缺少挫折。例如：三国时的刘
备可算是一代英豪，一生东征南讨，从织席为生到蜀汉称帝，
可他儿子刘裨却是个昏庸荒淫的无能之辈，连诸葛亮这样的
能人都扶不起来。北宋名臣寇准，他的子孙依靠祖上的功德，
不能自立，家道败落，沦为庶民。正因为他们从小就拥有良
好的先天条件，没有经历磨难，没有才干，才使自己沉沦。
可见磨炼对人多么重要啊!

一个人要想有成就，就必须接受磨炼，暂时的顺利将会是人
生路上最大的潜在障碍。

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举了六位古今名人的事例，
得出困境出人才的结论，进而深化至统治者治国也要有忧患
意识，统治者治理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意识国家都会灭亡，更
何况我们普通人呢?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任何团体组织、
任何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都是真理。

《汉书》上有：“安不忘危，盛必虑衰。”当一个人的事业
达到顶峰时一定要试想自己落魄了的样子与处境，这样才能



激励他不断上进，奋斗拼搏，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反之，则
盛极必衰，一代不如一代。动物便是很好的例子，罗斯福为
保护鹿大量捕杀狼，短时间内鹿群数量猛增，但最终失去天
敌和忧患意识的鹿从原来身体强健的几万只锐减成病怏怏的
几千只。为何会这样呢?原因有二，一是捕狼之举严重破坏生
态平衡，草、鹿、狼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鹿群最终减少，二
也是鹿群没有天敌对它们的生存构成威胁，便不再大量运动，
也没有理由担心，最终体质整体下降，这样下去一场小病就
能让他们消失，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忠谏良臣魏征曾说：“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奢华安逸往
往能使人失去安分与老实，多添浮躁，不会思危，就像闯王
李自成。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军入京，进城后军心懈怠，认
为大功告成，“日日过年”风气流传开来，所有人都等着加
官晋爵，清军入关之时，闯王军队却一败涂地。由此可知，
居安不思危是多么不利于生存和发展啊，只有居安思危国家
才能长治久安。

大思想家孟子都专著文章论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
见居安思危的必要性，让我们从现在起加强忧患意识，努力
提升自身能力，不要妄想别人后退，这样我们的学习才有进
步，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啊。

生门读后感篇六

在随着语文老师学完这个篇由孟子及其所著的《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后，不禁使，我心中萌发良多感慨。

本文的上部分，借舜、傅说等六人的事例，来说明若要委以
重任于人，必先使其受尽挫折，历尽，这样才能得到担当大
任的能力。总而言之，就是告诉我们，若是想成大器、成大
业，就必须挫折，再一次的失败中磨练自己，完善。反之，
若没经历一些大的挫折，又不思进取，则不可能成器。譬如
三国后期蜀国之祖刘禅，即使得诸葛亮的辅佐。却因他自身



的愚钝，只图，不思进取，致时蜀国的复兴成为幻影。

本文的下文，便点出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一论
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实际，这句话早在夏商时期
便得到了。夏启死后，由太康继承，但太康不爱管理国事，
终日以打猎饮酒为乐，后被穷氏首领后羿占取国度，但后羿
也整日，后被寒浞，而寒浞亦纵情声色，以致尽失，被大禹
的后人少康所杀，让少康复兴了夏朝，且他吸取了教训，杜
绝，关心百姓，勤于政事，没有步入先前几人的后尘，使得
历史不再重演。

因此，我们必须自己，自己，不能轻易懈怠，更不可沉溺于
之中，需以史为镜，目光长远，志在千里。不应目光短浅，
只着眼于当下的玩乐之中，不然早晚将会乐极生悲。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著名的鲶鱼效应，想必
大家都知道。沙丁鱼在运回渔港的途中，会因窒息而死亡，
为了使沙丁鱼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可在沙丁鱼的鱼槽内放
一只鲶鱼，迫于的沙丁鱼会四处乱游，这样也不会缺氧了。
此时的沙丁鱼正因处于祸患之中，才得以，明明是它最大祸
患的鲶鱼，此时却于沙丁鱼。更为浅显易懂的温水煮青蛙的
故事中，青蛙因水温的舒适而在其中悠哉游哉，待到其发现
高温难耐之时，已无力回天，此时的青蛙，正因处于安逸之
中，才导致其死亡。

身处忧患多难之中，会使人得到成长，而常处快活安乐之中，
只会加速死亡，带刺之玫瑰虽十分美丽，但若只手去碰，必
会付出代价。

生门读后感篇七

读z先生的《生于忧患，死于安逸》一文和z总的《两问下半
年》对2011年上半年总结报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耿先
生在《生于忧患，死于安逸》一文中所举的重庆开县井喷事



故例子，哪怕只要有一个人在当时能把事情做到位，只是简
简单单把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做到位，做到一个职业工作者
起码该做的事情，这场事故就不会发生，或者至少在发生后
也能采取有效的应变措施，把事故控制在最小的影响范围。
一个惨痛的教训，不是可以警惕我们许多吗。

一场火灾的发生有许多原因，就是平时一个无所谓的小事也
可以使许多人造成财产、生命的损失。人人都知道居安思危
的道理，人人也都知道水火真的非常无情，可是当自己没有
真正遇到这些灾难时，"水火无情""居安思危".往往只是一种
口号或者意识，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种事不会发生在自己
的身上。千万不要认为这种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为了保
证你全家有的生命安全，请你多些留意你周围。你知道所居
住的小区里灭火器在哪吗?走火通道在哪?可能你会觉得只是
一些小事，但在发生火灾的时候，你才发现它的重要性，是
不是太晚啦?"勿以善不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走火通
道你堆一些垃圾，他堆一些，在发生火灾时，你如何逃生呢?
《左传·襄公十一年》载："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敢以此规。"所谓"居安思危",就是告诫人们，在
安乐的境遇中，应当虑及可能发生的危险，防患于未然。

z总的《两问下半年》的2011年上半年总结报告中，讲述了z
房地产2011年上半年的发展。房地产市场发展中，供求总量、
结构调整、房价升降，主要靠市场这一"无形的手"本身的力
量--这是市场经济自身的魅力。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
其健康发展离不开宏观调控这一"有形的手",政府调控的主要
手段是土地供应量的调控和金融政策的调控。调整住宅产品
结构，健全市场体系，使更多价位住宅供应紧张、有些城市
近几年房价攀升过快等。我们要看到我们的逸彩庭园在市场
中存在的问题，要积极采取防范措施.我们应该注意"提升品
质，培育品牌".提升品质，培育品牌促进住宅产业现代化的
核心之一就是要提高产品品质。一定要盖"百年建筑",要给老
百姓创造良好的居住和生活空间，给后代留下一份"遗产",给
城市增加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靠提高产品质量，通过增加科



技含量，降低资源消耗和成本，提高性能价格比，从而获得
市场青睐。培育品牌，这可以促进销售，也是企业提高市场
竞争能力的需要。我们首先必须有好的产品品质，第二要有
准确的产品市场定位，要有好的文化内涵的产品品位。此外，
我们的企业还应该有好的品行。必将进一步推动z房地产的持
续成功发展。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些警世名言包含着宝贵的含义，是历代前辈从当时社会实
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希望自己能在今后的工作中，时
刻都以这些哲学原理作为告诫自己。

生门读后感篇八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选自《孟子·告子下》，是一篇论
证严密、雄辩有力的说理散文。作者先列举六位经过贫困、
挫折的磨炼而终于担当大任的人的事例，证明忧患可以激励
人奋发有为，磨难可以促使人有新成就。下面是小编为你准
备的关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 ，欢迎阅读，希望你
喜欢。

读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文章，其中“若天降大任
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弗知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让我很受
感动。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要想成就大业，必须先让
自己经受挫折，接受磨难，使自己增长才干，才能战胜困难，
到达成功。所以挫折是人获了成功的重要条件。

穿越历史的长廊，有多少伟人在挫折的历练下登上闪耀的巅
峰。公元前99年，司马迁正潜心写作《史记》时，却因为替
李陵辨护，遭到汉武帝惨无人道的腐刑。这对他来说不能不
是一次极大的人生摧残和耻辱。在逆境中他想到了死，但更
多的是想到不能轻生，因为他的宏愿还未实现，伟业还未完



成，他从先人在逆境中奋起而有所作为的事迹中得到启发，
在狱中，忍辱负重，磨砺心志;出狱后，勤奋耕耘，终于写了
《史记》。挫折对有的人来说是一笔财富，《周易》是周文
王在坐牢时写的，《春秋》是孔子在仕途上失意后作的，屈
原被流放时写了《离骚》，但他们都成了伟人。伟人之所以
被称为伟人，正因为他们有着“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
西北风”的精神，经过挫折，他们变得坚强，经过挫折，他
们变得沉着，经过挫折，他们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而有些人，他们有着非常好的先天条件，但他们并没有因此
辉煌，这是为什么呢?因人他们缺少挫折。例如：三国时的刘
备可算是一代英豪，一生东征南讨，从织席为生到蜀汉称帝，
可他儿子刘裨却是个昏庸荒淫的无能之辈，连诸葛亮这样的
能人都扶不起来。北宋名臣寇准，他的子孙依靠祖上的功德，
不能自立，家道败落，沦为庶民。正因为他们从小就拥有良
好的先天条件，没有经历磨难，没有才干，才使自己沉沦。
可见磨炼对人多么重要啊!

一个人要想有成就，就必须接受磨炼，暂时的顺利将会是人
生路上最大的潜在障碍。

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举了六位古今名人的事例，
得出困境出人才的结论，进而深化至统治者治国也要有忧患
意识，统治者治理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意识国家都会灭亡，更
何况我们普通人呢?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任何团体组织、
任何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都是真理。

《汉书》上有：“安不忘危，盛必虑衰。”当一个人的事业
达到顶峰时一定要试想自己落魄了的样子与处境，这样才能
激励他不断上进，奋斗拼搏，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反之，则
盛极必衰，一代不如一代。动物便是很好的例子，罗斯福为
保护鹿大量捕杀狼，短时间内鹿群数量猛增，但最终失去天
敌和忧患意识的鹿从原来身体强健的几万只锐减成病怏怏的
几千只。为何会这样呢?原因有二，一是捕狼之举严重破坏生



态平衡，草、鹿、狼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鹿群最终减少，二
也是鹿群没有天敌对它们的生存构成威胁，便不再大量运动，
也没有理由担心，最终体质整体下降，这样下去一场小病就
能让他们消失，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忠谏良臣魏征曾说：“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奢华安逸往
往能使人失去安分与老实，多添浮躁，不会思危，就像闯王
李自成。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军入京，进城后军心懈怠，认
为大功告成，“日日过年”风气流传开来，所有人都等着加
官晋爵，清军入关之时，闯王军队却一败涂地。由此可知，
居安不思危是多么不利于生存和发展啊，只有居安思危国家
才能长治久安。

大思想家孟子都专著文章论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
见居安思危的必要性，让我们从现在起加强忧患意识，努力
提升自身能力，不要妄想别人后退，这样我们的学习才有进
步，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啊。

《孟子》里有一篇文章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初中
时学过的一篇文言文，虽然将近二十年没有再读过。但我清
晰地记得文章里的每一句话：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
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
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另有作“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
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
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这篇文章说的是：承担重任的人，之所以受尽苦难，
是“天”授之以重任之前，先要磨练他的意志和身心，借以
提高他的竞争能力。做一个人，一个发奋图强，顽强拼搏，
意志坚定，勇往直前的人，必须要用“忧患”做为一切成就



的先决条件。讲得一点也不错，坚强的人是在忧患中成长的。

巴尔扎克曾说过：“不幸，是天才的进步阶梯，信徒的洗礼
水，能人的无价之宝，弱者的无底深渊”我们要把不幸，灾
难当作我们成功的又一块基石，不被它打到，反而利用它来
与成功拉近距离。

我还看过一个故事，名字叫《鹿和狼的故事》，讲的是20世
纪初期，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让凯巴伯森林里的鹿得到有效
的保护，大量的捕杀鹿的凶残敌人——狼。经过20xx年的残
忍捕杀，有先后六千多的狼被杀害。然而，罗斯福万万没有
想到，在他的极度保护下，鹿群是有一段时间大量增加，但
不久，鹿群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鹿群的总量由十万只锐减
到四万只。很快，整个凯巴伯森林中只剩下八千只病鹿在苟
延残喘。这个故事中，鹿为什么在过度保护下，数量变得更
加少呢?在我看来，正是因为给它们的过度保护使他们缺少了
忧患，只顾自由自在的生活。原来有狼追鹿，鹿就会奔跑，
现在，狼没有了，鹿的体质也必然下降，直至死亡。可见，
忧患的作用不仅对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也是有极大好
处的。

因此，作为教师我们心中时刻要有“忧患”意识，有危机感，
不要总以为我们端的是铁饭碗，整天只知道当天和尚撞天钟，
混日子吃大锅饭。这是极其危险的。我们在心中要时时为学
生，为国家的教育事业着想，这样，我们才会免于被社会淘
汰!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私立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
公立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当公立学校学生数量递减到一定
数量，国家就一定会淘汰教师，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说，
每一个有眼光的教师，都要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心中时刻
有教育，心中时刻有学生，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事业来追求，
争做学者型的教师、专家，在别人还没有准备努力之时，我
们已笨鸟先飞，站到了教师队伍的最前列!

虽然我们都是小人物，但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文章



所讲的道理确实是至理名言。所以说请大家勿忘“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为自己的事业铺平前进的道
路!

生门读后感篇九

读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其中“若天降大任于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
弗知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让我很受感
动。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要想成就大业，必须先让自
己经受挫折，接受磨难，使自己增长才干，才能战胜困难，
到达成功。所以挫折是人获了成功的重要条件。

穿越历史的长廊，有多少伟人在挫折的历练下登上闪耀的巅
峰。公元前99年，司马迁正潜心写作《史记》时，却因为替
李陵辨护，遭到汉武帝惨无人道的腐刑。这对他来说不能不
是一次极大的人生摧残和耻辱。在逆境中他想到了死，但更
多的是想到不能轻生，因为他的宏愿还未实现，伟业还未完
成，他从先人在逆境中奋起而有所作为的事迹中得到启发，
在狱中，忍辱负重，磨砺心志；出狱后，勤奋耕耘，终于写了
《史记》。挫折对有的人来说是一笔财富，《周易》是周文
王在坐牢时写的，《春秋》是孔子在仕途上失意后作的，屈
原被流放时写了《离骚》，但他们都成了伟人。伟人之所以
被称为伟人，正因为他们有着“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
西北风”的精神，经过挫折，他们变得坚强，经过挫折，他
们变得沉着，经过挫折，他们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而有些人，他们有着非常好的先天条件，但他们并没有因此
辉煌，这是为什么呢？因人他们缺少挫折。例如：三国时的
刘备可算是一代英豪，一生东征南讨，从织席为生到蜀汉称
帝，可他儿子刘裨却是个昏庸荒淫的`无能之辈，连诸葛亮这
样的能人都扶不起来。北宋名臣寇准，他的子孙依靠祖上的
功德，不能自立，家道败落，沦为庶民。正因为他们从小就



拥有良好的先天条件，没有经历磨难，没有才干，才使自己
沉沦。可见磨炼对人多么重要啊！

一个人要想有成就，就必须接受磨炼，暂时的顺利将会是人
生路上最大的潜在障碍。

生门读后感篇十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
不能。”这句千古流传的佳话出于这篇文章，就是出于孟子
之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想成大事，担大任，就要先
学会吃苦，经受痛苦的磨炼。相反，如果你富贵了，也要有
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是人类担大任的不二法门呀！

唐玄宗李隆基为夺武后之权，长期在忧患中集结力量，让自
己更加强大，最终打败武后，夺取政权，成为一位优秀的皇
帝。之所以他会成功，就是因为他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
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功，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皇帝。”居安思
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只有存在忧患意识，才能临危
不惧。

开辟农民起义道路的领导者陈胜是个很有才略的人，他具有
优秀的领导才能和组织能力，但正是因为他成功了，他富裕
了，他就很享受现在的荣华富贵，根本没忧患意识。结果秦
朝的军队主动出击，陈胜豪无防备，就因兵败而失败了。俗
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陈胜并没有忧患意识，也
没有看到近忧，所以他失败了。

刘秀早年漂泊流浪，历尽辛苦，苦心诣志，最终推翻王莾政
权，建立东汉。他在贫苦中早已锻炼了心志，正是因为他”
居危“，所以他更能”思危“。

俗话说：”天有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知道将来



会发生什么，只有处处存在忧患意识，防范于未然，才能有
备无患，最终走向成功。忧患意识在我们学习生活中也是很
重要的，只要把忧患意识时刻记在心里，你一定可以永攀学
习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