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行健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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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行健读后感篇一

作者刘醒龙，讲述了在一个名叫届岭的偏僻山村，三个民办
教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默默、无私地奉献着。

届岭地处偏僻，离最近的小镇也有30里的山路，一到大雪天，
几乎和外界隔绝。村民几乎都是文盲，为了让孩子们上学受
教育，得用各种手段去动员，去强制家长将孩子送来上学。
这样才将适龄孩子的入学率从10%多一点提高到60%多。让村
里出一个大学生是这些人多少代的愿望，也是这些民办教师
的终生奋斗目标。那个地区贫穷，贫穷得最好吃的就是油盐
饭，即用一点油将剩饭炒一下，然后加点盐水；贫穷得许多
孩子交不起学费。小说中的几位民办教师的工资是70元，其
中35元由地方教育系统支付，另外35元由村里支付。由于工
作在偏远、落后、贫困地区，所以该由村里支付的那一半儿
工资，经常因为村里没钱、或是教育不被村长重视而被长期
拖欠。由于上学的孩子因贫困而交不起学费，买不起书本，
学校没钱维修教室等等，为了使教学能够进行下去，他们经
常要将自己的钱垫进去。在业余时间还不得不进行些开荒种
地等额外工作，以创些收入，维持学校的各种开支和补贴贫
困孩子的学习生活之用。他们在放学后，还要照顾那些离家
很远不能天天回家的学生。到了周末，还要步行一、二十里
路，护送那些远道的孩子回家。他们是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
子来教。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一直在那里坚持着。能让民办
教师坚持下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偶然会有一两个民
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名额，小说中几位民办教师，十几年



来一起工作，同甘苦，共患难，使得他们有了生死之情。每
当有了一个转正指标后，他们既想自己转正，有不愿意舍弃
自己共患难的同事，最后将名额让给新来的年轻人。

其中记忆深刻的一段是，余校长到城里去听课学习，但是记
者王主任却联系了学校让他去当传达，因为那份工资的关系，
余校长倒也没有推辞，但是在担任传达室工作的时候，他并
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当他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就去教室外
面听课、学习，每天早上，在学生们和老师没有来到以前，
他就打开一间教室的门，站在讲台前面，进行试讲，讲完一
遍，自己接着总结反思，然后再修改，再试讲。他的这种刻
苦学习的精神，深深感动了王主任和实验学校的校长，也深
深的感动了我。

小说中描述的这些民办教师，不仅要履行自己教书育人的责
任，还要同形形色色的落后观念和势力进行斗争。我敬重这
些乡村教师，他们或许没有优越的物质条件，或许很贫穷，
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却是实实在在的富有的，在他们身上，我
看到了他们对于教育事业的执着，看到了那种坚韧不屈的民
族精神，看到了他们奋发自强的，也看到了他们对于学生们
的关爱。尽管他们的教学水平比起新一代人有着很大的差距，
更不能和那些有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公办教师相比，但正
是由于他们的默默辛勤奉献，才使我们国家那些偏远贫困地
区的孩子们没有被应受的义务教育所遗弃。对照他们，我们
应该扪心反省，更应该象他们那样去服务社会、奉献社会。

天行健读后感篇二

向万站长、明爱芬、徐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张英才、夏
雪、骆雨……等等的中国大地的民办教师深深致敬。因为他
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担负着义务教育阶段的亿几千万农
村中小学生“传到授业解惑”的重任，将现代文明播撒到最
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他们是太阳底下最光辉
的人，他们是二十实际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



雄，他们是山区孩子们的精神脊梁。“民办教师”这个词，
也许将渐渐的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他们的精神不能让人忘记
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用默默奉献、匍匐前行、向上的精神谱
写一曲曲人间最美的赞歌。

这是一本相当令人震撼的书，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我看
着看着都流下了眼泪，随着故事情节一起喜怒哀乐。看完之
后都有一种想当民办教师的冲动。民办教师也许是物质的匮
乏者，但绝对是精神的富足者。在他们身上，我越来越多地
发现了当今社会正逐渐缺失、人们又渐渐淡忘的一种精神，
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不屈不饶、奋发自强的精神。而正是这
种精神，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和文化，让我们得以
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虽说没有华丽的辞藻，曲折的情节，但朴实的语言更能让我
感动。文中通过界岭小学几个民办教师生活遭遇的叙述我们
了解、感受、体知当地中国农村成千上万个乡村民办教师生
存环境的辛酸苦辣、情绪焦灼和痛苦无奈，他们没有太多的.
文化修养，没有更高的精神境界，身上没有所谓的气质修养，
听不到华丽的言语，但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的乡村建设者，是
真正农村文化的苦行者，他们是在用心、用情，全身心地做
着别人不屑，而自己为之一生的事业。

他们的故事似乎与我们很远，有些听起来甚至让人感到不解，
觉得不可思议，但我却又分明感受到他们离我很近，因为那
是一种从内心深处产生的碰撞与共鸣。

在中国的社会阶层中，他们可能是微乎其微的那种，很少有
人去关注、正视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其生存现状，但他们还
是用自己的羸弱的身躯所蕴含的良心、道德顽强支撑起了中
国农村社会不断向前前行。

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或许更多的人认为在城市，在工业化，
但大家是否想过，一旦离开农村、离开土地，我们城市发展



的动力在哪里，前途又在哪里。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农村
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我由衷地敬佩我们的乡村民办老师，他们是蜡烛，燃烧了自
己，照亮了别人；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奉献的是民
族的希望；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站在人格高地的人。对照他
们，我们应该扪心反省，更应该象他们那样去服务社会、奉
献社会。

天行健读后感篇三

向万站长、明爱芬、徐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张英才、夏
雪、骆雨......等等的中国大地的民办教师深深致敬。因为
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担负着义务教育阶段的亿几千万
农村中小学生“传到授业解惑”的重任，将现代文明播撒到
最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他们是太阳底下最光
辉的人，他们是二十实际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
英雄，他们是山区孩子们的精神脊梁。“民办教师”这个词，
也许将渐渐的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他们的精神不能让人忘记
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用默默奉献、匍匐前行、乐观向上的精
神谱写一曲曲人间最美的赞歌。

这是一本相当令人震撼的书，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我看
着看着都流下了眼泪，随着故事情节一起喜怒哀乐。看完之
后都有一种想当民办教师的冲动。民办教师也许是物质的匮
乏者，但绝对是精神的富足者。在他们身上，我越来越多地
发现了当今社会正逐渐缺失、人们又渐渐淡忘的一种精神，
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不屈不饶、奋发自强的精神。而正是这
种精神，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和文化，让我们得以
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虽说没有华丽的辞藻，曲折的情节，但朴实的语言更能让我
感动。文中通过界岭小学几个民办教师生活遭遇的叙述我们
了解、感受、体知当地中国农村成千上万个乡村民办教师生



存环境的辛酸苦辣、情绪焦灼和痛苦无奈，他们没有太多的
文化修养，没有更高的精神境界，身上没有所谓的气质修养，
听不到华丽的言语，但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的乡村建设者，是
真正农村文化的苦行者，他们是在用心、用情，全身心地做
着别人不屑，而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他们的故事似乎与我们很远，有些听起来甚至让人感到不解，
觉得不可思议，但我却又分明感受到他们离我很近，因为那
是一种从内心深处产生的碰撞与共鸣。

在中国的社会阶层中，他们可能是微乎其微的那种，很少有
人去关注、正视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其生存现状，但他们还
是用自己的羸弱的身躯所蕴含的良心、道德顽强支撑起了中
国农村社会不断向前前行。

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或许更多的人认为在城市，在工业化，
但大家是否想过，一旦离开农村、离开土地，我们城市发展
的动力在哪里，前途又在哪里。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农村
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我由衷地敬佩我们的乡村民办老师，他们是蜡烛，燃烧了自
己，照亮了别人；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奉献的是民
族的希望；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站在人格高地的人。对照他
们，我们应该扪心反省，更应该象他们那样去服务社会、奉
献社会。

简单介绍一下此书，《天行者》---作者刘醒龙，第八届矛盾
文学奖获奖作品。

还是概括一下本书吧：

亲情、友情、爱情、师生情交织一首动人心弦的感人乐章；

粉笔、黑板、板擦、教学楼谱写一曲震撼人心的精神诗歌。



天行健读后感篇四

寒假里，我带着异常沉重的心情读完了刘醒龙的《天行者》。

届岭地处偏僻，离最近的小镇也有30里的山路，一到大雪天，
几乎和外界隔绝。村民几乎都是文盲，为了让孩子们上学受
教育，得用各种手段去动员，去强制家长将孩子送来上学。
这样才将适龄孩子的入学率从10%多一点提高到60%多。让村
里出一个大学生是这些人多少代的愿望，也是这些民办教师
的终生奋斗目标。那个地区贫穷，贫穷得最好吃的就是油盐
饭，即用一点油将剩饭炒一下，然后加点盐水；贫穷得许多
孩子交不起学费。小说中的几位民办教师的工资是70元，其
中35元由地方教育系统支付，另外35元由村里支付。由于工
作在偏远、落后、贫困地区，所以该由村里支付的那一半儿
工资，经常因为村里没钱、或是教育不被村长重视而被长期
拖欠。由于上学的孩子因贫困有的交不起学费，有的买不起
书本，学校被大石块撞塌后没钱维修教室等等，为了使教学
能够进行下去，他们经常要将自己的钱垫进去。在业余时间
还不得不进行些开荒种地等额外工作，以创些收入，维持学
校的各种开支和补贴贫困孩子的学习生活之用。他们在放学
后，还要照顾那些离家很远不能天天回家的学生。到了周末，
还要步行一、二十里路，护送那些远道的孩子回家。他们是
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教。能让民办教师坚持下来，还有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偶然会有一两个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的名额，小说中几位民办教师，十几年来一起工作，同甘苦，
共患难，使得他们有了生死之情。每当有了一个转正指标后，
他们既想自己转正，又不愿意舍弃自己共患难的同事，最后
将名额让给新来的年轻人。

其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一段是，余校长到城里去听课学习，
但是记者王主任却联系了学校让他去当传达，因为那份工资
的关系，余校长倒也没有推辞，但是在担任传达室工作的时
候，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当他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就
去教室外面听课、学习，每天早上，在学生们和老师没有来



到以前，他就打开一间教室的门，站在讲台前面，进行试讲，
讲完一遍，自己接着总结反思，然后再修改，再试讲。他的
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深深感动了王主任和实验学校的校长，
也深深的感动了我。

我敬重这些乡村教师，他们或许没有优越的物质条件，或许
很贫穷，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却是实实在在的富有的，在他们
身上，我看到了他们对于教育事业的执着，看到了那种坚韧
不屈的民族精神，看到了他们奋发自强的，也看到了他们对
于学生们的关爱。

我由衷地敬佩我们的乡村民办老师，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
是奶，奉献的是民族的希望。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站在人格
高地的人，对照他们，我们应该扪心反省，更应该象他们那
样去服务社会、奉献社会。

天行健读后感篇五

天行者这部书我早已经读完，原本没打算写读后感的。可是，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忍不住想写点什么。

那天，我去报告厅听一个社会实践报告会。我本抱着轻挑而
去，最终却带着沉重而回。一位学姐为我们讲述她在老家当
支教的经历。看着脸上泛着“红晕”的孩子们，我们不禁有
些心酸。到了最后，学姐问了，那句话至今还让我记忆深刻。

国家确实有提高教师待遇的政策，我也确实看到城里老师待
遇提高了，可是，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偏远地区教师待遇提
高的消息。国家也有大学生义务支教的政策，然而，这是长
久之计吗？他们也有父母啊。热血可以流淌，青春年华怎可
挥霍。一个人一旦成年，他就有了对一个家的责任。

那位学姐问我们有何好办法，我们答道有国家政策呢。她说
国家政策不知何时才能推广到她的家乡。是啊，什么时候啊？



或许会很久吧。我于是想到基金会，可是却不曾听说有这么
一种专门的基金会。这些年来，我们只关注那些贫苦的孩子
们了，忽视了那些教孩子的人们了。

我真心的希望能够有有识之士，有能力之士能够建立一个专
门为偏远，贫困地区教师谋福利的基金会，如果您真有此愿，
请认真管理基金会，不要让它从倒红十字会基金会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