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岁月的读后感 山居岁月读后感(模
板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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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
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岁月的读后感篇一

每一个男孩心里都有一个梦想————拥抱大自然，征服大
自然。当我看完《山居岁月》后，深深地喜爱上了书中独立
聪明的主人公————山姆。

这本书主要讲了来自纽约的男孩山姆，在五月的一天离开了
家，他要到克斯奇山寻找曾祖父遗留下来葛博礼农场。一把
小刀，一捆绳索，一把斧头，一些打火石和钢片是他为出走
准备的所有东西。从此，他开始了自己远离人群独自生活的
山居岁月。

山姆，这个与我们年纪相差不多的男孩，不做温室里的花朵，
而是历经风雨，做出了许多不同凡响的事，与我们这些身处
都市里的男生相比，选择了不同的生活经历。他独自一人在
森林里闯荡，我们却只是陪着爸爸妈妈逛超市；他训练了一
只猎鹰伙伴————“惊风”，我们却只是抱着宠物小狗小
猫逗弄；他亲自置身于美妙的大自然，我们更多时却常常只
在书本中咬文嚼字，想象着自然的无限乐趣。这样的人生对
比，真是让人汗颜啊。

书中有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山姆完成了自己的
创造，悠闲地躺在他硕大无比的“洞巢”居室里，静静倾听
着风雪肆虐世界，感受天地合一的美妙时，他的内心无比骄
傲。他用自己的灵巧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创造了属于自己



的洞天福地，怎么会不快乐如风呢？快乐一定是伴随着晶莹
的汗珠，绝不是唾手而得的物质享受。

山姆坚强能干，永不放弃，有着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他身
上的衣服是自己用森林里动物的皮毛制成的；他会用两根树
枝和一小段绳子就能做出一个鱼钩；他会钓鱼、捕食兔子和
鹿；他会分辨、采集植物，最后储存的食物居然够瞧吃两三
个月！所以，成功从来不会是天下掉下来的一块香喷喷的馅
饼，他只属于那些准备好并愿意为之奋斗的人。

感谢《山居岁月》，感谢山姆，让我有了一个梦想。梦想是
一座山，高高地矗立在那儿，等着我去攀登。

岁月的读后感篇二

学校开展了读书活动，给我们推荐了一些书来读，其实，我
是个爱读书的人。我爱读的书也很多。只是一向对专业类的
的书籍不大感兴趣，因为说教味太浓，读起来总觉得有些累。
当我看到《不跪着教书》这本书时，它的题目吸引了我，
这“跪着”的含义是什么?谁在跪着教书?为什么跪着?在我从
教的这些日子中有没有“跪着”?拿起书来仔细打量，原来书
名旁边还有用小字写的一段话：“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
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
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在巨大的麻木和冷漠面前，我的确有过
放弃的念头，然而一想到中国人有千百年下跪的历史，想到
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想到下一代人还可能以各种各样
的形式下跪，就觉得我们中国首先得有铁骨教师，教育的辞
典中才能有‘铸造’这样的词条。”反复将这段话读了几遍，
每读一遍，心情就觉得愈沉重。怀着复杂的心情，我翻开了
这本书。

原来，作者吴非是一位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任
教于南京师大附中。本书收录的是他近年有关教育问题的随
笔杂感，有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有教学随想，有和同行或学



生的对话。没想到，开篇第一则随笔——《永不凋谢的玫瑰》
就深深地打动了我。这篇文章讲的是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
霍姆林斯基，他记下了这样一则真事。校园的花房里开出了
一朵硕大的玫瑰花，全校师生都非常惊讶，每天都有许多同
学来看。这天早晨，苏霍姆林斯基在校园里散步，看到幼儿
园的一个4岁小孩在花房里摘下了那朵玫瑰花，抓在手中，从
容地往外走。他很想知道这个女孩为什么摘花，他弯下腰，
亲切地问：“孩子，你摘这朵花是送给谁的?能告诉我吗?”
小女孩害羞地说：“奶奶病很重，我告诉她学校里有这样一
朵大玫瑰花，奶奶有点不信，我现在摘下来给她看，看过我
就把花送回来。”听了孩子的天真的回答，苏霍姆林斯基的
心颤动了，她搀着小女孩，在花房里又摘下了两朵大玫瑰花，
对孩子说：“这一朵是奖给你的，你是一个懂得爱的孩子;这
一朵是送给妈妈的，感谢她养育了你这样的好孩子。”

这个故事长久地感动着我，并深深地启迪了我。假如是我，
会怎么做呢?我想，我肯定会对孩子缺乏良好的道德教育而忧
心忡忡，首先可能会没收了她的花，当然更不会再去摘花给
她;然后就会苦口婆心地对小女孩进行一番传统的道德教育，
教育小女孩从小要爱护花草，因为它们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不要损害公物云云。可这不是对美好性灵的戕害吗?我为自己
有这些所谓高尚的正义的想法感到羞耻!在自己十几年的教学
生涯中，难道就没有真的这样去做过吗?难道只有那么一两次
吗?这是不是下跪了，是向谁下跪了?一个个小故事慢慢读下
去，可以说每一个故事都能打动我，都能触动我心中某一个
柔软的地方，让我或感动，或同情，或愤怒……特别是作者
对目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些腐败、堕落以及种种不人道所表达
出的那种愤怒，让我感同身受。作者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对
祖国教育现状的担忧、以及对理想教育的向往和追求，不能
不使我对他产生深深的敬意。

怀着对吴老师的敬意，我认真读完了这本书。对于本书封面
上的那段话，我不敢说完全理解了，但可以说有点理解了。
我觉得用“语重心长”、“发自肺腑”或者说别的什么词都



不能表达出作者在写这段话时的心情。回过头来再读这段话，
我读到了一个字——爱。

吴非 老师提出的两个主要观点是：多读书，多思考。“只要
肯读书，什么都好办”是针对学生，更是针对教师自身。吴
老师说，“一位教师，只有不断地进德修业，把自己的工作
和学生的成长结合起来，让自己成为学生的表率，才能得到
学生的敬重，才能让学生成为真正的人。”“要让学生出色，
教师必须出色;想让学生多读书，教师首先应当多读书，自觉
地多读书。”“学生超越教师，是教育的成功，也是教育的
希望;然而如果教师太容易被超越，我看真不是什么幸
事。”“我很平凡，但是我们的学生需要最出色的教师，需
要伟大的老师。”

我不得不承认，吴老师所追求和向往的“不跪着教书”是一
种理想的教育，是一种高尚的教育，也是我们的民族和时代
需要的教育。而现实却往往令人失望。悬在每个教师头顶那
许多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指挥棒，岂能容你做得了半点主，
你能不下跪吗?反思自己十几年的教学生涯，很惭愧，我不敢
说我没有过跪着教书的历史。我也不知道有几位同仁能够理
直气壮地说：“我从未有过跪着的历史!”

《不跪着教书》对广大教师来说无疑是一剂补钙的良药。我
以为这本书也很适合关心教育事业的人士阅读。老实说，吴
非老师的想法有太多不合时宜的地方，跟苏东坡一样，这个
优秀教师也是一肚子不合时宜，比如绝不接受学生家长请吃
饭，在今天，99%的老师做不到。但我还是要说，我敬佩吴非
老师，这样的人在教育界立住了，是一个奇迹。有这样的人，
中国的教育才让我看到了希望。

我想我能够这样来理解这些话的涵义：作为一名教师，我们
有责任提高自己的修养，传授知识，促进学生的思想交流，
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坚韧他们的骨气，提高大家的民族气
概。



吴非 老师说：“只要肯读书，什么都好办。”“不管以后课
堂模式如何，老师还是要在课堂上与孩子们说话的;无论如何，
别让孩子们看不起你。”说得多么朴实、多么中肯呀。他是
期望年轻一代的教师“能注意知识的积累，向新高度攀登;倘
若条件有限，那也要有点自我提高意识，哪怕读点闲书也是
好的，哪怕知道一些掌故也是好的，即使自己读书不多，听
听别人说读书也行”。 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
能跪着教书。中国人曾经有着千百年给封建权贵下跪的历史，
深受封建思想毒害，逆来顺受，从骨子里向外透着奴性。封
建主义早已灭亡，可它给中国人带来的精神毒害还不可能说
消失就消失。还有人可能还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跪着生活。
为了不使我们的下一代继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下跪，我们教
育工作者就要向吴非老师所说的，得要站直了教书，得要有
铁骨!

我们学校每学期都举行“书香飘满校园”读书活动，这就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大大激发了广大师生的读书热
情。每年推荐的“教师必读书目”，对教师的读书是一种很
具体、很有效的指导。假如，我们的教师都有一些值得一读
的好书;假如，我们的教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精力，
为丰富自己而不断地读书;假如，我们的教师能够把读书作为
提高生命质量的途径;假如，我们的教师能够边读书，边研究
思考，那么，我们的教师生活就充实了，精神就丰满了，心
灵就净化了，教育就有智慧了，生命就有价值了，人生就有
意义了。

读书，思考，实践，再读书，再思考，再实践，这是一个循
环往复的规律，是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我将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坚持遵循这一规律，一路前行。

岁月的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恋恋不舍的合上《山居岁月》这本书。一放下书，
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书中精彩的故事情节。



书中的小主人公是来自纽约的小男孩山姆。有一天他告别了
爸爸妈妈，去寻找自己曾祖父遗留下来的葛博礼农场。小刀、
绳索、斧头、打火石和钢片是他为这次出走准备的所有东西。
对山姆而言，这不是一次短暂的旅行或露营，他是像树一样
在森林中长久地、独立地生存。

他的精神深深的打动了我，我和他岁数差不多，但他居然有
勇气独自一人到大森林中去。这让我令我非常吃惊。而我们
现在，都是依靠爸爸妈妈，很多家务活，都是大人们做的，
我们习惯了这种生活。而他小小年纪就可以在森林中养活自
己，一年只能吃兔肉、鹿肉还有乌龟汤、洋葱汤做为晚餐，
真是太厉害了！

我以前都不愿意做家务事，都依赖其他人。看完《山居岁月》
这本书后，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从一个懒惰的小公主变成了
勤快的`小女孩。寒假里，我的房间都是我自已整理的，每天
都干干净净，爸爸表扬我懂事了。

我要感谢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生活
态度。

岁月的读后感篇四

亦舒的小说即使没全看过也看过百分之八十了，本书是描写
女子间感情最好的一部，锁锁和南孙之间无需多说，南孙和
祖母之间的感情也是有张有序有纹有路。

说说书中的男性角色。

每个人对男人的认识都是从父亲开始的。锁锁的爹和南孙的
爹异曲同工，一生都不知责任两字为何物，所以锁锁被抛在
舅母家自生自灭，南孙的父亲承受力尚不如一家女眷，早早
离世。



他们戏份虽少，但父亲对女儿的影响力不能忽视，锁锁后半
生不曾真心爱过一个男人，南孙也是靠男人不如靠自己派，
皆因为她们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让她们失望（锁锁根本就是
绝望），不敢像老式女人一样全身心靠在男人身上，皆因她
们明白这样会死无葬身之地。

南孙的初恋林文进，描写甚少，他教会了南孙忘却一段感情
大概三五个月。

后来的章安仁像条毒蛇，让南孙十年怕井绳，对待爱情、对
待自己灰心，章安仁是社会中数不清的势利眼小市民之一，
只是他的退场姿势难看，让南孙没法下台，后来亦舒报复性
地让南孙再遇章安仁，是想让大家明白南孙已经放下此人，
其实对章安仁不着笔墨才是真正的放下此人，他的生活再与
你毫无瓜葛。

最后的王永正，是本书中最无趣的男性人物，说他无趣，因
为他太过完美，亦舒明言曰【一个人一件事如果好的不像真
的，那他大抵也不是真的】正是形容此君：他没有缺点——
长相九十分，私生活单纯，家境富有，是专业人士，事业高
尚，谦谦君子，并且居然肯接纳他假想中的未婚妈妈蒋南孙！
这种人物在女尊小说中都不多见，更何况生活中？所以我对
王永正始终无感，不是王永正的错，是亦舒太想让南孙有个
男人方面的好对象以至于有点用力过猛创造了一个很虚幻的
人物，在这样一部小说中王永正是如此格格不入啊。

锁锁的第一个男友姑且定成谢宏祖，典型二世祖，但和锁锁
结婚时是个单纯的二世祖，这份单纯和真心打动了朱锁锁，
他们之间有俊男美女赏心悦目的爱情，也结了婚，也众望所
归地离了婚，每个朱锁锁这样的女人生命中都不可能缺少谢
宏祖。

李先生是锁锁所有男友中最爱她的。物质上、经验上都让锁
锁获益良多，分手后还关心自己曾经的小女友，给她忠告，



这很难得，李先生对锁锁来说有点亦父亦男友，但这种关系
始终是畸形的，必定没有结果。

锁锁最后的结婚对象，就像亦舒写的，不提也罢，虽然对这
位仁兄有点不公平，收到锁锁的人是运气，三五年后锁锁的
人都不一定还能在他身边。

最后是锁锁的表哥，锁锁感慨【没有人爱她像她表哥爱她一
半那么多】，是吗？未必，她表哥送她走只是因为明白强扭
的瓜不甜，锁的住人锁不住心——何况锁住人也难上加难，
你总不能非法监禁吧……表哥只是识时务罢了，锁锁发出如
此感慨也是因为彼时她千帆过尽身心俱疲，才会想起这个暗
恋她的表哥，如果再给一万次选择，朱锁锁也不会选表哥，
表哥不会强求朱锁锁。

岁月的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完了《山居岁月》，《山居岁月》是由美国的一名
作家，名叫珍克雷赫德乔治写的，而这本书还获得过纽伯瑞
儿童文学奖银奖。

作者为什么要写山居岁月则本书呢?因为珍克雷赫德乔治以写
自然故事为主的美国著名儿童作家。作品达一百部以上，获
得过许许多多的奖项，深受文坛和大众的推崇。

《山居岁月》讲述了一个男孩山姆葛博礼从父亲口中得知他
的曾祖父遗留下来了葛博礼农场。一把小刀，一捆绳索，一
把斧头，一些打火石和钢片是他为了去寻找山姆葛博礼农场
的所有准备的东西，对山姆而言不是一次短暂的旅程或露营
是要橡树一样长久地独立地生存就这样开始了。他用人类千
百年时间习得又被人类用千百年忘却的生存技巧活了下来。

他的身上蕴藏这场人都没有的一种能力——野外生存的能力。



他在野外生存用活给自己烧出一个树洞和一个储藏室，用乌
龟壳做碗和做灯而且还需要一只猎鹰捕食，恰在此时一只猎
鹰，从头顶飞过，他就当机立断跟踪这只猎鹰，去找它的巢，
结果猎鹰竟然飞到了险峻的峭壁上他鼓起勇气开始攀岩，等
他爬到鹰巢旁边时已经筋疲力尽了。突然母鹰回来了，它张
开双翅，击中了一下他的肩膀他感到一阵疼痛。不过，他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了一只小猎鹰放进口袋，就连忙爬了下
去。他在寻找中一路走来，在四季的交替与万物的变迁中他
学会了谛听与凝视自然。也给他自身带来了磨练。

十分庆幸能够读到这本书，也让我从中知道眯着你对生活的
困难要乐观地去面对。

岁月的读后感篇六

暑假里我读了《山居岁月》这本书，读完以后我发现我的感
触很深，对我很有启示。

《山居岁月》的'作者是美国的珍·克雷赫德·乔治，她是一
位热爱自然、以写作自然故事为主的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作品多达一百部以上，而且得过许多奖项，深受文坛和大众
的推崇。

《山居岁月》这本书，主要讲得是纽约男孩山姆在五朋的一
天离开了家，他要到克斯奇山寻找曾祖父遗留下来的葛博礼
农场。对山姆而言，这不是一个短暂的旅行或露营，他是要
像树一样长久地、独立地生存。

读过这本书后，我明白我们不能够向困难屈服，朵勇于挑战
困难，战胜困难，还需要有独立、有计划才能够在摇摆不定
的社会中长久地立足下去。

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大家一顿“丰盛、美味”的精神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