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上学读后感(通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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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上学读后感篇一

最近细读《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感受国内外学术大家的
思想，作为一名职业大学教育工作者，深受教育，对做人与
做事的原则和方法也有一点点的感悟，笔录与此，与诸君共
勉。

想做出大事，必须先学会做人。要学会做人，只有不断的反
醒自己，认识自我，鞭策自己，提升自我，只有这样，才能
适应岗位的要求，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领导赞赏，群众
满意的成绩。

一做“坚持原则的好心人”。在实际工作，只要坚持“耳根
不要太软，心肠不要太硬”，就可以成为一个有原则的好人。
因为耳根太软了就容易失去立场，放弃原则；而心肠太硬，
就会缺少宽容，刚愎自用。

二做“乐于奉献的勤快人”。要想在工作中得到群众的认可，
就必须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做群众的表率。

三做“公私分明的正直人”。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必
歪”、“站得直，才能叫得响”。如果你是一位中层领导干
部，只有公私分明，处处以大局为重，才能得到群众的爱戴。
长此以往，才能形成自己的人格魅力，才有可能在工作中使
用非权力性的影响，带领本部门的职工，完成领导所布置的
各项工作。



四做“擅长沟通的热心人”。不论是同事之间的协作，还是
进行工作的布置、制度的宣传、问题的疏导，无不需要我们
乐于交流，擅于沟通。

五做“敢于创新的大胆人”。要想在工作中创造出能立于不
败之地的核心竞争力，业务技术创新与管理制度创新是必不
可少的。创新需要新思想，改革难免有代价，想要保证本单
位的工作脱颖而出，做一个“敢于创新的大胆人”，是我们
责无旁贷的选择。

工作我们面对的.是“变化的时间，发展的事物，有着不同需
求的伙伴”，因此，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处处讲究尊重人、
理解人，更要懂得依靠人、塑造人，要从团队所有人员的长
远利益出发，思考问题、落实决策，为他们的生存发展创造
有利的环境条件，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只能这样，才能顺利完成我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
工作过程中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营造和谐环境——“规范出和谐，奖罚人心齐”

“人和为贵，有序才美”，刚性的制度和人性化的管理相统
一才能创造出和谐的工作环境。只奖不罚有后腿，只罚不奖
怨气生，只有奖罚分明，导向清楚，才能在和谐的环境下实
现共同的目标。

二是端正领导思想——“制度求统一，协作出效益”

领导班子的团结是部门取得成绩的前提，在制度的制定时异
中求同，在制度执行中共同维护、相互支持，一定能取得1
加1大于2的成绩。

三是强化组织实施——“工作多关心，好坏勤评考”

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要求的不是制度模糊、软弱，强调的



是任务执行中人性化的关怀、帮助、鼓励、适度的批评。

四是慎重年终考核——“奖罚皆有度，稳定记心头”

在学校，老师们都属于成熟人，奖罚在经济上的作用已经低
于精神上作用，年终考核时必须考虑到完成各项工作的差距，
但奖罚额度却不一定要差别太大。

上学读后感篇二

这篇《大学古本序》又是王阳明先生心理学的一篇重要著作。
此篇虽简短不易懂，却讲出了心理论的重要思想。王阳明致
良知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心学理论体系的成熟。良知是人生
来具有的对真理的认识，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在良知中有，
人们只要对自身内心中的良知认真寻求，就能达到对一切真
理的认识。

《大学古本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宗旨在于显示本有的清明德行，在于把这种修养缺德的
成就恩泽亲人朋友公司等，从而使人人都倒到至善至美的境
界。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再通过礼乐教化，以启迪人民的自
觉，去除物欲，不断更新自己的德行，自然便会立定人生志
向，以此为奋斗的理想方向。确定心中志向，便不会轻易为
外物干扰，就会矢志不渝的去追求，去努力达到目标。

我们都常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又常说"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两者一样，都是君子之道。这种君子之道，用
现在的话说，就是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

本文对于自身完美的追求也许很少实现，但是他们这种不断
追求高尚品质的精神却是值得完美每一个人去学习，去努力
实现的一个远大目标。



上学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一直在读《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本书，它里面
主要讲述了著名作家高尔基凄苦的童年生活，在人间的种种
遭遇以及在大学发生的许多事件。它反映出人间的欢与喜、
悲与乐、痛苦与伤感，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事情所表现出来
的不同的态度。

下面我们先来谈一下童年。

高尔基的童年是痛苦的，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后来跟随着母
亲来到了严厉的外祖父家，还有两个野蛮成性的舅舅，几个
胆小怕事的哥哥，整个家庭都弥漫在残暴的硝烟中。儿时高
尔基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慢慢地被熏陶，成了一个坏小子，偷
东西、撒谎这些坏习惯在他身上时刻显露着。在他即将堕落
的时候，他的家族破产了，以至他被迫外出打工。

于是，高尔基来到了人间。

在他未满16岁之前，他就尝试了十几种不同的工作，但不管
干什么工作，他都不曾忘记去读书学习。在外的飘泊和痛苦
的生活，使他看到了人间的丑恶与残酷：人们之间的勾心斗
角，血腥残暴的权力斗争，以及为了钱财而不惜代价的拼命
三郎，这一切的一切，以至于让高尔基提前长大了。

后来，高尔基考上了一所大学，完成了他的理想。之后，他
打算从事政治教育，让更多的人受到改革，感受到来自人间
的温暖与鼓励，他打算为这个世界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读完这本书，我感受颇多：它是反映人情世故的一本书;它是
开启人们善良一面的一本书;它是启迪人们智慧的一本书。通
过他的一生反映出人间的丑恶，从而使人们深思，觉悟，以
至世界变得更美好。



高尔基的生活就像一桶美味的爆米花，只有在经历了种种磨
难之后，才能散发出迷人的芳香。生活中，我们也要学会高
尔基的不怕困苦、坚韧与顽强。让我们强大起来，为祖国的
建设出一份力吧!

上学读后感篇四

初读《大学》，云里雾里，一知半解，感觉十分乏味。读完
后就只记得开篇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明、在
止于至善”，顺道留了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印象。说来，我读《大学》与冰心读《三国》颇为相似，均
是拿起又放下，放下后拿起。再次读《大学》，让我深刻体
会到了什么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一读，对我来说
是当头棒喝，不过20xx字的文章可谓字字珠玑，包罗万千，
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真理。

总体来说，大学总体框架是由“三纲八目”搭建，所谓三纲，
是指明德、新民、止子至善。它既是《大学》的纲领旨趣，
也是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所在。所谓八目，是指格物、
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既是为
达到“三纲”而设计的条目工夫，也是儒学为我们所展示的
人生进修阶梯。在这逐步的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中，我的内心
是十分震撼，总结下来，感触最深的有三点：

其一，就是“知其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
隅。”子日：“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
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
人交，止于信。“知其所止”，也就是知道自己应该“止”
的地方，通俗说就是找准自己的位置。然而天地悠悠，过客
匆匆，多少人随波逐流，终其一生而不知其所止。当今时代，
生活的诱惑太多，可供的.机会太多，更给人们带来了选择的
困惑。不少人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统统成了精神的流浪儿。
其实，不同身份，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所“止”，关键在于



寻找最适合的自身条件，最能扬长避短的位置和角色，知道
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并不断向着目标迈进。

其二，就是“格物致知”。何为“格物致知”？既获得知识
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是指要想获得知识，就必
须接触事物而彻底研究它的原理。《大学》崇尚的是一种终
身学习不断实践的态度，纵观中古历史上的学者，身上都有
一种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们毕恭毕敬，兢兢业业的专研
学问，几乎对知识带了一种虔诚，这种对待学术的虔诚在今
天的学者身上也很难再发现，这是一种不计功利的严肃和认
真。现在社会，浮躁的人太多，沉下心来做事的人越来越少；
一朝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抱终身学习观念的人越来越少，快
餐式学习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这种情形下更是需要我们谨
慎，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不断学习，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
不断提升自己，切勿在时代潮流中迷失自己。

其三，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极在今日是被曲解了，
成为了贬义词，其原意为追求完美的道德境界。《大学》所
诉：“正其心，诚其意，慎其独”均为追求完美道德境界的
途径。古人之于道德修养的重视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他们
对于自身道德修养提出了严格几近苛刻的要求。“有斐君子，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阐述的就是古人对于自身道德修养
的打磨就如同加工骨器，不断切磋；如打磨美玉，反复琢磨。
反观现在，道德缺失已经成为社会的话题，随便打开新闻都
能看到各种道德缺失的报导，十分令人痛心。在这样的环境
下，我们更应该要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为社会主义道德建
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也使自身的修养上一个台阶。

上学读后感篇五

《大学》是我国优秀文化宝藏之一——“四书”中的一
书。“四书”除《大学》，还有《中庸》《论语》《孟子》。
“四书”传扬的是儒家思想，我们知道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
子。



孔子的教育思想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志于学”是他求
学的动机，何谓“志”？朱熹说：“心之所之谓之
志”，“志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可
见，“志”乃是一种“志向”、一种“追求”、一种“意
志”、一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学”就是指不断“学
习”，会成就“大学问”，“学多了”，你就拥有“大学”
问。

同时，“志于学”也蕴含着将对“学问”的追求作为自己的
价值选择。因此，孔子这位圣人改变了中国文化史。

因为他开创了“学术研究、道义探讨”（做学问）成为终身
事业的新行业。对当时来说是一个伟大举措。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争
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个学派
最为著名。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
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
贫而削”。

“农”指农耕和放织。“战”指战争。而儒家提出的却
是“做学问”的事。

所以有人说，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
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

“大学”概要，旨在了解孔子的“大学”思想，不仅要“志
于学”，而且成为专门的一个行业——道出了“大学”的价
值所在。

那么，如何才能具有“大学”呢？子曰：圣人之所以成为圣
人，庸人之所以成为庸人，无他也，好学不好学。孔子学无
常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孔子也因此不论做什么事都能体现“好学”，即追求完美，
就像我们的校训——做我，做最好的我。其实，我们的校训
渗透着圣人的思想。

《孟子·万章下》中这样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
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一个成语：眼高手低。它现代的意思：
心目中的标准很高，而实际的能力很低，无法实现。呈贬义
状态。

然而，这个成语的起源却是褒义的。它的“眼高”意思是：
有远大的志向，“手低”指脚踏实地做。孔子就是典型
的“眼高手低”者。“会计当”，“牛羊茁壮”就是脚踏实
地做成的——“手低”内容。“而已矣”和“长而已矣”，
说明他有远大的理想，不局限于此，即“眼高”啊。只有不
断地超越自己，才会拥有“大学”的机会。不断地超越就
是“好学”的品质。拥有“好学品质”的人，我认为他已经是
“志于学”的全格人才了。

上学读后感篇六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渊远流长。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有着不计其数的传世巨著。读后感又俗称读书笔记，是对于
句话，一段文字，一本书的感想和见解。好的读后感应该是
和原著作者在思想上的一次火花交锋，在文学修养上的一次
升华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经历这样或那样痛苦的事情，知识
程度不同。可能是涉世不深，可能是一直在家人，朋友，老
师的呵护，陪伴下，对于“痛苦”这两个字我没有太深的感
触然尔，再读完着本书后，真的让我对这两个字有了进一步
的了解。这位作者所经历的痛，所经历的苦，真的让人都为
之心痛。好多次，都让我留下了泪水。灾难的降临真的是不
期尔至，猝不及防。着灾难过早而又彻底的毁灭了萦绕在那
个六岁小女孩那幼年的平静与温馨。



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读了
《我的大学》这部文学后深有感触，这本书不仅让我了解了
主人公青年时代的生活及命运，还使我懂得了如何从容镇静
地去面对人生的`危机与挑战。翻开人生的一页书，相当于走
向人生的道路这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著作，是高尔基三部曲
的第三部。讲了：在一个中学生的股动下，阿廖沙来到喀山
准备读大学，却发现梦想根本实现不了，只好在复杂的生活
环境中小心工作，并认识了很多有思想的热心人，自己也成
了一个有抱负有责任感的新青年当看到《我的大学》这个名
字时，我还以为是讲的阿廖沙在大学的生活，其实却不像我
想的那样。阿廖沙在那个黑暗的社会连上大学这个愿望都那
么难实现。他那么爱读书，考上大学一定没问题，可是他很
穷，没钱读书，只能打工挣钱，挣够钱了，或许还有一线希
望。

但这并不妨碍他一直追求理想。

我一下就想到了今年陕西省高考理科状元李宁宁，她家也很
贫困，可是她考上了北大北大还免了所有学费，还给了奖学
金。所以，如果生活在现在的社会，只要学习成绩好，不用
为钱发愁。

上学读后感篇七

今天的语文课，老师拿起了一本新书——《大学》。什么
是“大学”呢?四书之一，儒家经典。但今天，老师给了不一
样的'答案。

《大学》，什么是大?是一个人，张开双臂去感受大自然的壮
丽，去体悟天地人的灵气。什么为大?万物皆为大，心怀天下，
志存高远，便是大。“大”是梦想，一个目标，一个希望。
梦想是一个远大的造逼于人类的理想，可能有些虚幻，有些
幼稚，但如果鹰在地上扑腾，那还是鹰吗?梦想是大，梦想如
那鸿鹄一般高飞于天，还不忘去关怀大地。真正的伟人，他



们把自己的理想和他人联系起来。他们有真正的梦想，他们
才能称之为“大”。

《大学》便是学大。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从十五
岁开始，我们便进入了“大学”阶段，从学识变成学品，直到
“至善”，直到仁。我们学“善”，学仁，不都是为了完善
自己帮助人吗?鹰飞得很高，但它不会忘记，是高山养育了它，
树长得很直，但它不会忘记，是土壤滋润了它;人走得很远，
但他不会忘记，是家庭教导了他。我们可以登上山顶，但不
要忘记，是他人在你感到累時鼓励你，退缩时劝导你。愿你
也有梦想，搭乘梦想扬帆起航。

站起来，张开你的双臂，你会感到很奇妙，这便是“大”，
这便是《大学》，这便是“至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