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学看书读后感(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
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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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看书读后感篇一

这是一个又聋又盲，却拥有伟大成就的人，带着一颗感恩的
心，所写下的文字；这是一个曾被别人嘲笑，后来却成了人
们心中的偶像的人，带着对老师的无比怀念与感谢，所写下
的文字。

这个懂得感恩的人，就是曾被评为“十大英雄偶像”的伟大
人物——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作为一个又聋又盲的人，让她学会说话，学会像
正常人一样生活，这是谈何容易的一件事哪！她那么感谢老
师，可见老师在她身上耗费了多少的心血啊！

既然海伦·凯勒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感谢万分呵护她的老
师，我们又何偿不能呢？

有人说老师像园丁，呵护我们茁壮成长，有人说老师像蜜蜂，
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的确，老师为我们操了多少心，耗费了
多少的心血呀！他们的谆谆教诲，带领我们遨游在知识的海
洋中。

有人写道鲜花感恩雨露，因为雨露让它盛开，雄鹰感恩蓝天，
因为蓝天让它飞翔，而我们要感恩老师，因为老师让我们学
会了许许多多。不只是知识，更是做人的道理。



感恩老师并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在课堂上，认真
听好每一堂课，在考试时，用心思考每一道题，一次次响亮
的发言，一张张高分的考卷，一本本整洁的练习本，都可以
让老师的脸上浮现出欣慰的微笑。

那挥动粉笔，神采奕奕的身影；那昏暗灯光下，疲惫不堪的
身影；那讲台上面，神情严肃的身影。这就是一名老师。

父母是我们出生后的第一位老师。父亲日夜辛劳，一年四季
面朝黄土背朝天，即使冬季也会累得汗流浃背，脸黑了，背
驼了，皱纹增多了，腿有关节炎了。农闲时还要外出打工，
为的是让我们更好地生活。母亲十月怀胎生下我们，悉心照
料着我们，哺乳、抚育我们健康成长，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

感恩父母同样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在他们劳累时
为他们捶捶背、洗洗脚、端上一杯可口的热茶。在他们烦闷
时为他们分忧解难。在他们生病时陪伴在他们身边。

感恩老师，感恩父母，感恩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感恩这个
世界，我们会发现，身边的事物变得更加美丽。

大学看书读后感篇二

《猫城七日》这本书，我大概看了一周时间，前前后后翻读
了三遍，其中滋味体会也是各遍不同的。

看猫城的第一遍：略读

猫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可怜人，他们有人愚昧封建，有人固
执懦弱，有人逃避埋怨，有人内心清明却仍留守在猫城，不
愿踏出一步......

石千斤的固执愚昧，对妻子阿水的不信任，以至于对石明亮
产生厌恶，进行肆意的毒打；阿毛内心对现实的清明或逃避，



每天固守着他的几毛钱的粽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看着猫
城的风风雨雨；从小被遗弃的盲人阿光，眼睛虽瞎，内心却
明朗，每日在桥边给人按摩度日，却一辈子没有离开猫城；
桑老板对生意的知足，为人大方友善，对石明亮的好心；外
表温和，内心犟脾气的辛老头，含着对猫城的失望，在月夜
里带着石明亮离开了猫城，死在他乡；清白有文化的苏医生，
被猫城的男男女女羡慕嫉妒着，被流言蜚语着，最后可怜地
在猫疫冲突中死在医院，连尸体都受人欺辱。

猫城的男女老少，或是愚昧或是封建或是固执，却一直将猫
城奉为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他们有的人抵制外来人，有的人
赞成与外来人贸易，有的人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却没有人
想要出去猫城，外面的世界去看看，而不是眼界窄小的只容
下猫城这个世界。

石明亮在离开猫城的三十年后带着辛老头的骨灰再次踏入八
三镇，一切都没有变，一直都是一座临时建造的镇子，没有
人愿意去发展一个临时的地方。回到猫城，似乎有些了变化，
多了些什么，少了些什么，不清楚。但是不变的依然是猫城
人的愚昧无知，封建逃避。

没有猫的猫城，老鼠肆意的猫城。三十年前的猫疫，三十年
前的恐慌，三十年前的混乱，猫城人对此有着不可描述的抵
制情绪。石明亮因为辛老头的遗言而寻找苏医生，却在途中
发现了三十年前的猫疫并非是猫疫，而是由于当年米酒酿造
的失误造成的疫病。然而最初被冤枉的郑院长却不愿再起风
云，事实被继续隐瞒着。

三十年前，辛老头带着石明亮离开猫城这座愚城，三十年后，
石明亮也带着遇到的女孩阿圆离开猫城，似乎是一轮新的轮
回。在离去的隧道口，石明亮告别过去的自己，对阿圆说，
有一天你长大后，也许会回来。随后在黑暗的隧道里，他们
渐行渐远一路向北，把猫城甩在后面，开始他们新的旅
途......



第二遍读猫城：略细读

没有那么粗略，没有那么囫囵吞枣地阅读。

一切似乎都很连串。石明亮带着辛老头的骨灰去找苏碧宇，
由着虎斑客栈的名头，回到猫城，石明亮遇到了父亲，以前
的邻居，遇到了小女孩阿圆，遇到了鹿民......怀着疑问发
现了三十年前的猫疫真正原因。猫城更加的繁华了，一座没
有猫的猫城，一座老鼠肆意的猫城，在繁华的背后是掩饰不
了的荒凉，百姓的愚昧，封建的思想。回到猫城的石明亮，
似乎是故地重游，又似乎是游客，探索认识着这座城市，实
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重新了解它。

在人们心中有着不可逾越地位的老辜医生，背后却藏着许多
腌臜事，十足的阴谋家，年轻妻子的情人是非，三十年前的
猫疫事件；美人街由猫城第一刀客的孔一刀掌勺的红烧羊肉，
人人喊着好吃，却不知那羊肉非羊肉而是猫城中肆意的老鼠
肉；九号墙门的原住民，依然驻守着旧地，过着每天骂骂咧
咧，碌碌无为的日子；猫疫后产生的草寨子，有着黄赌毒的
生活，住在那里的人们却不怕会带来猫疫的猫，他们比之猫
城里的人似乎更加的清明，更加的现实，他们知道自己想要
什么，想做什么，而不是一昧的去盲从，屈服。

猫城里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大多数人，他们无知懦弱，封建
愚昧，一昧的盲从逃避屈服；一种是少数人，他们心中清明，
然而却不曾反抗，默默承受着猫城的禁锢，对思想？还是人
身？谁也说不清楚......

猫城就像是一座监狱，囚禁着人们的身体，禁锢着人们想要
离开的思想。它易守难攻，有着荒芜的平原，也有着不羁的
盘山公路；它封建愚昧，盲目追捧权威。

猫城里的人，难进也难处，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思想上。



猫城，因为三十年前那场荒谬的猫疫，杀光了城里的猫，养
肥了一城的老鼠，打着羊肉的招牌，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草寨子，因为三十年前的猫疫，由逃难的人们形成的新聚集
地，好似思想的解放，他们不畏猫，不畏辛苦，活着似乎比
猫城人更有生气更有活力，他们为了活着而活着，不似猫城
里的人整天碌碌无为，忙着抓猫杀猫，忙着搞旅游项目，忙着
“发展”猫城。离开猫城的人们，创造了草寨子，这是一个
好的开端，寨子里面或许混乱，但是真实，井然有序，人们
为着生活而生活着；不似猫城，在繁荣的外表下，和着一团
日渐腐朽的稀泥，而里面的人们用愚昧腐朽的眼光鄙夷着草
寨子的人。

草寨子，是猫城少数人的进步，至少他们离开了猫城思想的
禁锢......只有像辛老头，石明亮，阿圆一样，真真正正的
离开猫城，身体上的离开，思想上的离开，和猫城里的曾经
的自己道别。断去，忘记，这猫城......才是真正的进步。

第三遍读猫城：略思考

猫城，一个新社会与旧社会的结合缩影，一场新社会与旧社
会的拉锯战在其中展开。

没有猫的城市，老鼠肆意着，是因为人们的愚昧，不把老鼠
当害类，把不可能传染疫病的猫当敌人，肥过羊的鼠肉，被
黑心的人做了挂羊头卖鼠肉的勾当。孔一刀的猫城第一刀客，
老辜的猫城贤名，造就了猫城人民的愚昧无知和盲从，信服
着羊肉便是羊肉，信服着猫是疫病的源头，信服着猫城是世
界上最好的地方。正是他们的虚言，掩盖了事实，掩盖了他
们的私心。控制了猫城百姓的思想，让他们一直一直的愚昧
封建下去。他们发展着猫城，却又不发展猫城百姓的思想，
猫城的上位者，权势者，才真正是“猫城疫病”的源头。他
们的私心和欲望，控制着猫城人们的行为思想，发展着猫城，
却又让猫城抵制着外来人游客，不让游客影响了猫城的人和
物。似乎是控制着傀儡，他们说什么便是什么，人们没有反



抗的念头，然而三十年前的“猫疫”，解放了一批人，这批
人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现实，有人气，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
么，想追求什么，他们为了活着而活着。新社会，还是旧社
会；进步，还是固守；上位者，权势者的私心与欲望，平民
百姓的愚昧无知和封建。矛盾的思想，矛盾的社会，猫城是
一个新旧社会混合的缩影，反映着新旧社会的一切人性的丑
恶，人性的真善美。

猫城里面，有着善良的人，有着可恶的人，他们或固步自封，
或内心了明一切。沉默或是爆发，皆在他们的一念之间。辛
老头怀着对猫城的失望，对猫城百姓的失望，对恋人的纠结
心情，在夜晚离开了猫城，而石明亮在看到辛老头打算离开
猫城后，便毫不犹豫的请求他带他走，离开这个让他苦难的
家，离开束缚他的城。爆发，尽在一念之间，正是石明亮的
爆发，造就了一个新的他，重生的他。离开猫城的他不再受
父亲的毒打，不再受猫城的束缚，在外面的世界接受新的教
育，新的思想，让他从旧社会的禁锢中解脱，释放出真正的
新自我。

石明亮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辛老头也是，他们所代表
的是一批敢于挣脱旧社会枷锁的人，他们或许曾经迷茫过，
失落过，不敢释放自我。但是一旦下定了决心，跨出旧社会
的牢笼，不在挣扎于新旧社会混杂的猫城，正面直视自己曾
经的愚昧封建，曾经的懦弱无知，那么，他们便是成功的，
成功地从猫城这座旧社会的监狱中解放了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思想。

石明亮在三十年后重回猫城，他不仅是送辛老头回到苏碧宇
身边，更是对自己曾经在猫城生活的一种审视。他以一个接
受过新社会思想的人，重新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认识自己
的故乡，它的封建愚昧，它的固步自封，以及城里的每一个
旧社会思想的人。他更似一部电影的观众，观察这猫城这部
电影中的城市，百姓，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意志。



最后，在全城狂欢之际，同时猫城道路被封之际，人们关注
的不是猫城是否将与世隔绝，而是老辜医生大寿带来的盛宴
和自己可得到的利益。这仿佛便是电影的结局，石明亮在全
城的热闹中埋下辛老头的骨灰，一个具有画面感的场景，热
闹是属于猫城的，不是石明亮的，尽管他也是一个猫城人，
但是他是城外的人，他所带的属性早已与猫城人不同，他是
新生的，涅槃的，带着遇到的女孩阿圆再一次离开猫城，真
正的离开猫城，将它远远抛在身后，就像当年辛老头带着石
明亮一样，好似一局新的轮回。

大学看书读后感篇三

很浅面地读了《大学》，《大学》概含了不少儒家的思想，
包括修身养性、以德服人、仁爱等中心思想。下面谈谈我读了
《大学》的后感。

那些想要弘扬正大品德的人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端正自身态
度，提高自身修养。这是我从《大学》中学到的。虽然我们
只是宇宙中的一粟，但是“individualscanmakeadifference.”。
古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样
的说法，这些说法在当今社会仍然是试用的。我们每个人只
有提高了自身的修养，才能够为他人做表率作用，才能够为
他人所信服。而提高自身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知识。

在这个日新月异，事物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知识显得极其
重要。会认字不叫有知识，我认为有知识是指能够将自己所
看所听所学用自己的思想转变为所想，进而转化成我们需要
的东西，提高自身。这样的人才叫做有知识的人。

当今社会，大学泛滥，大学生也泛滥，但是大学生的质量却
下降了。大学中，随处可见那些混文凭自甘堕落的大学生，
我对这些人心存鄙夷。大学其实也是“大学”，那是一个思
想交流碰撞，学习新知识，提高自身的一个殿堂，拥有这样
一个机会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奋斗拼搏。有些大学生每



天打游戏、宅寝室，干着80岁也能干的事情，那我们要青春
何用？趁着年轻，多学点知识，多培养道德情操，多去参加
社会实践，多做志愿者活动，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大学生。
毕业后走上社会，心存感恩之心，以德服人，诚实守信，与
时俱进，即使没有大出息，也会是个受人尊重的人。

大学看书读后感篇四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问过自己，然而回首往
事，有多少岁月在消遣娱乐中逝去。而又有几年时光在我为
实现人生价值而奋斗呢！我不禁陷入沉思，虽然当今社会不
用再为革命出生入死，但我们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实现
自己的梦想，可以尽己所能为世界做出一份贡献，来让生活
更加充实意义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是啊，虽然有无数次时光从我身边走过视而不见，但是，从
现在开始，我要一点一滴的珍惜时光，不再让他们白白流逝，
我要跑起来，不在起梦之路上止步不前，我要炼成钢铁，不
再让梦想在我心里一片迷茫。度过的年华虽无法挽回，但今
后我的未来我做主，由我百炼成钢，趋势线自己的人生价值，
犹如书中主人公一样，生活在战火纷飞的现实都依然不放弃。
这是一位少年的成长经历，是一段意义非凡人生，是一首革
命英雄的颂歌。

本书以十月革命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贫苦的不懂世事的少年，
在战争爆发后，意外邂逅了一位布尔什维克―朱赫来，他不
单教会了保尔英式拳击，还培养了保尔对革命的热情。后来
保尔加入红军，为革命事业付出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健康，
最后，当他双腿瘫痪，双目失明，仍不愿放弃自己，用惊人
的毅力创作了《暴风雨的诞生》，并拿起纸笔继续自己的人
生价值......

保尔曾经这样问过自己:“为了挣脱生命的枷锁，为了能够重
新战斗，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你是否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了呢？”回答是肯定的：“我尽了最大努力！”是的，他真
的尽力最大的努力。在工作，在时候那估计派下的每一项任
务，他都认真的完成。为此，死神的黑翅膀先后三次碰过他，
在三个月内修好铁路的如期修通依法洛在法庭上的辩论胜利，
小说里有一个场面，令我终生难忘，保尔为革命成功付出了
健康的代价，当朋友纷纷有了令人羡慕的路以后，他都陷于
穷困潦倒的境地。一度想自杀，但是最终他战胜了自己的软
弱。就在这样的人生中，出现了至今仍令人佳颂的名言；人
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这
样度过：当他把生命当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才能够说:我的
生命和全部的经历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
解放而斗争。

当今社会是竞争激烈的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已初现端倪，从
国际社会来看，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主旋律。国际经济和科
技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都着眼于抢占21世纪发展的倒高
点，这就是我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作为我们新一
代的新青年，不用像保尔・柯察金有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只
要我们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顶一个目标，哪怕很小很小
的目标，只要你去鉴定的迈随，就会终身受益。

最后让我们记住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具备了捡钱的意志，那
么他就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百折不挠，坚持不
懈，直至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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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看书读后感篇五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的第一句写到：“《大学》之书，古之
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意思是《大学》这部书，是古代大
学教书育人的纲要和准绳。为什幺呢?带着这个疑问，我阅读了
《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中的《大学》。

《大学》被朱熹分为了经篇和传篇。经一章向人们展示的是
儒家的“叁纲八目”的要义，逻辑分明，层层推进。“叁
纲”指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指的
是“格物、致知、成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十篇的传的文则是引经据典地阐释“叁纲八目”，其
内容言简义丰。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宗
旨在于显明本有的清明德行，在于把这种修养取得的成就恩
泽人间百姓，从而使人人都达到至善的境界。解释“在明明
德”的传一章引用了《康诰》《大甲》《尧典》主要是“为
了说明弘扬人性中美好善良的品质从叁皇五帝时期就开始了，
并不是我们标新立异的产物。”我认为它包涵了“性本善”
的意味。《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中的“天之明
命”就是指上天平等赋予每个人的德性。它强调了人的本性
都是善良美好的，但是可能由于后天的环境和教育的不同才
导致了人们在品行和德性方面的差异。因此“皆自明也”，
即要我们自己加强自身的修养。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也“在亲民”。《四书章句集注》中
“程子曰：‘亲，当作新。’”朱熹说“新者，革其旧之谓



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
之污也。”《新民与亲民——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
问题》一文提到“新民”指使民众提高觉悟，实现精神、思
想的更新;而“亲民”则指使民众富足、安顿而获得必要的生
存基础，进而亲善于政权结构，易于统治，服从管理。“如
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亲民“适合古代社会而”新民
“更适合现代的社会。因为”新民“更强调了一种自我的革
新，社会的革新。正如朱熹所说的，首先要自己”去其旧染
之污“，对自己的旧观念，旧思想进行改造和更新，然后
再”推以及人“，那幺领导者就不担心人民不归顺他。对于
个人来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一种非常好的
提升自我的办法：通过不停歇地随时反思自我、改过自新从
而”得道“。如孔子的”吾日叁省吾身“。

通过”明明德“、”亲民“然后”止于至善“。”止于至
善“的意思是人人都达到至善的境界。朱熹说：”言明明德、
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
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在我看来，这是通过”明明德“、”
亲民“后达到的一种效果，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这似乎
太理想化了，不管从古代社会还是现今社会来讲都有点脱离
了实际。然而，我们首先要”知其所止“然后才能谈论”止
于至善“。书中所描述的”止“是从精神层面上来讲的止于
仁、敬、孝、慈、信。不可否认，这对于现在来讲仍然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但我理解的”知其所止“更强调了自己应该
找准自己的人生位置，然后才能为之奋斗。

经篇勾勒出”叁纲八目“的要义，然后传篇对其展开阐释。
其中”八目“又包含着”内修“和”外治“两大方面：”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修，而”齐家、治国、平天
下“是外治。

在内修方面，先是格物致知，然后是诚其意，正其心。”所
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
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为穷，故



其知有不尽也。“由于我还不太懂朱熹这番话，于是我通过
查找一些资料来加深对格物致知的了解。”格物指努力穷就
事物之理，当人民通晓事物之理后，人的知识也就完备彻底
了;致知完全是作为认识过程找能够的格物在人所得知识的一
个自然结果;所以朱熹认为，若没有格物谈致知是无法办到的。
知悉用“格物所以致知”来说格物和致知的关系，一方面说
格物以致知为目的，另一方面致知是在格物的过程中实现的。
“人的知识在认真研究外界事物中获取，日积月累就能达
到”知之至“的境界。这里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对于教师，
该怎幺样帮助学生”格物致知“呢?过去的教师”填鸭子“的
形式显然已经不符合现今教育的要求了。再联系”格物“，
我认为它更强调了是自己对事物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借用别
人的知识，从而达到”致知“。

从知识储备方面，内修要求”格物致知“，那幺从精神修养
方面呢，就要求”诚其意，正其心“了。意诚则必须从慎独
开始，正心则要求保持平和的心态。我觉得无需哆嗦这两者，
因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在不断的自我改善中达到
的。

在外修方面，”齐家，治国，平天下“着眼于处理人际关系。
这让我想起安葬于西敏寺的英国国教主教的墓志铭：我年少
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当时曾梦想要改变世界，但当我
年事渐长，阅历增多，我发觉自己无力改变世界，于是我缩
小了范围，决定改变我的国家。但这个目标还是太大了。接
着我步入了中年，无奈之余，我将试图改变的对象锁定在最
亲密的家人身上。但天不从人愿，他们个个还是维持塬样。
当我垂垂老矣，我终于顿悟了一些事：我应该先改变自己，
用以身作则的方式影响家人。若我能先当家人的榜样，也许
下一步就能改善我的国家，再后来我甚至可能改造整个世界，
谁知道呢?这也让我想起了自身，自问我没有这幺大的抱负要
平天下，或改变世界，但我希望以后受过我教育的学生都能
成为能”平天下“，能改变世界的人，那幺我也算是成功的
老师了！



总的来说，《大学》言简义丰，让我领略到中华经典的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