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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
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鱼上学记读后感篇一

我小名叫丁丁。真巧，今天我看了一本书叫《丁丁上学记》，
书中的小主人名儿也叫“丁丁”。丁丁是光明小学的一名小
学生，他活泼、淘气，还有一个智慧的小脑瓜。刚入学的时
候，他像很多新同学一样，在学习生活中经常会犯一些小错
误，常常受到老师同学的`批评，丁丁感到很烦恼！

后来，在老师、父母和同学们的帮助下，丁丁不断地努力，
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提升了各课的学习能力，
各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成了老师同学们喜爱的好学生。

我和丁丁一样，在一年级的学习生活中懂得了很多很多做人
的道理，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我好开心啊！

小鱼上学记读后感篇二

这几天上班回来都会抽点时间看下《上学记》，没多久就看
完了。这是一本小书，类似随笔，是何兆武老先生口述，文
靖撰写，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主要是讲述何兆
武老教授大学时代的一些人和事。书中谈论了许多东西，谈
的最多的是关于幸福。



什么是幸福？何兆武老教授是这样认为的：幸福的条件有两
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的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
这又是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
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
果社会整体在腐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书的另
外一处他又强调，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
一个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越来越美好，一个是你觉
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这就是他的幸福观。他的幸福观是把个人与社会的紧密联系
起来，不光是觉得个人的前途是光明的，整个社会的前景也
是更加美好的。当我把何兆斌老先生的幸福观与几个朋友分
享后，他们有点不理解。

关于幸福，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个人人生观的一部分。
以前，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只是简单的想过，幸福是一
种状态，必须是现代式，而不是过去式，仅此而已。至于什
么是幸福，我没有想过，甚至没有想过能找个好工作、可以
买房买车，这就是幸福。

这些年，整个社会对幸福这个词也很关注，经常谈到幸福指
数。前段时间一部电视剧《幸福来敲门》又引起社会对幸福
这个词的热议。我们谈论着自己的幸福观，有人说幸福就是
幸福就是猫吃老鼠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这是一种网络
说法，更多还是谈及自己的生活、事业、爱情、亲情等等。

我的幸福是什么呢？我想我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了。这是对自
己的负责。

小鱼上学记读后感篇三

《上学记》是我进入大学以后读的第一本书，当时做了很多
摘抄和笔记。我觉得虽然何兆武先生的大学生活与现今我们
的生活之差很大，但是，有一些精神反而是岁月积淀越久，



越显其光辉的。

本书是叙述体，分段铺叙的，所以我在这里简要列出我的一
些摘抄和相应的想法。

(一)关于自由

——记者问道，为什么当时西南联大条件差，地不大，却培
养出许多人才。

——回答：自由

当时的学生，都有各自的政治立场，政治自由。但当遇到分
歧时，最多也就是辩论，没有过多的隔阂，哪怕是不同“信
仰”的同学在住同一个宿舍，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很融洽的。

同学之间都有自己的想法，且不会刻意去想要改变别人的想
法，这种自由不仅是当局所给予的，更是当时的社会状况和
学生间相互的友谊给予的。而且，这同时也造就了属于当时
联大的学术气氛。何兆武先生这里指出，人的创造力由求知
自由、思想自由和个性发展组成，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
才是正真的第一生产力。虽然绝对的自由实际上是达不到的，
但是他希望自由越大越好。

谈及教育方法，何兆武先生引申到——还是认为不要标准好，
包括自然科学。“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科学怎么进步?包
括爱因斯坦也不应成为标准，否则就永远也不可能超越
他。”联大的教授就讲得很自由，但可惜的是，到了解放后，
我们学习了前苏联的“五节教学制”，某种程度上，统一了
教学标准，但也同时是缺了自己本身具备的教学特色。学生
也可以公开反对老师，只要写出小字报贴在外面即可。当年
钱穆先生认为传统文化都是好东西，而遭到中学生反对。

学术自由也非常重要。“学术的生命在自由。”有的教授怀



有看似“惊人”的言论：周世逑认为孙中山对政治的定义不
对;有些教授很会扯，甚于骂人：冯友兰在课上说胡适“沪市
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但作为学生却喜欢听，
因为这是他们的风格、兴趣之所在，有他们很多真正的思想。

有个小事件“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两门课我没选，不考试
也不算学分，可我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有些自
由是很容易的，可以自己安排。学校中的课程不一定都是自
己最喜欢的，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我们想要的。

《上学记》中也有一段与图书馆相关的内容。联大有一个大
图书馆，每个系也有自己的，这在战争时期相当难得。其实，
就算是在现在，也不是能每个大学都实现的。那时联大的所
有图书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的进入书库;对比解放后，即
使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入书库，要看得在外边填条，且步骤
繁琐。这里，可以对比一下美国的图书馆与中国现在的大部
分图书馆，美国的可以直取所需，而中国的大多数图书馆对
于重要书册不肯轻易外借。“书本来就是要看的，图书馆不
是藏珍楼，完全没必要这样。”

(二)关于何兆武先生的学习的两大体会

在何先生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的满足，这比
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件世俗的荣誉。假如不
是很有兴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牺牲，他觉得犯不上，或者说，
太功利就烦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偿失。

最后，我想在这里写一下本书中的最后一小段，就像大家知
道的，西南联大在1946年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回了北京。
本来何先生应该跟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文，得以完成学业，
但是当时国内的解放战争开始了，所以他的研究生念了三年，
最终也没有拿到学位。

何兆武先生在书的最后，语气中明显的表露对于那时的深深



遗憾、无限的怅惘。现在我们有安稳的时局，平静的生活，
详细的学习计划。或许我们应当拿出自己的勇气与决心，表
现出更佳的状态去奋斗，不至于使得国家再次受到欺凌，搬
迁自己的首要学府，让后代的学习变得像何先生那样充满艰
辛。

小鱼上学记读后感篇四

暑假到了，我终于可以好好读书喽！妈妈给我买了四本《米
小圈》，我一下子就看完了，又和我的好朋友借了8本，这下
可以饱读一顿了。8本米小圈当中其中有一本是我最爱看的，
名字叫做《班里有个小神童》。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一个和我
们差不多大的小朋友叫王聪聪，他的年纪虽然才是一年级的
小朋友，可是他懂的知识非常多，又特别爱学习爱动脑筋，
做数学题的时候还会举一反三，连四年级的题目都不在话下，
所以学校的校长同意他跨年级上课。

可是有一次王聪聪咳嗽很厉害，生病了，还在房间里大哭大
闹，他的`爸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原来啊，因为他特别爱
看书爱学习而忽视了锻炼自己的身体，所以才导致身体抵抗
力差，被病毒悄悄地攻击了。读了这个小神童的故事，让我
有了自己学习的榜样，也懂得学习的一些方法，更让我明白
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就像妈妈说的，我们要快乐地学习，该
学习就学习，该玩就玩，要劳逸结合，也要锻炼身体，这样
才会全面发展，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学习。

小鱼上学记读后感篇五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
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
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
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
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
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



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上学记》以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执笔的方式带读者走进
了何兆武先生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个愚昧腐败，动荡不安却
又充满希望，激起活力的时代。《上学记》是一部口述历史，
但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
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
启迪。何先生将我们带进他的世界，用他的眼光重新审视了
那个战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时代。

什么是幸福？书中曾多次提及到，何先生对幸福的理解，最
早的一次是何先生在湘江上刚满十六岁的时候，那是对幸福
的理解还只是懵懵懂懂，后来是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何
先生是这样说的：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
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
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
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
是不可能幸福的。但是，就是在何先生上学的那个时代，是
中国最艰苦的时代，大部分老百姓过的都会穷苦，尽管如此，
也挡不住学生，知识分子对生活，对社会，对未来，对学术
抱有的积极的希望，虽然正好是战争的年代，但学子们也坚
定的相信战争一定会结束，美好的生活，未来一定会到来。
所以当我看到这里，就有一点点感觉，我们对幸福的理解可
能显得稍许付钱，我们在生活中的抱怨显得很没有必要，幸
福其实是简单的，只不过在这花花绿绿的世界上待太久了，
人们的期望仿佛变得永远都难以满足，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
要尽量避免的，要对生活充满期待与希望，别总是盯着眼前
的利益，生活本身也是很美好的。

在这本书中，何先生回忆了从小时候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在这片深沉的土地上的记忆，从小时候北京的胡同巷再到在
西南联大静享读书的时光，一切都好像艰难而却又值得，这
是一批知识分子宝贵的记忆，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许
多爱国分子，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方式参加着爱国游行，但是



对政治知识又避之不及，我无法忘记在序言中，葛兆光先生
回忆起自己父亲的那一段，他在书中说到“他们拿一代中国
的知识分子，执着的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
历和心路历程，真的是和我们不一样的，有点像精卫填海，
也有点想飞蛾扑火。”这是一种无奈，更是那骨子里透出来
的义无反顾，义无反顾的奔向自己心里的那片净土，尽管前
方道路黑暗，但他们仍是勇往直前，这是大部分后代所没有
的坚韧，这是只属于那个时代的爱国与远大抱负。

细细品着每一页散发出来的淡淡墨香，听老人讲着他独有的
美好故事。当我合上这本书，何先生真的是一位很爱读书的
人，无论何时（除了升学统考的时候看的少）何先生都畅游
在书的海洋中，其中何先生说过“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这是
我在接触到何兆武先生后最有感触的一句话，在我以前的认
知里，人们读书总是要有目的的，或是提升自己的涵养，或
是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量，更或是为了打发时间看一些杂文，
这是第一次，有人和我说读书这个过程本来就是美好的，读
书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同时让我印象最深的，当属何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上学生活
了，在西南联大上学的七年里，没有四处奔波，没有严格管
制，学术是自由的，思想是自由的，是何先生学习读书的做
好时光，是一段最惬意的时光。

在西南连大，于在中学里不同，不用再念口号，学习、思想
不用再被约束，这里的学术氛围是自由的，学生、老师可以
各持己见，可以争论，这是最好的学习环境，也是最好的让
自己的思想得到发展，完善的最好环境，想必，这也是为什
么何先生如此喜爱西南联大的理由，不是一味地听取，而是
大家一同讨论，一同交流。

同时，这里的老师教学也是很自由的，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
的教学风格，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不会一味将自己禁锢在一
个很死板的框架里，他们会将自己的思想淋漓尽致的展露在



学生的面前，但是并不会逼迫自己的学生全盘接受，学生可
以何老师讨论，可以和老师争辩，其中，何先生就在书中举
了几个例子，让我不禁想要到现场去看看，去体验一下这样
的大学生后，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蓬勃，那是阳光穿过绿叶
之间的缝隙，缓缓从老旧的教学楼上滑下，看着学生和老师
思想的碰撞。就如何先生所讲的“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室，
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
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在何先生眼里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
书的过程本身充斥着的就是美好。如今，在这样快速发展的
世界里，每个人都加快了脚步，为了生活，为了富裕，为了
一切可以满足自己的物质，大家最终目光放在了最后的结果
上，但是，可曾有人停下脚步看看周围的世界，抬头享受人
生的真个过程。

这是何先生的一生，我仿佛坐上了一辆列车，看到何先生的
一部分人生，从北京到湖南，长沙，云南，台湾，看到何先
生沉浸在每一本书，看他眼里溢出的对学习的热爱，当列车
到站，我下了车，内心剩下的是久久的平静。

小鱼上学记读后感篇六

何兆武的《上学记》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书，在于它是由何先
生口述，由他人记录整理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形式的
书，刚开始读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由于何先生过世了，只能
由旁人抄写。其实不然，我想何先生是有意而为之，这种写
法有一种妙处，那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平易近人，感觉就像
是和作者本人面对面的交流，听老人讲着他独有的美好故事。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当属何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上学生活
了，这也是《上学记》的核心、精华所在。西南联大的学习
氛围非常好。



其一，是自由的学术氛围。当时的学生，各持己见，但是面
对分歧，他们最多争辩，绝不会将情况恶化成吵架。然而，
为什么会有如此自由自在的环境呢？我想主要是因为当时的
社会背景和学生之间的友谊良好。何兆武先生这里指出，人
的创造力由求知自由、思想自由和个性发展组成，而个人的
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正真的第一生产力。自由的环境造就了
学术的多产！

其二，就是西南联大的教学状况了。何先生对此有否定，但
大体上是肯定的。这些教授们表现的也比较“自由”，很多
教授上课不像现在的老师一样兢兢业业，讲义都不带，高兴
讲到哪就到哪，更有甚者，像现在的学生一样，来上课还得
看心情。我觉得这是对学生的不负责，教授的个性不应该在
讲台上发挥的这么淋漓尽致。

西南联大出了很多大家，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其原因，我
想有这么几点。首先，西南联大的生源较之其他大学，不能
说最好，但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其次，西南联大的周边环境
比较偏僻，学生们除了在学校一心向学，毫无其他去处。然
后，教授们虽然有点喜欢耍性子，但他们的水平非常不错，
他们能传给学生知识，能开拓学生的视野，这对学生的成长
十分重要，认知水平高了，在学术上才能有更高的造诣。最
后，西南联大的教学规模属于小班教育，众所周知，这对提
高学生的思维能力非常有利，学生和老师能处于更活跃的互
动之中，很多新创意、新想法也随之迸发而出。

小鱼上学记读后感篇七

《丁丁上学记》这本书是博客里的熙熙妈向我妈妈推荐的，
于是妈妈也在当当网上给我订购了这本书。经过漫长的等待，
我终于拿到了这本书。

这个星期，我一直都在看这本《丁丁上学记》，这本书使我
爱不释手。甚至有时妈妈叫我吃饭，我也听不见。我很喜欢



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的学习方法。我的成绩不
怎么优秀，我希望通过学习这本书中介绍的'学习方法，来提
高我的学习成绩。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丁丁在学校里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并
介绍了许多高效的学习方法。比如：“过电影”学习方法，
复习要用“吃药片”法等等……书里面面有很多小故事，每
种学习方法就是通过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来告诉我的。这本
书给我的启示：要想提高学习成绩不仅要学会思考，在学习
和复习的时候还要掌握好的学习方法。以前我就是没有学会
好的方法，在考试中才会考不出理想的成绩。我以后一定要
用对方法，使我的学习成绩不断提高。我希望更多的小学生
们都来看这本书，用对适合他们的学习方法，他们的学习成
绩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小鱼上学记读后感篇八

作为学生，谁不想有个好成绩呢?可是怎样才能有个好成绩呢，
很多人都思考了，从今天咱们一起看看丁丁采取什么方法把
自己的学习成绩提上去呢，不妨我们也试试。

从书香会馆借了一本书《丁丁上学记》，这是一本小学生学
习方法的故事集。书中以一个聪明、淘气的小学生丁丁为主
人公，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涉
及了小学生学习生活的很多方面，如学习方法、学习习惯、
学习兴趣等。

我先大概翻了翻这本书，觉得很多都是学习方法什么的，不
像马小跳系列的是生动有趣的小孩子生活故事，怕女儿自己
不想读，就采取了我读女儿听的方法。

001上课怎样听好课

大致内容:



丁丁的语文老师让同学们讲台发言，看看大家怎样才能听好
课。有的说，“上课不能交头接耳。”有的说，“上课不能
吃零食。”等等。班长王晓旭的发言非常棒。

他讲的上课“五用法”非常好。

一是，用耳听。就是认真听讲，不光听老师讲课，还要听大
家的讨论，听老师怎样解答同学们的疑问。

二是，用眼看。就是认真看教材，看老师的表情、手势和板
书。

三是，用嘴说。就是默默复述老师讲述的重点，并大胆回答
老师的问题;

四是，用心想。就是上课时对新知识进行积极的思考，不能
开小差。

五是，用手记。记下老师讲课的重点，用笔记在笔记本上，
或是在教材上圈圈点点，画出重点和难点，及时记录下自己
的理解。

文章读完，我问女儿:“你上课的时候，是怎样听课的呢?”

她却反过来问我:“你上学的时候是怎样听课的`呢?”我当然
把自己说的很好，我说:“我坐的直，看着黑板，看着老师的
眼睛，随着老师讲的课内容思考。”

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时候上课开小差了，没有看着老师
的眼睛，有时候我还回答问题不积极。”

我笑着说:“好孩子，很诚实。我觉得这里的“五用法”听课
挺好的。周一，你可以试试这些学习方法。”

女儿高兴地答应了，那个小孩子没有上进心呢?女儿也很想每



次都考一百分，看她对着天边划过的一颗流星许愿:我想考一
百分!对着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也许愿:我想考一百分!对着旅游
景点的许愿池也许愿:我想考一百分。

宝贝，慢慢来，不只是每次考个一百分才值得骄傲和高兴，
生活中的点点进步，我们都值得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