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不言败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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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言败读后感篇一

初识俞敏洪，是在大学的时候，偶然间看见了一个对他的专
访，尽管我看这个专访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我被他结
尾精彩的演讲所震撼。他的语速很快，但是很振奋人心，他
思维的灵活，令我钦佩。

俞敏洪简介：

俞敏洪于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198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留
校单位静静大学外语系教师。1991年9月，从北京大学辞职，
进入民办教育领域，先后创办了被禁市新东方学校单位校长，
从最初的几十个学生开始了新东方的创业过程。

主要著作：

主要励志类著作包括《永不言败》、《生命如一泓清水》，
《新东方精神》等。

《永不言败》这本书是我和师傅拜访包钢第一中学的时候，
孟欣老师送给我们的。我非常喜欢，因为之前就对他无比敬
佩，拿到这本书，更是如获珍宝，爱不释手。

本书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立志箴言，成功之路，人生感
悟，流金岁月。语言朴实易懂，诙谐风趣，但却寓意深远，
令人收益匪浅。



一、三种鱼的启示

长江里有有三种鱼，它们是鲥鱼、刀鱼和河豚。这三种鱼以
味美鲜嫩而著称，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三种鱼形状不同，吃
法也不一样。鲥鱼形状像鲤鱼，身子比鲤鱼要扁一些。做鲤
鱼时不能把鱼鳞刮掉，因为其美味全靠鱼鳞传递。刀鱼的形
状就像一把匕首，鱼肉极其细腻，但吃时一定要特别小心，
因为小小的一条刀鱼就有上千根刺，很容易被卡着。河豚有
着滚圆的身子，身上长的不是鱼鳞，而是带小刺的皮。

渔民捕这三种鱼用的都是同一张网，形状很像排球网，渔民
把网拦在江中，让鱼钻到网眼中去。鲥鱼头小身子大，头钻
过去后身子就过不去了，这时鲥鱼只要向后退，就能逃脱而
去。但由于鲥鱼爱惜鱼鳞，死不后退，就被渔民捕获了。刀
鱼看到鲥鱼被捕后，心想这家伙真笨，向后退一步不就行了
吗？于是刀鱼穿过网眼后就讯速后退，结果两边的鱼鳍卡在
了网上，其实这时刀鱼只要继续向前就能穿网而去了，但他
吸取鲥鱼被抓住的教训，拼命后退，终于也被渔民捕获。河
豚看到他们被抓，心想你们真笨，碰到网只要不前进不后退，
不就不被抓住了吗？于是河豚碰到网后就拼命给自己打气，
把自己打得圆鼓鼓的，结果漂到江上被渔民轻而易举地捕获
了。

人就像上面的三种鱼一样，经常被自己的习惯和天性害死，
却根本就不知道错在哪里；常常能够清楚地看到别人的错误，
却永远也找不出自己的肉店；常常为了避免重蹈别人的覆辙，
结果却陷入了另外一个更致命的错误之中。其实，人类只有
自己编织的网能把自己捕获。因此让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小心
一点，收敛一点，不要自己给自己编织一张无形的致命的大
网。

二、让我们承担责任

母亲是一个特别溺爱孩子的人。我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



摔倒了，或者撞到了，母亲就会拍打地或者撞到的东西
说：“打死你，让你撞我家宝宝”。当我们看见母亲这样的
时候，就会停止哭闹。然而，现在母亲在哄我的侄女的时候，
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在母亲的眼里，这样做，孩子就不哭了。
但是，母亲却从来没有感受到其中对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
今年回家的时候，我和母亲谈论了很多很多母亲在教育我侄
女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或许这样的事情，在每个家庭都出现过，但是大家都没有意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经常这样做，是一种引导孩子推卸责任的行为。通过这种引
导，孩子从小就形成了把一切责任和后果推卸给别人，自己
不承担任何过错的习惯性思维。于是，摔倒了是地的错，撞
上了是家居的错，学习不好是老师的错，相处不好是邻居的
错。这样无论什么事情，都从别人身上找原因，自己永远都
不会认识到自身的缺点，也就永远都不会得到提升。

三、主动的力量

在美国工商管理学院的入学能力测试gmat考试中，其中的语
法考试有一点，就是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对错考试。在一
般的英语语法中，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都被认为是正确的表
达，但在gmat考试中，假如一句话能用主动语态来表达而用
了被动语态，就算是绝对的错误。比如说"作业被我做完了"
一定要说成"我把作业做完了"才对。只有实在找不到施动者
时才能用被动语态，比如说窗户破了当不知道是谁打破的，
才能说"窗户被打破了"。

这种对主。被动语态的区别，其背后隐藏着一个重大的命题，
那就是考察考生面对所发生的事情是用主动思维还是用被动
思维。一个习惯于被动思维的人会不自觉的用被动思维的方
式来回答问题，而一个拥有主动思维的人会时刻考虑主动地
解决问题。凡是拥有主动心态的人，都比较容易成为出色的
管理者。所以gmat考的不纯粹是语法问题，而是在语法背后



隐藏的一个人的心态。

人之所以被动，主要是心中没有真正的大事要做或者没有远
大的目标要实现。一个没有航向的人是最容易随波逐流的人，
也是最容易被各种琐事高的团团转的人。主动，要求我们拥
有一种积极的心态。

同样是人，有些人的生活充满快乐、惊喜和收获，而有些人
却活得平庸、无聊和失败。究其原因，主动拥抱生活和被动
接受命运是这两种人的分水岭。

请记住：人唯一不应该有的“主动”就是“主动回避生活的
精彩”。

这本书，看似浅显，但却包含了深刻的寓意，可以使人的心
态变得阳光、积极，让我受益匪浅。

永不言败读后感篇二

高尔基曾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这个节奏如此
之快的社会中，静心读一本好书已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奢望，
正赶上春节放假，难得清闲，我便为自己挑选了几本好书，
充实一下自己的心灵。

打开书柜，在一番查找之后，我被一本书名为《永不言败》
的书吸引住了，这本书是女儿几年前买回来的，曾推荐给我，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能亲自阅读，趁着这个机会，我
把它从尘封了很久的一堆书中拿了出来。

在阅读之前，我随手翻了一下，素雅的白色封皮，苍劲的蓝
色字体隽写“永不言败”四个大字，下面的一行小字“追求
卓越，挑战极限，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使人
备受鼓舞，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书，开始阅读。



这本书是学校的创始人俞敏洪编著的，写的都是他在生活中
感悟到的一些道理以及经验和教训，全书一共分为四大版块，
分别为：励志箴言、成功之路、人生悟语和流金岁月，每一
部分都是由一个个小故事组成，每个小故事都有一个标题，
故事的最终引出他悟出的道理，可读性很强，也让我在书中
领悟到了很多人生道理。

在“励志箴言”版块中，有一篇文章叫做《我在女儿的教育
下成长》，故事讲述作者一家三口去看话剧，中途出去透气
的时候，剧院都要给暂时离场的观众每人发一张票根，剧场
工作人员由于疏忽多发给了作者一张票根，作者欲带与其同
来但在剧院外面等候的司机进场，而作者的女儿觉得爸爸这
种行为是欺骗，而作者也及时将这张票根还给了剧场工作人
员。这看似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故事，但却给读者透
露出很多隐含的信息：第一，大多数孩子都是单纯的，作为
父母要正确地引导孩子，教孩子遵守社会规则；第二，孩子
遵守了社会规则，作为父母应该给予鼓励，告诉他（她）做
的很好，形成正面强化；第三，父母自己犯了错误，如果被
孩子指出来，不但不能因为事情小或要面子而坚持错误的做
法，而是要及时改正，给孩子树立正面的、良好的榜样，让
孩子能够健康地成长。

像这样的“小故事大道理”还有很多，在其中一篇《被喂饱
的熊是死熊》的文章中，作者先用加拿大熊的故事做例子，
讲述过去很多人因为对熊好奇而从车里扔东西给熊吃，熊尝
到甜头，就老在路边等着人喂食而失去了自己觅食的本领，
到冬天没有人喂食的时候，许多熊就冻死饿死了，于是加拿
大政府立了一个牌子，牌子上所写的意思是：把熊喂饱了，
实际上就是把熊喂死了。后面又举了一个小白鼠的例子，说
的是同样的道理。很多父母对子女过分关心和爱护，把孩子
也像熊和白鼠一样喂得饱饱的，孩子失去了独立思考和生活
的能力，一旦处于陌生或不利的环境中就变得不知所措，所
以，作为父母，一定要培养孩子具备独立生活和思考的能力，
以应对这个社会的千变万化。



像这样的故事，书中还有很多，在这本《永不言败》当中，
更多的是作者感悟到的人生道理，如在一篇《因为别人，我
们活得更好》的文章当中，作者告诉我们：“在接受别人的
帮助和鼓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主动去帮助别人，不管你有
多么艰难，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很多的人比你更艰难，他们需
要你的帮助和鼓励。因为你的出现，他们的生命将会变得更
加美好。”一段感人的文字，一个耐人寻味的道理，由此我
也想到，作为一名幼师，我们要倾注所有来为每一个孩子服
务，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两个完
全相同的孩子，每个孩子都可能是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
或创作家等等，关键看我们如何来引导孩子的发展；作为幼
师，我们的一生都要为照顾和教育孩子而发光发热，当初，
我选择了这个行业，今天，我感到自豪并无悔。

看完书中的最后一篇文章，我感到无比的充实，生活的烦躁
和不如意一扫而光，宁静充满着我的心灵，这是一种强大的
力量，鼓舞着我在工作和生活中继续努力和向前。“雄关漫
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会继续怀揣着这种勇气和
决心，坚持到从事幼师工作的最后一刻！

永不言败读后感篇三

最近读了俞敏洪的著作之一《永不言败》后感觉收获颇丰，
所以决定写点东西给自己振奋一下已经有些懒散的神经。

在看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取名永
不言败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把书细细读了两遍。在我看来，
永不言败四个字就是俞老师的人生最真实的写照。下面就让
我们一起来分享永不言败者俞老师是怎么面对失败，怎么把
失败踩在脚底的故事。

俞老师曾经失败过——他是高考落榜生而且落榜两次。
在1978年，他参加文革以后的第一次高考，结果失败了。看
着同学考上师专的那种自豪的表情，他下定决心再考，结果



第二年又失败了。看到那个同学回家时那种春风得意的样子，
他认为自己不能轻易服输，1980年又参加了一次高考，就是
这次他考上了北大！在经历了一次失败后，很多人也许就会
试着放弃，认为自己就不是那块料，何必难为自己呢？更何
况兵法上也说过，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埃然而俞老师
的这种不服输，不向命运低头的做法让我们知道：永不言败，
这世界没什么不可能的事！

俞老师的老家是农村的，曾经也不富裕，和我们很多人都一
样。但是在他看来，穷是经济上的，经济上的穷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知识上的穷。他通过不断学习身边的优秀人物，包
括身边的榜样同学和书中的伟大人物，使自己的知识不断丰
富，然后将知识又转变为能力和财富，从而改变了刚入大学
时那个一穷二白的自己。然而看看我们周围的同学，也包括
我自己：不敢面对贫穷，认为自己穷，所以无力做这些事；
因为我们没学习好，所以无能做那些事。在不断的自责和自
卑中，我们仍旧过着贫穷的日子。俞老师的故事让我知道：
永不言败，这世界没什么不可能的事！

俞老师曾经被北大处分过，而且出国时被刷下了。但面对失
败，俞老师总是能一笑以拒之。因为在他的信念里，失败并
不可怕，从哪里失败就从哪里爬起来就是了。失败是成功之
母，没有失败，也不可能有太多经验的积累，也不会有雨后
彩虹般的喜悦心情。

当然发生在俞老师身上的故事还有很多，其中又有太多的东
西让我们感动了。在他的《永不言败》中，他告诉了我们很
多为人处世，为人师表的道理。

生命的北斗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地土著居民几千年
来从未走出过自己居住的沙漠，而一个英国的冒险家却只用
了三天就从外面走进来了。后来那个英国人通过观察发现原
来土著人之所以走不出去是因为他们一进沙漠就迷失了方向，
所以在原地打转。他告诉土著人，每天晚上朝着北斗星的方



向前进，永远不要偏离那颗星星。结果三天后土著人就走出
了沙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人在原地打转，
而且还往往乐此不疲，生命就在平庸平凡中走到了终点。那
么，我们的北斗星在哪里？父母的长寿健康，孩子的快乐成
长，家庭的美满幸福，学生的美好未来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
的北斗星。让我们一起注视着北斗星的方向，义无反顾的前
面！

让我们承担责任：讲述了孩子撞到家具，是不是家具错的生
活小故事。我们家长的做法往往是拍打家具，然后搂着孩子
指着家具说，打打打，谁让你撞我宝宝的。似乎全是家具的
错。这种做法无疑是教会了孩子如何推卸责任，哪怕是自己
的错，也死不承认。推卸责任的最终后果是，人与人之间不
再相互信任，而是互相猜疑互相指责。有很多这样的老师：
对待学生学不好的问题，认为是他以前的老师没教好，或者
是学生自己太笨，怎么教都不懂，而只有部分老师会试着这
么自问：我该如何让他快速进步？我怎么腾出时间和他做个
交流？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确实太需要责任感这东西了。

智力拼图游戏的启示：俞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他和女儿玩智力
拼图的故事。起初是一头雾水，看着颜色如此将近不知如何
入手。还是聪明的女儿给了他提示：先把有光滑一边的小块
找出来，这样外面的框架就搭好了。接下来的事情就会容易
很多。他们凭借惊人的毅力和狂热感，终于用了三天就把一
个包含一千多个小块的拼图顺利拿下。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
都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毫无章法，甚至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偏离
了既定的轨道。比如做论文，框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
很多搞研究的人没有搞清框架就急于下手，结果文章往往被
写的支离破碎。

其实除了书中的小故事给我很多启迪外，我收获最大的还是
俞老师说诉的新东方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让懒散的人变的勤
奋，让自卑的人变的自信，让失败者重新振作向着成功迈出
坚定的步伐。最后让我们一起分享这样一种新东方精神：追



求卓越，挑战极限，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

永不言败读后感篇四

在读俞敏洪老师的《永不言败》之前，我就听说过俞敏洪老
师的感人事迹。在高中写作文时也曾经几次用过俞敏洪老师
的事例。

俞敏洪老师曾经在高考落榜两次，最后一次才考上了北京大
学。在这里，我突然明白俞敏洪老师为什么把这本书取名
为“永不言败”，也许，这就是俞敏洪老师最真实的写照。

在很多人看来，做同一件事经历一次失败后就不要强求自己
了，就断然放弃了坚持，但是俞敏洪老师在经历两次高考后
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最后就取得了胜利。这就告诉我们，
在生活上不要轻易言败，永不言败，一切皆有可能！

读完俞敏洪老师的《永不言败》后，我感触颇深。这本书的
每一篇都给我很大的感触，尤其是其中的三条鱼的故事、习
惯的陷阱、因为别人我们活得更好、执着等篇章，给了我很
大得启示。

三条鱼的故事就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我们
不要只清楚的看到别人的缺点，而永远也找不出自己的缺点，
更不要为了避免重蹈别人的覆辙，自己却陷入一个更致命的
错误之中。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从自身出发，不断改
善自己，使自己变得更优秀。我想，这三条鱼的故事也给了
俞老师很大的启示，以至于他在经历两次高考失败后，从失
败中找出了自己的不足，使自己不断的变得优秀。其实，我
们身边很多同学都是只清楚的看到别人的错误，甚至拿别人
的缺点来笑话，殊不知自己也有许多不足。俞敏洪老师的
《永不言败》中的三条鱼的故事及时的给我们敲了警钟：不
要常常看到别人的不足而忽略自己的不足，我们只有及时发
现并改正自己的错误或不足，我们才会不断的进步。



同样的，《永不言败》中的习惯的陷阱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俞敏洪老师用驴子拉磨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在现实生活
中，人们常常被自己不良的喜欢左右着，并不假思索的按照
自己这个习惯去做事，去生活，最终使自己变得一塌糊涂。
这跟以前看的一个故事很相似。人们曾经做过这么一个实验：
把青蛙放进开水中，青蛙就会很快的跳出来，若把青蛙放到
冷水中，然后慢慢加热冷水，青蛙就会感觉到很舒服，直到
最后死于加热的冷水之中。其实，我们很多人也不过如此。
上大学之后，或直接逃课，或在上课时呼呼大睡，在考试时
或死记硬背或东抄西搬，久而久之，才发现，自己已经失去
了思考的能力。所以，一个人的习惯对于个人的发展相当重
要的。尽管很多人都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是，我觉得是习
惯决定命运。坏的习惯将会使我们的生活失去节奏，变得一
塌糊涂，一个优秀的习惯将会指引我们踏上人生的正轨，使
生活有条不紊。

看了《永不言败》之后，我感触颇深，收获颇丰。就从三条
鱼的故事和习惯的陷阱来谈一下自己的感受。我认为，《永
不言败》不仅仅是俞敏洪老师的一个真是写照，更是俞老师
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勉励！

永不言败读后感篇五

“一个人可以在生命的磨难和失败中成长，正像在腐朽的土
壤上可以生长出鲜活的植物。土壤也许腐朽，但它可以为植
物提供营养；失败固然可惜，但它可以激发我们的智慧和勇
气，进而创造更多的机会。”这是书中的一句名言，也是让
我感触最深的话。失败算什么？只要保持微笑，就能打破僵
局，营造下一次的成功。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多次竞聘一家跨
国大公司，投出十几封简历，但全部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沉不住气的他直接来到这家公司的总部，不料经理竟因他长
得太丑，见都不愿见他。人们认为他经受这么大打击，肯定



要颓废一阵子。可他没有，对于这件事他只是一笑而过，并
在十几年后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起了自己的公司，盈利甚至
超过了他以前竞聘的那家。是什么能让这个年轻人如此努力？
是失败，是失败面前的微笑！

大发明家爱迪生，为了发明灯泡，尝试过999次，可即使这样，
他还是很乐观：“我不是失败了999次，而是找到了999个行
不通的办法！”音乐家贝多芬，双耳失聪，却仍然坚持创作，
他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屈服！”民族
英雄孙承宗，在出道之前，曾几度碰壁，但他没放弃，终于
在与努尔哈赤的大战中一战成名……冰心说：“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开放时的美丽，然而当初她的芽，洒遍了奋斗
的血雨。”不要只羡慕这些名人的成绩，他们成绩的背后也
有那心酸的奋斗历程，也有那失败面前的微笑！

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是不断地在失败中选择、把握机会的过程，
没有失败就没有所谓成功，没有遭遇过挫折和失败的人生是
不丰富的人生，就像一杯白开水，平淡而无味，但如果我们
经受不起失败，一次失败后就丧失意志和理想，那是很让人
们瞧不起的。

失败是一把双刃剑，它或许会给你迎头痛击，让你不知所措，
但它同时也会令你清醒，令你从成功的光环中走出来。会利
用机会的人，往往会坦然接受它的一面，待调整过后拿起它
的另一面，为成功重新开辟道路；而面对困难和失败退退缩
缩、自暴自弃的人，往往会使自己更受伤。

看完这本书，我也懂得了一个道理——藏在失败背后的机会
也许是最好的机会，使我进一步增强了面对失败的勇气。我
相信，我会在失败面前不断激发自己的斗志，就像作者在最
后所说的：“一个人可以在生命的磨难和失败中成长，正像
在腐朽的土壤上可以生长出鲜活的植物，土壤也许腐朽，但
它可以为植物提供营养；失败固然可喜，但它可以激发我们
的智慧和勇气。只有当我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失败和挫



折，我们才能有所收获，才能变成熟。面对那些失败和挫折，
都将成为生命中的无价之宝，值得我们在记忆深处永远珍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