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敬业读后感(汇总9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敬业读后感篇一

读过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从文中感受至深。今日就与大
家共享这篇文章的益处。

第一要敬业。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
到这件事上，一点不旁骛，便是敬。业有什么可敬呢？为什
么该敬呢？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
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消化粮食的机器，自然个人因自己
的才能去认定一件事情去做。把自己的工作当成是一件神圣
的事，既然神圣就要可敬。总之，人生在世，要天天劳作的。
怎样把一件事情做得出色呢？唯一的秘诀便是忠实，忠实从
心理上发出来便是敬。

第二要乐业。“做工作好苦呀！”这种叹息声，无论任何人
都曾经说过。“做工作苦难到不做工作就不苦吗？”反过来
讲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喝酒，去游玩等还不是一样淘神费力。
须知苦乐全在主观的心而不在客观的事。人生从降生到死去，
除了睡觉以外，总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搁置起来不用。只要
一用，不是淘神便是费力，劳苦总是免不了的。只有从劳动
中寻找快乐工作起来才有积极性才有最极致的成果。有些人
抱怨自己本行，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却满肚子里不愿做。
不愿做是逃不了的，哭丧着脸去做和快乐的去做结果是截然
不一样的。



但凡工作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用乐观的心态去做趣味自然
会发生。为什么呢？第一，因为职业总有许多层累、曲折，
倘能渗入其中，看它变化、进展的状态，最为亲切有味。第
二，职业总离不开奋斗，一步一步地去奋斗，从刻苦中将快
乐的分量增加。第三，专心做一职业时，把许多游思、妄想
杜绝了，省缺了无限烦闷。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思是说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如喜爱它
的人，喜爱它的人又比不上乐意去做的人。

敬业读后感篇二

读了《敬业与乐业》后由感而发，古人说的好：百行业为先，
万恶懒为首。是说人生有业的必要，如果没有业，哪来的敬
业与乐业之说。一个人有了职业，不但可以给社会做点奉献、
充实自己的生活，还能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一个长期没有
工作的懒人，没有收入，他可能会去乞讨，就失去了人的尊
严，也有可能去干一些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整天提心吊胆，
肯定不会有快乐。

敬业，什么是敬业呢?

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件事上，
一点不旁鹜，便是敬。

至于乐业，我认为书中这句话就解释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说对自己工作再不满意，可是你必
须要做，那你为何不去寻乐呢?而对于我们，为何不珍惜自己
所拥有的一切呢?从职业中体会快乐，从快乐中品味生活!

现今的社会随着各行业的不断发展，各单位对职员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找一份工作很难，要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好工作更
难。当你选择了某种职业的时候，会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
份工作呢?只要是正当的行业，不要去在乎某种职业，职位的
高低，即然选择了，就要靠自己的才能去劳作，尽心尽责，



做个最优秀的工作者。

读了这篇方章后，我想不管做任何工作，应该抓住机遇，克
服困难，不要因为在工作中遇到一些难题而妥懈，再难的事
也要用心去做、乐观的去面对;毅力是坚韧的，要通过目标产
生毅力，要通过毅力去实现目标，只有勤奋刻苦、持之以恒、
坚持到底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敬业读后感篇三

《敬业与乐业》是当年梁启超先生在上海给他学生的一篇演
讲文章。下面我就谈一谈自己对敬业和乐业的理解吧。

就敬业而言我理解是凡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忠于一件事，将
全部精力集中到这件事上，心无旁骛，便是敬。一个人是否
有作为不在于他能做什么，而在于他是否尽心尽力地把所做
的事做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这就是敬业。梁启超以前这样说过：“敬业乐业是类生活的
不二法门。”是啊，当敬业意识植根于人们脑海里，那么做
起事来就会用心主动，并能从中体会到快乐，从而获得更多
的经验和取得更大的成就。也只有敬业的人，才会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不断地钻研学习，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才有可能为社会为国家做出崇高而伟大的奉献。如果没
有敬业精神，《庄子》中的佝偻丈人就无法把承蜩这样一件
小事做到“经典”，做到“出神入化”；如果没有敬业精神，
孔子的为人就不会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
至”的境界。

作为一名规划战线上的一员更能体会到敬业的内涵。城乡的
发展离不开规划，城乡规划是城市发展的蓝图。一方应对于
规划工作的性、严肃性都要求我们务必要有敬业精神，另一
方面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拓展也需要我们为未来城乡的定位、
城乡的性质、城乡的文化、城乡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城乡
经济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定好位，同时也要求我们用正确态



度的眼光去思考去研究，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进步，工作方式
的改善和提高，都会在城乡的未来体现出来。所以好的规划
才会有好的城乡发展，这些都需要一份敬业精神。

下面来谈谈乐业。至于他的概念，我觉得书上写的那句
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已经足以
诠释了。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
凡做一件事，都要认为它是搞笑味的，做工苦，不做工更苦；
被动与主动，能产生两种截然不一样的结果。如果我们达不
到乐业，那么生活就会变得很单调。如果有人说，我的职业
没有可乐的地方。那么它就是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单调
人，因为所有的职业都会有可乐的地方，只但是不容易被发
现，而且很多人又不知如何去乐业。一个成功的规划人，肯
定是乐业的，对规划事业的成功既不是家庭能带来的，也不
是先天条件比别人强，原因是能把规划事业当作自己的乐趣
所在，不管条件多么艰苦，都会陶醉在事业中。

人生因竞胜而快乐，乐业能够让我们把一切游思都抛之脑后，
岂不为好？“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没有任
何事是一蹴而就，没有任何人一举成名，也没有人只耕耘无
收获。把握好心态，端正好态度。“天生我材必有用”，我
工作，我快乐。只要脚踏实地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到位，持之
以恒，永不懈怠。从工作中找到乐趣，从快乐的心境中不断
激发出自己的工作热情，就会发现自己的心胸越来越宽广，
视野越来越开阔。

可见敬业与乐业能改变人的命运，成就人的梦想，实现人的
价值。

所以敬业与乐业都是十分重要的。有了它们，我们的生活才
会变得精彩，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和平完美。



敬业读后感篇四

我们大家都是学生，此刻我们的职责是学习，努力地学习，
快乐地学习。

首先，我们大家都有自我的身份——学生，那么，既然是学
生，就就应做事，做学生就应做的事，不能挂着学生的名义，
表面上是在学，其实根本没有在想，在思，书拿倒了，脑子
里仅是电脑游戏，既然是学生，就就应先做好本职工作。

其次，只学习的学生还不是好学生。正如梁启超的《敬业与
乐业》里面讲的“第一，要敬业，此刻的学生虽然在学习，
但是却不愿学习，不喜欢学习，不甘于学习，想做更好玩的
事情，虽然是学习，但是被其他原因所逼迫，虽然不喜欢学
习，但抱怨之后，又回去学习。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

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们的职责是学习，这无法避免，那么为
什么不能化压力为动力，用心去学习，去“敬业”呢？正如
《庄子》中老人捕蝉的故事一样，用心专一，用心专一就能
够到达目的。

我认为，最有效率的学习方法就是快乐地学习。大家想一想，
你做你最喜欢的事情时，是不是真心想把它做好？而最后的
结果就是这件事情不但你圆满完成，并且速度很快呢？学习
也一样，你如果认为学习很快乐，学习就是一件十分容易的
事，并且最后的结果也是十分可佳的，反之，学习就会变得
枯燥无味，结果必须不尽人意，所以同学们要想学得更好，
就需要在学习中寻找快乐。

综上所述，我们作为学生，就应乐于自我的学业，如此才能
成大器，以上就是我作为一名学生对梁启超的有业，敬业，
乐业与学习关系的看法。



敬业读后感篇五

时间真的好快呀，我又该讲敬业与乐业这一课了，看到题目
我就有些敬畏，我不喜欢这一课，甚至都期望这一课从人教
版本删去。三年前的往事出此刻眼前，记得08年的八月份，
二中招聘老师我来试讲，就选的这一课，我十分不喜欢这一
课，但是进度是这一课我只好从命了。这篇文章是典型的议
论文开篇提出了中心论点:我确信“敬业与乐业”四个字，是
人类的不二法门。之后点出了:有业、敬业、乐业。

结尾深化中心职责心就是敬业，趣味就是乐业。记得我按照
我的思路设计好了教学程序，上课时学生也不爱听课，不听
你的，感觉用别人的学生就不如自我的学生顺手，解决生字、
读课文、理清思路。我大胆想象，让学生放手选，记得学生
选的是喜欢乐业，我就先分析乐业，之后分析有业、敬业。
但是我强调了有业是敬业与乐业的前提。结末的评课是:不能
调换顺序讲，要按照逻辑顺序来讲。自然是名落孙山。说句
实话，我来的目的就是来当绿叶的'，因为我心里明白的很也
就是出来讲课，锻炼一下胆量，学习一些经验。虽然失败了，
但是我明白了许多，懂得要多充实自我，不断地的丰富自我
的知识，敢于挑战，善于总结经验，多写文章，表达自我的
喜怒哀乐。能够说我在方方面真的有了很大的提高。吸取教
训，三中招聘我是讲木兰诗，应对新的学生我有了上次的经
验，课前我与他们交流谈心他们很喜欢我，而且我最善擅长
讲诗歌，朗读是我的强项，总结上次的经验，结合自我平日
的教学优点，整节课靓点不断，各科参加讲课的教师13名，
我的分数，自然是成功了。但是我心里的余悸，就是不喜欢
敬业与乐业这一课。

第一，因为凡一件职业，总有许多层累、曲折，倘能身入其
中，看它变化、进展的状态，最为亲切有味。

第二，因为每一职业之成就，离不了奋斗;一步一步奋斗前去，
从刻苦中将快乐的分量加增。



第三，职业性质，常常要和同业的人比较骈进，好像赛球一
般，因竞胜而得快感。

第四，专心做一职业时，把许多游思、妄想杜绝了，省却无
限闲烦闷。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人生能从自我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

看着孩子们脸上露出了笑容，真正的懂得了乐学的重要，我
心里无比自豪，想到我最后战胜了自我，我心里无比的骄傲。

用一句话结束就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敬业读后感篇六

最近阅读了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的著作，其中的《敬业与
乐业》最为令我印象深刻。

梁启超先生的《敬业与乐业》，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人们对待
职业的态度问题，论述了敬业与乐业的重要性。梁先生根据
自己的亲身经验，指出“责任心”和“趣味”跟“敬业”
与“乐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责任心”就是“敬
业”，“趣味”就是“乐业”。他认为做事必须具备责任心
和善于“从职业中领略出趣味”。一个人对待自己的职业，
能够有责任心，有趣味，发扬敬业与乐业的精神，专心致志
做圆满，就是“人类合理的生活”。

梁启超先生认为，人人都要有正当的职业，人人都要不断地
劳作。没错，人生活在世界中，就要不断地在自己的岗位上
劳作，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的力量，不做社会上的蛀米虫。

梁启超先生认为我们应做到两点：“敬业”与“乐业”。

第一，敬业。敬业就是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
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都不旁骛。为什么要敬业？因为人



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另一面也是了为了劳动而生活。凡可
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的。

作为青年大学生，学习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也应该敬重
自己的职业。现在有很多大学生在大学中无心学习，整天沉
迷于网络游戏、电影电视、谈清说爱中。这样就没有做到敬
业，没有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大学生就缺乏了一些
将来为社会做贡献的本领。所以我们在大学生活中，要把学
习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我们应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的学习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这样就能获得
将来从事自己的职业时的必要素质和能力。

第二，乐业。乐业就是从自己的职业中找出乐趣和快乐。梁
启超先生说，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
趣味自然会发生。劳作不会是最苦的，最苦的是那些无业游
民和厌恶自己职业的人。是啊，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只要认
真坚持做下去，一定会从中找出快乐来。现在社会上有很多
人，在社会上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去做违法犯罪的事
情，这些人就是最苦的人。还有一些人虽然有了自己的职业，
却总是不太安分，认为自己从事的职业枯燥无味，于是自暴
自弃，没有认真负责地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结果很难做
出一些成绩来，这些人也是最苦的。所以，我们不但要敬业，
还要乐业，兢兢业业，刻苦认真地做事情，一定能找到职业
的乐趣。

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我们同样也要乐业。现在有的大学生老
是抱怨自己的大学不好，认为自己的专业学起来枯燥无味，
于是整天闷闷不乐，无法专注于学习，结果四年大学生活下
来，收获甚少，虚度了光阴。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无论我们在哪所学校学习，无论我们学的是什么专业，我们
都应该做到乐业，认真勤奋地去学习，在学习中体验乐趣。
这样，我们就能不断在学习中得到快乐，收获知识，四年下
来，我们一定会学有所成。



任公一生最受用的有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
味”，且常常力求这两句话之现实与调和。敬业即是责任心，
乐业即是趣味。我们应该以这两句话与任公共勉，时刻做到
敬业和乐业，认真勤奋、专心致志地学习，成就自己的大学
生活，成就自己快乐美好的人生！

敬业读后感篇七

“有业之必要”

对我们来说，“业”自然是学业。文中引用朱熹的一句
话“主一无适便是敬”，让我真正认识到要专一于学习而不
旁及其他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敬”。我们作为学生，专心
于学习，有坚强的意志力，勇于拼搏的气魄，决不放弃的信
念，便是“敬业”。不管任何工作，拿到手里，就要根据自
己的才能去劳作，把它做到圆满。这也证明人人都要有工作，
人人都要劳作。“百行业为先，万物懒为首”，我们现在不
是没有职业的懒人，将来也不能做社会的蛀虫。

至于乐业，我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便足以诠释了。有些人厌恶本行，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
却满肚子不愿做，不愿做是逃不了的，但哭丧着脸去做和快
乐地去做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我想，做一件事，要抱着积
极乐观的心态，融入其中，一步一步奋斗前去回想自己努力
得来的成就，就会有一种归属感。同时，要与别人比较骈进，
在竞争中体味快乐。这样的生活才有价值。

总之，做任何事情都要“敬业”“乐业”，我们要在“敬业
与乐业”中实现我们的人生的价值以及生命的意义！

敬业读后感篇八

在这一册的英语书上，介绍了一个人，史帝芬·霍金，其实，
我以前对他也有所了解，他有身体上的严重瘫痪，能动的部



位也只有右手的两根手指而已，而他却是当今最伟大的科学
家之一，他热爱他的工作，热爱他的“脑力劳动”，对他来
说，他所遭到的不幸正是一种挑战，值得他庆幸的是他不必
为实验物理而担心，幸好有理论物理适合他去研究，他的困
难是大于常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可他为了他的工作而执着、
乐业，这就应验了一句话：“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
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
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这就是敬业的另一个方面：业精于
勤。

为乐而业，我认为是重中之重，因为兴趣是一种力量，乐于
为工作而奉献，乐于为工作而流汗是最美好的，比起头悬梁、
锥刺骨，虽然精神可嘉，其实再傻不过了，真正逼迫自己去
干一件事又能得到多少呢?有兴趣作前提，自然不知疲倦，高
高兴兴做完的事会愉快地扎根在我们的记忆中，也就是说，
只有从事感兴趣的职业才会发挥最大的才能。

我深信人类合理的.工作生活总该如此。

敬业读后感篇九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教育我们，
只有做到敬业与乐业，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奋
斗目标。读罢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我更是有了深刻的
体会。

人活在世上，就是在做事。没有职业的懒人，做的是无意义
的事，而有职业的人，若不敬业乐业，也无异于前者。

拥有职业的人，首先要敬业。一个人如果连自己从事的职业
都不敬，那就是对自己不敬，他一定会失去别人的信任，得
不到别人的帮助和支持。凡职业没有不可敬的，只有敬业，
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才有可能乐业；只有乐业，才会除去
负担，把事情真正办好。



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喜欢它，乐意去做，这样就不会
感到工作劳累，而是把劳累感转化为自己的快乐与做下去的
动力。一事无成要耗费精力，积极的去完成该做的事也要耗
费精力，而乐业还会有所收获，提高自己，那为什么不乐业
呢？人生是一个过程，只要将过程演绎得精彩就够了，不用
在意结果会怎样。

而对于我们学生，要敬、乐的业，当然是学习。学习很累，
而当你爱上学习，就不会觉得累了，会把学习当成自己想做
的事来做，而不是受迫去学习。当在学习中取得好成绩后，
会由衷地快乐，那是自己学习后的成果啊！

不学习，整日碌碌无为，只会让自己变得自卑、承受各方面
心理压力。学习，虽然身体会劳累，但通过学习，获得了知
识和能力，获得了自尊与自信，付出了，也有了回报，这些
也值得了。

做到敬业与乐业，才能承担责任，激发潜能，实现梦想。让
我们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