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个院士的一生读后感(大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
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一个院士的一生读后感篇一

作为餐饮从业者，我特别感谢还在前线为客人服务的伙伴们，
是大家的相互支持，让我能安心陪伴家人度过一个团圆新春。
这是我理想的假期，在一个惬意村落，拥有属于自己休闲，
放空时间，让我读完一直想读的书籍。

这个假期我也没有闲着，乘这个机会一口气读完卡罗·艾斯
德的《艾森豪威尔———个士兵的一生》。厚厚一本传记如
果不是这个假期恐怕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来消磨。

这是一本关于二战盟军最高统帅，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德
怀特·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历
史，人物传记抱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态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
说那样：诗比历史更真实。在我看来，历史里有很多属于不
可考证，不可证伪(不客观)的东西。特别是人物传记，只有
某个天才或者大人物，才能被“传”。那么受到名人效应的
影响，一些他们不想被外界所知的真相往往会被掩盖或者修
饰。比如，在我之前看过的《斯蒂夫·乔布斯传》里面谈到
乔布斯有“现实扭曲力场”，一种在僵局或者困境下改变他
人想法和行动的能力。我换一种角度看，可以理解为“忽
悠”的能力...

所以，我用看虚构类小说的态度和精神去阅读人物传记。此
时，我发现，生活往往比小说更梦幻，引人入胜。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大部分名人故事不一样的是，除了出



身过于普通，他还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可以说他的成就
完全是时代的机遇，家庭和个人奋斗的综合体现，在阅读过
程，我甚至认为前者更为关键。

艾森豪威尔出身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老爸生意破产)，基
本上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但物质上的匮乏没有让艾森豪
威尔碌碌无为，怨天尤人。

在物质财富上所缺乏的，他们会在开玩笑和恶作剧中更多地
补偿回来。

两人制定了一项协议：作为哥哥，埃德加先去追寻自己的梦
想，德怀特工作一年赚钱来资助他;然后轮到德怀特去上一年
学，埃德加赚钱资助他。就这样两个人轮流工作和上学，直
到8年后两个人都毕业。

艾森豪威尔的教育在我看来特别超前。有一次艾森豪威尔的
哥哥埃德加不想做繁重的家务而威胁要离家出家。结果，父
亲戴维给他建议了几条出走路线，而母亲艾达则主动为他准
备随身带的午餐...

威胁从来不会奏效。

戴维和艾达从来不把自己的想法或观念强加给6个儿子。他们
从小接受的教育司自己为自己想办法，自己选择生活道路。

在一次玩耍中，艾森豪威尔的弟弟厄尔被自己用完的刀不小
心割到了眼睛，造成永久性伤害，视力完全丧失。但母亲艾
尔从来没有去责备任何人，而且家里从此决口不提此事。

艾达努力使儿子们认为，生活就是冒险，事情发生以后总是
怨恨不已是一种自我毁灭。

家庭的影响深深刻在艾森豪威尔身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对异



性无感，过于内向。

他认为自己“瘦得难看，又笨绌，没有社交风度”。没有钱，
他的衣着和头发的确不能提高自己的自信。

不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是自信的，但并不自负。

关于艾森豪威尔的学习方式，我认为是最让人受启发和有很
大的借鉴意义。

艾森豪威尔保持终身的一个习惯是，写下自己对上级的评价。

在古人当中，艾森豪威尔最崇拜的英雄是汉尼拔，这不仅是
因其军事胆略，也因为汉尼拔精通当时的逻辑学。

像巴顿和艾森豪威尔一样，在二战爆发前，蒙哥马利一直学
习，写作，他确信世界大战总有一天会到来，并为之作着准
备。

当时在西点军校教授历史的方式是让学生记住战争地点，人
物和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以为学习历史的方式就是如
此，死记硬背，历史只是了解古人的八卦，于是我放弃了。
但艾森豪威尔遇到他人生最重要导师，陆军参谋福克斯·康
纳。我甚至还认为如果没有康纳，艾森豪威尔不会有后面的
故事。因为康纳的辅导方式启迪了当时还是少校的艾森豪威
尔。

每读完一本书，康纳就会不停地提问。他的教学方法是非常
苏格拉底式的。他会问艾森豪威尔：“为什么李两次进攻北
方?为什么米德会成功?为什么李选择在葛底斯堡?李还有别的
选择吗?”年轻的少校努力消化每一课的主要内容，因为他知
道或早或晚，康纳总会问起这些问题。

很多时候，基于事实，艾森豪威尔敢公然反抗上司，而且还



是鼎鼎大名的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

很大原因在于，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日益自信，他
相信麦克阿瑟需要他，多过他需要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的
火爆坡起和很强的自我意识，使他成为专横的麦克阿瑟的好
对手。

《艾森豪威尔》传记里，乔治·马歇尔是我的意外收获，中
学的历史课上有学习到让战后西欧重新繁荣的“马歇尔计
划”，但是对他领导力体现以及贡献，我是在本书中收获到
的。

我不喜欢把一个人留在某个岗位上过长，那样他的想法和远
见都不会超过我。当我发现一个军官不再生机勃勃时，他就
无法增加我的知识财富，最糟的是，他不能在提出赢得这场
战争必须的想法和进取心。

马歇尔提醒艾森豪威尔：“如果你的部下不能代替你，那就
是你没有把他们组织好。”

书中最让我认知升级的是盟军为了欺骗敌人采取的“坚毅行
动”，目的是让敌人误以为进攻地在另一个地方。

设计者们是要利用德国人固有的对于加莱的偏见，误导其相
信盟军进攻加莱是为了摧毁那里的火箭发射场...德军打算
在6月份用火箭对英国发动一场恐怖战役。为了达到目的，盟
军运用了所有成功的欺骗行动所必需的手段，足够的事实强
化德国人现存的想法。

这让我不禁大吃一惊，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不管是在
以前还是现在，我们容易眼前所能看到的，听到的，能触动
起情绪的信息，把事实给掩盖掉。看到类似《一个寒门状元
之死》，大部分真以为寒门真是无望，阶级早已固化。在生
活中，思维上的懒惰，逃避事实的行为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对此，我报有某种悲观的想法，因为，智慧之路是如此艰难
和漫长。

传记后部分讲艾森豪威尔通过粘合多国军队把纳粹德国，--
干翻的过程反而没那么吸引我。毕竟对比清楚知道的历史，
艾森豪威尔的成长和生活更让人觉得精彩。

一个院士的一生读后感篇二

他是唯一成为美国总统的五星上将;他是美军历史上晋升最快
的五星上将，从上校到五星上将仅用了三年;他是二战时期整
个盟军的最高统帅，指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
诺曼底登陆战;他是第一任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他曾被视为
“最没有前途的士兵”，也被誉为“美军史上最好的士兵”;
他军功卓著，是“战争中的第一人”;他痛恨战争，是“和平
中的第一人”;他被无数美国人痛骂诅咒，也被美国人民视
为“心中的永远的朋友”;他，就是美军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
的将军——艾森豪威尔。

本书讲述艾森豪威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习历练，以
及他作为二战盟军最高统帅的战争生涯，讲述艾森豪威尔从
士兵到五星上将的经历，深入挖掘艾森豪威尔如何协调与那
些强悍的著名人物的关系，包括麦克阿瑟、马歇尔、丘吉尔、
戴高乐、蒙哥马利、巴顿等。揭秘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尤
其是他和巴顿的友情与宿怨，他和蒙哥马利的亦敌亦友。不
仅解读艾森豪威尔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非凡领导力，更为当
代人提供领导与管理的思路。

本书被《纽约时报》誉为“研究最深入，写得最好的传记作
品”。

一个院士的一生读后感篇三

士兵突击读后感



光荣，始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正如长篇小说《士兵突
击》封面上赫然入目的一句话：“步兵就是一步一步一步走
出来的兵！”许三多的坚持让我们感动。

咬着牙做333个腹部绕杠，是坚持；独守营房半年，让仅有一
个兵的连队成为全团卫生标兵，是坚持；自己修成了一条几
代老兵都没能修成的路，是坚持。他不会顾及任何“潜规
则”，不会因为别人的脸色不好而放弃自己的看法，不会因
身边环境的.好坏而“随大流”，尽管连队只剩下他一个兵，
他照样一丝不苟地坚持出早操，坚持在饭前吼出响彻云霄的
歌声。他是古希腊神话中永不言败的滚石英雄，让我们在感
受悲壮的同时，更感受到一名真正军人的坚强，感受一名士
兵虎倒不散架的雄风。连最初对他反感透顶的连长也肃然起
敬：“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对待每个任务都像抓着救命稻草一
样。”()老子曰，慎始如初，即无败事。许三多靠信念和坚
持，一次一次战胜了自己，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士兵。他脑
子里只有“一根筋”――坚持“做有意义的事”。因为坚持，
尽管许三多看起来有点“傻”，可骨子里却让你佩服，令你
回味。因为他的认真，让全连为之感动；因为他的执着，让
战友为之骄傲。

一个院士的一生读后感篇四

从小儿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像书中成才所说的那
样：“如果有一天，我能穿上神圣的军装，接过前辈的钢枪，
那是一种多么荣幸的事啊；保卫祖国，保卫人民，成为百万
雄师中的一员，就像一颗晶莹璀璨的小水滴融入那茫茫的大
海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成为一名军人，这可能
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这部小说让我时而流下真情的泪，时而让我发自内心的欢笑。
我陪着书中主人公许三多一起悲伤，一起快乐，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从懦弱走向刚强，从矮小变得高大，就好像自己
已经投身在集训场上和军营之中。整个作品告别俗套，主人



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儿女情长，也没有用阴暗面来表现时
代的特征……它还是一部没有女人纠缠的军旅作品，甚至都
没有母亲的影子。而它用的是战友情，兄弟情来诠释普通的
军人。这部小说让我感动的地方很多很多。

在父亲眼里的“龟儿子”，同乡人眼里的“三呆子”，在新
兵训练场上的最早显形的“骡子”，在红三连五班愚得要命的
“许木木”，但他牢记着父亲说的话：“人活着就要做有意
义的事儿，做有意义的事儿就是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就是要
做许多有意义的事儿。”这使他自己自强不息，执著奋进，
也让他奔向更有意义的前程。

如果说这给我以启迪，催人向上，那么“不抛弃，不放
弃！”让我感受到战友的真情，人性的写照，让我和许三多
一起得到了心灵的升华。

老马班长没抛弃、没放弃许三多，史班长没抛弃、没放弃许
三多，老a部队也没抛弃、没放弃许三多。这让我不禁泪下！
多少战友情，多少老班长，一年又一年的送别，一年又一年
的迎接，老兵走了，新兵来了，变的只是穿在身上的那身军
装，不变的是真情。

我觉得“做有意义的事”和“不抛弃，不放弃”之间有着内
在的联系。前者是想法和目的，后者则是行动和保障，二者
缺一不可，只有把二者紧密结合，才能把好人做好，把有意
义的事儿做到底，换句话说就是，好事做到底，送人送到家。

没有把好事做好的原因主要有四种：首先，有很多人想法很
好，所作的事情也很有意义，但缺乏坚持，缺乏恒心和毅力，
所以没有把好事做好；其次，想法很好，但一想到前进道路
上的困难，根本就没有勇气去实施；三是得过且过，怕得罪
人，怕打击报复，所以就难得糊涂吧，四是由于各种原因造
成了疏忽和失误，结果和最初的目标出现了偏差，甚至把好
事办成了坏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好心办坏事吧。



如何做好人，把好事做好呢？首先要以仁爱之心待人，不断
加强自身修养，查找不足，学习他人的优点和长处，完善自
我、提高自我、升华自我；二是要以感恩之心待人，我们应
该感谢父母给予的养育之恩，应该感谢兄弟姐妹给予我们的
亲情，感谢领导的宽容和爱护，感谢家人、同事、朋友对我
们的支持、帮助、理解等等，这些是我们做好人的基础，是
我们不求索取、甘于奉献的不竭源泉，也是我们催动和谐家
庭、和谐社会的核心动力；三是把好事做好，在前进道路上
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想办法去克服它，要有决心、信心、
恒心；四是把好事办好，最关键的还要培养我们的细心和耐
心，老子说：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
这句话精辟的指出成就事业必须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从细微
之处入手。生活的一切原本都由细节构成，如果一切归于有
序，决定成败的必将是微若沙砾的细节。认真做事只能把事
情做对，用心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好。“用心做事”体现了一
个人“追求完美”的境界。其实，能做大事的人实在太少，
多数人的多数情况总还只能做一些具体的事、琐碎的事、单
调的事，也许过于平谈，也许鸡毛蒜皮，但这就是工作，是
生活，是成就大事的不可缺少的基础。要树立“用心做事，
追求完美”的理念，在平凡、琐碎、繁杂的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的生活和工作中体现出“用心做事”的崇高境界。“用
心做事”是一种精神，在悟性和经验相近的情况下，更能体
现出人的精神。

我为书中的许三多和他的战友们喝彩！！！我要做一名生活
中的许三多！！！

一个院士的一生读后感篇五

一个平凡的士兵，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几天来沉浸的小说《士兵突击》里，不能自拔，随着许三多
的笑而傻笑，随着许三多的哀而悲伤。



当那个傻得朴实的他被老爹追着打，追着骂时，我的心情开
始颤抖，当他似被抛弃在远离部队的五班时，我的心隐隐作
痛。当他独自守着钢七连，看到他望着电视里他与老战友嬉
笑怒骂的画面发愣时，我的心紧缩着就要窒息，泪水顺着我
冰凉的脸颊悄悄地流。

我该怎么办才能温暖你心里的冰凉，眼里的悲伤？

放下小说，我独自在昏暗的寝室里徘徊。走到窗前，透过细
雨迷蒙的窗外，我又看到了那抹孤独的身影在雨中奔跑。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游戏，只要你能玩得起”我咀嚼着这句
话。

在空守着半年多的钢七连后，许三多的命运似乎有了转
机――他被选进了老a的训练营，也见到了他的同村好友成
才――一个是荣誉为生命的生神枪手。

训练的艰辛压不垮许三多，那些个日日夜夜的孤独早已让他
体会的太多太多，但他受不住的依然是看着战友或许在他人
眼里就是竞争对手一个个离开。

有人问：为什么会选这么一个普通的士官？

“因为他耐得住寂寞”指挥官袁朗淡淡地说。

是啊！寂寞！在今天物流横飞的时代，又有几个人能耐得住
寂寞？不是为金钱而忘记自我，就是走后门、攀高枝以达自
己高贵的生活。

问一个失恋的人：“你寂寞吗？”“是的，我寂寞。”

问一个受挫折的人：“你寂寞吗？”“是的，我寂寞。”



问一个打工的人：“你寂寞吗？”“是的，我寂寞。”

能说出的寂寞，不是寂寞，而是空虚，这真是可怕。

也许每个人都是许三多，那就不妨去许三多身上，寻找丢失
的自我吧！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篇报道说xx校x班的老师经常给毕业班的同
学诵读《士兵突击》，并把钢七连的口号‘不抛弃，不放
弃’作为班训，让同学们牢记钢七连精神，牢记许三多精神。

“钢七连可以没有，但钢七连精神不能没有”这是老兵伍六
一对许三多临别赠别。

是啊！我们连改组了，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们连精神还存在！

许三多和成才在成长中磨炼着，又在磨炼中成长着。小说的
结尾是这样描述的：

载着几人的小船驶向远方，逐渐消失在落日余晖中，等待他
们的又将是什么？

好厚的一本书，好沉重的故事！

这不仅仅是部小说，更是在诉说着人生的真谛――不抛弃不
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