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书分享第集读后感 读书心得分享
读后感(通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
义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读书分享第集读后感篇一

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可见读书是多么重要!
读书可以学到丰富的知识，可以让我们了解世界。

一次，学《鲸》这篇课文时，我了解了很多东西：鲸的体重，
鲸的种类，再加上课外收集的资料，了解的东西就更多了。

我也学到了，在作文中应该多用些说明方法，比如说：例数
字、作比较、打比方、分类别、举例子等等。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觉得多读书对写作有帮助，
多积累好词佳句、名人名句。写作时，把这些运用上去，这
样可以让一篇作文写得更加生动具体。

记得以前，我写作文时，把作文写得连我自己都念不通顺，
更别说写长、写好了。后来我多看了一些书，一切都改变了。
记得是一本叫《小米粥作文》的书，让我慢慢地养成了多做
读书笔记的习惯，在写作文时，运用了好词好句，渐渐的，
我能把作文写得又长又好了。

如果你心情不好，我建议你看一看《开心作文》吧!或许它能
让你开心，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书，我们喜爱的书，能让我提高作文水平，能让我在快乐中
学习作文。书能让我放眼看世界，能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
它是我们生活中的好老师，这就是我的感受。

读书是他一种乐趣，当你读书时，你会走出自己的世界，进
入另一个人的世界中，看另一个人的人生故事。

读书，读一本好书，可以让我们开阔视野，丰富阅历，这是
读书的好处。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读百
遍，其义自现”，以及外国朋友高尔基的名言：“书是人类
进步的阶梯，终生的伴侣”这些都是对于读书的肯定，也都
是推不倒的真理。

在生活中，每拿起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津津有味的读时，你
就会感觉到无比的快乐，心里会有一种浓浓的幸福感。在书
中，我们可以获的自己从前不知道的知识;在书中，我们可以
知道人生的哲理。在书中，我们可以扫掉积习在我灵魂中的
尘埃。

如果你去旅行，如果你只能带一样东西供自己娱乐，你会选
择那一样?如果你这么问我，我会毫不犹豫的说，我选择带一
本书。书就像一块口香糖，越嚼越有滋味。在旅行中，有了
书，你就不会再孤独。

一本你喜欢的书就是一位朋友，是一个你随时想去就去的熟
地方，让我们更爱读书吧。书会让你的人生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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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分享第集读后感篇二

对于一个在中国里的企业来说，如何从失败中走出阴霾，成
就一个经得起考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绝对是我们当前
需要思考的问题！《大败局2》一书主要记述了九个让人惊叹



惋惜的企业家以及他们的企业是如何起家，如何发展，如何
由成功走到失败的故事。从九十年代94年销售达到18个亿的
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到民营企业的代表铁本的戴国芳。他
们都是那一代人的不世豪杰。他们中间不少人拥有令人羡慕
的高学历，也有庞大优秀的研究设计团体，而败局却如宿命
般的一个个突然降临。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不难发现，尽
管企业家们的出身、作风、思想不一，但影响企业最终都是
由企业家的性格所决定命运的。而失陷都是因为最基本的两
个因素：即违背了商业的基本逻辑和企业家内心欲望膨胀。
一次又一次印证了“性格决定命运”一说。

在《大败局2》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种“工程师+赌徒”
的商业人格模式。他们往往具有较好的专业素质，在某些领
域有超人的直觉和运营天赋，同时更具有不可节制的豪情赌
性，敢于在机遇降临的那一刻，倾命一搏。这是这是企业家
职业中最惊心动魄的一跳，成者上天堂，败者落地狱，其微
妙控制完全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
莫不一次又一次的叹息，他们都曾豪言壮语，如日中天，光
芒万丈，让人不可直视！运用他们自身的优势，资金运作手
段，把自己的事业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扩张。但我们分析其中
的案例，里面不缺乏专注自己事业的人。也不缺少资本市场
运作的高手，更不缺乏有政治身份搞国企的企业家。但却很
少人能把几样因素都完美结合，充分考虑。在如今的中国，
已形成了国资、民营与外资三方博弈之局面，民营企业在三
方博弈中却处于劣势。书中提及的民营企业其实具有很强的`
竞争力，但他们的失败分析起来却归因于基本因素：如企业
扩张得太快，只专注于重组、融资、整合等操作手段，却没
实业根基；或缺少与政府有效的沟通，形成了一幅不可逾越
的鸿沟，当问题发生想脱离国企包袱就受到政府的致命干涉
与打击；或者企业一开始就是违法经营，却能违法扩张，而
且牵涉却越来越广，越来越多企业和个人，最后形成了一大
群企业集体违法，问题一发生就产生难以估计的损害……..
所以，他们看似偶然的失败经历其实正是“中国式失败”基
因的根本所在。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看到其他企业的快速发展的
同时，更应该思考我们本身，努力找到一个适合我们企业长
期发展的道路，一步一步从内部打好坚实的基础。更要注意
的是，我们还必须学着警惕及防范纯思维之外的种种风险。
这种环境分析能力及所需要的应对智慧，不是西方管理学或
欧美大牌商学院教授所能传授的。企业家冯仑甚至认
为：“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
充而不代替、附属而不超越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虽然未必全面，但有其参考价值。

这是一个还没有老去的时代，我们的中国企业家正在经历一
场从智慧到命运的“牢狱历练”。从他们的失败中，我们不
仅看清了过去，更看到了未来。衷心希望我们的企业能健康、
持续的发展！

读书分享第集读后感篇三

五柳先生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读书是一种充实人生的艺术。下文是本站小编为你带来的是
优秀读书心得分享，希望对你有帮助。

读书是一种享受生活的艺术。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
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当你枯燥烦闷，读书能使你心情
愉悦;当你迷茫惆怅时，读书能平静你的心，让你看清前路;
当你心情愉快时，读书能让你发现身边更多美好的事物，让
你更加享受生活。读书是一种最美丽的享受。“书中自有黄
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读书是一种提升自我的艺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
道。”读书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一本书有一个故事，一个故
事叙述一段人生，一段人生折射一个世界。“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读诗使人高雅，读史使人明智。
读每一本书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悬梁刺股”、“萤窗映
雪”，自古以来，勤奋读书，提升自我是每一个人的毕生追



求。读书是一种最优雅的素质，能塑造人的精神，升华人的
思想。

读书是一种充实人生的艺术。没有书的人生就像空心的竹子
一样，空洞无物。书本是人生最大的财富。犹太人让孩子们
亲吻涂有蜂蜜的书本，是为了让他们记住：书本是甜的，要
让甜蜜充满人生就要读书。读书是一本人生最难得的存折，
一点一滴地积累，你会发现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读书是一种感悟人生的艺术。读杜甫的诗使人感悟人生的辛
酸，读李白的诗使人领悟官场的腐败，读鲁迅的文章使人认
清社会的黑暗，读巴金的文章使人感到未来的希望。每一本
书都是一个朋友，教会我们如何去看待人生。读书是人生的
一门最不缺少的功课，阅读书籍，感悟人生，助我们走好人
生的每一步。

书是灯，读书照亮了前面的路;书是桥，读书接通了彼此的
岸;书是帆，读书推动了人生的船。读书是一门人生的艺术，
因为读书，人生才更精彩!

书是不说话的老师，书是知识的宝库。读书的益处十分得多。
我喜欢读书那是因为它不仅让我学到一些我们在课上学不到
的东西，而且能让我知道一些人生的哲理和在遇到困难时如
何以最好的心态去面对。

由于爸爸妈妈小时候特别爱书，所以，爸爸和妈妈读书的兴
趣感染了我。因此，我也不时会拿出一本课外书来阅读，慢
慢地我对书产生了兴趣。现在，我已经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书
了。

妈妈为了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专门给我买了四册少儿百科
全书。要知道这买书的钱，还是妈妈从牙缝里挤出的钱买的，
如果不买这四册书的话，妈妈还可以买好几件衣服呢。所以，
我决心好好品尝这“美味佳肴”。当我大概了解了这四册书



的内容后，我感受到：一本好书，蕴涵着许多丰富的知识和
美好的情感。阅读一本好书，就是要跨越时间和空间，同睿
智和高尚的人对话，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所以，我一定要
好好珍惜。

也许有人会问，读那么多书你不感到累吗?我不但不感到疲倦，
相反，读书让我心情愉快，书店里各种各样的书应有尽有，
周末，我喜欢在书店自由自在地看书，我想看哪类书都可以，
没有座位，就站着那看，一看就怎么也舍不得放手，一点也
不觉得疲累。

读书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让我写作文时不用发愁。我
的作文在班里经常受到尚老师的表扬。我能把作文写好，看
书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书能告诉我许多我以前不知道
的事情，给我很多的启发。

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人，都喜欢阅读，并善于从书中吸取营养，
从而走上了成功之路，让我们养成阅读的好习惯，一生都与
好书相伴，做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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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分享第集读后感篇四

杨绛在书中回忆了她和钱老平凡浪漫的爱情，他们经历过战
火、疾病、文革还有生离死别，他们相守相知，相濡以沫，
一辈子。“他说：‘绛，好生过。’我有没有说‘明天见’
呢？”每读这简单两行字，却让我深感死亡给人赤裸裸的折
磨，一鞭子抽在胸口上，绽出一个个血泡，心里刺痛得却听
不到一声叫喊。一个陪伴了自己经历了大半辈子的人忽然就
消失了，让人措手不及，脑袋一片空白，忘记了呼吸，忘记
了自己还活着，世界顿时就像缺氧的棺木，让人找不到一丝
生存的欲望。



这时我想到我的父母，我无法想象他们离开我时我要怎样活
过来。只剩下自己的孤单日子，要怎么振作。三里河的家，
空荡荡的，却每个角落都有他们的影子，有他们仨的回忆，
她一个人该要如何承受当回忆如潮水般袭来时的锥心之痛呢，
又有谁能陪在她身边挽着她的手听她泣说呢。

杨绛很爱阿圆，她是她的骄傲和依靠。但她永远让她牵肠挂
肚。在梦中，“她温软亲热地叫了一声‘娘’…钟书说：叫
阿圆回去，回她自己的家里去。“三里河？西石槽？不，是
她自己的家。”阿圆清澈的眼睛里，泛出了鲜花一样的微笑。
她说：“是的，爸爸，我就回去了。”最后阿圆安心地走了。

白头人送黑头人，作为娘的会有多痛，就如胸口被瞬间挣裂，
穿出一个大窟窿，刺骨寒风灌进，顿时血肉模糊。杨绛说阿
圆走了她就不用再牵挂了，可越这样想，心却牵扯得越痛。
十月怀胎，倾注一辈子心血的杰作，怎么说放下就放下呢。
天下父母都一样。所以我强迫自己要独立勇敢，要为了爸妈
而活，要让自己过得幸福快乐。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对自己好就是对父母好。这才是对父母最有意义、最实际的
报恩。

但人们常会说“我要赚大钱，买大房子给爸妈住，带他们环
游世界，享受人生。”我也曾这样想，可这是大错特错！要
清楚有些事情不一定要等以后、等所谓的“长大了”“有钱
了”才能去做。有些事情是要用一辈子去经营的。譬如，感
恩和爱。

然而我们现在可能会说自己还是个小屁孩，给不了父母什么，
等以后吧。但到了“以后”，你又会奔波忙碌于生计、自己
的家庭。而那对还在背后默默支持你念着你的父母，你还记
得他们吗？当初的诺言呢？或许你实现了，但那些用人民币
搭建的“爱”到底能“抵消”掉多少个不眠不休的日日夜夜
中的几个呢，它是否已成为你冷落疏忽父母的伟大藉口呢？
又假如事情进展不顺，你事业未成，父母就已离开了呢？再



假如上天给你开国际玩笑，你还没走入社会就离开父母了呢？
那你不是根本还没尽过孝就扔下可怜的父母独自伤心了吗？
所以说，那个“宏伟的”诺言是多么不现实，多么无赖。

虽说父母都望子成龙，可是实质上他们最望你平安幸福。他
们也不奢求什么豪华富贵，他们只想你能一直像他们曾经爱
过你那样爱着他们，记挂着他们。无论多不想打扰你的生活，
他们也还是很想你能陪陪他们。仅此而已。不需要钱，只需
要一颗真心。

我的爸爸妈妈已经50岁了，看着他们的背影，我知道他们真
的老了。他们为了我辛苦操劳了大半辈子，从不吝啬对我的
投资，却不舍得多花钱让自己享受享受。这么厚重伟大的爱，
我要如何才能报答完啊。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
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不能确定“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
所以，不要寄望“以后”，我们只谈“现在”，珍惜“当
下”。要爱，就从现在开始吧，能爱多久就多久，能多用力
爱就多用力。即使是一通电话，一顿饭，一次按摩。因为世
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永恒的拥有就是珍惜。

生死无常。“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人间没
有永远，我们能紧抓住的就是当下，就是这一刻。好好珍惜
和报答现在还陪在身边的父母吧，那么在离别的日子里，就
不会有愧疚，和遗憾。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读书分享第集读后感篇五

《我们仨》是钱钟书夫人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1998
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
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
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
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一个先后痛失爱女和爱人的老人，在其最后的年月中孤单前
行，并终于将这个温馨又历经挫折的家庭用朴实的文字展现
在我们面前。

书中的前两部分，写的是“梦”。

这第一个梦里，“我”梦见钟书自顾撇“我”而去。于是醒
来时便向他埋怨，钟书只是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
于是钟书似乎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个长达万里的梦。

这第二个“梦”里，便是“我”最艰难最痛苦又长达万里的
时光。奔波于双双病重的丈夫和女儿之间，“我”惶恐地走
在人生的驿道上。爱女的先行一步已是对人生的重大打击，
而爱侣的`日渐衰弱更加让人心绪难平。“我曾做过一个小梦，
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
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
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
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的愈
远，愈怕从此不见。”看到这里，是我第一次流泪，就那么
坐在班车上。

看到第三部分，我所感的已不是初读时对“梦”的不解，而
是从心底慢慢滋生的温暖气息。看这匹配的学术夫妻和他们
聪明刚直的爱女，他们好像总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乐
趣来，比如饭后遛弯儿是“探险”，而彼此分享所见所闻又称
“石子”。他们一个人要扮演多个角色，爸爸在学术上是老
师是巨人，在生活中却和女儿是兄弟甚至只是弟弟。妈妈总
要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毛巾折得有棱有角，可还是会
半夜怕鬼怕的要死，只有女儿在才敢走夜路。这几十年的婚
姻家庭生活，他们一家人过得平淡安稳略有滋味。在国外留
学期间自己学做饭攻克学问难关，回国后遇上战乱文革能相
互支持，文革后伴随病痛的老年生活也能在读书工作中安详
静默。无论多困难的境地，对他们来说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不去打破世界的方圆，这野心不是他们所能拥有，他们



只求在自己的方圆里求得一份自由闲适。

他们不求名份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馨的家庭生活也忍受
过最艰难的社会压力，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
甚至还略带呆板之气。可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普通却又不
平凡的63年。

我很喜欢他们一家人的性格。钱钟书生活上的憨厚与学问上
的严谨，杨绛自由温和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女儿圆圆大胆聪
颖有孝心。这样温情的一家怕是在那个年代也少有的吧。这
自由心与甘于平淡的心最是难得。

书里的彩页有他们一家的人的生活照信札图片，还有钱媛在
病床上未能完成的《我们仨》。看着这些毫无华丽朴素得令
人动人的文字，让我恍然。


